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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毛尖，现已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一
组人文的符号，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承载着信
阳这个城市人文、经济和思想的演绎、递进，

记载着信阳这座城市的变迁和飞跃。

作家峻青在《品茗谈屑》中说：“我在独自
品茶时，却总是感到有一种山川的灵秀之气，

与茶香一起涌来。所以我想：这茶就是山川的
灵毓所钟，也可以说，这山川的灵秀之气，就
是茶之魂、茶之魄。 由此我更加认为，茶与文
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茶本身也就是文化，或者确切一点说，

茶，是反映了文化。 ”

茶都信阳， 又岂能在泱泱茶文化面前失
语！

信阳市作协主席陈俊峰提到， 信阳可着
手进行挖掘和整理信阳毛尖茶叶史料工作，

信阳有几千年的茶叶发展史， 历代茶人著书
立说，积累下来的茶叶历史资料繁多，包括茶
书、茶诗词、茶书法、茶画、茶歌茶舞、茶的历
史文献、 地方志中有关茶的记载等， 内容广

泛，如能下力气花工夫把它们整理出来，这将
是信阳乃至中华茶文化教育的重要宝库，也
是弘扬茶文化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
时， 还应积极发展各种茶艺， 繁荣茶文化创
作，建设茶文化基地，举办多种形式的茶文化
活动， 把信阳悠久而绚丽多彩的茶文化展现
在世人面前。

如何保护信阳茶文化教育的历史遗迹，

发展茶文化旅游事业， 市旅游局局长童光亮
建言，信阳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各地有待挖掘
和保护的与茶有关的历史遗迹很多， 如在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 我市对古茶树进行调
查， 在鸡公山大茶沟找到了信阳迄今最大的
古茶树。 后经专家取样测定， 古茶树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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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像这类有保存价值
的遗迹，应该保护好、管理好，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配套发展茶文化旅游。此外，还可以围绕
茶叶主题，制定“中国茶乡、美好新村”建设规
划，使“山、茶、田、林、庄”融为一体，以茶园为

特色，以山水为背景，形成生态良好、环境优
美、特色鲜明的茶乡小镇和旅游休闲度假地，

为乡村旅游再添亮点。

近年，随着茶产业的兴盛，信阳茶馆也成
了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对整个茶馆业而言，

经营茶楼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质量要
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茶馆、茶楼仅仅局限于茶
叶本身的经营， 而不注重自身文化品位的经
营和提高， 势必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精神生活需求。在很多消费者的心目中，他们
就是要寻找“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
凉”的文化意境和氛围。 显而易见，茶楼的底
蕴和内涵是影响消费者选择茶楼的首要因
素。

对于倡导茶人茶德精神方面，我市文化
学者姚焕刚提到，信阳作为产茶大区，应该
提出自己的茶德精神，以增加信阳毛尖的文
化附加值，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庄晚芳
提倡的“廉美和敬”，虽然提法各有侧重，但

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我们在发扬这些茶人茶
德精神的同时，也可以提炼出富有信阳地域
特色的茶德精神，以增强茶都人的茶文化意
识。

针对加强茶与健康的科学研究， 促进茶
叶消费的问题，市中医院副院长宋尽良提到，

饮茶有利于健康，这是人们的共识。 但是茶的
保健功能究竟有多大，如何正确、科学地饮用
才能达到效果，这些都有待于研究，并把这类
知识普及到广大消费者， 以科学的方式促进
茶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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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倾城 一叶嫩芽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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