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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老爸茶，缘何风靡全岛？
4000多家老爸茶店，承载海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老爸茶，传承的是什么？
是无限续杯的“仪式感”，也是难以忘却的记忆和滋味

“何为老爸茶？”
倘若向100个海南人抛

出这个问题，或许会得到101
种答案。

“就是这种甜甜的茶咯！”
76岁的文昌老伯林道喜习惯
每天下午来到老爸茶店，点一
杯红茶，细品白糖在茶底释放
的滋味；

“是美好的回忆。”在38
岁的海口市民黄芳看来，茶里
有她儿时成长的记忆、有和朋
友欢聚的快乐，也有家庭团聚
时的温馨；

“是融合中西元素、具有
海南特色的各种茶饮和点
心。”就读于西北大学的琼籍
学生林涛认为，老爸茶不同于
其他地区茶文化，它更多元、
更包容；

……
吃茶，是海南人见面时

特殊的问候方式。即便是骑
着电动车与熟人擦肩而过，也
要说上一句“得闲吃茶”。短
短四个字，是双方情谊最得力
的延续，胜过千言万语。

一杯老爸茶，百种不同
味。1月初，海南老爸茶习俗
正式列入海南省第六批省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当老
爸茶遇上非遗，这缕茶香何以
更悠远绵长？

以习俗形式入非遗，
意味着什么？
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创新，增强存
续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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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茶的“味”道》

经营茶店11年的邱天颜，在店里见惯
了人生百态，她更能具象地感知老爸茶在
海南人心中的分量。

“几年前，有位年迈的阿婆，是我店里
的常客。一天，她没有像平时一样拄着拐
杖来吃茶，而是坐在轮椅上，让家人把她推
到店门口，神态很憔悴。她没有进店，也没
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家人打包一个大包
带回家。临走前，她努力撑着身体、伸长脖
子，向店里望了许久。”邱天颜说。

后来，邱天颜从阿婆家人口中得知，当时
阿婆已觉时日无多，但还是想来老爸茶店，想
在弥留之际，再品一品这熟悉的味道，“老爸
茶是阿婆放不下的惦念。”后来，她再也没见
过阿婆，也逐渐明白：“那一望，是在道别。”

一开始，陈勇、邱天颜夫妇开茶店是为
了营生，如今，他们觉得需要肩负更多责
任，“这家店里，还有茶客们的精神寄托。”

如果走入海南各个乡镇，可以更深刻
体会到老爸茶“亲民”“接地气”的一面。

在文昌东阁镇镇墟上，方圆两三百米
范围内，聚集着30多家老爸茶店，几乎每
天，街坊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彼此的身影。

“来啦，今天还去放牛不？”
“放！吃完茶再去。”
邢福日、苏庆钦、林道伯，这3位平均年

龄超75岁的老人，是东阁镇文巨老爸茶店
里的“茶三角”。

“我以前在另一家店吃茶，认识他俩
后，我就跟着他们来这家店了。”对于邢
福日而言，老爸茶的吸引力早已不仅
仅是那杯茶。

三人的儿女都在外务工，每日
干完农活，最悠闲的时刻莫过于
吃茶，在这里，家长里短、国家

大事，东聊西说总有人应和。
透过树影，夹着微风，阳光斑驳洒落茶

桌上。邢福日在回忆年轻时的入伍经历，
苏庆钦说起在海口工作的儿女，林道伯则
靠着椅背闭眼倾听。桌上的“茶二”为茶续
杯，也为他们的友谊续杯，茶香交织感情，
缓缓弥漫开来。

“老爸茶深深扎根在海南本地土壤以及
人民群众的心里，成为海南人习以为常的一
种生活方式。”海南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评审专家、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
说，这盏茶已经升格为一种文化符号，这也
是评审中，专家们一致认为老爸茶习俗符合
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统计，目前全省有4000多家老爸茶
店，其中海口数量最多，达700多家，文昌有
500多家，琼海有400多家。

如今的海南老爸茶也早已不是“老爸”
专属，去老爸茶店吃茶，正成为许多年轻人、
外地游客的“打卡”新选择。在小红书、抖
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海南老爸茶的热
度甚至不输网红餐饮品牌，老爸茶行业内也
涌现出不少新尝试。比如，在海口聚福安老
爸茶店，其在店面装修、产品展示上加入吸
引年轻人的视觉元素，同时“线下+线上”齐
发力，上线团购套餐、打造系列明星产品，提
升数字化运营能力。现在来聚福安吃老爸
茶的人，年轻人约占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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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文昌的一家老爸茶馆取餐。（新华社发） 海口一老爸茶店内的红米虾仁肠粉。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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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非遗大多是稀
缺的文化资源。老爸茶习俗入选非遗，
也在海南引起热议。有人困惑：“在海南
随处可见的老爸茶，也能成为非遗吗？”
也有人笑言：“吃个老爸茶，一不小心就
成了‘非遗传承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中，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
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王辉山解释道，稀
缺性并不是判断一种文化是否能成为非
遗的必要条件。

海南省烘焙行业协会是海南老爸茶
习俗申遗的发起单位之一，该会会长温
晚儿认为，老爸茶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
已经沉淀为一种文化习俗，申遗能让它
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创新。

“从专业角度来讲，吃老爸茶，不一定
能成为非遗传承人，但可以成为非遗保护
主体。老爸茶习俗列入非遗名录后，每一
位茶客都将成为保护这一非遗项目的参
与者。”电视评论员陈海洋说，茶客越多，
这项非遗就越能活态传承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属性是“非物
质”，而“非物质”最重要的载体是人。那
么，海南老爸茶习俗的非遗传承人将如
何评选？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省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
作，近期，我省将根据《海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开启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工
作，增强老爸茶习俗的存续活力和可持
续发展动力。

温晚儿介绍，当前海南老爸茶行业的
发展势头火热，但也面临着缺乏经营人
才、管理人才、技能人才等挑战。老爸茶
习俗被列入非遗名录后，这些问题将在很
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这
块‘非遗’招牌，也会吸引更多青年人、专
业人士加入老爸茶的传承发展队伍。”温
晚儿说。

海南老爸茶习俗被列入非遗名录，
并非“大结局”，恰恰相反，这是老爸茶迈
入新时代的“开篇序曲”。

温晚儿透露，目前省烘焙行业协会
正在制定海南老爸茶行业的相关标准，
从食品安全、服务管理、设备硬件、文化
展现等方面列出具体发展纲目，让市民
游客吃到更安全、更美味、更有文化的非
遗老爸茶。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
联合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加强对
海南老爸茶习俗保护工作的指导，并加
强对项目保护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发
现未能有效实施保护的，将及时纠正、处
理，维护老爸茶习俗传承保护的基础，把
好守正创新的方向。

老爸茶的经久不衰，离不开一颗匠
心的坚守、一缕乡情的守护、一种文化的
传承。今后，非遗还将为老爸茶注入哪
些新味？不必着急寻找答案，在无限续
杯的闲畅中，在细饮慢品的自在中，在随
心所欲的从容中，且将新火试新茶。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1月12日上午8时，海口市振东街恒兴
发老爸茶店。

眼前的白瓷茶壶略显破旧，没有壶盖，
壶嘴也缺了一小块。但72岁的茶客姚文健
毫不在意，抓起壶把，悠哉地向杯中续茶。

“这个壶，叫‘茶二’，别看它破，却是海
南大多数老爸茶店的‘特色’。”谈起“茶
二”，姚文健饶有兴致。吃了一辈子老爸
茶，他觉得“茶二”是“灵魂”，有了它，老爸
茶就有了无限续杯的“仪式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老爸茶店里就
有了“茶二”，同理还有“咖啡二”，既可以用
来调控茶或咖啡的浓度、甜度，也方便店家
续杯。使用过程中，“茶二”容易丢失壶盖，
但老板们意外发现，没有壶盖反而更方便，
索性都卸下盖子，让加水、续茶更利索，茶
香也飘得更远。

作为一名“老爸茶二代”，对于“茶二”，
恒兴发老爸茶店老板陈勇有着自己的执
念。他店里的白色扁腹陶瓷壶，是从他母
亲那时起就开始使用的壶型，比起现在常
见的不锈钢壶，这种壶更为传统。

也许在别人看来，这只是普通的茶具，
但在陈勇眼里，这是传承老爸茶习俗最重
要的载体、最柔软的部分——记忆。

“以前，大家看到白瓷‘茶二’，就会想

到老爸茶，这是标志性物件。”陈勇说，现在
这种茶壶生产得少了，他想把这种记忆留
存得更久一些，趁现在能买得着，“囤了几
十箱新壶放在仓库。”

和这些“茶二”一起被珍视和传承的，
还有老爸茶的包点制作技艺。在恒兴发老
爸茶店的档口前，每天现做的蒸点、包点琳
琅满目，热气蒸腾，香气扑鼻。

“我们每天凌晨四点开工，要在天亮前
把所有的包点准备好。”恒兴发老爸茶店老
板娘邱天颜说，他们的经营理念，是只卖手
工制作的新鲜蒸点、包点。

不仅仅是恒兴发，这样前店后厂、现做
现卖的模式，几乎是所有海南传统老爸茶
店的立身之本。

即便在规模不大的乡镇茶店，店家每
天也会坚持请师傅上门现做包点。在澄迈
县中兴镇，黄日武在镇上经营一家店面只
有40多平方米的老爸茶店，店里每天供应
30多种包点，都是他专门请兼职师傅每日
手工现做的。“只有手工现做，才称得上是
地道的老爸茶店。”黄日武说。

老爸茶习俗的传承，是“茶二”的传承，
也是滋味的传承。那股杂糅了甜、咸、酸、
辣的香味，在时光中发酵，在唇舌间流淌，
最终在记忆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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