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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椽（1908 ～1999），又名陈愧

三，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人。茶学
家、茶业教育家，制茶专家，中国制
茶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高等茶学
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为国家
培养大批茶学科技人才，在开发我
国名茶生产方面获得显著成就，对
茶叶分类的研究也卓有成果，著有

《制茶全书》《茶业通史》等。
评鉴推介“秦巴雾毫”

1984 年 11 月 23 日，受汉中地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由陈椽等
20 余名茶叶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
前往镇巴县对蔡如桂等人研制的

“七里芳”名茶的研制依据、采制技
术和产品质量进行鉴定，陈椽担任
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在主持“秦巴雾毫”名茶研制鉴
定会期间，陈椽中肯地提出意见。
鉴定委员会全体成 员 一 致 认 为 该
茶创制根据正确，技术路线科学，
茶叶配制优异，合乎名茶要求。经
陈椽提议，鉴定会讨论，一致同意
将“ 七 里 芳 ”命 名 为“ 秦 巴 雾 毫 ”。
陈椽详细诠释“秦巴雾毫”的两层
含 义 ：一 、“ 秦 ”指 陕 西 ，“ 巴 ”指 镇
巴 ，“ 雾 ”寓“ 高 山 云 雾 出 名 茶 ”诗
意，“毫”指茶树嫩芽特有的银色茸
毫，连起来就是陕西省镇巴县高山
云雾好茶；二、广义指“云雾弥漫”
的秦巴茶区出产的“毫尖茶”。专
家 组 对“ 秦 巴 雾 毫 ”的 评 审 意 见 ：

“形状：条扁，壮实，毫尚显；色泽：色
油润；叶底：肥壮成朵，鲜嫩明亮；香
气：熟板栗香，浓郁持久；汤色：清澈
明亮；滋味：醇和回甘。”

“秦巴雾毫”是陕西省茶叶史上
第一个通过科技鉴定的名茶，陈椽为

“秦巴雾毫”以毛笔字题名。1985年，
“秦巴雾毫”投放市场，深受茶界好
评。1988年，“秦巴雾毫”获中国保健
食品金鹤奖和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
银奖，陕西省优质产品奖。1989年，“秦巴雾毫”
被列为陕西省 11种优质地方名牌产品之首。

指导研创“午子仙毫”
陈椽对西乡试制的样品茶认真进行品鉴，

中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西乡县当时所制
茶品尚不具备名茶水平，需要继续改进，并详细
地提出改进意见。

在陈椽的指导下，西乡县成立名茶研究课
题组。徐凯明（陈椽的学生，西乡县茶业工程
师）作为该组成员，曾多次给陈椽去信求教，陈
椽每次都及时回信给予指导。

遵照陈椽指导意见，西乡县名茶研制课题
小组积极研发扁形绿茶的制作技术，将原先的
炒青工艺改为扁形名优绿茶工艺，并针对茶叶
季节性强，试制时间短的特点，利用海拔不同
的气候差，选择西乡县的沙后、罗镇、司上及五
里坝几个点试制名茶。课题组攻克选料采摘、
摊晾转化、做形定形等难题，成功试制出名茶
样品。他们将这批样品暂定名为“午子毫峰”，
送到安徽农学院请陈椽教授鉴评。陈椽品鉴
后，认为这批茶叶具有名茶风格，可以开会进行
鉴定。

1985年 8月，西乡县请陈椽等专家对“午子
毫峰”名茶进行鉴定，会上通过“午子毫峰”名茶
的认定结论，并将其正式定名为“午子仙毫”予
以推介。“午子仙毫”命名当年，就被省农牧厅评
为省优名茶。第二年在福州召开的商业部全国
名茶评比会上，“午子仙毫”名茶被评为商业部
部优和全国名茶。“午子仙毫”一举获得部优全
国名茶的称号之后，西乡县的茶叶生产从此步
入佳境。

品鉴“汉水银梭”
1986 年 5 月，陈椽又应邀参加南郑县优质

茶叶的技术和产品鉴定会。此前，南郑县的名
茶课题组将该茶取名为“汉山雪芽”。在鉴定会
上，陈椽称赞说：“该茶形状设计技术理论正确，
加工技术精湛独特，茶叶外形内质都突出，具有
名茶特点。”并随即提议将“汉山雪芽”正式定名
为“汉水银梭”。陈椽还亲笔题写了“汉水银梭”
的茶名，寄寓汉中名茶像银梭一样，快速走向全
国，流向世界。1988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
口商品交易会”和“大西北名优特新产品技术交
易会”上，中外客商普遍反映“汉水银梭”色泽翠
绿，汤色清澈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香气清雅宜
人，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是不可多得的好茶。
多年来，“汉水银梭”获得了多次多项“全国名
茶”奖誉。

陈椽不但关心汉中茶叶产业的发展，还十
分重视汉中当地茶叶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推荐宣
传，“巴山茶痴”蔡如桂生于 1940 年，安徽人，
毕业于安徽农学院茶叶系，扎根大巴山腹地的
镇巴县 40 余年，精心研究茶叶，为汉中茶叶产
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蔡如桂成就取
得与陈椽指导密不可分，两人之间也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陈椽为蔡如桂二十世纪 90 年代编
写的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茗饮之道》作
序，序言内容为：“言饮茶利，深入茶学；饮茶延
年，益寿无穷；利在当前，功在千秋；争继陆羽，
永继长存；科学饮茶，中国茶道；功效突出，锋
利入胸；除灭恶瘟，健康长寿；新陈代谢，往复
循环；时代更新，长生不老；茗饮之道，问世光
辉 ；状 元 学 生 ，后 来 居 上 ；老 翁 九 十 ，权 作 为
序。 九旬茶人序于安徽农业大学琥珀山庄 陈
椽 1997年 4月 3日”。

2005 年，汉中市启动茶叶品牌整合工作，
将原有的“秦巴雾毫”“午子仙毫”“汉水银梭”等
20多个品牌“统一品名、统一工艺、统一标准”，
整合为“汉中仙毫”一个品牌。“汉中仙毫”在北
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举办的历届国际茶业
博览会上均获得多项金奖，得到国内外知名茶
叶专家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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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游长城”小程序，可在
线沉浸式体验“爬长城”“修长城”；
为敦煌每个洞窟、每幅壁画、每尊
彩塑建立数字档案，让更多人更便
捷地领略莫高窟魅力……数字技
术的迅猛发展，助力历史文化遗产
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也为其保护与
传承提供了新路径。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
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在保护好历
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更好挖掘其
多方面价值，使其融入当下人们的
生活，是每一代人都面临的课题，
也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数字技
术的广泛运用，为解决这一课题打
开了新的空间，并且潜力无穷。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而言，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创新文物
展示的方式，还能为文物的修复和
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比如，敦煌研
究院经过长期探索与研究，形成了
一整套针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
的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积累了超
过 300TB 的数字资源，为壁画的保
护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借助文物无损成像光谱分析系统、
三维激光扫描及打印等装备，秦始
皇兵马俑制作工艺与色彩得以复
原，研究人员因此可以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保护措施。通过三维重建、
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
化保护与利用，不仅能让更多人看

到文物的本来面貌，也让保护效率
更高、效果更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
用，总是和社会发展进步相伴而
行。当前，各种沉浸式、互动式数
字技术的兴起，让文物活起来，让
历史文化为更多人了解，为历史文
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创造了新的可
能。大型沉浸式数字交互空间《三
星堆奇幻之旅》，通过即时云渲染
技术，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三
星堆数字博物馆以及古蜀王国等
场景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
验。苏绣、扬州漆器等静态的非遗
产品，通过动画的方式呈现非遗技
艺制备过程、用料等，在现代生活

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得以“活”起
来。把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有机
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做好实物传
承，还能更好地赓续文化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我国拥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数字技术应
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应加快运用
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资源，进一步丰
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一方面，
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数据价
值，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对历史
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存储、表达
和传播各环节，不断拓展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技术 、新模
式。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队伍建

设，大力培养一批兼具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和数字技术专业知识的交叉
学科复合型人才，为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
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
以科技的力量赋能文物保护，以创
意的活水激发文化创新，必将更有
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
入强劲动能。 （据《人民日报》）

让历史文化遗产闪耀在数字时代
李晓红

●文旅时评

小城牛肉面
宋晓梅

2700 多年前的褒姒是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美女，她也是中国历史

上的一位红颜薄命的悲剧女性 。

褒姒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河东店镇，当地至今还有褒姒铺的

地名。褒姒的出生地褒国是中国

历史上存续时间最久远的诸侯方

国，从夏初建国到春秋时期灭国，

经历了夏、商、周三代 1000 多年历

史。西周时期褒国曾经是秦岭以

南最重要的诸侯国，被称为“南国

领袖”。褒姒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古

老的地方。

褒姒这位美丽的女性，除了她

的天生丽质和历史上留下的倾国

倾城、烽火戏诸侯等几个传说故事

外，史书对她的记载十分有限，让

人们对这位美丽神秘的女性扑朔

迷离的身世、命运感到好奇。《史

记·周本纪》和《国语》对褒姒身世

的描写十分怪诞 ，甚至有些妖魔

化，说她是周幽王后宫一个未成年

宫女遭遇夏朝遗留下来的龙漦（涎

水）所幻化的玄鼋（蜥蜴）后怀孕所

生的妖女，后流落到褒国，长大成

人后被褒国国君贡献给周幽王。

我们仔细阅读史料，觉得褒姒

是一位被中国传统的女祸思想严

重扭曲的女性形象。中国远古人

们是非常尊重女性的，古代就有女

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认为人类是由

女性始祖女娲创造出来的。进入

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开始从事狩
猎、耕作之外的生产劳动，男性的
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部落首领往
往由男性充当，逐渐形成了男权社
会。发展成国家后，君主也由男性
来担任。经过男性君王的长期统
治，蔑视女性的女祸思想也随之产
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
原本是一个“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
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
以饰非”的君王，因为宠幸了妲己，唯

“妲己之言是从”，于是干出了许多荒
唐之事，导致天下汹汹、众叛亲离、国
破家亡、身首异处。司马迁对殷商王
朝灭亡这段历史的记载是有古代的史
料依据的，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中所表
达的女祸思想非常明显。周武王伐纣
时发表的演说《牧誓》中说：“古人有言
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
答……”周武王用当时的俗语把殷商
后期的政治生态比喻作母鸡报晓。认
为商纣王唯妲己的话是听，荒废一切
祭祀、政务等国家大事。把他在殷商
王朝后期所做的昏庸荒唐之事归咎于
并无实际权力的女性妲己身上。可
见周初“牝鸡之晨”就成了民间俗
语，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普遍认识。

春秋时期的孔子虽然是中国
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
他也有很深的女祸思想，在《论语·

阳货》中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尽管
后人对孔子的这段话作了各种解
释，试图为孔子蔑视女性的说法辩
解，但孔子原话的意思是比较明确
地，表达了对女性的侮辱和轻蔑。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
非独内德茂也 ，盖亦有外戚之助
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
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
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
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司马
迁既看到了每一个王朝兴起之时
帝王妻子家族所起的作用，也谈到
了帝王宠幸女子对政权毁灭所起
的作用，他也有较深的女祸思想，
把夏商周三代的灭亡归结到三个
女性末喜（妹喜）、妲己、褒姒头上。

西周王朝灭亡有其深刻的历
史根源。周幽王的爷爷周厉王在
历史上就是个贪婪、残暴、昏庸的
君主。他在位期间任用奸佞荣夷
公，实行所谓“专利”政策垄断山林
川泽所产各种物产，与民争利，盘
剥 百 姓 ，弄 得 民 怨 沸 腾 ，谤 言 四
起。周厉王对待不同意见采取封
口“弭谤”的办法，用卫巫充当特务
来监视国人，甚至用杀人等极端高
压手段对付批评朝政者，使得人们
敢怒不敢言，只好“道路以目”。周

厉王的暴政最终引起“国人暴动”，
以暴制暴，国人将其赶出国都。周
厉王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
最终死于彘地。由于周厉王的折
腾，周王朝的国力大大衰弱。而周
幽王的父亲周宣王也是一位昏庸
的君主。周厉王逃到彘地时，身为
太子的姬静躲在邵穆公家中。愤
怒的暴动国人围住邵穆公的住宅，
要杀了周太子。邵穆公无奈，只好
李代桃僵 ，让自己的儿子出去送
死，救了姬静一命。

周厉王死后，在邵穆公、周公、
尹吉甫、仲山甫等人的辅佐下，姬
静登上王位，史称周宣王。据《毛
公鼎铭文》记载，周宣王即位后改
革周厉王弊政，整顿吏治，申令各
级 官 吏 不 得 贪 财 、酗 酒 、欺 压 百
姓。周宣王即位之后还向外四处
用兵，陆续讨伐猃狁、西戎、淮夷、
徐国和楚国，使国家强盛，曾显示
出了一点中兴气象。但后来周宣
王穷兵黩武 ，千亩之战大败于姜
戎，讨伐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国力
空虚之际他又清查民间财产，史书
称之为“料民”，试图从民间搜刮财
富。据《史记正义》引自古人的记
载 ，周宣王是在镐京被仇家暗杀
的。据《史记正义》引用《周春秋》
的话说：“宣王杀杜伯而无辜，后三
年，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

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
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周宣王死后周幽王姬宫湦即
位，继续对外穷兵黩武。据《古本
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记载，周幽王
一上台发动了对六济之戎的战争，

“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
伯士死焉”。伐六济之戎失败，主
帅伯士战死，周王朝的军事实力大
大减弱 ，为后来申侯引犬戎灭西
周、杀周幽王埋下祸根。

周幽王又是个沉溺酒色、荒淫
无度的昏君，四处寻求美女。因褒
国曾得罪幽王，献美女褒姒讨好幽
王。周幽王得到美丽的褒姒后无
比宠爱，弃原王后申后如敝屣，与
褒姒缠绵悱恻，生一子名曰伯服。
幽王视伯服如掌上明珠 ，疼爱无
比。幽王不听大臣劝阻 ，废掉申
后，册立褒姒为王后，并废太子宜
臼为庶人，立伯服为太子。此举引
发宫廷内乱。宜臼被废后害怕遭
到迫害，逃到他的外公申侯处。《诗
经·小雅·小弁》据说是周幽王之太
子宜臼逃离周国都镐京后所作的
一首抒发自己心情的诗。朱熹在
注解《小雅·小弁》时说：“幽王娶于
申 ，生大子宜臼。后得褒姒而惑
之，生子伯服，信其谗，黜申后，逐
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抒发
了宜臼忧谗畏讥的心情。

汉中美女褒姒（上）

李青石

●诗说汉中

西乡是陕西南部的一座小城，
原名南乡县。建安二十四年(219)，
刘备取汉中，晋封张飞“西乡侯”，
寄食采于南乡县。因此改南乡县
为西乡县，并沿用至今。

小城依山傍水，自古养牛羊，城
中一条河从山涧而来，流经县城而
出，名唤牧马河。牛羊常饮此水，水
清冽凉爽，沿河百草丰茂，牛膘肥体
壮，肉厚质嫩，尤以西镇黄牛肉闻
名，黄牛肉熏制的牛肉干鲜香耐嚼。

小城人也酷爱吃牛肉面，喜欢
把黄牛肉燷成臊子。一家牛肉面
馆只要能坚持开三年，味道都不会
太差。西关是回民集中地，牛羊肉
市场在此，牛肉面馆比较集中。有
一家面馆以麻辣味足出名，小城人
口味与川蜀一致，越麻辣越鲜香，
这面馆常是吃客爆满，出面的速度

相当快，五六个人忙活，抻面、调味
……分工合作，井然有序，看似满
屋食客，一会功夫一碗碗牛肉面即
到桌上，香菜、葱花、红油汪满碗
面 ，顿 时 口 水 吞 咽 ，一 阵 风 卷 残
云。面吃完，提起醋壶滴几滴香
醋，喝完汤，酣畅淋漓。

相对于这家的火热，隔壁一家
牛肉面很素净，是家回民夫妻店。
食客不见爆满，却是细水长流。男
的拉面、煮面一气呵成，如行云流
水。女的轻盈地端出面来，嫩绿的
葱花，清亮的宽汤，常常是先喝一口
汤，浓郁醇厚香浓鲜滑的滋味，瞬间
沁透心脾。有时，他家有其他事忙，
女的说“这会吃不成”，绝不会让食
客等一会。两口子做生意，似乎从
不刻意，有时，才是中午饭点，女的
说“卖完了，没有面了”。但二人从
不休假，盛夏、年关都在营业。

南关有家夫妻店，主营羊肉泡
馍，几张木桌，木凳高低不一，木板门
面天天拆卸，才可营业，也无招牌。

他家兼卖牛肉面，男的少言寡语，女
主人壮实唠叨，他家的牛肉臊子很
香，夫妻二人又舍得从羊肉汤锅舀汤
做牛肉面汤底，真材实料煮出来，味
道极香。有乡下老太爷经常拿点烟
叶，或者茄子苗苗、辣子秧秧摆在隔
壁茶铺门口，饿了，就在这家吃碗牛
肉面或者羊肉泡馍管一天。隔一段
时间，老太爷就把常年守家的老太
太带到城里，在南关给老婆婆买点
新衣裳打扮打扮，再带老婆婆吃牛
肉面。看着老婆婆细嚼慢咽吃得
香，老爷爷一脸的高兴满足。这些
吃客，青壮年时期进城卖柴、下苦力
做营生，挣了钱，吃碗羊肉泡馍、牛肉
面打个牙祭犒劳一下自己。多年
来，这家的老味道一直没变，分量也
一直给得足，留住了许多食客。

我喜欢吃牛肉面，一个碗一双
筷，有汤有面，所有的温暖都在这
一碗人间烟火里。

世事苍茫，唯有这烟火气，最
能温暖人心。

张良的魂归
张良，字子房，“汉初三杰”之

一。汉张留侯祠，俗称张良庙，坐
落在留坝县留侯镇的庙台子村境
内，是目前祭祀“谋圣”张良的最大
道观。留侯老庙原建于紫柏山中，
传为三国期间汉中王张鲁所修，后
渐渐破落。道家始祖张道陵自称
为张良的第八世孙，言“其祖留文
成侯隐紫柏（山）而登仙”。《留侯庙
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汉
中知府滕天绶过“汉留侯张子房先
生辟谷处”，寐梦到三人（子房先
生、赤松子、黄石公），敬仰和企慕

之，遂建立新庙，“以祀三先生”。
张良庙的唐住持说：“《太平广

记》里有段‘赤眉之乱，人发其（张
良）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
流星焉’的记载。其实那道流星当
时是飞落到了紫柏山的，还把山上
砸了八十二个深坑（坦），溅弹起的
石片又击穿山体（形）成了七十二
个洞。而山尖的云彩，就是张良的
灵魂，早从龙首原归来了。”笔者听
后，趣其编造之圆。

韩信的疑惑
在马道镇的马道街村，有个风

雨亭，亭里立有三通石碑，其中两
通都与“萧何月下追韩信”有关。
说是当年韩信见在刘邦处得不到
重用，便离开了。途经马道这个地
方时，所骑马匹不但停滞不前，反

而倒着往回跑，恰好此时河流也山
洪突然暴发，挡住了去路，才被萧
何追上。因此有“若非寒溪一夜
涨，焉得汉室四百年”之说。寒溪
河上的石桥叫樊桥，传是当年“明
修栈道，暗渡陈仓”时，将军樊哙修
建的。

寒溪河在凤凰山的凤凰嘴汇入
褒河。凤凰山上凤鸣寺的刘居士
说：“当年阻挡韩信的山洪是凤凰仙
子聚起的。聚洪时仙子耗尽了自己
二百多年的全部修为，最后元神消
散而化成了石头，这才形成了凤凰
山。快到汉王营帐时，韩信还疑惑
地转过头来问萧何，本来月朗星稀
好好的，为何突然就暴发了山洪
呢。”到底问没问，萧何回答没，又如
何答复的？笔者也开始疑惑了。

留坝趣话二则
宋晓轩

●说古道今

●循味汉中

峡谷幽情
张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