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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天晚上，赵谦去应
天会馆，与那位从北京来的
神秘的高先生见过面后，心
情就再也没有好过。 他没有
想到金学曾来荆州不到两

个月 ，就拿到了他 “私赠官
田贿赂权门 ”的把柄 ，更令
他吃惊的是，首辅张居正得
到金学曾的告状信后，不但
不隐瞒，反而自个儿把这件
事捅到皇上那里去。 纵观历
朝历代，措谋攫利怙权敛财
的权相不乏其人，但如此铁
面无私自揭家丑的宰辅，大

明开国以来，张居正恐怕是
第一人。 赵谦挖空心思削尖
脑袋巴结张老太爷，实指望
利用他攀上张居正这个大

靠山， 以利日后升官发财。
应该说 ， 这一目的他已达
到，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今惹起祸端的，还是这一
块官田……

俗话说，不怕对头事就
怕对头人。 赵谦把这些时发
生的事情联起来一想，这才
发觉金学曾心机变诈智数

周密，硬是一步步把他往绝
路上逼。 他这边动员陈大毛
李狗儿写状子告税关“当街
打人陷民水火”，金学曾那边
却把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

西鼓捣起来，给他送来一块
《戒石铭》； 他这边才把荆州
城各衙门联络起来，从不同
渠道上书北京当路大臣，攻
讦金学曾“横行无礼欺压百
姓”，金学曾那面密信一封呈
上首辅 ，揭发他 “以官田行
贿”；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
阶的撰联题额，可是还来不

及高兴，首辅就径直派周显
谟前来拆毁大学士牌坊，谁
又能担保，此事在后头作祟
的，不是他金学曾?

赵谦自认为可以出奇

制胜的几步好棋，被他金学
曾一搅局，竟变成了一步差
过一步的臭棋。 前思后想，
他恨不能把金学曾生剐了

他。 所以，当高先生提出要
除掉金学曾时，他嘴里虽然
支吾着要“想一想”，心里头
却早已判了一个肯字． 几天
来，他一直在设计除掉金学
曾的方案．物色刺杀的人选，
并就此事多次约见那位神

秘的高先生。 他这边暗中准
备刚刚有些眉目，却不料前
天晚上，又有一个惊人的消
息传来： 荆州城中的首富，
漆记绸缎行的老板漆员外

突然失踪了。 第二天，终于
有耳报神向他禀告：漆员外
被金学曾设计“请”去，如今
软禁在荆州税关里面。

一听到这个消息，赵谦
心惊肉跳 ， 差一点惑乱失

常。 却说赵谦在出任府同知
主政税关期间，曾大肆收受
不法奸商的贿赂而任其隐

瞒交易偷税漏税。 虽不过短
短两年时间，他收受的贿银
就达十万两之多。 其中，仅
这位漆员外一人，就送给了
他三万多两银子。 一来是做
贼心虚 ，二来凭直觉 ，他认
定金学曾一定是抓住了漆

员外的什么把柄。 不然，他
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这位荆

州首富“请”进税关，他索取
巨贿而使朝廷榷税大量流

失，这一罪行若是暴露，“私
赠官田”一事则是小巫见大
巫了。 他之所以对荆州税关
的继任者要么拉拢要么打

击 ， 就是怕自己的秽行败
露。 昨天一天，他陪着钦差
汤公公游览荆州名胜，表面
上热热闹闹谈笑风生，心里
头却是一片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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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魏说 ”。 相传 ，清朝雍
正三年 (1725)年前后 ，西坪尧阳
松林头 (今西坪乡松岩村 )老茶农
魏荫 (1703-1775)，勤于种茶 ，又
信奉观音 ，每日晨昏必在观音佛
前敬献清茶一杯 ， 数十年不辍 。
一夜 ，魏荫在熟睡中梦见自己荷
锄出门 ，行至一溪涧边 ，在石缝
中发现一株茶树，枝壮叶茂，芬芳
诱人。 魏荫好生奇怪，正想探身采
摘，突然传来一阵狗吠声，把一场
好梦扰醒。 翌晨，魏荫循梦中途径
寻觅，果然在石隙间，发现一株如
梦中所见的茶树，细加观察，叶形
椭圆，叶肉肥厚 ，嫩芽紫红 ，青翠
欲滴，易于他种。 他喜出望外，遂
将茶树移植在家中的一口破铁鼎

里，悉心培育 ，经数年压枝繁殖 ，
株株茁壮， 叶叶油绿。 便适时采
制，果然茶质特异 ，香韵非凡 ，视

为家珍，密藏罐中。 每逢贵客佳宾
临门， 冲泡品评， 凡饮过此茶的
人，均赞不绝口。

一天 ， 有位塾师饮了此茶 ，
便惊奇地问 “这是何好茶?”魏荫
便把梦中所遇和移植经过 ，详告
塾师 ， 并说此茶是在崖石中发
现 ，崖石威武似罗汉 ，移植后又
种在铁鼎中 ，想称它 “铁罗汉 ”。
塾师摇头道 ： “有的罗汉狰狞可
怖 ，好茶岂可俗称 。 此茶乃观音
托梦所获 ， 还是称 ‘铁观音 ’才
雅 ! ”魏荫听后，连声叫好。

二是“王说”。 相传，安溪西坪
尧阳南岩 (今西坪乡南岩村 )仕人
王士让，清朝雍正十年(1732)中副
贡 ，乾隆十年 (1745)出任湖广 (今
湖北 )黄州府蕲州通判，曾筑书房
于南山之麓，名为“南轩”。

清乾隆元年 (1736)春 ，王与

诸友经常会文于南轩 ，每于夕阳
西坠，徘徊于南轩之旁。 一日，见
层石荒园间有株茶树异于他种 ，
遂移植南轩之圃 ， 朝夕管理 ，精
心培育 ，年年繁殖 ，枝叶茂盛 ，圆
叶红心 ;采制成品 ，乌润肥壮 ，气
味超凡 ;泡饮之后 ，香馥味醇 ，沁
人肺腑。 乾隆六年，王奉召赴京，
晋谒礼部侍郎方望溪 ，以此茶馈
赠 。 方侍郎品其味非凡 ，便转献
内廷。 乾隆帝饮后，甚喜，召见士
让询问尧阳茶史 ，以其茶乌润结
实 ，沉重 “铁 ”，味香形美 ，犹如
“观音”，赐名为“铁观音”。

（据茶网）

茶人必知六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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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产茶国 ， 也是世界茶叶之
“源”，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当您

美美地品一杯茶时，您可知道我国的茶文
化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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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公认中国是茶的发源地。

最大的野生茶树

云南凤庆县， 因生长了一棵 3200 年的古树茶
王而著名，这棵古树被行内称为“世界茶祖”，这棵
树基围 5.82 米，高 10.60 米，树冠直径达 10 米，
时至今日仍然在生长中，且年年出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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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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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咏茶诗

据史载，西晋诗人张载“芳茶冠六清，溢味播
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士聊可娱”的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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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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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茶网）

茶史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