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俗大观

各民族饮茶习俗 (二）
盖碗茶

在有盖的碗里同时放入茶叶、 碎核桃仁、
桂圆肉 、红枣 、冰糖等 ，然后冲入沸水盖好盖
子。 来客泡盖碗茶一般要在吃饭之前，倒茶是
要当面将碗盖揭开，并用双手托碗捧送，以表
示对客人的尊敬。 沏盖碗茶是回族同胞的饮茶
习俗。

婆婆茶
新婚苗族妇女常以婆婆茶招待客人。 婆婆

茶的做法是： 要将去壳的南瓜子和葵花子、晒
干切细的香樟树叶尖以及切成细丝的嫩腌生

姜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储存在容器内备用。 要

喝茶时，就取一些放入杯中，再以煮好的茶汤
冲泡，边饮边用茶匙舀食，这种茶就叫做婆婆
茶。

竹筒茶
将清毛茶放入特制的竹筒内，在火塘中便

烤边捣压， 直到竹筒内的茶叶装满并烤干，就
剖开竹筒取出茶叶用开水冲泡饮用。 竹筒茶既
有浓郁的茶香，有清花的竹香。 云南西双版纳
的傣族同胞喜欢饮这种茶。

虫茶
它是一种制法奇特、极富民族习俗的特产

茶。 虫茶是把采摘的茶树鲜叶和部分香树叶混

合放在竹篓或大木桶里，浇上淘米水，让其自
然发酵。 数天后便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氮气味，
这种气味会招引“化香夜蛾”的昆虫成群来此
安家落户，生育繁衍。 它的幼虫特别喜食腐烂
的茶叶和香树叶，并排出一粒粒比菜籽还小的
虫屎。 把这种虫屎收集起来晒干便是虫茶。 饮
用虫茶时要先在杯中倒入开水，后放入适量虫
茶，盖好杯盖。 虫茶粒先漂浮在水面，待其缓缓
下沉到杯底并开始溶化时即可饮用。 虫茶泡出
的汤清香宜人，沁人心肺。 饮之令人顿感心旷
神怡。 湖南城步苗族目治县五岭山区的苗族同
胞尤爱饮虫茶，所以虫茶又叫城步虫茶，它是
一种速溶性饮料。 (叶琳琳）

本本报报与与信信阳阳市市鸡鸡公公山山酒酒业业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联联办办
��22001188 年 44 月 2211 日 星期六

茶茶风风茶茶俗俗

0088

首席编辑：：盖 威 创意：：陈亚莉 质检：：刘 凤

（（第第 22期期））

茶宠
一
种
茶
文
化
的
信
仰

现在看到许多泡茶的人，他们茶具上都
摆着大大小小的茶摆件，这些便是所谓的茶宠。 多是

用紫砂或澄泥烧制的陶质工艺品。
“茶宠”， 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 “宠物”， 茶宠在茶汤的滋养

下，年长日久会变得温润可人，茶香四溢，深得品茗人的宠爱。

茶宠需要养

喝茶时用茶蘸茶汤涂抹或剩茶水直接浇淋，日久天长，茶宠就会呈现出温润柔美的光
泽，并有芬芳茶香萦绕其上。
茶宠的兴起与茶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从传统象征吉祥寓意的茶宠，到紫砂茶宠，再

到造型各异的澄泥烧制的陶质可爱时尚茶宠，都与茶道的盛行息息相关。
茶宠并不是只有特定的茶水才能养，但茯茶与普洱茶是最适宜泡出好“茶宠”的茶，见效快，易

塑造出“茶宠”上佳的外貌。 上等陶瓷所制的茶宠物和紫砂壶一样，时间长了也会升值。
在茶宠保养方面，紫砂收藏爱好者庄志雄表示，养茶宠和养壶一样，不能老用剩茶泡，最好用热茶水“淋

浴”，并用笔轻轻抚刷，定期用茶布摩挲，使之保持一定程度的亮泽;所选茶汤不要拘泥于某一种茶，各个茶
类都比较适合。

有些茶宠利用中空结构，浇上热水后会产生吐泡、喷水的现象。这种结构还可以让它身体的大部分起到蓄水存
水的功能。

趣味茶宠

在茶宠的造型中，弥勒佛居多，有卧姿的、坐姿的，也有立姿的。但近年来，出现了各种生肖茶宠，甚至是贴近生
活的小物件茶宠，如鞋子造型、南瓜造型等。

寓意茶宠

早些年，茶宠市场上最为流行的多为金蟾、貔貅、辟邪小动物等寓意较好的摆件。
其中，金蟾是金钱的谐音，口中含钱的金蟾，嘴巴上的铜钱是可以转动的，你用手去转钱，谐音就是“赚

钱”;貔貅，是传说中龙的第九子，俗称只进不出，口大为招财进宝;此外，壁虎寓意“辟邪”;蜘蛛造型寓
意知足常乐……

貔貅，是传说中龙的第九子，俗称只进不出，于是人们认为它有趋财旺财的作
用，同时还有镇宅的功效。

金猪，猪历来是富足、祥瑞的象征。所以把它养在茶盘上非常可爱，也很招人
喜欢。

大象，以善于吸水而驰名，在我国，水为财，如果请得一头大
象在家中，则大财小财均为己所纳。而且象的禀性是温顺祥
和的，放在家中象征着吉祥如意

佛祖，各种颜色的砂质都有，一般为弥勒
佛的居多，卧姿、坐姿的比较多，很少有
立姿的。 怪的造型也有。 (白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