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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饮茶习俗

中原大地的饮茶习俗别具一
格，独具风采。中原人们把茶分为细
茶和粗茶。细茶，即从茶树上采摘的
鲜叶，经过加工制成的茶叶。细茶之
中， 尤以绿茶和红茶最受欢迎。 粗
茶，则是采集各种树木的叶子、如竹
叶、柳叶、枣叶、梨叶等，经过加工后
当茶喝，人们称它为粗茶。

中原人朴实厚道，热情诚恳，民
间素来有喝茶的习惯， 客来敬茶自
然是待客之礼，喝茶名目繁多，礼仪
也讲究。招待客人的第一件事，就是

为客人执杯沏茶。为客人沏茶时，即
使是干净茶杯， 也要有清水再冲洗
一下。 而在中国南方茶壶内的茶渍
是不清洗的，茶渍积成茶垢，茶垢越
厚，表明茶壶“有年头了”，茶壶也就
越珍贵；洗茶渍是不懂事的表现，广
东潮州就把那些好心办坏事的人称
为“洗茶渍的”。

信阳毛尖被列入全国十大名茶
之一，它色彩碧绿，香气馥郁，味道
醇厚。 唐代时信阳已把茶作为贡品
进献给皇帝。 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
“淮南茶，信阳第一”，对信阳茶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 信阳毛尖茶主要产
于信阳的西南崇山峻岭之中，以车
云、集云、云雾、天云、云阳和黑龙
潭、白龙潭的茶叶最有名，当地人
称这几个地方为“五云两潭”。 这里
山高地势好， 一年四季云雾弥漫，

故而茶叶香味浓郁，质量上乘。 此
茶一年采摘三季，在春、夏、秋三季
进行。春茶碧绿，先苦后甜。夏茶味
涩，颜色发黑。 秋茶风味别具一格，

产量又低，特别珍贵，故而有“秋茶
好喝舍不得摘”的说法。 民谣有“早
茶留着送朋友， 晚茶留着敬爹娘”，

表现了茶乡人对朋友的诚挚和对爹
娘的孝敬。

春茶和秋茶为茶中上品， 以它

作为馈送礼物，确实再合适不过了。

在信阳茶乡，如果客人来到，以茶待
客是必不可少的礼节。 客人用的茶
杯应是透明玻璃杯， 这样做的用意
是让客人在喝茶时，透过茶杯，可以
鉴别茶叶的好坏， 体会主人待客的
诚意。 民间用两叶一芽的茶叶做成
菊花形状，俗称“菊花茶”。开水冲泡
后，膨胀的茶叶似盛开的菊花，形态
优美， 味道芬芳。 但菊花茶用料考
究，制作工艺复杂，只有贵客临门，

主人才大显身手，故而当地有“不是
贵客不制花”的说法。 在农村，农民
饮用的大多是自制的树叶粗茶。 常
用的树叶有柳叶、竹吓、柿叶、枣叶、

苹果叶、梨叶等。人们把这些叶子采
摘收集， 用开水焯熟， 置阴凉处琼
干，称它为“粗茶叶”，一年四季用它
来泡水饮用。人们喜喝粗茶的原因，

一是受经济条件制约， 农民无力购
买价格昂贵的细茶。 二是喝粗茶可
以强体健身，如柳叶、竹叶茶可败火
去毒，枣叶、苹果叶茶可养肝安神，

敛汗化瘀等。 槐豆也是人们常喝的
一种茶。每到秋季，槐树叶子发黄落
去， 树枝上只剩下一团团一簇簇的
槐豆荚。人们把它采摘下来，上笼蒸
熟，然后晒干。 用它当茶叶喝，据说
可以养血止血。

(

张磊）

茶

与茶风俗

茶是四季常青的植物，茶叶是
人们生活必需晶，利国利民，具有极
高的经济价值。 因此，茶在古代又
是吉祥的象征。 在某些茶区，每当
吉庆之日，往往合家乃至全族欢庆
于茶山上。 《茶经》中就有“当吉庆
之时，亲族集合歌舞于山上，山多茶
树”的记载。 明代《七修类稿》已经
有以茶为婚礼的记载：“种茶下籽，

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可生也。 故女
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婚礼
者，见其从一之义”。

《红楼梦》中，王熙风打趣林黛
玉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
给我们家当媳女

?

”这种以茶作为姻
亲礼聘的习俗，不仅仅在汉族，在不
少少数民族中也相习成风，历久不
衰。 唐太宗时将文成公主嫁给藏王
松赞干布，当然要带去许多珍贵礼
物。 也许在无数珠宝珍奇中藏人特
别喜欢的就是茶叶，从此，就形成了
藏人以茶为婚姻的象征习俗了。

《西藏图考》中，就有“西藏婚
姻……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若
干为聘证。 ”

谈论茶风俗，不能忘记茶馆。

茶馆，又称茶寮、茶社等。 它的
历史渊源也是极古的了。在唐朝，已
有“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

投钱取饮”的盛况。 尔后，茶馆逐渐
变成多种用途的场所， 除了饮茶歇
脚外，还可以接待亲朋，洽谈生意，

解决纠纷。 茶馆还是古代人民文化
娱乐的场所，是我国戏曲、曲艺杂技
等文艺的摇篮。 这种功能不仅在古
代， 就是在近代和现代也还得到发
挥和发展， 我们可以从老舍老生的
《茶馆》和京剧现代戏《沙家浜》中看
到生动的表现。 阿庆嫂的“春来茶
馆”开得有声有色，一边掩护新四军
的伤病员， 一边与忠义救国军司令
者流应酬。 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发生
在茶馆酒肆才是合情合理的。 老舍
先生的《茶馆》，将一个时代的缩景
那么繁富、那么真切地表现出现，可
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大舞台， 出演了
数也数不清的话剧。

茶馆也是人们消闲解闷， 摆龙
门阵的好地方。 人们在这里一边吃
茶，一边谈天论地，从古到今，从猿
到人，想说什么说什么。古时候的传
播媒介少， 茶馆成了人们获得和交

换信息的重要场所，人来人往，天南
地北，容量大，辐射广。 作为群体中
人， 人们还是想了解更广阔的天地
里更多的同类， 想了解一些关系到
自身利益的信息， 想知道更多新鲜
有趣的事情。 人们“听”与“说”的欲
望可以在茶馆里得到充分的满足。

有些江湖豪客、 文人雅士也好到茶
馆来结纳朋类，评说时事。茶馆馆主
对这类人又欢迎又害怕， 故而在墙
头柱上贴一个字条， 上书“莫谈国
家”，来提醒茶客。

(

樊花萼）

各民族饮茶习俗

(

一）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
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的国家， 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族
人民有着各种不同的饮茶习俗，真可谓“历史
久远茶故乡，绚丽多姿茶文化。 ”

擂茶
顾名思义， 就是把茶和一些配料放进擂

钵里擂碎冲沸水而成擂茶。 不过， 擂茶有几
种， 如福建西北部民间的擂茶是用茶叶和适
量的乏麻置于特制的陶罐中， 用茶木棍研成
细末后加滚开水而成

;

广东的揭阳、普宁等地
聚居的客家人所喝的客家擂茶， 是把茶叶放
进牙钵

(

为吃擂茶而特制的瓷器
)

擂成粉未后，

加上捣碎的熟花主、 芝麻后加上一点盐和香
菜，用滚烫的开水冲泡而成而成

;

湖南的桃花
源一带有喝秦人擂茶的特殊习俗。 是把茶叶、

生姜、生米放到碾钵里擂碎，然后冲上沸水饮
用。 若能再放点乏麻、细盐进去则滋味更为清
香可口。 喝秦人擂茅一要趁热，二要慢咽，只
有这样才会有“九曲回肠，心旷神怡”之感。

龙虎斗茶
云南西北部深山老林里的兄弟民族，喜

欢用开水把茶叶在瓦罐里熬的浓浓的， 而后
把茶水冲放到事先装有酒的杯子里与酒调
和，有时还加上一个辣子，当地人称它为“龙
虎斗茶”。 喝一杯龙虎斗茶以后，全身便会热
乎乎的，睡前喝一杯，醒来会精神抖擞，浑身
有力。

锅帽茶
在锣锅内放入茶叶和几块燃着的木炭，

用双手端紧锣锅上下抖动几次， 使茶叶和木
炭不停地均匀翻滚， 等到有屡屡青烟冒出和
闻到浓郁的茶香味时， 便把茶叶和木炭一起
倒出，用筷子快速地把木炭拣出去，再把茶叶
倒回锣锅内加水煮几分钟就可以了。 布朗族
同胞就很喜欢饮锅帽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