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人在草木间，道出了人与茶的密切关
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是寻常
百姓的生活必备。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正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逐渐被世人所追
捧。
一棵好茶树对生长的环境要求十分严格，

存目于《四库全书》的《茶疏》(明·许次纾著)记
载：“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
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意思是：名茶都只适
合在江南，长江以北也只有六安能产好茶了。
十大名茶中，八个在江南，只有六安瓜片等两
个产在江北的大别山区。这是因为地处大别山
的六安地理位置特殊，江淮之间，又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无霜期长，光
热丰富，雨量充沛，以棕壤和黄棕壤为主，PH值
为5 . 5-6 . 5，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磷钾含量丰富，
没有“三废”污染，具备名茶生产的环境和制作
名茶的工艺。

六安茶，顾名思义就是六安产的茶，包括六
安瓜片、霍山黄芽、金寨翠眉、舒城小兰花、华
山银毫等等。六安茶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北宋
寇宗奭《本草衍义》记载，东晋江州刺史温峤向
东晋皇帝进贡茶1000斤，茗300斤。那时候的
大别山西南部属江州，因此温峤进贡的茶也为
六安茶。东晋茶学家郭璞说：早采为茶，晚采为
茗。南朝顾野王的辞书《玉篇》说茗是“芽茶”，这
也是霍山黄芽的前身。陆羽《茶经》记载：“寿州
之山有黄芽焉……”这寿州指的是六安，黄芽那
时起被列为贡茶。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记
载：“寿州霍山黄芽、六安州小岘春，皆茶之极
品。”明朝陈霆在《两山墨谈》中写道：“六安茶为
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与朝士之故
旧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在“楚之茶”
中列有“寿州霍山之黄芽”……

说到六安茶，人们自然会想到《红楼梦》第
41回：贾母带刘姥姥至栊翠庵吃茶，让妙玉把最
好的茶叶拿出来。妙玉就把一杯好茶捧到了贾
母的面前，不料贾母看都没看就说：“我不吃六
安茶。”妙玉回道：“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又
问：“这是什么水泡的？”妙玉答：“是旧年蠲的雨
水。”贾母这才吃了半盏，便笑着对刘姥姥说：

“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
饮而尽，说道：“好是好，就是淡
了点。”简单的一个细节，透露
出很多信息，一是贾府上储备
的有六安茶；二是六安茶是贾
府招待用茶之一；三是贾母、刘
姥姥和妙玉都了解六安茶；四
是好茶要配好水；五是在刘姥
姥的眼里，老君眉不如六安茶；
六是曹雪芹偏爱六安茶。

可以看出，贾母无意贬低
六安茶，只是那天她荤腥吃多
了，肚里油水厚，而贾母又十分
了解六安茶寒性大，才说不吃
六安茶的。“不吃六安茶”，恰恰
说明她喜欢吃六安茶，只是那
天不宜吃而已，而那妙玉也料
定贾母那日招待刘姥姥，肚子
里的油水肯定大，才改泡了老
君眉的。倒是这句“我不吃六安
茶”，反其道而行之，给六安茶
免费向全世界做了个绝妙的

广告。可以说，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六安
茶从此上了热搜。

说起六安茶，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分享，明朝
有三位名人在茶馆里品着六安茶，忽然诗兴大
发，三人写了一首联句诗，叫《咏六安茶》：
七碗清风自六安，(李东阳)
每随佳兴入诗坛。(萧显)
纤芽出土春雷动，(李士实)
活火当炉夜雪残。(李东阳)
陆羽旧经遗上品，(萧显)
高阳醉客辟新欢。(李士实)
何时一酌中泠水，(李士实)
重试君谟小凤团。(萧显)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三位都是钟爱六安茶的

高人：李士实，明朝宰相，文学家，著有《怀麓堂
集》等文集120多卷，存诗3000多首，主编《大明
会典》等数卷；萧显，明朝书法家，文学家，著有

《海钓集》等数部，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牌匾就
是出自他手；李东阳，明朝宰相，文学家，著有

《青岩山》等数部文集，还是写“滚滚长江东逝
水”杨慎的老师。三位大家，朝庭重臣，想必喝遍
天下名茶，能聚在一起品茗对句，却是难得一见
的，三位大伽再次拔高了六安茶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文人墨客喝茶多少有些摆谱，如唐朝
的煎茶、宋朝的点茶等都是功夫茶，讲究茶艺，
手续特别繁琐。如《梦华录》里记载的“斗茶”，先
把团茶一点一点地切下来，再碾磨一两个小时，
摆出千奇百怪的造型，然后用鸡蛋大的小杯慢
慢细品，方显达官贵人的气质和身份。其实这种
碾磨不仅损伤了茶叶的有机营养，还费时费力，
不适合普通人。到了明朝，朱元璋是穷苦人出
身，看不惯那虚头巴脑的事儿，直接提出“废团
改散”，明朝陈仁锡在《潜确居类书》中记载：“国
朝始用芽茶，而龙凤团皆废矣。”因此从那时起
就流行“散茶”了，“散茶”也可以理解为大碗茶，
没了高低贵贱之分，且来得实惠，故上述三位高
人也就有了“重试君谟小凤团”的怀念。

六安茶之所以成为名茶，首先是六安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环境；其次是其独特的工艺。元代马
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出的“不蒸”工艺，元代
王桢在《农书》中提出的“微蒸”工艺，以及明代

许 次 纾 在《 茶
疏 》中 提 出 的

“炒茶”工艺，在
六安茶中都得到
了验证；再次是
极高的药用价
值。明代闻龙在

《 茶笺》上说：
“ 六 安 茶 品 亦
精，入药最效，
但不善炒，不能
发香而味苦。茶
之本性实佳。”

《寿州志》等很多
古籍记载及近代
科学研究表明，
六安茶对人体有
保健治病的作
用，如提神、消
暑、利尿、消炎、
护齿、明目、解

毒 、醒

酒、抗衰老、降血压、防辐射、防癌抗突变等作
用，皆因六安茶含有的茶多酚、咖啡碱、多糖、茶
氨酸、黄酮醇类、胡萝卜素、氟、锌、硒等成分极
高。

靠山吃山。既然大别山区适合种茶，茶农们
也养成了种茶的习惯。另一方面朝庭为了自身
纳贡、纳税的需要，也逐年提高茶叶采摘任务。
据宋代王钦若等撰写的《册府元龟》记载：“唐宪
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二月，诏寿州以兵三千保
其境内之茶园。”由此可见唐代六安一带茶园较
多，且朝庭非常重视。唐代规定六安霍山黄芽是
贡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朝时六安州每年贡
茶300斤；到了清代进贡数量逐年增加，康熙十
七年(1678年)进贡525斤，康熙三十七(1698年)
进贡700斤，雍正十年(1732年)进贡875斤，乾隆
元年(1736年)进贡1260斤。

自唐宋以来，茶叶是六安人一项重要的产
业，茶叶税也是国库的重要来源。唐德宗八年
(793年)，茶叶税成为独立税种，税率为10%，唐穆
宗元年(821年)又将税率提高到15%。据《罗田县
志》和《文献通考》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
官府在霍山麻埠(今金寨)等地设立茶站。当时大
别山区设13个
茶场收茶，而
六安就有2个，
到了宋仁宗嘉
裕六年 (1061
年 )在六安增
设到4个茶场
收茶，占全国
收 茶 量 的
46 . 3%，六安
占大别山区收
购量的29%，
六安茶叶占大
别山区销售收
入的35%，这
也说明六安茶
叶品质好于其
它地方。

清朝灭亡后，官府取消了贡茶，“禁榷”制也
随之废除，六安茶才得以缓慢发展。据《六安州
志》记载，1919年(民国八年)六安茶叶产量1622
吨，到1930年(民国十九年)茶叶产量已达4112
吨，占全国的39 . 2%，1938年抗战时期六安茶减
收到3285吨，1940年六安茶园面积达341979亩，
1944年产量又增长到4673 . 4吨，其中片茶占
0 . 9%，当时六安地区的茶农有467987人，专业茶
工达19031人。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粮
价飞涨，茶叶滞销，茶农多弃茶兴粮，大批茶园荒
废。到1949年，六安地区的茶园只保存了114004
亩，仅占原先的三分之一，总产量2352 .3吨，也只
占原先的50%，很多名茶也因此失传，令人痛心疾
首。
新中国成立后，给六安茶的发展带来了无限

生机，首先是政策上扶持，将茶叶划为二类物
资，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制定合理价格，调动
茶农生产积极性；其次是资金上支持，国家投放
茶叶贷款，扶持茶农改造老茶园，开辟新茶。

真正让六安茶腾飞发展的，还是1958年9
月16日，毛泽东主席视察舒茶公社，并作出“以
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号召，激发了六
安人民扩大茶叶生产热情，六安茶如雨后春
笋，得以快速发展。获得丰收后的六安茶农，压
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以不同方式向党中央毛主
席汇报成绩。霍山县庐剧团编排了庐剧《茶山新
歌》把丰收后茶农的喜悦心情搬上舞台，在全国
各地汇演，好评如潮。佛子岭公社茶农于1973年
5月给毛主席寄了8斤由上等的金鸡山鲜草手工
制成的霍山黄芽，几个月后茶农们便收到了中
央办公厅的回信和48元茶叶款。这一消息不胫
而走，在皖西大地上掀起层层波澜，六安人民种
植茶园的干劲更足了，荒山荒坡荒地全是绿
油油的茶地，而且种植名优茶也是从
那时兴起的。按照当时生活水平，
6元一斤的茶叶价格是相当高
的，这也是中央办公厅

对 六 安 茶的肯
定。舒城小

兰花也走进中南海，获得周总理签发的大奖状。
到了1984年底，六安地区茶园已达21万亩，总产
量达6173 . 5吨。

六安瓜片是六安茶的典型代表，至于何时
称六安瓜片的，众说纷纭，但最早出现是在明
嘉庆年间，六安片茶被列为贡茶；还有就是传
说慈禧为咸丰皇帝生了唯一的儿子同治，“每
月可获14两瓜片”的奖励。清代袁枚在《随园食
单》中写载：“六安产银毫、毛尖、梅片。”“梅片”
是指梅雨季节采茶一叶、二叶制作成茶，又与
尖芽区分开来，这很可能就是六安瓜片的前
身。在众多的传说中，可信的有两种，一是上世
纪初，六安茶行评茶师在六安茶中拣取嫩叶，
剔除梗朴，减少苦尾，较前略显味淡，作为新品
面市，霍山麻埠(今属金寨县)茶行闻风而动，如
法炮制，把麻埠齐山的茶草嫩、老叶分开炒制，
茶叶形状如葵花籽，瓜片由此得名；二是说麻
埠有个姓祝的财主，与袁世凯是亲戚，祝财主
经常拿些土特产孝敬袁世凯，因袁世凯饮茶成
癖，祝财主投其所好，不惜代价，便找当地有名
的茶工，专拣春茶的第一、二片嫩叶，精心制作
形如瓜子的茶叶奉上，瓜片茶色香味别具一

格 ，袁世凯饮
后非常高兴，
六安瓜片也由
此名扬中外。

六安瓜片
是名优茶中的
极品 ，除其独
特的区域环境
外 ，就是六安
瓜片在制作工
艺 上 颇 为 讲
究，它是唯一
一个无梗无芽
茶叶，单片制
成 ，因梗在制
作过程中已木
质化，影响茶
的味、质，剔除

后，味浓而不苦，清香而不涩，求“壮”不求
“嫩”。

首先是鲜叶采摘，必须在谷雨前，采回后要
“扳片”，“扳片”就是先摘第三片，次摘第二片，
后摘第一片，即分开叶与梗，老、嫩叶分开炒
制，然后摊放。这样做既方便做形，又利于精细
分级。“扳片”工艺是形成六安瓜片优良品质的
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是炒片技术，六安瓜片炒制分生锅、熟
锅两个过程，一般要备二三口锅。生锅用来杀
青，杀均杀透，快速破坏酶的活性，火温要达到
180℃-220℃。所用翻炒工具必须是小芒花扫
帚，硬了不行，有异味也不行，这样才不会影响
茶叶的品质。每次炒量也不同，嫩叶只能放50
克，中等叶只能放100克，老叶只能放200克。
熟锅炒制要求火温在160℃-180℃，主要是视
生锅炒制情况来定，让老、嫩分开，把片叶压
平，然后才可以烘焙。六安瓜片的烘焙非常讲
究，要经历毛火、小火、老火三个过程，且火温
一次比一次高。烘具必须用竹编的烘笼，直径
120厘米、高80厘米，这样利于手工操作。第一
道是毛火，用炭火，火温100℃左右，要求茶叶
大干小潮(95%干，还有5%水分，大约是手捏茶
叶不碎成粉沫)即可；第二道是拉小火，用木炭明
火，火温高于毛火，每次烘几秒钟就端开，八成
干即可，主要是蒸发多余水分，发展香气；第三
道是拉老火，一般用优质栗炭，火温高于小火，
火苖高30厘米，高温下利于儿茶素发生异构化
影响，对外形内质和香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不难看出，六安瓜片备受推崇是有道理的，
记得2001年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一篇文章

《周恩来的临终茶思》，作者是六
安作家马德俊。文章介绍
说：1975年深秋的一

天，沉疴在身的周
总理突然问身边
的医护人员，有
没 有 六 安 瓜
片……我想喝
点六安瓜片！医
护人员听闻立马
向上级作了汇报，

几拔人找遍了京城
的商场才觅得一包六安

瓜片。当总理喝到茶香特别的
瓜片时，神情凝重地告诉大家：我想喝六安瓜
片，是因为我想起了战友们，想起了叶挺将军，
喝了六安瓜片就好像见到了他们。

原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战争岁月里还
有一段瓜片情缘呢！1939年4月，叶挺奉命从
皖南前往六安成立江北指挥部，六安各界
人士招待叶挺的都是六安瓜片，叶挺觉
得此茶甚好，离开六安时便买了一桶
六安瓜片，带到重庆送给周恩来，此
茶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
来革命生涯中接触过一大批六安
人，如许继慎、王逸常、杨溥泉、
曹渊、薛卓汉等等，他们之中很
多人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周总
理也了解六安瓜片，时常想
起他们，睹物思人，也时常想
起六安瓜片。六安瓜片作为

一种普通的饮品能让一代伟人惦记，足见瓜片
之缘不同凡响。

我们尊敬的邓颖超大姐生前也钟爱六安瓜
片。1996年春，时任六安行署常务副专员的陈
昌茂接到省委办公厅陈者香主任电话，说邓办
(邓颖超同志办公室)要买几斤六安瓜片茶。陈
副专员接到电话后立马给六安瓜片主产区的金
寨县县长陶芳侯打了电话，陶县长立马在齐山
蝙蝠洞边，订做了十斤瓜片茶，送到省政府办
公厅，并由省厅转交邓办。金寨县政府办说这
茶叶是六安六百万人民的一点心意，就送首长
品尝了。不料省厅陈主任十分严肃地说，首长
吩咐过了，茶款一定要按市场价格付给，且一
定要付到茶农手中。一段佳话，成为美谈。

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就是金寨齐山，其实
六安瓜片在清代中期由“齐山云雾”茶演变而
来，东至蟒蛇洞，西到蝙蝠洞，南达金盆照月，
北连水晶庵。李白曾有诗赞曰：扬子江中水，齐
山顶上茶。由此可见，金寨齐山茶在唐代就闻
名遐迩了。

六安瓜片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的专用茶。1972年基辛格访华，周总理就
是用六安瓜片招待基辛格博士的，没想到小小
瓜片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啊。现在茶余饭后，人们时常谈起《红楼梦》，谈
起十大名茶，谈起六安瓜片，这也说明六安茶
文化的博大精深。

改革开放以来，六安瓜片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瓜片的发展壮大和品牌打造得益于熊海
琴、储昭伟、卫先灿、曾胜春、王少武等一批瓜
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茶叶专家的牺牲奉献及
匠心独运，他们研究分析大别山区的气候土
壤，在培育改造良种、加大茶园管理、合理科学
采摘、制茶工艺创新等方面，做足了功课，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专家们有时为了一个新品
种，走南闯北，从东到西，奔赴几千里，在试验
室里忙了好几年；有的人为了炒茶工具做了n
次实验，最后才选定了小芒花扫帚；有的人为
了烘茶的烘具，也实验了无数种，木条不行有
异味，铁丝不行传热快散热慢……都影响茶叶
品质，最后选定了竹笼，且要编制好两年以后
的；有的人一生几十年就是为了研究一株茶，
真的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
们因茶而乐，以茶成趣，与茶为友。在一代又一
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六安瓜片终成世界级名
茶。

1982年和1986年两次被商业部评为全国
名茶；1999年在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同年被评为“国家名牌产品”；2001年在中
国茶博会上获“茶王”称号；2007年3月，胡锦涛
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带去六安瓜片等4种国礼
茶；2008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Vlll-148；2010年在上
海世博会再次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世博会期
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品尝了一笑堂六安
瓜片；2019年11月，成功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2019年12月，成功入选“中国农产品百强标
志性品牌”……一串串金字招牌，其背后都有
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今喝茶已上升到文化层面，开门七件事
也改成“琴棋书画诗酒茶”了。酒满茶浅，表示
礼仪，茶七分即可，如行事要把握分寸，说话留
有余地，待人宽容有度，处世淡泊从容，也提醒
人们，做人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不露锋芒，
要谦和含蓄，满招损，谦受益。

杨绛在《将饮茶》中写道：茶的精神，淡泊如
水，与世无争，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
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明 (清明)前采茶，老叶茶常易沉底，雨 (谷
雨)前采茶，老叶茶常易漂浮，反映了人生的顺
境与逆境；茶叶沉浮不定，象征着人生苦与乐
的交织；每片叶在滚水中慢慢展开身姿，释放
沁人心脾的香气，正如人生要历经磨砺才能绽
放生命的光彩；同时，茶叶的沉浮也象征着内
心的宁静与自我反省，静心品茶的每一瞬间都
有新的心得。

一杯茶看尽人生。大地上的草木皆有气脉，
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品茶，就是品人生。
参考文献：
1 .六安市政协文史委《六安茶》
2 .熊海琴《六安茶叶史话》
3 .《六安地区文化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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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片叶子，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便有

了茶。”央视节目的广告词是对茶最合理、最地道、最真
切的解释。茶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最健康的饮品，为什么
会受世人的喜欢呢？

首先大多数人是因为口腔记忆，小时候爸爸妈妈
在劳累之余归家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凳子上吆喝着孩子
们为他们倒上一大碗香喷喷的茶水，在一饮而尽中浑
身的疲劳一扫而空。家中来了客人，也会第一时间用洋
瓷缸子为客人倒上一杯热茶，用茶水表示对客人的欢
迎与尊重。冬天的夜晚，地窖火盆边煮茶香，夏天的四
方木桌上的洋瓷盆里盛满凉茶。在儿时的记忆里，茶已
成了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健康饮品。因而一些人对
茶有着刻骨的记忆，对它的味道情有独钟。

当然，有一部分人喜欢茶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喜欢
茶这种纯天然的颜色、香味及形状，还有些人喜欢喝茶
是对家乡特产情有独钟。

总而言之，喜欢喝绿茶的人，都热爱生活，做事沉
稳，淡定从容，心胸豁达，凡事看得远。人一旦看开了，
如杯中之茶，鲜活自在，暗香自来！

人生一世，爱茶人一边品茶，一边悟道，一边经营
生活。古人云：“向内寻求于心，向外寻求于道。”所谓

“心”，便是改变心态，戒掉垃圾情绪，学会自强不息。所
谓“道”，便是走进正确的人际圈子，潜移默化改变命
运。

(二)
喜欢喝茶的人总会有一大堆一大堆的茶语，比如：

取一片相思为茶，在烟雾缭绕中，任由其熏染我的眉
眼，浸润我的心田，醉了，醉了，把苦涩和香甜，一并吞
下；一岁一岁的味道，一站一站的风景，往事不回头，未
来不将就，余生苦甘，与茶同香涩；茶，人在草木间，道
于天地万物之间；闭嘴，语不妄动，心可暂定呼吸，可凝
神静气；人生如茶，苦涩香甜，人皆有之；能做到把痛苦
留给自己，把欢乐留给别人，不抱怨，不追忆，不后悔，
心态好了，未来才能配得上不将就……

其实喝茶的过程就像我儿时学到的一首儿歌《蜗
牛与葡萄树》。世间有几人不是像蜗牛一样背着一个重

重的壳，任重道远，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等到硕果成熟
了，你身上的壳，甚至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坚硬，你或许
才会品尝到你经过千辛万苦的付出后的那点点的香
甜。

清茶素笔日生香，別样浮陀岁月长。懒向红尘听碎
语，只朝业榜理情商。春来杯暖梅花雪，秋过诗吟傲菊
霜。梦里玉猷重布局，壶中百味煮芬芳。

诗茶人生呀。茶喝得久了，你不仅会成为一个茶
人，茶甚至会把你成就为一个诗人，人生的喜好，从开
始懂事时就注定了。我喜欢写诗，但在没推茶之前写的
诗不成诗，后来爱上喝茶，那脑海里的茶语诗语，一端
起茶杯就会喷涌而出，我给自己注册了一个品牌商标

“茗”曰“醉香诗”，这几年也写了不少关于茶的诗歌，如
《茶中看景皆是情》：我携着一颗明净的心，去触摸夏天
最灿烂的阳光/去聆听山的沉默，鸟的歌唱，风的洒脱/
聆听空气的流动，花开的声音/我也会向一杯香茗靠近
/安静地感受茶水入喉的流动过程/它在向我倾诉着一
生的钟情/在一冲一泡间，它为我吞下了所有的苦涩/
在一伸一展间，它为我扛下了所有的委屈/在一浮一沉
中，它向我展示了人生的起落与豁达/你看，我和天空
是那么和谐/大自然由远而近，向我铺开锦绣/和我的
热情融汇在一起/浓如这杯中之茶/挥不去的香，吞得
下的苦

再如《夜间的茶水》：如若时光可以重返/我便把它
拎起来，让它倒流/不过很是可惜/我很吝啬，有些东西
不愿和她人分享/这夜间的茶，我己习惯了一个人喝/
这夜间的茶，我静静地独醉

还如《银山沟大茶》：十月的天气，没有了桃红柳绿
/我爱上了充满生命力的银山沟大茶/这山沟沟里的野
风，每每钻进陡峭的石缝/都会孕育出一大把一大把的
新生儿/银山沟大茶，杆子能撑船，叶子能包盐/我想，
制茶人的胸襟亦是如此吧/漫步在银山沟的十月/我把
自己也修行成/一棵茶树

(三)
销售打天下，专业定江山，关于做茶，因为有了十

年的专注，我才有了今天的专业，其实何止十年，儿时
的记忆犹新。

我父亲在
世的时候就已制
茶，推送我家乡茶叶
到好多个省市县城，那
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我家
乡的茶叶。
春天里，每当我们晚上刚入

睡时，父亲还在用炭火烘培茶叶，
那满屋子的茶香促使我有了一个想
法：我长大后要把父亲炒的茶叶推向
全国各地。可是毕业后的我又走进了工
厂，这一进去就是十年长工，后来又成家
带娃，一直没能实现梦想。而今我的父亲离
开了我们，但是儿时的梦想始终在我的脑海
回荡，所以今天又传承了父辈的茶文化，谨记
父亲的教导，做个诚信人，推好家乡茶！

(四)
“七碗清风自六安，每逢佳兴入诗坛”，早在

明朝就有些诗句。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
家乡的绿茶——— 六安瓜片，绿茶特种茶类。中华传
统历史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产自安徽省六安
市大别山一带。六安瓜片早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这进一步证明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

茶就是一面镜子，苦涩香甜，人生百态，皆是我们
当下的体会。说到底，普通人喝茶也没有那么多讲究，
累了，口渴了，就大碗大碗地喝，我们喝的仅仅是茶，
是人间烟火味，但是在伤感的时候也会喝闷茶，此时
喝茶，或许就只是从茶水看到春天的来临。

“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一片叶子，饮山水之
精华，沐天地之灵气。草木间的自然之道，贵在纯粹，中
国传统茶文化即为最有魅力的存在。“茶”字拆开，人
在草木间，所以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是相融共存
的。茶经历了水与火的洗礼和我们相遇，茶的命运，也
是我们的命运，三餐茶饭，四季更衣，共同造就了一
个叫家的地方。在漫漫人生旅途中，万物皆有灵气，
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要相信一切终有回甘。

茶之味·岁月沉淀的芬芳
汪素珍

茗中上品六安茶
金从华

九九一一六六茶茶园园 陈陈力力 摄摄

汪汪兴兴 摄摄

冯冯文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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