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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河镇位于信阳市
河区西南部， 南湾湖上游，距
市中心

27

公里。

董家河镇素有“茶乡明
珠”之称。这里山以茶绿、水以
茶清、人以茶富、乡以茶名。优
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一流的
毛尖茶， 境内著名的车云、集
云、云雾、天云、连云等五大产
茶名山，是优质信阳毛尖茶的
集中产地，所产茶叶因形、色、

香、味俱佳而驰名中外，屡获
大奖。 自茶文化节举办以来，

董家河被历届信阳茶文化节
指定为品茶观光地。

（综合）

名茶产地

一个80后茶农的“茶经”———

“匠心”为做茶 真情注茶乡

春来茶山，茶歌清脆，悠扬动
听。一场大雨过后，河区河港
镇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茶的清
香。 这个季节， 对于这里的人来
说，是个丰收的季节。 当然，也是
四望山村荒田

塆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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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茶农田
曜魁最忙碌的阶段。

初见田曜魁， 他正带着两名
工人细心地挑拣着茶叶。 黝黑的
脸上挂着朴实的微笑， 干活的老
练程度，一点都不像个年轻人。挑
拣完毕， 他便立马到加工车间检
查炒茶设备， 把炭火和柴火按照
一定比例在机器里放好。

一切准备工作做完后， 田曜
魁便带着记者往茶山上去。 一路
上，从车窗往远处望去，一层接
一层相连的茶山“梯田”沿着山

脉不断向上绵延，茶叶树长得很
茂盛，采茶工们都在茶园里忙着
采摘新茶。

“我是
2010

年大学毕业的，

毕业后没有选择按自己的专业找
工作，而是回乡创业。其实也是继
承父亲的手艺， 现在我和父亲一
起经营着这个茶场。 ”在路上，田
曜魁告诉记者，“我家的茶叶，有
一半是通过镇上的茶叶交易市场
出手， 另一部分卖给外地的老客
户，口碑靠质量，销售靠信誉，大
部分都是回头客。 ”

沿着
10

余里山路颠簸到达
山上，已近中午。 田曜魁带着记者
来到他的茶园，只见茶园在薄雾中
显得特别清秀，数十名采茶工正在
忙碌着。田曜魁摘下几片茶叶放在
手心， 告诉记者：“你看这茶叶，尖
刚刚长出，品相确实很好看，但冲

个两三次就没味了，口感不是特别
好。 真正好喝的，是一芽一叶或多
叶，茶香汤清，回味绵长。 ”

聊起茶叶， 田曜魁不再有起
初的羞涩，也渐渐打开话匣子。田
曜魁的父亲是个老茶商， 所以他
从小就帮着家人采茶、卖鲜叶，与
茶并不陌生。

2012

年
4

月，他在
家人的支持下创立了茶叶专业合
作社，

2013

年成功注册了自己的
茶叶品牌。为了把品牌做得更好，

他坚持不给茶树喷洒农药施用化
肥，让茶树在最好的生态环境中，

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

“做茶要以一颗‘匠心’，我坚
持这样做， 是因为这些茶树一年
才采摘一次，虽然产量少，却是质
量安全的放心茶叶， 档次会更
高。 ”田曜魁介绍道，今年一场倒
春寒，让毛尖“受伤”不轻。 然而，

因为雨水很充足， 产量下去的同
时，质量却提高了，也可谓减量不
减收。

“我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用
自信、乐观化解一个个困难。相信
在家乡的舞台上， 同样可以成就
自己的事业，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采访结束时，田曜魁为记者
泡了一杯正宗的信阳毛尖， 细、

圆、光、直、多白毫、香高、味浓、汤
色绿等风格一应俱全。 田曜魁告
诉记者，未来三五年，他想在市区
开一家自己的实体店， 把自家茶
园的路修好，建设一个以旅游、文
化为一体的生态茶园， 为老百姓
提供放心好茶， 为茶乡提高一些
知名度。

欧阳修：

所好未衰惟饮茶

宋代茶风盛行，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无不讲究
品茶之道，欧阳修也不例外，他一生都嗜好喝茶，

尤其喜欢诗人黄庭坚家乡江西修水的双井茶，他
精通茶道，并留下了很多咏茶的诗文，还为蔡襄的
《茶录》作了后序。

在茶事上， 欧阳修有一句名言：“吾年向晚世
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 ”也就是说，欧阳修的饮
茶，已成为一辈子不辍的嗜好了。

欧阳修对蔡襄创制的“小龙团”有褒有贬，

不过褒要多于贬，他在为蔡襄《茶录》写的后序
中说：鞍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序
所谓上品龙茶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供焉。仁
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 惟南郊大
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
翦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
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 至
嘉佑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添
预，至今藏之。 北那时小龙团茶鞍凡二十饼重一
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北。 所
以贵重非常，以致鞍手持心爱不欲碾，有类弄印
几成

笟

北。 反复传玩到饼面上已被抚摸得显出
了凹陷，仍不舍得烹试。 难怪后来唐庚在《斗茶
记》中对欧阳公此举颇不以为然地评说，吾闻茶
不问团�， 要之贵新……自嘉佑七年壬寅至熙
宁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阅三朝，而赐茶犹在，

此岂复有茶也哉。

可见，欧阳修一生都喜爱茶，并按照茶的秉
性要求自己， 操守始终如一， 就像好茶的品格
一样。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欧阳修
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窜斥流离。 晚年他作诗自
述，欲借咏茶感叹世路之崎岖，却也透露了他仍不
失早年革新政治之志。当然，这里更直接的是述说
了他一生饮茶的癖好，至老亦未有衰减。欧阳修爱
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茶事诗文，除了多首咏茶诗
作外，还为蔡襄《茶录》写了后序

;

在那开了宋代笔
记文创作先声的二卷《归田录》里，也有数则谈到
茶事的

;

并有专门论说煎茶用水的《大明水记》，都
殊为难得。

（据中国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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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曜魁与工人一起挑拣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