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骏德

梁骏德，

1948

年
7

月出生于武
夷山星村镇桐木关茶叶世家， 祖上
世代都以做茶为生。 梁骏德从小就
对制茶工艺倍感兴趣，

15

岁时开始
正式介入正山小种红茶初制加工，

现为骏德茶厂创始人。 金骏眉红茶
创始人之一。

王镇恒

王镇恒，

1930

年
9

月
30

日出
生于浙江温州市永昌镇新城村的一
个医生家庭，茶学家、茶学教育家与
茶树栽培专家。长期从事高等茶学
教育，培养了大量茶学人才，为我国
茶学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在茶
树解剖、 茶树生态研究方面成果显
著，丰富了茶树高产优质理论。在科
技扶贫，指导创制品名优茶中，取得
显著成绩。

凯瑟琳王妃
康熙即位

那一年， 荷兰
公主凯瑟琳嫁
到了英国。 凯
瑟琳公主风华
绝代， 气质高
雅。 她在婚礼
上一露面，就
迷倒了所有

人，很快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偶像。

这位凯瑟琳王妃有个习惯， 喜欢喝
茶，她到英国的时候，专门带去一批
精美的茶具、优质的茶叶，以及为她
泡茶的女侍。 英国人本来是不喝茶
的， 茶叶和茶汤都是拿来当药物使
用，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在医生
的指导下泡上一杯， 现在见到偶像
喝茶， 都跟着模仿， 也学着喝起茶
来，不到十年，饮茶之风就风靡了整
个英国。 （据中文茶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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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界人物

冯玉祥：茶系国运民生

� � � �

冯玉祥将军戎马一生。 早
年多生活在从不产茶的西北一
带，按理说与茶并无多大缘分。

然而冯将军爱喝茶。 他喝茶比
较随便，如果没有好茶，用粗茶
末冲泡出的黄汤似的茶水，也
照饮不误。 富丽堂皇的大茶馆
他还不喜欢去呢，而路旁巷头
的小摊小店，却常常待上半日。

如此看来，冯将军算不上
是一位“茶人”

?

其实不然，他喝
茶有与众不同的境界，喜欢借
茶抒情，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

而这正是“茶人”的本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
寇大举入侵。 冯玉祥将军忧心
如焚，四处奔走呼唤抗日。 这
年冬天，他来到江浙等地。 这一
带乃我国著名茶区。 茶乡迷人的
风光，漫山弥冈的茶树，让他感到
新鲜不已。 在著名的紫砂之都宜
兴， 冯将军专程跑到商店观赏
紫砂茶壶，并挑选购买了两把，

作为馈赠友人的礼品。 沿途只
要有机会，他都找一合适之处，

品茗饮茶。 在杭州岳庙的一次
饮茶，就让冯将军念念不忘。

然而茶乡虽好，饮茶虽乐，

难掩心头抗日救国之情。 在这

次旅途中， 冯将军写下了一首
小诗， 题目就叫做《茶叶树》：

“满山是茶叶，生产为大业。 国
民个个能明此， 方免困苦生活
绝。” 不久南京沦陷，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 冯将军时常到北碚
望江茶馆，找个清净之处，要一
壶茶独自品饮， 倾听周围茶客
们高谈阔论。起先，没有人注意
到这位朴实的茶客，时间一长，

秘密被人发现了。到后来，只要
冯将军一进茶馆， 就会有人闻
讯赶来围观， 还常常有人向他
求字索画。 为了号召大家为抗
战出力， 冯将军干脆在茶桌上
摊开笔墨纸砚，现场义卖字画。

冯将军给人题字， 多是极具鼓
动性的简短有力的大白话，写
得最多的是“好铁要打钉，好男
要当兵”、“节约救国”、“还我河
山” 等。 而他的画更是简洁明
了，不画山水、花鸟、人物，多以
茄子、黄瓜、白菜、萝卜等常见
蔬菜为描绘对象。 尤其难得的
是，每幅画都配上小诗一首，如
画的是茄子， 就在画上题道：

“茄子紫，紫茄子，吃的有了力，

可把日寇打。 ” 而萝卜画上则
是：“红萝卜，蜜蜜甜，吃了力气

如猛虎，如猛虎，打东洋。 ”

遗憾的是， 冯将军虽怀报
国壮志，却被剥夺了军权，无法
领兵抗战，因而心情郁闷，有时
便以读古人诗书来聊解烦忧。

1940

年春，冯将军闲居嘉陵江
畔，偶尔翻到郑板桥的《仪征县
江村茶社寄舍弟》诗及家书。他
为这种诗的深意所陶醉， 忍不
住也作了一首《江景》诗：

江雨初晴后，宿烟已尽藏。

林花与碧柳，洗沐待朝阳。

枝头鸣小鸟，街上立桅樯。

叠浪乘风起，人马几渡江。

阁上且小坐，烹茶更焚香。

友人吹横笛，三弄音悠扬。

人间有仙境，此地堪相当。

对此无乐意，倭寇方披猖。

不难看出这首诗的遣词用
字，脱胎于板桥诗句，风格明显
不同于冯将军的其他诗作。

然而结尾两句， 他还是忍不住
要结合现实，“对此无乐意，倭
寇方披猖”，表达对国家前途的
担忧，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

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共双
方在南京举行和谈， 冯将军非
常希望能从此化干戈为玉帛，

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一天，冯
将军邀请郭沫若、侯外庐、曹靖
华、卢嘉锡、冯乃超、亚克、张申
府等文化界名人同游玄武湖。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 冯将
军叫副官上岸去买些馒头、卤
肉、水果来，并特别交代：“给每
个人泡一杯茶，记住，要最好的
茶
!

”过了一会儿，茶和食物都
买回来了。果然是上好明前茶。

夏日炎炎，众人早已口渴。 冯
将军说道：“大家且慢喝茶，我
有几句话要说。 古人云：‘寒夜
客来茶当酒’， 我们现在却是
‘日高人渴漫思茶’了。 今天我请
各位游湖，因条件有限，也只好
效仿古人以茶代酒。 茶性贵平
和，国家也最需要和平。 来，让
我们共同举杯，为和平干杯

!

”

众人群起响应， 这一顿茶宴真
是尽情尽兴。

论起饮茶技艺来， 冯将军
当然不是行家。但是，一个人喝
茶， 如能像他这样时时刻刻把
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疾苦
联系在一起， 这简直可以说是
达到了饮茶的最高境界了。

（据中国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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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雪芹

曹雪芹
(1715

—

1763

年
)

，是
文学巨著《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
芹名沾，字梦阮，雪芹是其号，祖
籍辽阳， 先世原为汉族， 后来成
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 曹雪芹
一位见多识广，才气横溢，琴、棋、

书、画、诗词皆佳的小说家，对茶的
精通，更是一般作家所不及。他在
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中，对茶
的各方面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提到
的茶的类别和功能很多， 有家常
茶、敬客茶、伴果茶、品尝茶、药用
茶等。

《红楼梦》 中出现的名茶很
多，其中有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云
南的普洱茶及其珍品女儿茶，福
建的“凤随”， 湖南的君山银针，

还有暹罗
(

泰国的旧称
)

进贡来的
暹罗茶等等。 这些反映出清代贡
茶在上层社会的使用的广泛性。

曹雪芹的生活， 经历了富贵
荣华和贫困潦倒，因而有丰富的社
会阅历， 对茶的习俗也非常了解，

在《红楼梦》中有着生动的反映。

如第二十五回， 王熙凤给黛
玉送去暹罗茶，黛玉吃了直说好，

凤姐就乘机打趣
:

“你既吃了我
们家的茶， 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
媳妇？ ” 这里就用了“吃茶”的民
俗，“吃茶”表现女子受聘于男家，

又称为“茶定”。

第七十八回，宝玉读完《芙蓉
女儿诔》后，便焚香酌茗，以茶供
来祝祭亡灵，寄托自己的情思。

此外，《红楼梦》 中还表现了
寺庙中的奠晚茶、吃年茶、迎客茶
等的风俗。

曹雪芹善于把自己的诗情与
茶意相融合，在《红楼梦》中，有不
少妙句， 如写夏夜的

:

“倦乡佳人
幽梦长， 金笼鹦鹉唤茶汤”。写秋
夜的“ 静夜不眠因酒渴，沈烟重
拨索烹茶”。 写冬夜的“却喜侍儿
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茶在曹雪芹《红楼梦》 中的
表现，处处显得浓重的人情味，哪
怕在人生诀别的时刻，茶的形象还
是那么的鲜明。 晴雯即将在去世之
日， 她向宝玉索茶喝：“阿弥陀佛，你
来得好， 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
了这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宝
玉将茶递给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
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了下去。

当
83

岁的贾母即将寿终正
寝时，睁着眼要茶喝，而坚决不喝
人参汤， 当喝了茶后， 竟坐了起
来。 茶，在此时此刻，对临终之人
是个最大的安慰。 由此也可见曹
雪芹对茶的一往情深。

� � � � � � �信阳市平桥区震雷山街道办事处
信阳市河区圣兴修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汪圣兴
祝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