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家河镇
董家河镇位于信阳市河区西南部， 南湾湖上

游，距市中心 27 公里。 董家河镇风景秀丽，古迹林
立。五道河奇景、公母潭瀑布、云雾鹰嘴石、车云千佛
塔、睡仙桥村让多少游人流连忘返，遐想翩翩。

董家河乡资源丰富。 茶叶、板栗、猕猴桃、食用
菌、山野菜等为本乡著名特产；天麻、百合、桔根等
中药材质好量大；金鲤、银鲫优名远扬；莹石、石灰
石、水晶石等矿产开发前景广阔。 靠山吃山，董家
河以其独特的气候、 地理环境孕育的丰富多彩的
农副产品。

董家河镇素有“茶乡明珠”之称。这里山以茶绿、
水以茶清、人以茶富、乡以茶名。 优越的地理环境孕
育出一流的毛尖茶，境内著名的车云、集云、云雾、天
云、连云等五大产茶名山，是优质信阳毛尖茶的集中
产地，所产茶叶因形、色、香、味俱佳而驰名中外，屡

获大奖。自茶文化节举办以来，董家河被历届信阳茶
文化节指定为品茶观光地。 （综 合）

名茶产地

名人与茶

乡情，是茶独有的味道
什么是家？什么是乡？ 当你疲惫时，想找

到一个温暖能歇息的地方，便是家 ;当你登上
异地的旅程， 心中思念的那方故土人情，便
是乡。

每一个离家的人， 都会有一份化不开的
浓浓乡情，即使外界到处是精彩，魂牵梦绕的
始终是那远方的家乡； 即使早已习惯了异乡
风情，最难以忘记的还是那家乡的平凡简单；
即使在外风光无限、潇潇洒洒，心底还是渴望
那家乡的宁静与安详。

乡情，是深深印在脑海的烙印，是挥之不
去、一遍遍重复、难以割舍的思念，无论光阴
几时，从来都不曾改变。

大部分的人 ， 对家乡的味道是念念不
忘的 。 沈从文先生居住在北京 40 余载 ，仍
不能忘怀家乡茶 ， 他在文章里写道 ：“……
山城那个古丈县茶叶清醇中， 别有一种芳
馥之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多半喝茶人总是以
喝到家乡的味道为荣。 不管是如何泡法，哪怕
大杯泡着， 苦涩的味道却能让他们从早到晚
酣畅淋漓， 但每到茶季时， 老茶人闲聊也会
说：“嫩茶太贵了，茶末才好喝呢。 ”老茶人的
质朴令人感动， 说话时脸上洋溢着的那份满
足，是一份浓浓的乡情味道。

喝茶的人，对茶都有自己的认识。 与茶相
遇并产生的心灵碰撞，唤起深深的喜悦之情，

大多是在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之后。 喝茶渐渐
成为习惯， 因为茶叶品类不同， 各地嗜好不
同， 喜好喝茶的品种也不一样。 北方人爱花
茶，江浙人喜绿茶，潮汕人却偏好乌龙……名
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
的茶文化。

茶飘散出淡淡的茶香，悠远清新，正如那
记忆中的家简单而温馨的味道。 远在他乡，捧
一盏乡情，静静回味、静静享受，家在远方，但
一缕乡情尽在茶中!

生活就是一杯家乡茶！ 你的，我的，我们与
形形色色的家乡茶相识，每一道家乡茶，都有他
们的故事、相貌、欢喜、忧伤，甘苦并重，恰当调
制便让悠悠乡情层香迭溢，滋味绵长。

是分享，是交流，愿与朋友们一起，了解茶之
技、学习茶之艺、领悟茶之道，茶人的品茶审美过
程其实就是修身养性的过程；是茶与心灵的对话
的过程；是茶人返璞归真的过程。

品之，是家的味道;存之，是家的思念。
我爱你，爱你的那种味道! 无声的对白，却

一点不尴尬，乡情，就是这种味道。与繁华名利
无关，与时间地点无关，它只是内心的不舍、内
心的炽热、内心的怀念。

默然地，烧一壶水 ，泡一壶茶 ，喝到对味
的那个茶。 闭上眼睛，乡味，全部涌现在心里;
乡情，饱含着天真无邪，饱含着纯真的记忆。

（据中国茶网）

乾隆与茶的故事
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在位当政六十年，终

年八十八岁， 这一寿龄即使在现在也是高寿
了。 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乾隆与茶的故事，涉
及到种茶、饮茶、取水、茶名、茶诗等与茶相关
的方方面面。

相传，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到杭州，曾四度
到过西湖茶区。 他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
龙井茶时，赞赏茶叶香清味醇，遂封庙前十八
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岁岁采
制进贡到宫中，当然茶客就是他本人，“御茶”
至今遗址尚存。 乾隆十六年，即 1752 年，他第
一次南巡到杭州， 在天竺观看了茶叶采制的
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其中有
“地炉微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 慢炒细
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的诗句。 皇帝能
够在观察中体知茶农的辛苦与制茶的不易，
也算是难能可贵。 乾隆皇帝不是死在任上的，
而是“知老让位”的。 传说在他决定让出皇位
给十五子时(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一位老臣不
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呵! ”一生
好品茶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 说：
“君不可一日无茶。 ”这也许是幽默玩笑之语，
也许是“我应该退休闲饮”之意，或者是兼而
有之。 乾隆在茶事中，以帝王之尊，穷奢极欲，
倍求精工，什么排场都可以做得到。 他首倡在
重华宫举行的茶宴，豪华隆重，极为讲究。

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乾隆中，元旦后
三日，钦点王公大臣之能诗者，宴会于重华宫，
演剧赐茶，命仿柏梁体联句，以记其盛，复当席
御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 ”他还规定，
凡举行宴会，必须茶在酒前，这对于极为重视
先后顺序的国人来说其意义是很大的。

乾隆六十年举行的千叟宴，设宴八百桌，
被誉为“万古未有之盛法”。 与宴者三千零五
十六人，赋诗三千余首，参宴者肯定都是当时
的非一般人，却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名章佳句。
对品茶鉴水，乾隆独有所好。 他品尝洞庭中产
的“君山银针”后赞誉不绝，令当地每年进贡
十八斤。 他还赐名福建安溪为“铁观音”，从此
安溪茶声名大振，至今不衰。 乾隆晚年退位后
仍嗜茶如命，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
悠闲品尝。 他在世八十八年，为中国历代皇帝
中之寿魁，他身为皇帝，使用的延年益寿之术
肯定很多，喝茶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茶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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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张锐、陶洪海之子张欣宇，于 2013
年 5 月 1 日在福州第八医院出生， 其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M350423110)，之女张欣怡，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福州第八医院出生，其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K350269219)，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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