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振
朱自振，笔名史念书、史正、史

茶，

1934

年旧历十二月生于江苏省
武进县即今武进市三井乡长沟村。

茶史专家。长期从事茶史研究，论证
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 为发
掘和整理我国茶史文献， 推进茶文
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吴振铎
吴振铎，

1918

年
－2000

年，中
国台湾茶叶大师，农学家，教授，别
号英，福建省福安县人。曾先后考察
日本，韩国，印尼，德国，荷兰，英国，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

美国及新加坡等国，并多次参加国际
茶叶学术会议， 毕生致力于茶树育种，

茶园机械， 茶叶制法及评鉴之研究，

先后育成
15

个茶树新品种，其中尤
以适制乌龙茶包种茶之台茶

12

号金
萱及台茶

13

号翠玉最为人所称道，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一贯倡导
饮茶风气，弘扬茶文化，被誉为当代
茶业大师。 曾获“中华农学会”农业
学术奖，及第一届最高科学荣誉奖。

方翰周
方翰周，

1902～1966

年， 又名
藩，歙县罗田村人。

1920

年安徽省
第一茶务讲习所毕业。 曾任北京中
国茶业公司任茶叶产制处处长、农
产品采购部茶叶局技术室主任、商
业部茶叶局处长、 中国茶叶土产进
出口总公司总技师等职。 方翰周长
期担任茶叶加工技术领导工作，主
持制订“各类茶叶的毛茶收购样，

价，品质系数”，“各类茶的精制成品
茶标准样， 花色等级， 品质系数”，

“国营初、精制茶厂建设设计方案”，

“红，绿，花，乌龙等类茶的精制技术
规程和“精制茶厂管理

8

项制度”，

为茶叶品质标准化和科学管理奠定
了基础。 方翰周曾主编《江西茶讯》

和组织编写了《红茶绿茶初制机
械》，《制茶先进经验汇编》等。

（据中文茶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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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升级重塑经典
———凯美瑞2013款经典版改款动感上市中部名城信阳巡展

一年一度的中部名城汽车巡展
将于

4

月
29

日
~30

日在信阳天伦
广场隆重举办。 广汽丰田中鑫店会
在此举行

2013

款经典版凯美瑞上
市活动。

2013

年，对丰田凯美瑞来说注
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 继今年

3

月份以行业最快速度达成百万销
量，推出“

2013

款增值版”后，凯美
瑞经典版也在

4

月份迎来了改款上
市。 改款后该车系包括

200E

和
200G

两款车型， 售价分别为
18.28

万元和
19.38

万元， 在传承原先经
典大气风格的基础上， 以更为时尚
动感的造型吸引年轻消费人群。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改款与“

2013

款增值
版”上市堪称“双剑齐发”，无疑将为
喜爱凯美瑞品牌的消费者带来更多
物超所值的选择。

动感尊贵全面升级
时尚运动迎合个性化需求
凯美瑞经典版传承了第六代凯

美瑞大气沉稳的气质， 吸引了大批
忠实受众。而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
改款在传承以往经典大气整体风格
的基础上， 迎合了消费者个性化的
需求，适度融入了时尚、先进、运动
的设计元素， 使整车形象更显年轻
化。

凯美瑞经典版改款后， 前脸更
加分明、有神，为凯美瑞成熟的面孔
增添了年轻时尚的味道。 上格栅融
入了中国书法神韵， 由原来的平直
线条变为流线感更强的上托曲线。

为了让使车头更显宽大， 下格栅向
前扩张，雾灯盖边框造型变宽，带动
前脸向前方和两侧延伸， 更显沉稳
大气。此外，凯美瑞经典版改款还将
一直用于时尚人士造型的烟熏妆运

用到了大灯设计上， 增添了浓郁的
现代气息。

在内饰方面，凯美瑞
2013

款经
典版在车厢内木纹装饰样式及颜色
方面进行了改动， 采用更贴近实木
质地的巧克力红色木纹饰板， 营造
了鲜明的家居氛围。此外，改款车型
也延续了凯美瑞家族的“高

QDR

”

(

高品质、 高耐用性、 高可靠性
)

基
因，无论是动力、油耗，还是配置及
安全性能方面， 都达到了中高级车
的顶级标准。 与其卓越的性能同样
吸引人的， 还有低至

18.28

万的官
方价格。 因纪念凯美瑞销量突破百
万，广汽丰田在近期推出“百万信赖
回‘家’有礼”感恩回馈活动，在活动
期间购买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还
能享受购车优惠。 考虑到优惠活动
将进一步提升性价比，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已足以争夺高端
A

级车
的市场份额。

凯美瑞经典华丽转身
双剑合璧抢占“性价比制高点”

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改款车
型不仅在外观方面迎合了年轻消费
者对时尚动感的需求， 更大大降低
了凯美瑞品牌的入门门槛， 让消费
者能以更高性价比， 入手一辆大品
牌、高品质的安全车、可靠车、实用车和
省心车，享受到尊贵、贴心的“凯美瑞体
验”。正如有些车主所评论的一样，当
面对市场上数百款车型不知从何入
手时，买凯美瑞是一个“错不了的选
择”，为很多首次购车的年轻消费者
省却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凯美瑞能够实现如此高的性价
比，与其庞大的保有量有密切关系。

今年， 凯美瑞宣布国产突破
100

万
辆， 而全球销量更已达到

1500

万
辆。 不断累积的销量一是令凯美瑞
的成本结构优化， 实现研发和制造

成本分摊最大化，固定成本被摊薄，

成本竞争力大大提升
;

二是说明了
车辆能够经受各种路况的考验，是
凯美瑞可靠品质的有力证明。同时，

庞大的使用样本也保证了故障的及
时发现和持续改善。 承托此基础而
改良的

2013

款经典版改款车型能
以更佳姿态， 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中
高级车解决方案。

用“以经典引领流行”来形容凯
美瑞并不为过，此次凯美瑞

2013

款
经典版的改款， 也是该说法的又一
个注脚。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改款
车型有望在性价比上创立新标杆，

连同凯美瑞“

2013

款增值版”共同
抢占“性价比制高点”，让更多消费
者能享受凯美瑞品牌的经典魅力。

作为广汽丰田的明星车型，凯
美瑞以卓越超群的品质征服了数代
消费者。相信凯美瑞

2013

款经典版
改款车型也将携手凯美瑞“

2013

款
增值版”，凭借超高性价比和卓越的
产品力， 为凯美瑞家族在中国车市
的传奇里程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

广汽丰田中鑫迎宾路店
电话：

0376-3713888

地址： 信阳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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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高铁
桥西侧

陆羽与信阳毛尖的故事

陆羽下榻紫阳洞， 被这里的
水光山色，泉甘茶香所迷恋，一住
就是数年。他平日与崇佛寺、太阳
庙、观音洞等院大师为友，互相唱
酬。 白天赏茶、采茶、晚间谈诗品
茶，探讨茶事，著名立说，学识大
进。他为了考察淮南茶区，复东出
舒州、南下黄州，北上寿州，再回
紫阳洞，写出淮南茶初考草稿，其
茶经八之出。 淮南茶光州上，义
阳、舒州次，寿州、黄州、蕲州下的
简明品定，既依次。

陆羽走后， 山民为了纪念他
对淮南茶的贡献，在紫阳洞中，也
增设了他的神位。 定清明节为敬
茶神节。 民俗至今保留有：“清明
采新茶，试新火”的雅事。

淮南茶光州上， 义阳、 舒州
次。 光州， 现在信阳市光山县古
称。 古时包括：信阳、 固始、 光
山、 商城等地区。 光州茶， 也就
是现在的信阳毛尖茶。 赛山玉莲
则是信阳毛尖中极品之一， 出自
光山县凉亭。 陆羽是茶秘密的发
现者。 陆羽之后，才有茶字，也才
有茶学。

茶就是“人在草木间”。 草木
如诗，美人如织，在中国人的观念
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茶来
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确
切地说， 茶是因为陆羽摆脱自然
束缚获得解放， 一举成为华夏的
饮食和精神缩影。

陆羽之前的时代，茶写作荼，

有着药的属性。 华夏族的鼻祖神
农氏终生都在寻找对人有用的植
物， 神农尝完百草而成《神农本
草》，里面记载的植物更多是功能
性质， 体现了华夏人对自然的简
单认识： 哪些草木是苦的， 哪些
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
医病……神农氏 “日遇七十二
毒﹐得荼而解之。 ”很显然，在这里
荼是类似于灵芝草之类的药物而

已。

《尔雅》中槚，是荼的分类，特
指味道比较苦的荼， 是感官滋味
层面上的直接体验， 那个时候的
国人观念，草木是一体，而不是今
日植物学意义上的乔灌木之谓。

《诗经》上说，“有女如荼”，说的是
颜色层面。 当时， 人并不日常饮
茶，除非真的生病。

陆羽自己所列的其他几个字
“

(shè)

”、“茗”、“

(chuǎn)

”也只
是对荼的进一步分类， 赋予时令
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在荼时代，

荼只是一种可用的药草而已，这
点不会因为它在不用地方与不同
季节的称呼而改变。

而“茶”不一样。 《茶经》开篇
就把茶作为主体， 陆羽用史家为
人作传的口吻描述道：“茶者，南
方之嘉木也。 ”自此开始了对茶的

全面拟人化定义， 陆羽以不容置
疑的语气对茶作了评判辞， 涉及
到茶的出生地（血统）、形状（容
颜）、称谓（姓名）、生长环境（成长
教育）、习性（性格、品质）等方面，

而茶与人关系， 就像茶自身因为
生长环境有所区别一样， 需要区
别看待。

陆羽说：“精行俭德之人，若
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

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
露抗衡也。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
卉莽，饮之成疾。 茶为累也，亦犹
人参。 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

新罗，下者生高丽。 有生泽州、易
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
此者！设服荠使六疾不瘳。知人
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茶不久从
自身的药物属性中脱离出来，也
从其他类植物中脱离出来。 一旦

喝了茶，醍醐、甘露之类的上古绝
妙饮品都要做出让步，成为附庸。

要喝到好茶， 就要花足够的
心思，茶的时令，造法一旦有所误
差， 喝起来不仅不能提升人的精
神， 反而会喝出病来， 受其累其
害，最终失茶。对茶的追求不能南
辕北辙，因为茶，需要人赋予它新
的生命与价值，为此，人也要有足
够虔诚的态度。

茶的秘密被写进了三卷十
节，不过

7000

字的《茶经》里，陆
羽秉承神农衣钵， 凡茶都亲历其
境、“亲揖而比”、“亲灸啜饮”、“嚼
味嗅香”，尽显虔诚姿态，此后，华
夏人的喝茶便定格在陆羽的论述
里。

在《茶经》后面的几节里，茶
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
篮、蒸茶灶、焙茶棚等；茶之造，论
述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茶之器，

叙述煮茶、饮茶的器皿，即造茶具
二十四事，如风炉、茶釜、纸囊、木
碾、茶碗等。 茶之煮，讲烹茶的方
法和各地水质的品第；茶之饮，讲
饮茶的风俗， 即陈述唐代以前的
饮茶历史；茶之事，叙述古今有关
茶的故事、 产地和药效等； 茶之
出， 将唐代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
为山南（荆州之南）、浙南、浙西、

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
区，并谈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茶
之略，分析采茶、制茶用具可依当
时环境，省略某些用具；茶之图，

教人用绢素写茶经，陈诸座隅，目
击而存。

从茶的实物到器皿， 再到水
的选择，各地风俗的呈现，茶的华
夏版图也变得清晰可见， 到最后
形成的是茶的图腾与仪式，《茶
经》所要表达的意图也十分明了：

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
化之中，只有与自然浑为一体，才
能再回到自然。 （据中国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