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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鲁北平原上的乐陵，自古以来就是冀鲁
枢纽，齐燕要塞。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成为冀鲁
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抗战的最前线，深远
的大后方。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抛洒热血，谱就了
民族革命的壮丽篇章。

在抗战胜利 65 周年后的初冬，记者来到乐
陵，寻访“革命母亲”常大娘的红色足迹。

自己剪掉冻烂的脚趾

常大娘，本姓刘，名相会（一说“香惠”），1891
年生于乐陵市三间堂乡刘玉亭村，因家境贫寒，9
岁到大常村做了童养媳。据她的丈夫常培仁的本
家、今年 66 岁的常智春介绍，常培仁祖上曾广置
田产，富甲一方，可是到了常培仁的爷爷这一辈，
就只剩下了三间半瓦房，全家靠种菜卖菜度日。常
培仁是家里的独子并且是个聋哑人，这使得刘相
会从小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卖菜时讲价算账都
是她。刘相会四方脸，裹小脚，穿大襟袄，抽旱烟
袋，常年劳作，体格健壮。虽然不识字，却十分明事
理、有主见。

常大娘的孙女常新国回忆起奶奶亲口对她讲
的一件事：奶奶盘腿坐在坑上，一边比划着一边
说，小时候家里穷，穿不上棉鞋，右脚的大拇指冻
烂了，流着脓和血，眼看着又没钱治，就一咬牙一
狠心，自己拿起剪子，闭着眼“咔嚓”一下，然后连
剪子带半截脚趾一块儿扔到门外……“当时我八
九岁，简直听都不敢听。是生活的苦难造就了奶奶
坚强的性格。”

“老槐树底下”的家

1938 年，日本鬼子占领了乐陵一带，到处建
据点修炮楼。又为了开辟通道，扫清视线，在大徐
家到乐陵城沿途 30 多里的地方大伐枣林，昔日茂
密的几万亩枣林几天便成为几十万株树桩。家园
被毁，乐陵儿女奋起抵抗。

这年秋天，“娃娃司令”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
日挺进纵队插入冀鲁边区，开辟了以乐陵为中心
的抗日根据地。那年，刘相会 47 岁，已是 6 个孩子
的母亲，人们都叫她“常大娘”。

当时的冀鲁边区，局势十分复杂。肖华率部进
入乐陵后，广泛发动群众，常大娘有好几个儿女参
加了青救会等抗日爱国组织，她的二儿子常树芬
（2009 年底病故，终年 91 岁）化名丁文魁，小女儿
化名丁秀文展开了地下斗争。常树芬带领民兵配
合八路军挖壕沟，扒鬼子的公路铁路。鬼子白天
填，他们夜里挖，“三年没睡过一回热坑”。

1938 年，常树芬刚满 20 岁，当时很多八路军
战士才十七八岁，司令员肖华也不过 22 岁，可以
断定，他们在常大娘眼中都一样是孩子。八路军的
队伍一到村里，常大娘就主动为他们烧水、做饭，

跑前跑后，一说“老槐树底下”，指的就是她家。据
考证，常大娘家门口并无老槐树，真正护佑着他们
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常大娘。

常大娘生前曾对她的孙辈说，那时鬼子“一个
月扫荡 29 回，还碰上个小尽（指小月）”，部队打散
了，同志们首先想到的是到“老槐树底下”集合。
“同志们来了，总不能叫他们饿着肚子走”，最多时
她家一天做了 17 顿饭。饭桌上，重要首长总是被
她悄悄安排在从门窗向屋内射击的死角。

“大娘，您就是我的亲娘！”

据常树芬生前回忆，一天拂晓，腿部受伤的靖
远县独立营副营长张子斌刚被送到他家，在东墙
外放哨的丁秀文就发出了敌人进村的信号。不由
分说，他娘把张副营长摁到炕上，顺手拉过一条被
子，连头带脸把他蒙了个严实。伪军闯进来后，她
谎称是自己的孩子发高烧捂汗，骗过了追查。在常
大娘的精心照顾下，十多天后张副营长伤愈归队。

张副营长走后，靖远县八区的组织干事袁宝
贵又被送到了常大娘家。袁干事身上长满了疥疮，
手烂得拿不住筷子，腿烂得不能走路。常大娘每天
给他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夜里，袁干事浑身疼痒
难忍，大娘便烧好水，慢慢地给他擦洗。听说用硫
磺熏能治疥疮，大娘就找来硫磺，放在盆内燃着，
让袁干事蹲在上面熏。

半个多月后，袁干事疮愈康复。临别前，他含
着热泪说：“大娘，您就是我的亲娘！”

渐渐的，凡是来常大娘家养伤、开会、住宿的
八路军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她一声“娘”。相传
肖华司令也曾在她家养伤，并正式拜她为“干娘”。

常树芬曾经深情地回忆说，母亲曾经掩护照
顾过多少同志、伤员，没有人能说清。解放战争开
始后，解放区的干部一批批南下，在家里住过的同
志大部分随部队过长江去了。但是母亲一直念叨

着他们，她坐在家中的土炕上，一气能说出 60 多
位同志的名字。

“这些年没在俺家搜出一个
同志”

在乐陵市档案馆，珍藏着一张手绘地图，那是
常大娘一家所挖地道的示意图。

据常树芬生前回忆，这些地道是 1942 年秋天
奉上级指示挖成的。除了挖开会用的大洞时有队
伍上的人帮忙，其余的只能靠他们一家。当时，树
芬和秀文在地下挖，常大爷在上边倒土，小儿子树
春在村里一边跑着玩，一边放哨。常大爷耳朵聋，
常大娘就在他腰上拴条绳子，洞下装满土，拉一下
绳子，他就把土车拽上来。为了不引起村里人的怀
疑，他们把挖出来的土一部分填了沟，一部分运到
村头湾边，再用稀泥封起来，泥成粪堆的样子。

地委书记李广文同志办公用的洞，在西屋的
地下，洞口设在喂牲口的石槽下面。洞里放着饭桌
和小凳子，洞的西边直通到西墙外的沟边，但没有
打通，仅留有半尺厚的土层作为预备出口。如有不
测，用脚踢开土层，即可沿沟跑出村外。其他几个
洞大致相仿，都备有紧急出口。并且，地委、县委、
区委领导的地下办公室互不相通，据说这也是迫
于当时严酷的形势。

从此，大娘家便成了冀鲁边区三地委和靖远县的
机关驻地，常大娘全家也就成了“机关工作人员”。

常大爷虽是个聋哑人，心思却十分缜密。同志
来了，大娘用手比划一个“八”字，他就格外热情；
叛徒来了，大娘使个眼色，悄悄比划一个打人的动
作，他便处处小心。据说，地、县、区三级党政军民
的文件都交他保管。他虽不识一个字，但收存的文
件存放有序，随要随取，从未出一点差错，令人惊
奇而佩服。

当地有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外号“贾钱儿”，隐
约知道常大娘和八路有往来，也有叛徒报信说明

明看见八路进了常家，却搜不到人。常大爷是个聋
哑人，问不出什么，他们就拿常大娘出气，用枪托
打她，把她的头往墙上撞。每次，常大娘都咬紧牙
关，从不透露半个字。
“这些年没在俺家搜出一个同志。”这是常大

娘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大爱为国 革命母亲”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1945 年秋，中共渤海区第
一地委奖给常大娘一面锦旗，上书：“向在八年抗
战中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妈妈常大娘致敬”，挂在
一根八九米高的杆子上，竖在大娘的院子里迎风
招展。

据说，毛主席也听说了常大娘的事迹，称赞她
“大爱为国 革命母亲”。至于主席是何时、在什么
场合下讲的，已无从考证，只知道最初流传这么个
说法，大约是在 1946 年。

常大娘是乐陵县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出席
过山东省优抚代表大会。

常大娘晚年最重要的事情，是 1970 年 10 月，
她 79 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前谁都不寻
思她还不是党员，疏忽了。”常智春说，常大娘和他
一天入的党。记得当时常大娘激动地拍着巴掌：
“俺也是共产党员了！”

1974 年 11 月 27 日，常大娘与世长辞，终年
83 岁。一年后，在“文革”中被长期关押后恢复工
作的肖华重返乐陵，原计划去大常村看望乡亲并
给常大娘扫墓，却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的康生突然病故即刻回京，匆忙中只在笔记本
上留给常家一首诗。查阅历史，这一天是 1975 年
12 月 16 日，和肖华落款的日期相吻合。

如今，常大娘长眠在村南浓密翠绿的枣林里。
常大娘有 16 个孙辈，其中 10 个党员，6 个当过
兵。 （照片由乐陵市档案馆提供）

■ 红色记忆

寻访“革命母亲”常大娘
□ 本报记者 朱殿封 滕韶华 本报通讯员 李玉胜

在常大娘的众多八路军儿女中，有个令敌人
闻风丧胆的人物，他就是人称“刘二愣”的虎胆英
雄刘焕卿。

刘焕卿 1919 年出生在盐山县韩集镇张店村，
原名史仁儒，1938 年 7 月参加青救会，任主任，同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任靖远县二区（今乐陵
市朱集、大徐一带）区长兼区联队长。1940 年春，
他活埋了杩头苏村两名抢劫民财、霸占民女的土
匪，在场群众说：“咱刘区长真愣啊！” 于是就有
了“刘二愣”这个绰号。
“刘二愣”的故事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在乐陵

一带广为流传。比如说他有一身好武艺，擅飞檐走
壁；又有一手好枪法，能百步穿杨。据说刘二愣不
会笑，笑必杀人。他又经常独来独往，夜闯据点取
鬼子汉奸性命如探囊取物。久而久之，他被神化，
汉奸赌咒发誓时，常常这么说：“我要是如何如何，
叫我出门碰上刘二愣！”他经过据点炮楼，上面喊
话问口令，只要一说“独立营”，那就是“刘二愣”来
了，乖乖地放行。据说有的汉奸抓到了八路军，“刘
二愣”写一封信，他们就乖乖放人。

据常大娘和常树芬生前回忆，“刘二愣”在常
大娘家住的时间最长。他比常树芬小一岁，两个人
最初又都是青救会的骨干，冬天睡一个被窝筒子。
“刘二愣”白净脸，中等个，说话声量也不高，和传
说中的那个威猛大汉不完全相符。但他的确不苟
言笑。大娘千方百计逗他开心，他最多也就是龇龇
牙，算是笑了。

常大娘经常给后辈讲“刘二愣”勇夺盒子枪的
故事。那是抗战初期，像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刘
二愣”也是身背一口铡刀参加的革命，要想有枪
使，就得想办法从敌人那里夺。一天，“刘二愣”向
常大娘要了一把镰刀头，在院子里磨了又磨，常大
娘问他做啥，他也不吭声，起身把磨得锃亮的镰刀
头往腰上一别，走了。大娘替他捏着一把汗。
“刘二愣”很快就来到了大徐据点附近的集

上，蹲在路边等。这时，有一队鬼子走过去，汉奸队
长在后面慢慢地跟着，屁股上的盒子枪一走一晃
悠。“刘二愣”一个箭步猛蹿上前，还没等他反应过
来，就用镰刀割断了枪带，将枪缴获，然后拔腿往
相反的方向跑，汉奸在后面猛追。他连放两枪，集
市顿时大乱，老百姓却为他闪开一条道，他趁机跑
回了大常村。见到常大娘，他孩子般地炫耀起刚刚
夺来的盒子枪：“娘，咱不赖吧？”

刘焕卿是县除奸大队长，汉奸的死对头，鬼子
汉奸放出话来，谁能打死“刘二愣”，官升两级，赏
钱两万。“刘二愣”不怕。1942 年春，我地下党员王
德广被大徐据点敌人逮捕，惨遭汉奸王连克毒打。
“刘二愣”带 4 名战士夜闯据点，将其救出，并将王
连克处决。杩头苏伪警察所长王大肚娶亲，“刘二
愣”带两名战士化装进入警察所，给他搅了个天翻
地覆，炸伤敌人数名，安全撤出。
“刘二愣”1943年 6月不幸牺牲。关于此事，常智春

的说法是，那天“刘二愣”在刘井家开会，一个孩子报信
说敌人来了，“刘二愣”掂起盒子枪就上了房顶，一交火，
敌人知道是“刘二愣”，撒腿就跑。“刘二愣”穷追不舍，村
头有棵被锯断的大杨树，树桩子周围有一圈茂盛的树杈
子，有个汉奸跑不及躲藏其中，见“刘二愣”追过去了，从
后面打了黑枪……
“刘二愣”牺牲那年，年仅 24 岁。

·相关链接·

虎胆英雄“刘二愣”
□ 朱殿封 滕韶华 李玉胜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
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
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
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
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
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
战争的爆发。

□公元 1573 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
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 205 年。这一
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首
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
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 14 世子孙的诏书，
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
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
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
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

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
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
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
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
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
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
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
饮茶特色——— 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
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
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
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
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
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
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
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
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
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
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
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
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
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
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
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
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
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
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
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
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
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
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 1573 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
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
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
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
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5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
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
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
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
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
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
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
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
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
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
堡战事之后不到 11 年，1584 年 3 月的 17 次马匹
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 4848 件；同月 29 次黄
牛交易中，买进耕牛 430 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
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
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
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
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
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 1644 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
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
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
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

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
“丝茶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
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
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
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
商队翻越帕米儿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
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
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
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
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 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
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
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 年，荷兰
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
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
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
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
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
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
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
纷效仿。

英法之间为了茶叶，甚至引发了一场小小的
间谍战。1662 年，英国皇室为国王查理二世和他
的王妃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举办了一场传统欧洲宫
廷婚礼。在这场豪华的婚宴上，凯瑟琳公主婉拒了
宾客奉上的各种名酒，举起一杯红色的汁液向全
场致意。这个举动引起了法国皇后的好奇，她派出
特工潜入英国皇宫，查明这种红色汁液实际是由
一种来自中国的植物冲泡，而这种植物被称为
“cha”。不幸的是，这名特工想盗取一些红茶的时
候被英国皇家侍卫擒获，并很快被处死，成为当时

重要的外交纷争。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

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
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 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
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
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
1690 到 1718 年间，平均每年有 14 艘中国帆船出
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
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
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
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
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
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
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 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
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 年，荷
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
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
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 20
年之后，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
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 90％，更占英国国库总
收入的 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
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
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
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
在往中国汇聚。

自 18 世纪 60 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
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 1800 万斤，货物价值
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

茶 叶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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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
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
发了金融危机。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
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
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 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
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
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
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
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 50 年的时间，每年销往
中国的鸦片从 2000 箱递增到 40000 箱。截止到林
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
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 世纪初一两
银子约合铜钱 1000 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
换率竟达到 1600 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
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
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 世纪初
期的 30 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
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
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
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 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
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 年 6 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
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
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
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 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
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
厦门、宁波、上海等５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
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1848 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被东印

度公司派往中国寻找最优良的茶叶品种。福钧这
趟旅行的成果，就是从中国最好的茶区挑选了
2000 多株上等茶苗、8 个一流的制茶师和大量的
制茶工具，并把他们安全地运送到了喜马拉雅山
南坡的种植园，这就为后来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
叶在西方市场取代中国茶叶做好了准备。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
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
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
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
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
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
这个世界的历史。

茶叶引发的鸦片战争清河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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