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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魂长眠丹山岭 有一种说法，山东茶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南茶北
引”成功之后，又将山东的绿茶推广到韩国种植，来了个“中茶
韩引”，也是大获成功。

如日本那样，韩国的茶叶历史同样始自中国，早在朝鲜三
国时期(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茶叶就从中国进入朝鲜半岛，
新罗(朝鲜三国统一后的国名)著名学者崔致远曾经到唐代首
都长安学习茶道，写下了《谢新茶状》一书，把他在长安所见所
闻之茶道和煎茶方法，记录在案。回到新罗后，崔致远大肆推
行唐朝的喝茶式样和传统的中国茶文化，受到上至王朝贵族
下到普通百姓的追捧。这种盛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朝鲜王
朝(1392-1910)的中、晚期由于佛教受到压制，殃及“禅茶一味”的
茶叶，茶文化开始衰退并走向衰亡。其间，部分朝鲜学者试图
举起传统茶文化的大旗，且使之渐有起色，真正意义上的韩国
第一部茶书《东茶记》，也在这个时期由丁若镛完成，产生了一
代韩国茶圣草衣禅师。但是，此次茶文化的复兴好景不长，随
着草衣禅师等茶文化大师的离去，以及1896年朝鲜王朝脱离与
清朝的册封关系，中国传统茶文化匿迹，甚至喝茶的人都相当
少了。1910年日本人将朝鲜合并，疯狂移植殖民文化，虽有零星
的茶叶种植，但始终未能再度复兴。

时下韩国的传统茶十分兴盛，但是，此传统茶与我们固有
的传统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实际就是我们的理解的各种饮
料。为什么韩国人把被我们看作饮料的东西称之为传统茶，而
在我们眼里是真正茶叶的“中国茶”却被视为现代的“tea”，这
是韩国茶文化自大韩帝国中、后期断层的结果。韩国茶的再次
兴起源于1980年代之后，算起来前后脱节大概有一二百年的历

史。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国与韩国关系恢复的开始，以中国山东
和韩国的民间人士交往为多。拿什么作交往的话题和由头呢？
一个是从山东龙口一带出海到济州岛寻找仙药的徐福，再一
个就是一衣带水的地缘文化，如“南茶北引”山东种植成功的
绿茶。济州岛上有两个城市，一北一南，北边是济州，南部就是
西归浦。传说西归浦这个名字的来历，就是徐福从此西去回归
中国的意思，历史相当悠久。济州岛上有好几片近二十年种植
的茶园，其中有最负盛名的茶馆——— 啊哦’雪绿茶馆和韩国第
一座茶博物馆，是韩国现代茶文化的发源地。除了济州岛的茶
叶种植，朝鲜半岛南部的全罗南道郡宝成也是韩国绿茶的种
植基地。一部叫做《夏日香气》的电视剧在宝成绿茶基地拍摄，
极大地提升了绿茶在韩国的人气，喝绿茶成为年轻人的一种
文化时尚。

为了证实韩国绿茶与山东绿茶的“一脉相承”，我买了几
种“韩国茶”，有济州岛的，也有宝成的。果然，从茶叶的形制到
第一观感，以水沏茶的象形，第一波冲鼻而来的茶气，与产自
山东的绿茶十分相像。再看茶汤，淡淡的黄色略显微褐，倒在
粗粗拉拉的大茶碗里，喝一口，那感觉就是一股浓浓的“家乡
味道”。韩国人对于养生和护肤有着一种天生的执著，每一种
饮食都有丰富的食物搭配，每一种饮料都有所指向的保健功
能。绿茶被韩国人大大地夸张了功能效用，例如可以养颜，能
够防衰老，具有抗癌奇效，男人喝了如何，女人喝了又如何。所
以，韩国绿茶价格是相当高的，一般都在五十万元韩币折合人
民币三千元以上。在被称为首尔最具人气的文化艺术一条
街——— 仁寺洞街，有一个很大很气魄的济州岛绿茶专卖店。上
下三层，第一层现场炒制济州绿茶，可以品尝、购买，二层是茶
馆，单纯地喝绿茶，三层是喝茶加吃茶食，就是用茶叶制成的
各种小点。到这里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喝绿
茶，品茶食，还仔细观看炒茶的过程，完全达到入迷至少也是
非常喜欢茶叶的程度。

有人分析茶叶在韩国具有很大的潜力，包括市场潜力和
文化影响，因为被冠之以“现代茶”受到年轻人的喜欢。现在韩
国本土生产的绿茶每年在300吨左右，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
也不知这个数字与山东茶的产量相比是个什么概念，更不知
这300吨够韩国人消费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抑或根本就卖不出
去。有一点是令人佩服的，那就是韩国人对茶叶的崇拜，对茶
文化的恭敬。韩国的茶道博物馆或者茶文化博物馆，就有不
少，济州岛有茶博物馆，宝成郡有茶文化博物馆，釜山女子大
学校园内建有一座“韩国茶道博物馆”。与茶文化茶道相关的
活动也是时有举办，韩国茶道文化协会作为领头的民间团体
非常活跃，每年都会有十几场活动推动韩国茶道文化的发展。

韩国是一个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两端的国家，一个是
引领现代化潮流的三星、现代、LG，以及美容、娱乐；另一个是
他们对传统文化孜孜不倦地深耕。我曾于2002年和2007年两次
到访韩国，金秋十月再次到访，虽然三次韩国之行的目的不尽
相同，但感受却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度，这是一
个开动脑筋善于创造的民族，同时具有乐于沉淀积累文化厚
度的品性。一个时间并不算长的国庆七天假，有近20万中国人
涌进韩国，把首尔主要商圈的化妆品、衣服买了个净空。我一
直追问时尚韩国的背后是什么，茶和茶道还有茶文化，韩国人
一直在做着“伟大复兴的梦”。大街小巷经常能够见到的刻章、
毛笔、宣纸、裱画、瓷器、古玩，可读到韩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
的理性回归。

当然，普洱茶依然是韩国人的最爱，四五十岁以上的韩国
人把坐在茶馆喝普洱茶，当做人生的一次又一次涤荡，洗尽污
浊，净化清纯，装扮世间，美化心灵。也有人说，国内普洱茶的
高价，就是被韩国人炒起来的，或许是，因为在首尔街头的确
有不少普洱茶店。我买了一把韩国人画的扇面，一枚刻有“和
音”二字的闲章，一支“德仁”制作的毛笔，一本韩国的线装书，

一本《书道三体字帖》。这些都
是汉文化的代表作品，国内都
有，只是一个提醒，我们还没
有“三星”，不能再失去这些我
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要知道，对于传统和文
化，韩国人表现得很贪婪。

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
街道的南端，矗立着一座算不上巍峨
的小山,名字叫丹山。它既没有姿态万
千的奇峰异石,也没有散玉落珠的流泉
飞瀑,只是一座普通的小山。然而就是
在这里，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摧垮了
国民党军队扼守青岛的最后一道防
线，解放了青岛，因而它又是一座英雄
的山。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
了解放青岛的青即战役，国民党守军
在青岛外围自北向南布置了三道防
线，最后一道防线中最重要的前哨据
点就是丹山岭，攻破丹山岭即可长驱
直入解放青岛。国民党守军屯兵上千，
并强征大量民夫在丹山岭从山下到山
顶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准备拼死扼
守这道进出青岛的门户。我中国人民
解放军从5月3日至30日攻破驯虎山、铁
骑山等两道防线的重要据点后，第32

军280团、281团于5月31日发起解放青岛
的最后一战——— 丹山岭战役。280团和
281团昼夜轮番向丹山岭发起猛攻，浴
血奋战，重要阵地反复争夺三次之多，
终于在6月1日全歼守敌，将红旗插上
丹山岭顶峰，接着，势如破竹般于当晚
解放李村，6月2日青岛全境解放。

丹山岭战役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世
代传颂：解放军指导员雷风春炮火中
舍身救护乡亲的故事、女战士徐玉珠
阵地前抢救伤员的故事、小战士张克
信冒死炸暗堡的故事等流传至今、家
喻户晓。

舍生忘死保护村民

1949年5月31日拂晓，奉命攻打丹
山岭的我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尖刀连
日夜兼程到达阵地前沿，在行进过程
中遭遇正在劫掠民财并抢抓壮丁的国
民党士兵，我军战士果断开枪射击。丹
山岭上的国民党守军误认为我人民解
放军已经发起了总攻，惊慌失措之下
毫无目标地向丹山岭脚下的丹山村连
续不断地开炮轰击，给村民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这时正在
准备吃饭的尖刀连指导员雷风春同志
突然发现从村内的一条胡同内跑出一
位背着孩子的老大爷，正在慌不择路

地狂奔。雷风春深知在炮火中站立行
走的危险性，于是他飞快地向老人奔
去，边跑边高喊“老人家快趴下！”这时
一发炮弹呼啸着向他们飞来，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雷风春一个箭步猛扑上
去，用自己的身躯将老人和孩子压在
身下，随着一声巨响，炮弹在他们身边
爆炸。老人和孩子得救了，雷风春却被
罪恶的炮弹炸得体无完肤，当场壮烈
牺牲……

丹山岭上的“董存瑞”

在丹山岭战役英勇献身的烈士群
体当中，有一名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
他叫张克信，是参加战斗的所有战士
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1949年5月31日
夜，我人民解放军281团3营指战员根据
团部作战部署，借着月色掩护首先扫
清丹山岭外围的敌人碉堡火力点，为
总攻开辟道路。随着一声声的巨响，碉
堡一个个被清除。但在总攻的过程中，
我军再次受挫：原来狡猾的敌人凭借
有利地形在险要的位置上修筑了一个
双层暗堡，给我军造成了较大伤亡。亲
眼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连续倒下，
张克信双眼冒火，主动向指导员请命：
自己要去炸掉暗堡，为牺牲的同志们
报仇。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张克信背起
炸药包奋力冲向暗堡，火光中大家看
到他跌倒后又站起，这时指导员意识
到他已经受伤。但他并没有停止下来，

而是忍着剧痛慢慢地爬向敌人的暗
堡。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匍匐前
进，在接近暗堡的瞬间，张克信用尽最
后的气力挪动身躯滚向前方并拉响了
导火索，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我军
夺取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战友们在整理英雄遗物时，在张
克信不完整的遗体中发现了一块他在
临战前只咬了一口的谷饼子和一封没
有写完的入党申请书，都已被烈士的
鲜血染红……

炮火中的巾帼英雄

徐玉珠是丹山岭战役中我军女子
连一名年仅17岁的卫生员，在战斗中
她的任务是抢救伤员和作战地宣传。
当时她的胳膊和膝盖都被山石磨破，
鲜血淋漓，但她却始终坚持战斗在炮
火最猛烈的第一线；在战斗稍停的间
隙，她就会展开政治攻势和战地宣传，
反复对山头上的国民党守军讲解我人
民解放军的对敌政策。她那清脆响亮
的声音始终回响在丹山岭的上空，对
于瓦解敌人军心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
用。据徐玉珠生前的战友讲述：当年战
斗中经她本人从战场上抢救下的伤员
多达50余人次。而徐玉珠本人却在抢
救前沿阵地的重伤战士的过程中不幸
壮烈牺牲……

丹山岭战役结束几个月之后，徐
玉珠的亲属来到丹山村准备将她的遗
骨带回家乡安葬。时任村妇女会会长
的金玉敏老大娘眼含热泪，代表丹山
全村乡民对徐玉珠的亲属提出诚恳的
请求：“玉珠是在解放我们家乡的战斗
中牺牲的，大家都已把她当做自己的
亲人。村民们一致请求将玉珠烈士的
遗骨埋葬在我们丹山，世世代代教育
我们的子孙后代……”金大娘诚挚的
恳求使得徐玉珠的亲属深受感动，终
于答应了她的请求。

从此每逢春节除夕这一天，金大
娘都会领着自己的儿女端着包好的饺
子来到位于当年丹山岭战役所在地的
徐玉珠烈士的墓碑前，含着泪水轻声
呼唤：“闺女，过年了，全家人都在等你
一起回家吃饺子……”1985年，金大娘
弥留之际再三叮嘱子女们：“今后每逢
清明和除夕，千万别忘了去给你们玉
珠姐姐扫墓……”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曾经的立冬宴【饮馔琐忆】

□于永海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从我记事开始，母亲便开始教我
背诵这首二十四节气歌。母亲说：“节
气是咱农人的命，从春到秋，播种、打
理、收获都离不开这二十八个字，记住
它可以受用一辈子。”虽然那时我还不
懂得什么时令、种收，不过，这几句歌
谣还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我最喜欢立
冬。每年只要天气开始转冷，我和弟弟
便开始掐着手指数日子，盼望着立冬
快点到来，因为这一天，照例是可以大
饱口福的日子！

母亲说，立冬是冬天的开始，从这
天开始，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冷，要及早
给身子补些温热，身子暖了自然就不
怕冷了。母亲用的食材大都是温补的：
羊肉大葱馅的烫面大饺子，自家养的

仔鸡炖山菇，外加牛肉红枣桂圆粥，无
一不是温热大补的东西。

立冬这天一早，母亲便开始忙活，
我和弟弟也一改平日睡懒觉的习惯，
早早地便跟在母亲身边，帮忙舀个水、
添个柴，好让那盼望许久的美味能早
一点吃进嘴里。

不过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日子
都不好过，即便是富裕人家，一年到头
也吃不到几次荤腥。为了这顿丰盛的

“立冬宴”，母亲在本就不宽裕的日子
里更是要精打细算好久。

经过一番忙碌，香喷喷的饭菜终
于做好了！不等母亲把美味端上桌，我
和弟弟便忙不迭地从锅屉里抓起羊肉
大饺子往嘴里塞,没等尝出滋味，便被
烫得捂着嘴、含着泪在原地跳脚。可即
便是这样，也不肯把嘴里的肉饺吐出
来，忍着烫细细品嚼后小心翼翼地咽

进肚里，再急忙到锅里去抓另一
个……

看着我们的吃相，母亲脸上总是
挂着慈爱的微笑，等我们吃得再也吃
不下了，母亲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始吃
我们剩下的饭菜。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脸上便只
有自责和歉意了：蒸饺子的锅里只剩
下笼屉，牛肉粥里也不见了肉丝，就连
鸡肉盆里也只剩下汤了！不过，母亲对
此却丝毫不以为意，微笑着端出早就
热好的窝窝头，蘸着剩汤剩粥有滋有
味地吃起来……

天气渐渐转冷，又一个立冬到了。
今年，我早已采购好了各色补品，准备
带上妻子女儿一同回家。立冬那天，我
要亲手为母亲做一回立冬宴，然后再
偷偷热上几个窝窝头，也吃一回母亲
剩下的汤……

【问茶齐鲁之四十八】

韩国茶山东味
□许志杰

【齐鲁寻踪】

□陈敬刚

从清华简《楚居》看中国上古外科医学
大众讲坛预告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历史，有些时候的确不易分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于2010年12月出版，内有《楚居》
一篇，主要叙述楚族人的居住地、迁徙历程和有关的重要史事。其中关于楚先公熊丽事迹一段简文，前人研究，多未对对简
文所载的史实作充分的科学考证。11月8日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
术部主任郑炜明先生做题为《从清华简【楚居】看中国上古外科医学》的讲座。本讲座拟回归历史文献考证之学，重新新审视

“丽季段”的内容，以期还历史真貌，丰富今人对中国上古外科医学的理解。
郑炜明先生为澳门人，祖籍浙江鄞县，文学博士，系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高足和得力助手。曾先后任职于香港中文

大学、澳门大学、香港浸会大学。2003年至今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工作，现任学术部主任、高级研究员，兼任山东大学
博士生导师等职。已出版学术著作《香港与澳门之道教》、《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匾汇编》、《况周颐年谱》、《澳门文学史》、

《澳门考古学史略》、《澳门经济四百年》等四十余部。研究领域遍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史和考古学等等，尤以
研究历史文献、澳门历史文化、宗教史及晚清民国词学见称。

讲座时间：2014年11月8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屹立在丹山岭顶峰上的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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