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伦与武夷红茶

１７

至
１８

世纪的欧洲，英国在
把持我国茶叶的对外商业中，得到
了巨额利润。 这个期间的欧洲，流
行的饮料固然是适口可乐，但来自
中国的武夷茶，也成了英国人喜好
的东方饮品。武夷佳茗经由过程海
上丝绸之路加倍源源赓续地进入
了英国的上流社会。品饮武夷茶成
为英国王公贵族们竞相寻求的生
存时尚。英国自由党人把品饮武夷
茶作为奢靡的见证用来嗤笑鲁利

勋爵。英国贩子将红茶作为贡品纳
贡给英国女皇， 颇受女皇的迎接。

女皇又将从中国武夷山采购来的
红茶犒赏给皇族，红茶遂成为英国
皇家的御用品。

皇家上下临时对武夷红茶视
若珍品，这种时尚趋势也影响到英
国的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英国文
化名士也紧紧跟随。拜伦也喜好上
了中国武夷山的红茶。 拜伦
（

１７８８－１８２４

），是英国提高的浪漫
主义墨客。拜伦的创作，是

１８

世纪
的传统文学和

１９

世纪提高文学之
间的桥梁。他的诗歌表达了人平易
近对自由和自力的巴望，赐予天下
文学以伟大的影响。拜伦的诗歌作
品自传入中国后，就深受我国人平
易近的喜好，他的诗尴尬刁难我国
“五四” 文学革命起着积极的鞭策
感化。 拜伦的文学成绩巅峰，是他
创作的诗体小说《唐璜》。 幸运的

是，武夷红茶被墨客拜伦写入他的
佳构中。拜伦在《唐璜》中写道：“我
肯定要去乞助于武夷的红茶，真惋
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由于茶和咖
啡使我们更为严正。 ”

从拜伦的诗句中， 足见武夷红
茶的魅力地点。武夷红茶传入欧洲后，

形成了对英国人饮料消耗看法的打
击。 拜伦的这几句诗，对武夷山来
说具有天下汗青意义，是以，平易
近国期间编写的《崇安县新志》，也
将拜伦与武夷红茶一事载入此中。

拜伦所写到的武夷红茶，其实
便是“正山小种”。“正山小种”产地
就在武夷山天然珍爱区的桐木关。

桐木关下的桐木村， 在清代是美、

英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布道士流传
基督教的基地。因为桐木关地处闽
赣接壤处的黄岗山下，终年云雾缭
绕，雨量充足，天气温润。分外是春
茶季候，常遇绵绵雨天，日照少少，

故此地采摘的茶鲜叶萎凋，大部门
要寄托加温萎凋，也便是借助燃料
举行烘焙。 当地松树浩繁，用于烧
火的燃料都是松柴，松柴燃烧后能
积淀很多松烟味，是以鲜叶在萎凋
时，吸足松脂味，在烘干历程中，又
是将发酵茶叶摊在竹筛中，放在吊架
上晾干或烘烤，下面还用松柴燃烧烘
烤，使茶叶进一步吸取松脂味，完成初
制历程。制好的正山小种茶叶，具有
条索肥壮，紧结圆直，光彩乌光油
润的特点， 茶汤浓醇无苦涩味，叶
底丰富带古铜色，香气呼呼具浓厚
的松脂味，茶汤则具有黏稠的桂圆
汤味， 若加糖味道特色加倍显明。

是以，得当欧洲人喜好甜食的饮用
风俗，以是能成为欧洲人的喜爱。

如今产自武夷山天然珍爱区
要地本地的红茶———正山小种，因
为受到天下文化遗产地珍爱的限
定，不行能大范围成长临盆，以是
正山小种红茶的年产量也极为有
限，加上正山小种的建造工艺分外
传统，近百年都刻舟求剑，正是由
于如许，以是正山小种就更显得弥
足宝贵了。 （据中国茶网）

童启庆

童启庆，

1936

年—，女，浙江
杭州人。 曾任浙江农业大学茶学
系主任， 现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茶文化
研究会顾问，著名茶文化活动家，

浙江茶叶学会副理事长， 浙江国
际茶人之家理事。 主编全国农业
院校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编
著《习茶》、《生活茶艺》、《影像中
国茶道》等著作。

江昌俊

江昌俊， 教授， 全国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常务理事， 农业
部茶叶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 安徽农业大学茶与
食品科技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胡浩川

胡浩川， 原名本翰， 曾用名
涣、膺吾、蕴甫。

1896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张家店乡
胡家大湾。 茶学家、 制茶专家，

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 参
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
场长， 致力于红茶品质的提
高，促进“祁红”进入国际市场。与
吴觉农合著了《中国茶业复兴计
划》。曾任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教
授和系主任， 培养了首批茶学高
级技术人才。

（据中文茶人网）

２０13

年
４

月
27

日星期六 责编
/

樊慧君校对
／

张晗版面设计
／

郑虹

（第
7

期
／ 茶人

）

本报与天佑德青稞酒信阳总经销联办
B

4

茶界人物
高继珍：

与茶解不开的奇缘

� � � �

在信阳市河区向西的大
别山深处，因长年云雾弥漫，群
峦叠翠，溪流纵横，茶叶资源极
为丰富，这里便是有着“五云两
潭一寨”之称的信阳毛尖名产
地之一的云雾山，千百年来，这
里的人民以种茶、卖茶为生，与
茶结下了不解情缘。

28

年前，

22

岁的高继珍作
为一名采茶女从百里之外的罗
山县高店乡来到河区董家河
镇采茶，在她所住的东家，她认
识了

20

岁的赵三群。通过一番
交往，高继珍觉得眼前这个小
伙子虽然并不高大帅气，但是
心地善良，勤快淳朴，是个值得
托付终身的人，最终在朋友的
撮合下，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高继珍便随着丈夫
种茶、制茶、卖茶，夫妻俩虽然
偶尔拌嘴，但是一家人日子也
过得幸福，而之前喝不惯茶的
她也开始喝起茶来，渐渐的，她
便爱上了喝茶。

然而，

2002

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疾病打破了一家人安定的
生活。

2002

年
30

多岁的高继珍
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院急救，

幸运的是， 这一次她不仅与死
亡擦肩而过， 而且发病后竟然
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让高继珍没有想到的是，更
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她。

2004

年过完春节后， 她又被检
查出得了宫颈癌， 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高继珍终于康复了。

转眼间四年过去了，

2008

年高继珍再次突发脑出血，发
病之时她自己还拨打了

120

，

之后便昏迷了过去。 而这一昏
迷就是

17

天，抢救过来的她不
顾医生的劝阻，只住了

28

天的
院就回家了。

这是她第二次突发脑出
血，住院期间，一位同济医院的
专家听说高继珍两次患脑出血
被抢救过来， 连声惊叹这是奇
迹，一次脑出血已经很危险，两
次脑出血生还的概率微乎及

微， 该专家就诊几十年却是第
一次见到这样的病例。 在这位
专家看来，“神农尝百草， 日遇
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而高
继珍两次脑出血和一次癌症之
所以能化险为夷， 跟常喝茶不
无关系。

病情痊愈之后， 她与丈夫
在市区的长安路上开了一家云
雾山茶叶专卖店。 一到春茶上
市的时候， 两人便忙得焦头烂
额， 不仅老家里几十亩的茶园
需要料理， 而且还得顾着市里
茶叶店的生意。

因为做生意，高继珍性格开
朗，为人热情慷慨，她的茶叶店吸
引了很多的顾客， 每年春茶上
市，顾客们的订单都纷至沓来。

如今， 高继珍的三个孩子
都已长大， 而她的脑出血后遗
症也时不时地发作， 但是高继
珍并没有停下来歇息， 她笑称
自己是忙惯了，歇不下来，而这
点病在她眼中也算不了什么，

她说她要一直种茶、 卖茶、喝
茶，以茶为生。

茶祖——孔明
孔明，即诸葛亮。相传诸葛亮

带兵到了勐海南糯山， 士兵们
因水土不服多害眼病，诸葛亮
把一条拐杖插到南糯山上，就
变成了一棵茶树，长出青翠的
叶子，他教士兵采叶煮水喝，结果
眼病就好了。直到现在，当地人还
把茶树称为“孔明树”，把诸葛亮
称为茶祖。

孔明兴茶， 是安定和开发南
中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长久之计，他依托南中天时地
利，举粮茶之优势，用国相之
权， 靠调整后的郡县行政力
量，统筹部署，发挥南征士卒
这支深入“不毛”工作队的作用，

引用先进生产技术， 甚至孔明自
己身先士卒，亲自躬身指导种稻、

种茶、修堰，同时结合一系列安
抚政策措施的实施，逐步改变
了那种落后的“杀鸡取蛋“的
“伐而掇之”采集茶叶的做法，

为保护生态、发展茶叶商品生产，

扩大茶饮传播， 推动南中生产力
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很大
贡献， 得到边疆各族人民的崇敬
和爱戴，被奉为茶祖。

（据中国茶网）

高继珍在自己的茶叶店里拣茶。 （图中右一）

见习记者熊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