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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从青年时代就喜爱饮
茶，而且是品茶行家，对中国名茶的
色、香、味、形及历史典故很熟悉。

1964

年，他到湖南长沙品饮高桥茶
叶试验站新创制的名茶———高桥银
峰，大为赞赏，写下《初饮高桥银峰》

诗：

芙蓉国里产新茶，

九嶷香风阜万家。

肯让湖州夸紫笋，

愿同双井斗红纱。

脑如冰雪心如火，

舌不怠来眼不花。

协力免教天下醉，

三闾无用独醒嗟。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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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的美丽传说之

君山 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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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洞庭湖的君山出产银针名茶，据
说君山茶的第一颗种子还是

4000

多年前娥
皇、女英播下的。 后唐的第二个皇帝明宗李
嗣源，第一回上朝的时候，侍臣为他捧杯沏
茶，开水向杯里一倒，马上看到一团白雾腾
空而起，慢慢地出现了一只白鹤。 这只白鹤
对明宗点了

3

下头， 便朝蓝天翩翩飞去了。

再往杯子里看，杯中的茶叶都齐崭崭地悬空

竖了起来，就像一群破土而出的春笋。 过了
一会儿，又慢慢下沉，就像是雪花坠落一般。

明宗感到很奇怪，就问侍臣是什么原因。 侍
臣回答说“这是君山的白鹤泉（即柳毅井）

水，泡黄翎毛（即银针茶）缘故。”明宗心里十
分高兴，立即下旨把君山银针定为“贡茶”。

君山银针冲泡时， 棵棵茶芽立悬于杯中，极
为美观。 （新浪）

中国十大茶典故之
李德裕与惠山泉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他善

于鉴水别泉。

尉迟的《中朝故事》中记述
:

李德
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说口

(

注今江
苏镇江

)

。李曰
:

“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
急水，取置一壶来。 ”其人忘之，舟上石
头城，方忆及，汲一瓶归京献之。 李饮
后，叹讶非常，曰

:

“江南水味，有异于顷
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 ”其人谢
过，不敢隐。

唐庚《斗茶记》载
:

“唐相李卫公，好
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 ”这
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时隔不久，

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 说相公要饮
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
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 李德裕大笑
其荒唐， 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
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
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
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
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
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

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
输惠泉水了。 （新浪）

中国各民族的茶习俗之

怒族的盐巴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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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巴茶是怒江一带怒族的一种较
为普遍的饮茶方法。先将小陶罐放在火
炭上烤烫，取一把青毛茶或掰一块饼茶
放入罐烤香，再将事先煨涨的开水加入
罐中，至沸腾翻滚

3-5

分钟后，去掉浮
沫，将盐巴块放在瓦罐中涮几下，并持
罐摇动，使茶水环转三五圈，再将茶汁
倒入茶盅、 茶盅中再加适量的开水稀
释
,

这种茶汁呈橙黄色，这样边煨边饮，

一直到小陶罐中茶味消失为止。剩下的
茶叶渣用来喂马、牛，以增进牲口食欲。

由于地处高寒山区， 蔬菜缺少，怒
族人就常以喝茶代蔬菜。 现在，怒族家
里每人有一土陶罐。 “包谷粑粑盐巴茶，

老婆孩子一火塘”， 形象地描述了怒族
人围坐在火塘边，边吃谷粑边饮茶的生
活情景。茶叶已成为怒族不可缺少的生
活必需品， 每日必饮三次茶。 “早茶一
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
茶一盅，提神去痛。 一日三盅，雷打不
打”已成为怒族的饮茶谚语。 （百度）

名人茶趣之

郭沫若题咏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