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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獅子山頂，香港的繁華
盡收眼底， 「香港茶王」 王曼
源的茶室就位於這片繁華的中
心，名為 「榮源茶行」 。多年
來，由於王曼源的 「精耕細
作」 和對茶的深刻理解，他的
茶業蒸蒸日上，並且散發出了
濃濃的文化味。回眸自己的創
業史，王曼源並不為成功而沾
沾自喜，也不為人生挫折而長
吁短歎。他說： 「好茶多喝
點，好酒少喝點，工作輕鬆
點，做人開心點。」

與茶結緣久了，王曼源身上
多了不少名頭，比如世界茶文
化交流協會榮譽會長、聯合國
國際生態安全組織高級研究
員、中國普洱茶評鑒委員會特
邀副主任等，但最響亮的還是
「香港茶王」 。 「國內頂級的
茶葉專家我幾乎都見過，王曼
源絕對是其中之一。」 國家級
龍頭茶葉企業湖南省茶葉集團
掌門人周重旺說。

在這些稱號中，王曼源最喜
歡別人稱他為 「會長」 ，因為
這個低調的頭銜代表着他的不
懈追求——讓中國茶走向世
界。2002年，王曼源發起籌
備並成立 「世界茶文化交流協
會」 ，以弘揚茶文化、促進世
界茶文化學術交流為己任。憑
藉在茶界享有盛譽，王曼源被
推選為首屆會長，並連任第二
屆會長，後成為永久榮譽會
長。而對 「茶王」 這個稱號，
王曼源並不在乎，他打趣地
說： 「這個叫法應該有十幾二
十年了，但是我本姓王，我想
我要是個賣藥的，大家也可能
會叫我 『藥王』 吧。」

陳娟 劉春林

「獅子山精神」的踐行者
20世紀70年代，香港電台開始播放

電視劇《獅子山下》，該劇抒寫了香
港 「草根」階層掙扎苦鬥、逆境求強的勵志
故事。其中折射出的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
精神被稱為 「獅子山精神」。 「人生中有歡
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們大家用艱辛努力
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獅子山下》唱響香港的大街
小巷。

王曼源可以說就是 「獅子山精神」的踐行者。
王曼源出生在茶葉世家，但家裏並不富裕，他讀到

小學三年級，就棄學跟着父親做茶。1981年，王曼
源帶着12斤鐵觀音和3分錢闖蕩香港。背井離鄉的王
曼源沒有資金、語言不通。但他時刻牢記家鄉流傳着
一句俗語—— 「少來不打拼，晚來無名聲」。他告訴
自己：不管多難，不混出個名堂就不回老家。

王曼源將僅有的12斤鐵觀音拿出6斤送人，剩餘的
6 斤被人以 280 元一斤的價格買走。當時的福建老
家，鐵觀音才5.7元一斤，這讓王曼源嗅到了商機。
他從老家託人寄茶過來，趁打工閒餘，到茶樓飯館推
銷。異地的生存是艱難的，在港的頭幾年，他同時打
3份工，沒有茶葉生意時，就接裝修的活，晚上還要
跑酒樓打雜工，賺到的錢不敢多花，一點點地積攢資
金與人脈。幾年後，王曼源開設了 「榮源茶行」，老
闆、工人、售貨員一肩挑，憑着家族祖訓 「知難而
進」的信念，更因誠信經營和寬厚仁義，王曼源的茶
行越做越大，茶葉遠銷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茶倉遍布
雲南、安溪、佛山、廣州、香港等地，他手中流轉過
的老中青茶，已不計其數。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愛拼才會贏」的
閩商精神與香港的獅子山精神完美融合，造就了王曼
源兼具開創務實與責任擔當。在逐漸富裕起來後，一
心想回報育養他的那方土地。1995年，王曼源回到
安溪，獨自出資與安溪縣政府、西坪鎮政府共同舉辦
了茶王拍賣活動， 「如果茶王拍賣不出去，我就以
500克2萬的價格自己掏錢買下來」這是他的承諾。
安溪首次舉辦茶王拍賣活動，最終以一名新加坡華僑
出手500克5.8萬的價格拍得金獎茶王而成功舉辦。
當時香港的黃金價格500克也不到3萬。由此，安溪
鐵觀音的名聲傳遍九州。

「百茶之王」 情繫百姓
王曼源雖然靠鐵觀音起家，但他並不排斥其它茶

葉，後來成了普洱茶的行家。他發現有一定年份的普
洱老茶口感好，而且喝過身體很舒服，就常常自己買
普洱老茶回來品鑒與研究。慢慢地，他開始收購普洱
茶，榮源茶行也慢慢轉向做普洱茶。

1987年，王曼源到了雲南普洱茶區。當時當地人
管普洱茶叫 「青茶」，茶青只採一芽，10元一斤，
他教那些少數民族的茶農們採一芽兩葉的茶青，也給
10元一斤，最初茶農們不信，認為王曼源是個 「傻
子」。而王曼源自有打算，他發現價格高的 「號級
茶」都很粗壯，因此要求茶農按傳統方式做茶。後來
他承諾只要照他的要求做出來的茶，他按同樣價格全
部收購，這樣茶農們逐漸開始用他教的方式做茶。在
那個普洱寂寂無名的年代，他有如此底氣，是因為他

已經預測到了普洱未來
的前景。
今天，普洱茶某種程度

上已經成為了雲南的一張
名片。所以，有人說普洱
茶的傳統製作工藝得以恢
復，以及普洱茶能有今天
的榮耀，王曼源功不可
沒。也正因為他的執着與

睿智，普洱茶得以推廣到了東
南亞、韓國、歐美等地。多年

後，雲南省一位領導握着王曼源
的手誠摯地說： 「王會長，我代

表雲南省政府，代表雲南省四千多萬人民感謝你！」
王曼源微笑着回應： 「我也要感謝你們雲南有這片樹
葉，讓我來發揮。」

基於與雲南多年的茶緣，王曼源發起創立了萬源共
享公司，打造一個集 「茶園基地＋工廠＋渠道」的完
整產供銷鏈的資源共享平台。平台在以王曼源的號召
下，更多同道中人參與了進來。以有經營規模的渠道
商、茶行業戰略投資方、茶文化推廣者為主的業界精
英，分布於北京、香港、廣州、廈門等地，為茶產業
的發展同舟共濟。

「茶王」盯上了湖南紅茶
因為愛茶，王曼源不僅要求自己做好茶，而且不遺

餘力地探索與推廣茶文化。他說： 「什麼都是有價
的，只有文化是無價的。」2000年，他編撰了《普
洱茶譜》一書，全面收錄了現存各個時期的普洱茶，
並附有專業論述及世界各地的醫學報告，有力地推動
了普洱茶文化的普及。

2019年8月上旬，王曼源一行應香港商報的邀請來湖
南進行考察與交流，這是第二次赴湘，湖南大片原生態
有機茶園讓他讚歎不已。王曼源品鑒了湖南各地的紅茶
之後說： 「好山好水出好茶，以前都說祁紅、建紅是紅
茶中的精品，這次發現湖南紅茶並不比它們差。」

王曼源認為，好茶有三個標準：口感接受、身體接
受、價格合理接受。他在湖南中茶產業園舉行的湖南
紅茶座談會上表示： 「湖南紅茶符合我判斷好茶的三
個標準，我返港後就打算在香港註冊一家叫 『湖南
紅』的公司，專門推介湖南紅茶，讓湖南紅茶紅遍中
國、紅遍世界。」王曼源的理想不止於推廣湖南紅
茶，他要把中國茶以及其中蘊含的文化一起推向世
界，而香港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採訪時，王曼源熱情地招呼湖南茶人與記者一行坐
下來品茶。大家一邊喝茶一邊聊起了茶文化。茶被認
為是淡泊平和的象徵，所謂酒結豪俠，茶交隱士。採
訪時一起品茶的時光裏，記者在都市繁華裏感受到了
難得的瀟灑與隱逸。而在王曼源身上，我們仿佛看到
了一種大隱隱於市的寧靜與安然，耳畔不禁響起那首
《獅子山下》： 「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
是歡笑多於唏噓……」

與茶打了一輩子交道與茶打了一輩子交道，，
茶茶，，是王曼源手心裏最珍視是王曼源手心裏最珍視
的寶貝的寶貝。。 彭福宗攝彭福宗攝

聞香識茶的聞香識茶的 「「香港茶王香港茶王」」 王曼源王曼源。。

愛茶如命愛茶如命，，每一片茶葉每一片茶葉，，在王曼源的眼裏都是精靈在王曼源的眼裏都是精靈。。彭福宗攝彭福宗攝

王曼源出席安溪五中王曼源出席安溪五中6060周年校慶活動周年校慶活動。。

碰到同道中人碰到同道中人，，王曼源有王曼源有
說不完的話說不完的話。。圖為王曼源與圖為王曼源與
湖南茶人張干發湖南茶人張干發。。 彭福宗攝彭福宗攝

在湖南壺瓶山的茶園在湖南壺瓶山的茶園
裏裏，，王曼源深入考察湖南王曼源深入考察湖南
有機紅茶有機紅茶。。 彭福宗攝彭福宗攝

榮源茶行內景讓更多人了解茶和茶的故事榮源茶行內景讓更多人了解茶和茶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