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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第一茶
金榜获殊名
———漫谈信阳茶文化（一）

焦予玲

信阳毛尖属绿茶类，享有“绿茶之王”的美誉。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信阳毛尖列入全国八

大产茶区之一的淮南产区；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挥毫称
赞：“淮南茶，信阳第一”。

1915 年， 信阳毛尖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与贵州
茅台同获金质奖；1959 年，中国“十大名茶”评比会，信
阳毛尖入榜；2007 年，日本世界绿茶大会，信阳毛尖荣
膺最高金奖。 在全国 100 多种绿茶中，荣获国优金奖的
唯有西湖龙井和信阳毛尖两种。 2017 年 4 月，信阳市被
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授予“中国毛尖之都”称号。
一、信阳茶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

“君子如玉，明玉似水”。信阳毛尖外形细圆紧直，色
泽翠绿，白毫显露；内质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
香气馥郁持久，如君子一般高洁、淡雅、清幽，这都得益
于它有着独特的地理生长环境。

优质信阳毛尖的产地主要来自信阳西南山区，俗
称“五云两潭一山一寨”。 五云即云雾缭绕的车云、集
云、云雾、天云、连云五座山 ；两潭即潭清碧潴的黑龙
潭、白龙潭；一山即层峦叠翠的震雷山；一寨即依山傍
水的何家寨。 此外，信阳东部山区商城县金刚台、大苏
山等地所产的 “雀舌茶 ”形如鸟雀舌尖 ，汤色淡黄微
绿，滋味香醇；固始县的“仰天雪绿”，罗山县的老寨高
山茶 , 光山县的 “苏山茗芽”“净居毛峰”“赛山翠绿”
“赛山毛峰”，新县的“香山翠峰”等，也都独具特色，各
有千秋。

这些优质毛尖的生长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

被环抱在青山绿水之间。 生长在高山之上、绿水之畔的
信阳毛尖，长期经受清山幽水的滋养，天生自带优秀基
因，也造就了它的优质品质。

我国茶叶生产最早可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周朝之
前。 茶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随着气候以及经济，文化，
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变迁，而传到我国各地以至国外。 陈
椽教授所著的《茶叶通史》记载“西周初年，云南茶树传
入四川，后往北迁移至陕西，以秦岭山脉为屏障，故陕南
气候温和，茶树在此生根发芽。 ”

因气候条件限制 ，茶树不能再向北推进 ，只能沿
汉水传入东周政治中心河南 ， 东周当时建都河南洛
阳。 于是，茶树在气候温和的河南南部大别山区信阳
落地生根。 1987 年，考古学家在信阳地区固始县出土
的战国古墓中发现茶叶，经考证距今已有 2300 多年，
可见生活在这里的古先民已经认识到信阳的地理环

境适合种植茶叶，也佐证了信阳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的
论断。

信阳毛尖的历史和生长环境史书均有记载。 唐代，
全国茶叶生产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公元 760-780 年
之间，茶圣陆羽所著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把全国盛
产茶叶的 13 个省 42 个州郡划分为八大茶区，信阳归淮
南茶区。 《茶经》指出：“淮南茶光州（今潢川、光山等县）
为佳”。旧信阳县志记载“本山产茶甚古，唐地理志载，义
阳（今信阳市）土贡品有茶。 ”北宋时苏东坡感叹“淮南
茶，信阳第一”。

“85后”茶人何世阳：

网上卖茶年入20余万元

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 ，
这话搁在今年 30 岁的茶人
何世阳身上， 是一种现实寓
言。 从接触微博到如今在网
上注册商标销售茶叶， 何世
阳只用了 3 年时间， 就把自
己的品牌打造得远近皆知 ，
年收入 20 余万元。

来到位于河港镇白庙

村塘埂村民组何世阳的茶厂，
只见厂房进门正对面的墙上

悬挂着写有“茶业世家”的牌
匾。 何世阳告诉记者，他是明
代著名文人何景明的后人，到
他这一辈是第十六代。 “我的
上几辈属于弃文从茶的，我也
就做起了茶叶生意……”何世
阳一边包装着准备发往广州

的一批茶叶，一边笑着说。
2011 年 ，何世阳从许昌

一所大学毕业后， 来到家乡
一家茶叶公司打工。 2013 年
年初， 有了一些经营经验的
他便在八一步行街开了一家

茶叶店 ，并成功注册了自己
的商标 “何景明 ”，由于自己
大学是设计专业 ，他就自己
设计了极富文化底蕴的包

装，一时间生意很是红火。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慢

慢上涨的房租费， 加上经营
管理不善， 店铺挪了两三个
地方， 也没挣什么钱。 2015
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何世
阳自己设计好文案， 开始在
微博上销售茶叶， 没想到一
时间订单刷屏。

“那时候最火的时候，一

个月能卖 6 万多块钱， 订单
遍布大江南北， 所以第二年
我就没开门店了。 ”何世阳满
脸自豪地告诉记者。 据何世
阳介绍，如今他家有 40 多亩
茶山，加上收的鲜叶，每年能
生产干茶三四千斤， 价格在
200 元～3000 元。 在“天猫”和
“京东 ”两大平台 ，他交了共
10 万元押金， 每年交四万余
元的费用。

“一开始世阳说在网上
卖茶叶，我不怎么赞同，谁知
道那网啥时候就倒闭了？ ”何
世阳的父亲何延新笑着说 ，
“我发现啊 ， 不看新闻是不
行，我每天都会看新闻，知道
网店是一种趋势， 全国都在
提倡搞‘互联网＋’。 现在我才
知道世阳不是胡闹， 是真的
做事业，以后炒茶、包茶都是
我的事， 他就把他的互联网
经营好就行了。 ”

采访结束时， 何世阳告
诉记者， 由于前些年经营不
善导致亏本近 100 万元 ，不
到三年时间， 他已经还得差
不多了。 或许是因自己是何
景明的后人， 相比起一些年
轻人对大城市的向往， 何世
阳显得很超脱。 他告诉记者，
自己现在就喜欢种种茶 、研
究茶 、把自己的 “作品 ”卖出
去，他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最大
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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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阳在打包茶叶准备发货 本报记者 周 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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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与信阳毛尖
相传 ， 陆羽下榻紫阳

洞， 被这里的山光水色、泉
甘茶香所迷恋，一住就是数
年。 他平日与崇佛寺、太阳
庙、 观音洞等院大师为友，
互相唱酬。白天赏茶、采茶，
晚间谈诗品茶， 探讨茶事，
著名立说，学识大进。 他为
了考察淮南茶区，复东出舒
州、南下黄州，北上寿州，再
回紫阳洞，写出淮南茶初考
草稿，其茶经八之出。 淮南
茶光州上，义阳、舒州次，寿
州、黄州、蕲州下的简明品
定，既依次。

陆羽走后，山民为了纪
念他对淮南茶的贡献，在紫
阳洞中 ， 也增设了他的神
位。 定清明节为敬茶神节。
民俗至今保留有 ：“清明采
新茶，试新火”的雅事。

淮南茶光州上， 义阳、
舒州次。光州现在信阳市光
山县古称， 古时包括信阳、

固始、光山、商城等地区，光
州茶也就是现在的信阳毛

尖茶。赛山玉莲则是信阳毛
尖中极品之一，出自光山县
凉亭 。 陆羽是茶秘密的发
现者。陆羽之后，才有茶字，
也才有茶学。

陆羽之前的时代，茶写
作荼，有着药的属性。 华夏
族的鼻祖神农氏终生都在

寻找对人有用的植物，神农
尝完百草而成《神农本草》，
里面记载的植物更多是功

能性质，体现了华夏人对自
然的简单认识：哪些草木是
苦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
能充饥，哪些能医病……神
农氏“日遇七十二毒 ，得荼
而解之。 ”很显然，在这里荼
是类似于灵芝草之类的药

物而已。
陆羽说 ：“精行俭德之

人，若热渴、凝闷、脑疼 、目
涩 、四肢烦 、百节不舒 ，聊

四五啜，与醍醐 、甘露抗衡
也。 采不时 ，造不精 ，杂以
卉莽 ， 饮之成疾 。 茶为累
也 ， 亦犹人参 。 上者生上
党 ，中者生百济 ，新罗 ，下
者生高丽 。 有生泽州 、易
州 、幽州 、檀州者 ，为药无
效，况非此者！ 设服荠■使
六疾不瘳。 知人参为累，则
茶累尽矣。 ”茶不久从自身
的药物属性中脱离出来 ，
也从其他类植物中脱离出

来。 一旦喝了茶 ，醍醐 、甘
露之类的上古绝妙饮品都

要做出让步，成为附庸。
茶的秘密被写进了三

卷十节，不过 7000 字的《茶
经》里，陆羽秉承神农衣钵，
凡茶都亲历其境 、“亲揖而
比 ” “亲灸啜饮 ” “嚼味嗅
香”，尽显虔诚姿态 ，此后 ，
华夏人的喝茶便定格在陆

羽的论述里。
（综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