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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全花茶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该花茶的成功研发填补了凤丹白牡丹全花制茶的空白

“一朵牡丹”花开洛城 一杯花茶倾倒众生

众芳唯牡丹，这句古诗
的味道是可以喝出来的：牡
丹全花开放在水中，白色的
花瓣，黄色的花蕊，茶水中沁
人心脾的芳香扑鼻而来，这
就是昨日召开的洛阳牡丹全
花茶新闻发布会带给我们最
难忘的记忆。

用这种古老土方制作出
来的牡丹全花茶，填补了凤
丹白牡丹全花制茶的空白，
数千年的茶文化又开始在洛
阳的土地上重新发芽。

“一朵牡丹”全花茶昨日开始
香飘洛城

沸水冲入玻璃杯中，杯中的凤丹白牡丹
慢慢舒展开来，慢慢绽放，看起来娇姿如凤、
冰清玉洁、鲜艳欲滴，品上一小口，清醇花香
扑面来，沁人心脾……

昨日，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农工委主
办，市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洛阳众芳牡丹产
业集团承办的洛阳牡丹全花茶新闻发布会
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朵杯中绽放的
凤丹白牡丹身上，他们知道，这朵凤丹白牡丹
的绽放预示着牡丹花茶新纪元的到来。

本次发布会吸引了国内20余家新闻媒
体和众多文化学者、企业高管的目光。市领
导史秉锐及市委宣传部、市委农工委、市农业
局、市林业局、市牡丹办、市科技局、市工信局
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发布会。《墨言
洛阳》策划人徐磊说：“洛阳书画文化是洛阳

文化符号的代表之一，同样，茶文化也是，希
望有更多像洛阳牡丹全花茶一样的洛阳制造
出现。”

在发布会上，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
会副会长李嘉珏品尝了一口牡丹全花茶之
后，赞不绝口。他说：“全花茶保持了牡丹的
原汁原味，牡丹的全身都是宝，这杯茶把精华
都保留了，具有原生态的凤丹白牡丹清香。”

洛阳众芳牡丹产业集团董事长杨晓红介
绍，为了突出原生态，他们把这种牡丹全花茶
取名为“一朵牡丹”。

“一朵牡丹”全花茶的前世追溯

国人品茶之风已盛行久远。我市知名
历史学者郑贞富介绍，茶分两种，一种是南
茶，即平常我们说的龙井、毛尖等木本茶；另
一种是北茶，即花草茶。北宋陈敬的《陈氏
香谱》等文献把花草茶主要分为五种，即兰
香、荷香、菊香、梅香、天香。其中，天香就指
牡丹。

据《隋书·炀帝纪》等文献记载，大业二年
（公元605年）中秋节，隋炀帝在西苑大会群
臣，封杨侗等三个皇孙为王。陆浑县（今嵩
县）令献牡丹茶，波斯商人献玻璃盏，当将一
朵牡丹花茶放入玻璃盏中，充入沸水后，花茶
绽放，有白色花瓣和黄色花蕊，如鲜花盛开，
又有浓郁的芳香，众人称奇。炀帝细问，方知
此茶为陆浑名医杨上善所制，立即下诏封杨
上善为御医。

郑贞富说，武则天一生不饮用南茶，只饮
用牡丹花茶，她觉得南茶“释滞消壅，一日之
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唐后行
从图》出自唐朝宫廷画家张萱之笔，描绘的是
武则天在中秋节出行的场面。武则天高傲的
形象跃然纸上，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更显
雍容富贵的气派，大臣在前面，执伞的官员在
左右，要职官员在左右或居后，还有一个手捧
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女皇中秋品花茶的场景。

牡丹全花茶沿袭至今，尤其到近代，她过

去所受的追捧逐渐被世人淡忘，而古老的工
艺也没有被沿用下去，牡丹全花茶开始从辉
煌转向衰落。

一名如花女人的牡丹梦

也许是女人的天性使然，杨晓红对牡丹
的偏爱尤为强烈。

2011年，杨晓红受邀到贵州一家知名酒
厂考察，这趟贵州之行，让她受益匪浅。当地
因酒兴业、因酒富足、因酒盛名……这对杨晓
红是个不小的冲击，她说：“我觉得真的是一
瓶白酒养了一个贵州，反观我们河南信阳，也
是一片茶叶红了一个信阳。”

回洛阳之后，杨晓红一直在思考，能代表
洛阳的是什么？杨晓红常年在外奔波，外地
朋友听闻“洛阳”两个字，张口就说出“洛阳牡
丹”四个字，杨晓红说：“洛阳这么多老工业，
这么多厚重的文化，但是真正最直观能与洛
阳画等号的就是牡丹，但是洛阳的牡丹产业
一直没有真正地兴盛起来。”

杨晓红几经思索，还是把自己的全部
家当放到了牡丹产业中。她的举动被朋友
和家人称为“傻”，因为她有多个赚钱的行
当可以做，她偏偏选择了与牡丹结缘。她
在伊滨区的市万亩牡丹产业园区、偃师和
栾川、嵩县交界的杨山上建成了一个 3000
多亩的油用牡丹基地。杨晓红的“冒险之
旅”正式开启。

2011年，原卫生部批准牡丹籽油为“国
家新资源食品”，2012年，批准牡丹花为“新
食品原料”。我市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
发展以凤丹白为主的油用牡丹，确立了一批
牡丹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其中就包括洛阳众
芳牡丹产业集团。

耗时3年找寻古老牡丹全花
茶秘方

洛阳众芳牡丹产业集团坚持以生态缔造
尊崇，以科技服务健康的理念，先后研制出了
牡丹全花茶、牡丹籽油、牡丹胶囊、牡丹精油、
牡丹面膜等系列产品，申报专利2项，知识产
权3个。其中，牡丹全花茶的研制尤为艰难
和复杂。

花茶即用植物的花或叶或其果实泡制而
成的茶，是中国特有的一类再加工茶。花茶
又名香片，利用茶善于吸收异味的特点，将有
香味的鲜花和新茶一起闷，茶将香味吸收后
再把干花筛除，制成的花茶香味浓郁，茶汤色
深。花茶主要是以绿茶、红茶或者乌龙茶作
为茶坯，配以能够吐香的鲜花作为原料，采用
窨制工艺制作而成的茶叶。

反观市场上的牡丹花茶，都是仅用牡丹
花瓣入茶，其制作工艺也都和其他茶叶的制
作工艺无异，口味也丧失了牡丹花原有的清
香和品位。古人的牡丹全花茶是怎么做成
的？如何能够做出和古老的全花茶无差异的
牡丹花茶？种种难题困扰着杨晓红。

“我想让牡丹花茶的品质和口感原汁原
味地呈现出来。”杨晓红说，她开始和市委农
工委的专家们苦苦找寻方法进行研制。

牡丹全花茶的制作工艺，后来被记载于
《陈氏香谱》中，工艺非常复杂。本次发布的
牡丹全花茶，质量要求严格，它必须采用栾
川、嵩县的高山凤丹牡丹，经过采、晾、烤、窨
等多道工序，最后进行质检精选和分级。

3 年来，杨晓红和市委农工委的专家们
查阅古籍、反复试验，苦苦找寻原汁原味的牡
丹全花茶研制之道。今年年初，他们终于成
功，看到杯中绽放的凤丹白牡丹，他们心中抑
制不住的喜悦都喷发了出来。

一杯牡丹全花茶倾倒泰国高僧

今年4月18至21日，北京茶博会在全国
农业展览馆举办，茶博会上展出的花茶吸引
了众多茶友。来自牡丹花都洛阳的众芳牡丹

产业集团的洛阳牡丹全花茶成了本届茶博会
上又一创新性的花茶新产品，赚足了茶友们
的眼球。

这朵采自洛阳嵩县海拔1800米的千年
杨山古寨生态种植园的凤丹白牡丹花，用土
法自然烘干，保持完整花蕊、花瓣和花型，美
轮美奂，无论品、色、香都让人赞叹，这也是洛
阳牡丹全花茶的首次面世。

今年9月22日至26日，由泰国副僧王帕
蓬迪乐，泰国副僧王、金山寺方丈帕蓬素提等
700余人组成的泰国佛教代表团陆续抵达洛
阳，参加于26日在洛阳白马寺举行的泰国风
格佛殿落成庆典暨恭迎佛舍利佛像开光法
会，而洛阳牡丹全花茶也作为洛阳首礼由白
马寺方丈印乐大和尚赠送泰国高僧，他们喝
完洛阳牡丹全花茶之后，称赞品尝到了大唐
禅茶的风采。

郑贞富说，洛阳是佛教圣地，唐朝时，牡
丹全花茶除一直是宫廷御茶外，还是专供白
马寺、香山寺等寺院的茶品，许多高僧都曾品
尝过极品牡丹花茶的味道，盛名在外。而泰
国高僧品尝洛阳牡丹全花茶时，提到大唐禅
茶也并不意外了。

全花茶的精髓在于美观，更
在于功效

在许多的牡丹品种中，凤丹白牡丹是唯
一能入茶入药的牡丹品种。据《唐本草》《新
唐书》《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在隋唐时期，杨
上善系统总结了牡丹花茶的制法，创制了牡
丹全花茶，成为保健用茶和宫廷御茶。但如
果仅用牡丹花瓣入茶，并无多大疗效，因为其
主要营养成分在花蕊。

牡丹的药用，在《神农本草经》中早有记
载，而《中华药典》《中华本草》更是系统提出：

“牡丹有镇痛、止咳、止泻、促进血液循环、降
血压、降血脂，抗栓，通心、肝、肾经，消炎、安
神、凉血”的功效。经国际权威的pony机构
谱尼测试分析，凤丹白牡丹花蕊中含有大量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维生素E等多种人
体必须的生物活性物质，是人体血液的“清道
夫”。常饮牡丹全花茶，可使气血充沛、容颜
红润、精神饱满，有降低血压、补肝、促进血液
循环、改善贫血和美容养颜、减轻女性生理疼
痛之功效。

市委农工委副书记焦封喜说：“牡丹全花
茶的研发，遵循传承和创新的理念，取生态种
植的凤丹白牡丹之鲜花，经古法加工，完整保
留牡丹的花瓣、花蕊、花粉，经沸水冲泡，整朵
花在杯中重新绽放，既养生保健，又具有强烈
的视觉享受，是茶中的极品。”

杨晓红说：“这正是我要把牡丹花茶做成
全花茶的目的，不但味道要原汁原味，功效也
要原汁原味。”

牡丹全花茶是洛阳牡丹产业
化的新实践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归宝辰介绍，古
人说“洛阳牡丹甲天下”，应有七个含义：种植
历史甲天下、种植环境甲天下、种植技术甲天
下、牡丹品种甲天下、牡丹名园甲天下、花事
活动甲天下、牡丹产业甲天下。从唐宋以来，
洛阳牡丹产业的不断发展，是“洛阳牡丹甲天
下”的产业支撑。

从北宋时期，洛阳的牡丹产业已经开始
发展，北宋欧阳修《生查子》说：“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
的是元宵节的花市，交易的是牡丹苗，还有名
贵牡丹和鲜切花。

和现在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相似，“帝城
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
去”，这描绘的就是当时繁华场景。古代洛阳
有很多牡丹名园，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赏花，
促进了洛阳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另外，当时
也已经有了牡丹茶、牡丹油、牡丹香、丹皮等
系列产品。

归宝辰说，时至今日，洛阳的牡丹产业发
展仍需要再挖掘，需要更多的牡丹新产品问
世，在牡丹花都真正建立起牡丹产业的高地，
而本次牡丹全花茶的研制成功，可以说是牡
丹专家们对洛阳的一次献礼。

据了解，我市油用牡丹种植初具规模，面
积已达12万亩。牡丹产业是洛阳特色农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全花茶的研发成功、规
模化生产和产品上市，除了让花农有了更稳
定的收入来源，也是洛阳牡丹产业化的创新
和实践，是洛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成就，它
进一步拓展了牡丹产业的发展空间。

一杯洛阳牡丹全花茶再造一
段洛阳传奇

“一朵牡丹”再造就一段洛阳牡丹文化新
的传奇，这是杨晓红的愿望。她说：“我爱洛
阳，我爱洛阳牡丹，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
希望洛阳牡丹全花茶能够为洛阳的牡丹产业
走得更远、更长出一把力。”

杨晓红的努力没有白费。焦封喜说，牡
丹全花茶的研发成功，填补了凤丹白牡丹全
花制茶的空白。

现在，众芳牡丹产业集团经过反复质检
和按标准分级，确定特级品20万朵，首先在
洛阳上市。同时，确立以首都经济圈、长三角
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圈四大区域
市场为中心进行重点营销布局，逐渐形成从
东到西、覆盖全国的营销战略规划。

焦封喜认为，牡丹全花茶的全面上市，为
牡丹花都增添新骄傲，改变了牡丹只在四月观
赏的概念，满足了国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欣赏
牡丹花开愿望，对洛阳牡丹产业化发展具有里
程碑性作用，拓展了牡丹产业新思路，拉长了牡
丹产业链条，开创了牡丹产业新境界。他觉
得在不久的将来，洛阳牡丹全花茶将再现“一
城之人皆若狂”之盛况，缔造花王新的传奇。

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史秉锐说：牡丹文
化，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这正是一种打造厚
重产业品牌的重要资源。牡丹产业的发展，
要立足于产业创新。不断创新，正是河洛文
化之魂，是洛阳产业之魂。“苟日新，日日新，
再日新”，这是洛阳上古先贤商汤的遗训，古
代洛阳人秉承这个古训，才创造了那么多世
界奇迹，创造了那么多世界之最。当代洛阳
牡丹产业的发展，更要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文
化创新、产业创新。

本报记者 刘亮/文 杜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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