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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台茶人培育“金萱”

福建是乌龙茶的故乡，有1000多年的
茶文化历史。闽台茶同根、种同源，历年
来台湾种植乌龙茶树的品种绝大多数来自
福建，包括文山包种、冻顶乌龙、木栅铁
观音与高山茶等。

记者20年前赴台驻点采访时，曾在南
投县鹿谷乡冻顶山听当地居民讲古：清朝
时，南投县秀才林凤池赴福州乡试，中了
举人。回台前，福建宗亲邀他到武夷山游
玩。当时岩茶已闻名遐迩，武夷山茶人赠
给他青心乌龙茶苗36棵。他带回台湾后，
其中的 24 棵试种失败，另外 12 棵由鹿谷
乡冻顶的林三显种植成功，并逐渐移苗广
植，成为台湾名品。这段往事，当地茶农
无人不晓。

近日，记者在福州市鼓岭下的省农科
院茶叶研究所听到了故事的续篇。原来两
岸茶树种的繁衍，还是“一脉双向”的呢！

茶研所所长陈常颂介绍，该所由著名
茶学家张天福1935年创办于宁德福安县。
而旅台茶界大师吴振铎是福安人，毕业于
当时的省立福安高级茶科学校，是张天福
的学生，1946 年任福安茶校的教导主任。

吴振铎1947年赴台，曾任台湾茶叶改良场
场长、台湾大学教授等职，毕生培育十多个
台茶新品种。尤其他以台农8号为母本、硬
枝红心乌龙为父本，经人工杂交育成“台茶
12号”，其生产性状好，在台湾大面积种植。
他不忘福建家乡，特以祖母的名字命名为
金萱。1988年6月，吴振铎夫妇回到阔别40
余年的福安探亲访友，金萱引种至福安。

新品种在闽呱呱坠地

金萱在闽能不能适种？本世纪初茶研
所在福安开展了6年的区域试验，用金萱对
照黄旦、福鼎大白茶等。鉴定表明，金萱长
势良好，产量高于对照品种，制茶品质较
优。该品种经龙岩、宁德、三明等地多年多
点试种，亩产鲜叶500公斤左右，比黄旦增
产10％以上，适合福建及相似地区栽培。

2007年，茶研所承担福建省重大科技
专项“台湾乌龙茶新品种、新技术与关键
装备合作创新研究”。对金萱品种，由茶
研所、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福安市茶业
管理局、宁德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产量、品
质、抗性与适应性鉴定评价，2011年通过
了省级的审定。

金萱能不能提升？答案是能！历经多

年，其杂交创新品系“福萱”“春萱”完
成第五轮全国茶树品种区试，最近终于获
得国家的品种登记证书。

课题组成员之一孔祥瑞向记者介绍，
“福萱”属于早生种，茶叶出芽密，芽叶茸毛
多，产量高，抗病虫与适应性强。适制乌龙
茶、绿茶，其中乌龙茶香清细幽，味道醇爽、
厚滑，香气比金萱更高。用来制绿茶，有花
香带甜香，味较醇爽。“春萱”则属于中生
种，芽叶茸毛少，抗性与适应性强。

这两个新品种，适宜在福建、广东、广
西、云南及相似茶区种植。“双胎”的育成与
应用，可调整优化茶树品种与茶类结构，增
加产品花色，助力茶农增收和茶产业发展。

“像育儿一样呕心沥血”

茶树是有生命的。对茶研所的专家们
来说，培育新品种既要像找对象结婚那样
寻找姻缘，又要像养育儿女一样呕心沥
血。身为国家茶产业技术体系乌龙茶育种
岗位专家的陈常颂对记者笑言：“如果这
个孩子很淘气不听话，不能骂他的，只能
琢磨着引导他。”

据介绍，培育一个茶叶新品种需耗时
18年至25年。茶树育种难做，有人做着做

着就放弃了。但茶园总会面临品种老化退
化问题，这需要有人去解决。

专家们深深体会育种的甘苦。选亲
本，通常要从野生树种中筛选。为此，他
们经常去省内外、国内外的大山里寻找，
一有发现，或取回试种，或建立观测点定
期察看。这需要翻山越岭，需要风餐露
宿，总免不了蚊虫叮咬，有时会遇到蚂
蟥、毒蛇。在野外十分辛苦，但每当发现
目标，那份喜悦又是无法形容的。紫色茶
叶、悬崖孤本……都令他们如获至宝。

陈常颂向记者“科普”：有性繁殖结
出的每个茶果，就像每个人一样个性差异
很大，其特性有待甄别筛选。所以推广新
品种时，不会直接把大量新品系 （株） 示
范推广，而是优中选优，经区域试验、示
范表现良好生产潜能的才予推广。

福建的茶育种在全国很有名。据悉，
茶研所建有福建最大的茶树品种资源圃，
收集保存茶树品种资源1000多份、乌龙茶
种质1300多份。近年来从国内外征集与筛
选出优特种质400多份，其中近百份在省
内外示范应用，育成20个国家级良种、4
个省级良种。在2021至2022年，该所6个
品种通过国家茶树品种登记。

（本报福州7月22日电）

据新华社
台北电 （记者
齐湘辉、岳夕
彤） 记载台湾
抗日将领许历
农一生奋斗历
程的新书 《许
历 农 传 —— 从
战 争 到 和 平》
发布会日前在
台北举行。该
书 以 纪 实 笔
触，还原了这
位百岁将军情
牵两岸的家国
人生。

《许历农传
—— 从 战 争 到
和平》 由天下
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内容包
括 “ 军 旅 篇 ”

“政党事务篇”
“ 家 庭 与 思 想
篇 ” 三 部 分 ，
共计15章。

104 岁高龄
的许历农出席
了 新 书 发 布
会 。 他 表 示 ，
唯有选择两岸
互利双赢统一
方案，才是国
家之福、全民
之福。

被 人 们 尊
称为“许老爹”
的许历农 18 岁时正逢七七事变爆
发，他毅然投笔从戎，“上马击狂
胡，下马草军书”，屡建功勋。他的
一生，31年在大陆，73年在台湾。

上世纪90年代，他不满时任国
民党主席李登辉搞“台独”而毅然
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后又创办
新同盟会、民主团结联盟等统派团
体。2007 年后，他投身促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大业，发起“中山黄埔
两岸情”论坛，组成“促进和平统
一政治团体联合会议”，还多次率团
访问大陆，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吁。

本书由学者纪欣专访近 4 年写
成。纪欣在发布会上说，许老爹以
实际行动反对“台独”，致力于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今已 30
余年。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凡响
的抉择，并且付诸行动，值得世人
钦佩。

澳门路环计单奴街的一间平房内，
摆放着数十种大小不一的木制帆船模
型，谭锦光正在细心地将一片片木板嵌
入船底之中。这间小小的屋子，保留记
录着澳门造船业的荣光。

位于计单奴街的澳门造船工会路环
造船分会，隐匿于路环的一角。附近有
因为蛋挞而名声遐迩的安德鲁咖啡店，
被游客热捧的各类小清新店铺、彩色

“网红打卡墙”。但少有旅人知，这里离
澳门最大的造船基地遗址——荔枝碗造
船厂步行不到十分钟。

屋内悬挂的匾额写着“工羡行会馆”。这
个创立于1853年的会馆是澳门造船工会的
前身，谭锦光如今是澳门造船工会的会长。

工羡行会馆的诞生，见证了澳门造船
业的辉煌时刻。千帆竞渡，渔歌唱晚……渔
业蓬勃发展之际，上千条船在澳门的码头
间交错行驶、停泊靠岸，澳门的造船业也水
涨船高，收到来自海内外的大量订单。谭锦
光说，最旺时荔枝碗一共有12家厂。

“造船业当时是澳门的龙头行业，收
入也高，好多人想入行。”造船师傅林伟
球说，这一古老技艺恪守着师徒制，3年
过后，师傅认为徒弟满师了，才可正式
到工羡行会馆拜鲁班，登记成造船工人。

随着本地及周边渔业式微，澳门造
船业也逐渐走向没落。2006 年左右，荔
枝碗造船厂建造了最后一艘木制机动渔
船，澳门造船业的帷幕就这样缓缓降落。

造船的传统工艺面临几乎被遗忘的
命运，但在时间的洪流中，仍有人坚守
着传统造船业手艺。

谭锦光和林伟球选择了用船模的方式
记录“逐海而居”的澳门记忆。“我想让澳门
人和游客知道澳门造船业的辉煌历史，造
船业曾经是举足轻重的。”谭锦光说。

谭锦光和林伟球把造船的一丝不苟
延续到了船模中。依据原本制造大船的整
个结构及工艺，首先制图、画样，再制造骨
架、船旁、船面、甲板及其他配件。

这种精细活极费体力和眼力，制造一
艘船模需要两个人配合，花费3个月约700

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两个年逾花甲的人来
说并不容易。而制作过程中需要的木材、
麻绳、五金配件等材料，都是自掏腰包。

但他们甘之如饴。谭锦光表示，现
在澳门做船模的师傅大概不到10个，全
都是以前的造船工友。大家的心态都一
样，都想澳门的造船行业不要这样就流
失了，可以传承下去。

最初，他们做的是渔船，后面慢慢
发展成各种古代的船。林伟球说，他们
费尽心思搜寻古代船只图片和资料，揣
摩轮廓如何搭建，估算船只的深、宽、
高比例，再一一复原。

小小船模不能乘风破浪，却承载了
更多的期待。谭锦光和林伟球的船模曾
经赴内地、海外参加各种比赛。林伟球
自豪地指着墙上的一排排得奖照片说，
要做到比例和仿真度很足够才能拿奖。

“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更多人知道澳
门的造船手工艺这么好。”林伟球说，自己的
船模图纸有很多人喜欢，甚至有些外国人
问这些图纸卖不卖，“两三万都有人买。但我
不卖，我留着图纸教人，留着自己参考。”

当年的工羡行会馆旧址毗邻“澳门造
船子弟学校”。两位造船师傅也希望，这门

手艺有子弟接手。“70后”谭怀逸和“80后”
卢蒙娜均是子弟之一。他们虽然各有本职
工作，但仍坚持每周六来这里学艺。

“懂事以后，在筷子基等地见过船
厂，但印象里没见过木船下海。这种画
面我都没有印象了。”谭怀逸指着墙上记
载当年船厂码头热闹景象的照片说。

学艺不到两年，谭怀逸亲手制作的船
模有3个。“越做越喜爱。”他说，“平时和师
傅们聊天，了解以前那些造船的文化，听师
傅们说当年造船的那些事情，很有意义。”

在美国学成并工作多年后回到澳门
的卢蒙娜，现在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在她
看来，造模型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帮助，
因为船模和室内设计都讲究空间和架构。
但做船模基本上直线工艺很少，大多都是
弧线，“挑战蛮大的，很有满足感”。

卢蒙娜认为，这么有历史有故事的手
艺，如果有一天完全消失了，是非常可惜的，
这也是她学习这门手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将来我有这个能力 （手艺），如果
有人有兴趣学的话，我会很乐意去传授
给他。”卢蒙娜说。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芳、刘
刚、王爱华）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7月初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已成为
香港文化“新地标”，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流连。

▲ 参观者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内拍摄展品。
▼ 人们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内参观拍照。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闽 台 茶 缘 再 续 佳 话
本报记者 连锦添

历经20余年，由福建省农科院

茶叶研究所培育的“福萱”“春萱”

两个新品种，今年6月获国家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这意

味着权威机构认可该品种适合在全

国多地推广种植。新品种用杂交方

法育成，以台湾茶品种金萱作母

本，福建本地优选品种为父本。

“双胎”的抗性和适应性强，产量

高，其制成品香味更佳。

刻 记 历 史 的 帆 影
——探访澳门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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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绿色生态茶园。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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