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十大茶典故之
王与“水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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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不仅自
己一日数次地喝茶，而且，有客人来，便一定要客同饮。 当
时，士大夫中还多不习惯于饮茶。因此，去王家时，大家总
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

事见《世说新语》

:

“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
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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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的美丽传说之

祁 门 红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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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祁门县当地流传着这
么个传说，相传在清末一个农忙的日
子，祁门历口有个老汉，一天从高山
上采摘近百斤的生叶，兴冲冲赶到家
将鲜叶倒在地上时，发现茶叶全被捂
红了。 老汉顿时目瞪口呆，之后想想
就这样扔了太可惜， 不如做出来再
说。 岂料，等他按绿茶的制法做出来
后，更傻眼了，茶叶全是乌色。 尽管如
此，老汉还是心存侥幸地将茶挑到茶

庄去碰碰运气。 可是接连走了许多
家，茶庄老板个个都说：“这完全是变
质的坏茶叶，不要。”老汉是个犟脾气，

心想卖不了也决不倒掉，扔了怪可惜
的，就留下来自己喝。

此时正是鸦片战争的后期，许
多外国人纷纷到中国各地进行经商
等活动。说来也巧，当老汉挑着一担
茶叶垂头丧气往家走时， 迎面碰到
一位外国传教士。传教士随口问道：

“老人家挑的是什么东西？ ”老汉满
腹怨气正无处泄， 便没好气地说：

“乌龙。 ”“乌龙？ ”那位传教士居然来
了兴趣， 非要看看不可。 老汉拗不
过，只好停下，任其掀开茶袋看茶。

传教士见茶叶色乌条细，异香扑鼻，

喜不自禁， 便取出一片茶叶放入口
中咀嚼起来，居然味道香甜，传教士
登时哇哇大叫起来：“乌龙，好茶！快
卖给我。 老汉开了个比绿茶高几倍
的价格，岂料那传教士竟也不还价，

痛痛快快地将茶买下了， 临走时他
还特地叮嘱老汉说：“你的乌龙，从
明天起我全包了。 ”意外的收获，使
老汉绝处逢生。回到家中，将此事告
诉了家人，全家人都乐得合不拢嘴。

家人细细回忆了白天做茶的经过，

觉得并无难处。于是次日天才亮，全
家人就上山采茶， 至中午太阳正当
顶时， 急忙挑茶回家。 待鲜叶捂红
后，又仿照头天的制茶做法，果然乌
龙又出现了。全家人喜出望外，立刻
将这好消息告诉了村人。 村人赶来
一看，果然是亮里透褐、褐里显红的
乌茶。有人又抓了一把泡水，茶水竟
是红艳艳的， 便提议道：“既然茶汤
是红色的，就叫祁门红茶吧，总比叫
乌龙好。 ”众人皆一致赞同，纷纷仿
效制作。

从此祁门红茶就这样诞生了，之
后，美名随之也传到了国外。（百度）

世界各国的饮茶习俗之

土耳其人好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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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饮茶时，习惯用一只特大的玻璃杯，倒入半缸煮开
的滚热的茶，然后慢慢品尝热茶。 午后的小茶馆里土耳其的男人
们玩着纸牌、西洋陆战棋和一种类似中国麻将的游戏，悠闲地聊
天、看报或者只是发发呆，你会觉得这时的土耳其很东方。

煮土耳其茶也是一种乐趣，两个一组的套壶，上层是浓茶，下
层是沸水，饮茶时用的是专门的郁金香形的小透明玻璃杯，左右
开弓于杯中混合浓茶和沸水，接下来放入两三颗的糖粒，用银匙
轻轻搅拌，呷一口混合着青涩与甘甜的热茶，感受那一份土耳其
式的怡然自得。 （百度）

中国各民族的茶习俗之
德昂族、景颇族的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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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宏州的德昂族，至今仍保留着以茶当菜的原始方
式。腌茶一般在雨季，鲜叶采下后立即放入灰泥缸内，压满
为止，然后用很重的盖子压紧。数月后将茶取出，与其他香
料相拌后食用。 也有用陶缸腌茶的，把采回的鲜嫩茶叶洗
净，加上辣椒，盐巴拌和后，放入陶缸内压紧盖严，存放几
个月后

,

即成为腌茶，取出当菜食用，也有用作零食嚼用。

居住在德宏州的景颇族还保留着食用“竹筒腌茶”的习惯，

这也是一种颇为古老的食茶方式， 将鲜叶用锅煮或蒸，使
茶叶变软后再放在竹帘上搓揉，然后装入大竹筒里，并用
木棒压紧，筒口用竹叶堵塞，将竹筒倒置，滤出筒内茶叶水
分，两天后用灰泥封住筒口，经两三个月后，筒内茶叶发
黄，剖开竹筒，取出茶叶晾干后装入罐中，加香油浸腌，可
以直接当菜食用，也可以加蒜或其他配料炒食。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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