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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 但能被称为
“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茶圣陆羽， 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
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
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
专著———《茶经》。

卢仝 ，这人嗜茶成癖 ，他的 “七碗茶
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
尊称为“茶仙”。

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
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
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
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宋徽宗 ，他写的 《大观茶论 》，全书
共二十篇 ， 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
地 、采制 、烹试 、品质 、斗茶风尚等均
有详细记述 。

其中 “点茶 ”一篇 ，见解精辟 ，论述

深刻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
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

况 ，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
的文献资料。

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
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
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 其欲退隐让位，
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 ”乾隆回
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 ”晚年的乾隆帝
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张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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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俗大观

“喝茶”也称为“吃茶”
唐朝将茶视为药，将其煮之，因而福州话将

“喝茶”称为“吃茶”。
如今，饮用茶的方式被称为“喝茶”。 然而，

考究福州话却没有“喝茶”这一说，只有“吃茶”
的说法。 为何有如此转变，福州“吃茶”源于何
种典故？

据福州茶叶专家郑江闽介绍， 茶的起源有
多种传说，这也造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
对饮茶有着不同的称谓。而福州话中 “吃茶”的
称法，应归因于唐代把茶作为药，将茶“煮”之的
饮用方式。

相传， 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
国家是中国。 据说，最早发现茶和利用茶的人是
神农，他曾尝百草，中毒后用茶叶来解毒，因此
将茶判断为一种药， 所以大概在距今五千年前
的母系社会时期，茶一直被作为药品服用。

而《诗经》中曾有记载：“堇荼如饴，皆苦莱
也”；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苦菜篇》中说道：“神
农本草经中，苦菜名茶草，治疗疾病，功效极多，
陶弘景误当为茗，茗豆有此效乎。 ”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人认为茶起于
上古，有人认为起于周，也有人认为起于秦汉、
三国、南北朝、唐代等。 但因唐代以前只有“荼”
字的记载，直到陆羽将“荼”字减一笔而成就了
如今流传的“茶”字，因此后人将茶起源定于唐
代。

唐代，饮茶时，先将饼茶放在火上烤炙。 然
后 ，用茶碾将茶饼碾碎成为粉末 ，放到水中去
煮。 所谓“吃茶 ”是将茶与葱 、姜 、枣 、橘皮 、茱
萸、薄荷等熬成粥吃，在唐代已经非常流行。陆
羽在《茶经》中就记载了这种吃法。

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茶为苦口良药。 而在唐
以前，茶均使用药用煎法，被称为“吃茶”。 又因
自唐代以来，福州作为福建省，乃至中国的主要
茶产区， 其对茶的饮用方式沿袭了当代的饮茶
时尚———“煮”之。 因此，古时福州话中，饮用茶
非“喝茶”，而是“吃茶”。

（据中国茶网）

茶史趣谈

●兹有信阳市河区刘静鸡公煲营业执照
正、副本（证号：411502615323728），因不慎丢失 ，
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远大电料批发部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2MA40R4J2XY），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杨泽萍牛肉汤营业执照
正、副本（证号：411502615090405），因不慎丢失 ，
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翰皇擦鞋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证号：411502615090405），因不慎丢失 ，
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森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0341689328K），行政
公章壹枚，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余贵强购买的由信阳市新城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开发的创业花园 4 幢 1 单元 3 层 301 号
房产壹处 ， 其交付的购房款发票 （发票代码：
241001210070， 发票号： 00295021）， 契税票 （票号：
00076834），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其商品房买卖
合同，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河大市场精品女装营
业执照正、副本（证号：411502615073200），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鸡公山华辉电器经营部增值税
普通发票 12 份 （发票代码：4100173320， 发票号：

02011238、02011239、02011244、22033555、22033576-
22033580、22033582-22033584），因不慎丢失 ，特声
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唇唇欲动时尚甜品店营
业执照正本 （证号 ：411502615365979），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璇记麻辣爆肚营业执照
正本（证号：411502615249975），因不慎丢失，特声
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玉漱斋工艺品店营业执
照正 、副本 （证号 ：411502615297468），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李军豫 SXB387 号、 豫 S8X587 号、豫
SXK993 号三轮摩托车， 豫 S5X280 号普通二轮摩
托车，此四辆机动车已自行拆解报废，此四辆机动
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水胭脂美容美体生活馆
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411502615195743），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小食代中式快餐店营业
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2MA43U71M6P），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
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盈美蒂内衣专柜营业执
照正 、副本 （证号 ：411502615301079），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兹 有 陈 正 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证 号 ：
411502615294393），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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