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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山
的基诺族，有

8000

多人
(

基诺族共
有

1.2

万人
)

， 他们从古至今仍保留
着用鲜嫩茶叶制作的凉拌茶当菜食
用，是极为罕见的吃茶法。将刚采收
来的鲜嫩茶叶揉软搓细， 放在大碗
中加上清泉水，随即投入黄果叶、酸
笋、酸蚂蚁、白生、大蒜、辣椒、盐巴
等配料拌匀， 便成为基诺族喜爱的
“拉拨批皮”，即凉拌茶。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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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的美丽传说之

西 湖 龙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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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杭州龙井
狮峰山下，看乡女采茶，以示体察民情。 这
天，乾隆皇帝看见几个乡女正在十多棵绿茵
茵的茶树前采茶，心中一乐，也学着采了起
来。刚采了一把，忽然太监来报：“太后有病，

请皇上急速回京。 ”乾隆皇帝听说太后娘娘
有病，随手将一把茶叶向袋内一放，日夜兼
程赶回京城。 其实太后只因山珍海味吃多
了，一时肝火上升，双眼红肿，胃里不适，并
没有大病。 此时见皇儿来到，只觉一股清香
传来，便问带来什么好东西。 皇帝也觉得奇
怪，哪来的清香呢？ 他随手一摸，啊，原来是

杭州狮峰山的一把茶叶， 几天过后已经干
了，浓郁的香气就是它散出来了。 太后便想
尝尝茶叶的味道，宫女将茶泡好，茶送到太
后面前，果然清香扑鼻，太后喝了一口，双眼
顿时舒适多了，喝完了茶，红肿消了，胃不胀
了。 太后高兴地说：“杭州龙井的茶叶，真是
灵丹妙药。”乾隆皇帝见太后这么高兴，立即
传令下去，将杭州龙井狮峰山下胡公庙前那
18

棵茶树封为御茶，每年采摘新茶，专门进
贡太后。 至今，杭州龙井村胡公庙前还保存
着这

18

棵御茶， 到杭州的旅游者中有不少
还专程去察访一番，拍照留念。

龙井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虎跑泉素
称“杭州双绝”。虎跑泉是怎样来的呢？据说
很早以前有兄弟二人， 哥弟名大虎和二虎。

二人力大过人，有一年二人来到杭州，想安
家住在现在虎跑的小寺院里。 和尚告诉他
俩，这里吃水困难，要翻几道岭去挑水，兄弟
俩说，只要能住，挑水的事我们包了，于是和
尚收留了兄弟俩。有一年夏天，天旱无雨，小
溪也干涸了，吃水更困难了。一天，兄弟俩想

起流浪过南岳衡山的“童子泉”，如能将童子
泉移来杭州就好了。兄弟俩决定要去衡山移
来童子泉，一路奔波，到衡山脚下时就昏倒
了，狂风暴雨发作，风停雨住过后，他俩醒
来， 只见眼前站着一位手拿柳枝的小童，这
就是管“童子泉”的小仙人。小仙人听了他俩
的诉说后用柳枝一指， 水洒在他俩身上，霎
时，兄弟二人变成两只斑斓老虎，小孩儿跃
上虎背。 老虎仰天长啸一声，带着“童子泉”

直奔杭州而去。老和尚和村民们夜里做了一
个梦，梦见大虎、二虎变成两只猛虎，把“童
子泉”移到了杭州，天亮就有泉水了。 第二
天，天空霞光万朵，两只老虎从天而降，猛虎
在寺院旁的竹园里，前爪刨地，不一会儿就
刨了一个深坑，突然狂风暴雨大作，雨停后，

只见深坑里涌出一股清泉， 大家明白了，肯
定是大虎和二虎给他们带来的泉水。为了纪
念大虎和二虎， 他们给泉水起名叫“虎刨
泉”。后来为了顺口就叫“虎跑泉”。用虎跑泉
泡龙井茶，色香味绝佳，现今的虎跑茶室，就
可品尝到这“双绝”佳饮。 （百度）

中国十大茶典故之
单道开饮茶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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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
:

“敦
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
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单道开，

姓孟，晋代人。好隐栖，修行辟谷，七年后，他
逐渐达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一
日可行七百余里。后来移居河南省临漳县昭
德寺，设禅室坐禅，以饮茶驱睡。后入广东罗
浮山百余岁而卒。

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剂的
饮料。 （百度）

世界各国的饮茶习俗之
俄罗斯人喜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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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喜欢喝红茶，对我国的茉莉花
茶也十分感兴趣。 他们将红茶称做黑茶，因
为他们喝茶是越酽越好，而红茶浓酽，近似
黑色，故称黑茶。从饮茶的味道看，俄罗斯人
更喜欢喝甜茶，喝红茶时习惯于加糖、柠檬
片，有时也加牛奶；因而，在俄罗斯的茶文化
中糖和茶密不可分。

从饮茶的具体方式看，俄罗斯人喝甜茶
有三种方式：一是把糖放入茶水里，用勺搅
拌后喝； 二是将糖咬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喝
茶；三是看糖喝茶，既不把糖搁到茶水里，也
不含在嘴里，而是看着或想着糖喝茶，第一
种方式最为普遍，第二种方式多为老年人和
农民接受，第三种方式其实常常是指在没有
糖的情形下，喝茶人意念当中想着糖，一边
品着茶， 结果是似乎也品出了茶里的甜味，

很有些“望梅止渴”的感觉。 （百度）

中国各民族的茶习俗之

基诺族的凉拌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