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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茶，必然就会想到水。 在真正
的茶客眼中，水是最灵性的东西，至纯
至性，离开了水，茶便也失去了它原本
的意义。

泡茶之水有“梅、兰、竹、菊”四说。
“梅” 之水产于隆冬有雪时分，因

梅之能傲雪而得名。
据“梅水”唯在冬之第一场瑞雪的

日子从梅树上采集而得 ，可见犹为珍
贵 ，且要贮存于陶罐之中 ，至明年之
夏至后才能揭盖开封，据传还要举行
一种安神仪式 ，免得 “梅水 ”之魂受
惊 。 故 “梅 ”之水对真正的茶客来说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水中圣品，有幸喝
过“梅水”所泡制之茶的茶客都说无悔
此生。 “兰”之水产于山间石缝之中，
与“兰”之清、雅、静之性有三分相近而
得名。

茶客想取“兰”之水来泡茶也要颇
费一番功夫。亦需“探”“品”“采”三步
之遥才能取得 。 因 “兰 ”之水只要争
取一般都能 “求 ”到 ，所以 “兰水 ”对
真正的茶客来说被视为第二 ，为水中
之神品。

“竹”之水产于大江之江心 ，因江
水不知自我之疲倦而不停的奔流不

息，故与“竹”之虚怀若谷的品格相似
而得其名。

“竹” 之水之所以被茶客看中，在
于江水之善流且颇具活性。 采集时多借
助江边之木质渡船为媒，取水时以船之
上游来水为佳，但因其水质略浊，泡茶时须经沙缸过滤沉淀
去其杂质，故“竹水”在茶客心目中排名第三为水中之逸品。

“菊”之水产于自家井中或各地知名井水。
井数量之多如过江之鲫，且水质口感参差不一各具韵

味。 故一般茶客以井水泡茶时，多喜欢以这家的井水与别
家的井水作比较。 时而久之，茶客们便把“斗井”作为井水
泡茶之第一乐事，其兴致与遍布大江南北的菊花争艳时之
“斗菊”颇有相似之处，故而得名。 因井水平凡且又取之不
竭，故“菊”之水列为茶客眼中之水之凡品。

茶之好坏取决于茶与水之调配交融，本不易也。 而上
品茶配“梅”之水，对真正的茶客来说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之
事，故把其视为一生之最爱。 (李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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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SFF611
豫 SFJ268
豫 S5951B
豫 SY5183
豫 SFD077
豫 SFM376
豫 S5059B
豫 SY4752
豫 SFC693
豫 S3Y403
豫 S3Y370
豫 S6F836
豫 SFB970
豫 S5782C
豫 SF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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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继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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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洁

陈 冲

丁 刚

时 帅

冯广平

任文明

耿显辉

李 林

蔡 煌

曹 辉

李天福

张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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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SY1945
豫 S8Y969
豫 SFC119
豫 S7Y038
豫 SY3492
豫 SF9176
豫 SFC628
豫 SFK777
豫 S4F277
豫 SFR595
豫 S5997A
豫 SFA828
豫 S7F488
豫 SFT196
豫 S5538A

李亚伟

吴世兵

周天举

余 海

李 峰

曹 崇

陈学海

孔德财

孔德财

杨 勇

杨 勇

李三虎

姚洪东

喻锟录

孙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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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车

低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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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豫 SFP296
豫 S55666
豫 S55309
豫 S55776
豫 S55961
豫 S53536
豫 SC6918
豫 S55662
豫 S34776
豫 S52965

赵建

胡中华

王刚

房连伟

付抗美

王海亮

张保学

段超

陈介成

王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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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中南金属责任有限公司息县报废汽车拆解网点

2018 年 4 月 27 日

最先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

据《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
农氏。 ”可见，神农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
发现和利用茶的第一人。 茶叶为世界三
大饮料之 “圣品 ”，享有 “东方恩物 ”“绿
色金子”的美誉。 举世公认中国是茶的
发源地。

最大的野生茶树

云南省勐海县境内的一棵茶树 ，高
32 米多，主干粗 3 米，树龄约 1700 年，被
称为世界茶树之最。

最早的种茶专著

唐代陆羽撰述的《茶经 》，是我国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专

著。 《茶经》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在世界
各地广为流传。

最早引入中国茶叶的国家

公元 805 年， 日本最澄禅师到我国
浙江等地留学，把茶叶和种子带回日本。
17 世纪， 茶叶传到欧洲，19 世纪传到非

洲。 现在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成为传播友谊的纽带。

最早的咏茶诗

据史载，西晋诗人张载的“芳茶冠六
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士聊可
娱”，被称为第一首咏茶妙诗。

最早的茶话会

据史书云： 三国时吴国皇帝孙皓赐
宴群臣必使之大醉。 大臣韦曜酒量小，孙
皓为照顾韦曜，便许他“以茶代酒 ”。 后
来，逐渐产生集体饮茶的茶宴，类似今天
的“茶话会”。

最完备的茶叶科研教育体系

自《茶经》问世至今，我国十分重视
有关茶叶的理论研究。 现在我国有 9 所
高等院校设有茶叶专业， 在校学生数量
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有两所全国性的茶
叶研究所， 成为世界上茶叶科研教育体
系最完备的国家。

（曹祈东）

我国茶文化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