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与茶

震雷山

名茶产地

本报与豫南人才网联办

�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

信阳招聘行业领军企业

电话：

18603760111

茶乡茶人

07

责编：付宇峰创意：刘学萍质检：尚青云

（第
6

期）

信阳溢香园林茶有限公司祝第二十五届信阳茶文化节圆满成功

信阳市河区茶醉庄园茶
叶专业合作社位于河港镇夏
家冲村， 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是由本地种茶大户易锋和河
港供销社共同发起组建的。 注
册资金

2000

万元， 入社茶农
100

户，社员茶叶总面积
10000

余亩， 其中无性系有机生态茶
园

2200

亩。 按照“公司
+

茶叶合
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依托
溢香园林茶有限公司着力打造
“敬锋”茶叶品牌。 现本社无性
系有机生态茶园为信阳市茶叶
项目的重点工程和示范园区。

作为河港唯一一家梯田式茶
山， 在开垦之初便留足了茶垅
之间的距离，空隙大，不但方便
采茶，而且茶树透风了，就不长
虫、不打药。 同样，让茶树长在
石头上， 长出的茶叶就富含多
种矿物质、 茶氨酸的含量也随
之增加。 对茶叶质量的把关与

坚守， 也让溢香园林茶在
2014

年获得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 下一步，溢香园林茶有限
公司将建设溢香亭、 茶醉苑、垂
钓堤等休闲娱乐设施， 打造以
“采生态绿茶、品毛尖香茗、吃农
家饭菜、醉茶乡风情”为主题的
休闲、度假、娱乐主题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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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明前一芽一叶、小芽出售，欢迎洽谈！

茶助文人的诗兴笔思，与
文人有着难解之缘。

饮茶， 可以说是老舍一生
的嗜好。他认为“喝茶本身是一
门艺术”，在《多鼠斋杂谈》中写
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
可、 啤酒， 皆非所喜， 而独喜
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
静观皆自得。 ”

旧时“老北京”最喜喝的是
花茶， 他们认为只有花茶才算
是茶。 老舍作为“老北京”自然
也不例外，自备有上品花茶。汪
曾祺在他的散文《寻常茶话》里
说：“我不大喜欢花茶， 但好的
花茶例外， 比如老舍先生家的
花茶。 ”虽说老舍喜饮花茶，但
不像“老北京”一味偏爱。 他喜
好茶中上品，不论绿茶、红茶或
其他茶类都爱品尝，兼容并蓄。

我国各地名茶， 诸如“信阳毛
尖”“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祁
门红茶”“重庆砣茶” ……无不
品尝， 且茶瘾大， 称得上茶中
“瘾君子”，一日三换，早中晚各
执一壶。他还有个习惯，爱喝浓
茶。 他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
下》写到他家里穷，在他“满月”

那天， 请不起满月酒， 只好以

“清茶恭候”宾客。“用小砂壶沏
的茶叶末儿， 老放在炉口旁边
保暖，茶叶很浓，有时候也有点
香味。 ”老舍后来喜饮浓茶，可
能还有点家缘。

老舍好客，喜结交。他移居
云南时，一次朋友来聚会，请客
吃饭没钱，便烤几罐土茶，围着
炭盆品茗叙旧，来个“寒夜客来
茶当酒”，品茗清谈，属于真正
的文人雅士风度

!

抗战期间， 老舍蛰居重庆
时， 曾在一篇杂文里提出要戒
茶，这绝非本意———“不管我愿
不愿意， 近来茶价的增高已叫
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忆
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连
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因物价飞
涨而喝不起茶， 竟然悲愤地提
出要“戒茶”，以示抗议。像老舍
这样嗜茶颂茶的文人茶客，他
是爱其物、恨其价，爱与恨兼融
于茶事之中。

老舍与冰心友谊情深，常
登门拜访，一进门便大声问：“客
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 ”冰心总
是不负老舍茶兴，以她家乡福建
盛产的茉莉香片款待老舍。老舍
后来曾写过一首七律赠给冰心

夫妇，开头首联是“中年喜到故
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以此怀
念他们抗战时在重庆艰苦岁月
中结下的茶谊。 回到北京后，老
舍每次外出， 见到喜爱的茶叶，

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分送给
冰心和他的朋友们。

老舍的日常生活离不开
茶，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时，总
是随身携带茶叶。一次，他到莫
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老舍爱喝
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
水瓶。 可是老舍刚沏好一杯茶，

还没喝几口，一转身服务员就给
倒掉了， 惹得老舍神情激愤地
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
天喝到晚的

!

”这也难怪，喝茶从
早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如
此。 西方人也爱喝茶，可他们是
论“顿”的，有时间观念，如晨茶、

上午茶、下午茶、晚茶。

老舍生前有个习惯， 就是
边饮茶边写作。 无论是在重庆
北碚，还是在北京，他写作时饮
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 茶
在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起到
了绝妙的作用。老舍

1957

年创
作的话剧《茶馆》，是他后期创
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也
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
的剧目之一， 在西欧一些国家
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
奇迹”。

老舍谢世后， 夫人胡�青
仍十分关注和支持茶馆行业的
发展。

1983

年
5

月，北京个体
茶室焘山庄开业， 她手书茶联
“尘滤一时净， 清风两腋生”相
赠，还亲自上门祝贺。

（据中国茶网）

老舍与茶的不解之缘

震雷山位于平桥区东南
6

公里处，大别山北麓，处
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 具有明显的过渡带季风
气候特点，四季气候怡人。

震雷山属河南省旅游开发“一带三区”中的豫西南
山水风光和文物古迹综合旅游区。 震雷山大小景点上
百处，自然景观有雷沼喷云、河泛月、圣泉、雷劈石、

双乳峰、周公山、黑马石等；历史人文景观有雷锋寺、圣
贤寺、震雷山庄、红军洞、红军桥等。 震雷山的南坡、北
麓，大片大片齐整的茶园，让人赏心悦目。 据史载，清
末，邑

(

县、城
)

人于其麓种茶，味甚佳。

震雷山所有的泉水都源源不断的流入河， 之所
以称震雷山的泉水为圣水， 是因为它和其他河源头
水一样，有其独特的功效。 用它沏茶，其味甘冽、香郁，

北宋文学家、 书画家苏东坡常以水烹煮茶。 用其煮
饭，米饭清香，用此水的壶具、煮具，无沉淀、无结垢，洁
净如新。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