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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厦门》
包乐史 著 孙蕴琦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无名
氏诗词佳作。这缘于文字记述的时代局限，
作者姓名不详，无从可考，但更加反映了作
品流传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让我们坚
信，好作品终究以自身的面目来说话。读无
名氏佳作，情趣盎然，似有更宽广的回溯空
间，荡起我们诗情的自由。

诗经是先秦诗歌理性化和规范化进程
的重大成果，是无名氏的杰作。诗有六义：风
雅颂，赋比兴。创作者把体裁与艺术手法美
化为这一时代诗歌的核心精神。尤其是人与
自然交感互渗的兴，把诗歌情感谱成了诗的
主旋律。

比如《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
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
雨”，这首被称为史上第一送别诗，以燕子起
兴，连绵着送别的惨痛情绪。人与自然的同
一性、对应性构成了诗歌情感变化的流程。
在《小雅·采薇》里，人的情感随着自然形态
的变化，贴切自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
我来思，雨雪霏霏”，时空转换与人的情绪交
集，在回环往返、虚实相生中美感迭出。

又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
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以及后二组的
一唱三叹，生动地浮现出寻找伊人的不倦身
影，传递着爱情的殊有情意。《诗经》的不少
篇章脍炙人口，多姿多彩，挥洒着先秦理性
精神的艺术特色。显然，这些出于谁的笔下，
已让位于作品本身的赏读。

汉乐府的民歌流传着无名氏富有魅力
的歌吟。《战城南》写古战场的阴惨悲凉，“水
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
鸣”，这一幕令人胆战心惊的场景，这悲凉直
击心扉，战争的残酷不言而喻。《长歌行》里
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警句。

《三峡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
黄牛如故”，刻画了黄牛山山高水曲的艰难
航程，韵味十足。

代表南朝乐府精彩绝伦的《西洲曲》，
从忆梅、折梅开端，以梦境的生动描述，道
出思绪万千，一往情深。全诗层层推进，灵

活地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结尾处写道：“栏
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
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
我意，吹梦到西洲。”诚然摇曳无穷，情味
不尽，读者在充分的动感体验中获得美感
的享受。

叙事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
辞》等都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各自的独
特主题。让读者在聆听富有乐感的故事中，
记住了智慧而敢于抗争的美女罗敷、爱情悲
剧的刘兰芝和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的各异形
象。时代推进了多少世纪，而无名氏笔下的
这三位女性的典型于今依旧栩栩如生。

《江南》一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这清新活泼的风光描写所透出的喜悦
心情，又是一番情调。它与“天似穹庐，笼盖
四野”的《敕勒歌》的开阔壮丽，都成了童稚
喜诵的歌谣。中国诗歌史为有这样的原始篇
章深感自豪。

东汉桓灵间《古诗十九首》是中下层士
人的感伤之作，写游子相思离别的喟叹，写
仕途无路的悲愤苦闷。王国维先生称赞说，
情感的真是《古诗十九首》的最大特点和优
点。在复杂多变的人生境况的咏唱中，或寓
或显，言情不尽其情，给足了人们联想、想象
的余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苦
短，试图游戏人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
人”，将游子的乡愁抒发得力透纸背。“相去
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的游子也仍以“弃捐勿
复道，努力加餐饭”的互勉与自宽，表现出一
片拳拳之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
怃然，“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怅然，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的忧然，一串串
的感伤、警策，如此扣人心弦。2000 多年前
的无名氏诗人把生命体验和人生智慧糅合
在一起，让后人领略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
发的艺术特色。

《作蚕丝》借春蚕表达不惜舍身报国的
赤诚，仅 20 个字，何等铿锵有力。诗云：“春
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
有时。”这显然又是一种风格。

唐代名家辈出，华章瞩目，典籍渐趋完

备，无名氏作品幸存的空间偏窄，所以此后
能被大众传诵、选家青睐的作品必有鲜明的
个性支撑。历代流行的选本、轶闻、野史、诗
话、词话、笔记中，佳作依然以特具的生命力
占得一席之地。

唐诗中湘驿女子的《题玉泉溪》：“红树
醉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
如年。”秋色迷人、明月朗照的佳期如梦，也
许一去不返。风雨如晦、度日如年的苦闷
中，宛见一位多情失意的女子在徘徊、怨叹
和期昐。

安邑坊女的《幽恨诗》：“卜得上峡日，秋
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全诗
写事造境，在无尽凄凉中抒发幽恨之情。

无名氏《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
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
空折枝。”这首广泛流传的中唐歌词对人生
青春年华的珍惜，以花的意象，别致地加以
表达，确乎耐人寻味。

可略与名家诗相匹配的无名氏《杂诗》：
“旧山虽在不关身，且向长安过暮春。一树梨
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无任苦涩，又
无任灵妙。《杂诗》：“无定河边暮角声，赫连
台畔旅人情。函关归路千余里，一夕秋风白
发生。”何等凄清又何等蕴藉。

《水调歌》为当年驻守西域边境的战士
而歌，纯在客观的描述中令人荡气回肠。诗
云：“平沙落日大荒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
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油然可见
英勇气概与从容风度。

传说女皇武则天曾召见一位七岁女，令
其作《送兄》诗，小才女毫无惧色，出口成诗：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
作一行飞。”以雁可双飞，人未偕行的感慨，
将真挚的情感加以自然寄托。这让人不仅羡
佩天赋女童的灵感和文学修养，也由此不难
想象诗歌的唐代气象。

到了宋代，词成了艺术最有代表性的种
类。最初起源于民间的词进入士人生活。因
此无名氏的创调者被后人称赏的佳构便留
在词谱里。

如《西地锦》：“重过黄梁古驿，著一鞭春

色。长亭细柳，青青尚浅，不禁攀折。且醉章
台风月。莫归鞍催发，紫泥诏下，朝天去了，
如何来得。”这词将春天里的故地重游，恋恋
忘返的情绪表现得既曲折又直率，别具一般
情怀。又如《相思引》：“柳烟浓，梅雨润，芳草
绵绵离恨。花坞风来几阵。罗袖沾香粉。独上
小楼迷远近，不见浣花人信。何处笛声飘隐
隐，吹断相思引。”这里所描写的浓烟细雨、
芳草香风、隐隐笛声，烘托出独上小楼人的
绵绵离恨，从此可以读出宋人殊有的情采。

更 为 人 称 道 的《菩 萨 蛮》写 爱 情 永
固，用自然界不可出现的多种现象，诚挚
坦 率 地 加 以 表 达 ：“ 枕 前 发 尽 千 般 愿 ：要
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
彻 底 枯 。白 日 参 辰 现 ，北 斗 回 南 面 。休 即
未 能 休 ，且 待 三 更 见 日 头 。”独 一 无 二 的
表白，感人至深。

传说黄庭坚登荆州亭，柱间有《江亭怨》
一词，夜梦作者为吴城小龙女。“帘卷曲阑独
倚，江展暮云无际。泪眼不曾晴，家在吴头楚
尾。数点落花乱委，扑鹿沙鸥惊起。诗句欲成
时，没入苍烟丛里。”冷隽的词情，凄清动人。
读“泪眼不曾晴”一句，直让人悲泪盈眶。《鱼
游春水》有“云山万重，寸心千里”，《凤栖梧》
有“樵子渔师来又去，一川风月谁为主”，《青
玉案》有“相逢各自伤迟暮，犹把新诗诵奇
句”，《一剪梅》有“篝灯强把锦书看。人在江
南，心在江南”，凡此可谓新巧别致，韵味不
让高手。

又如元代一首《浣溪沙》下片写“满眼风
波多陕灼，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
动，是船行”，心理错觉唤起的虚幻，读来亲
切异常，很自然产生哲理的体悟。《玉蝴蝶》
下片“朦胧。玉人不见，罗裁囊寄，锦写笺封。
约在春归，夏来依旧各西东。粉墙花影来疑
是，罗帐雨梦断成空。最难忘，屏边瞥见，野
外相逢”，词中怀人之情，相思之苦，写得细
腻缠绵，读来一如感同身受。

宋元词曲名家蜂起，后续的无名氏作
品，大多散见于笔记丛话。它们的艺术影响
力也大都不敌本时代的名篇佳作，但仍被作
为一份文化遗产，进入诗词研究者的视野。

无名氏诗词佳作的审美情趣
□欧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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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尼于 1917 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即现在
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梭罗市的一个富裕的峇峇家庭，从小
接受的是荷兰语的教育，中学毕业之后前往荷兰留学，并参
加欧洲留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留学期间因与她的丈夫陈
曾唯结婚，返回印尼，在日本占领印尼期间，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并且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印尼独立、排华，最终回归
中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书中对土生华人的生活习俗、教育
情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也展现了印尼
华人群体在 20世纪上半叶的生活百态和思想变化，填补了
中文方面关于印尼华人社会，特别是以受荷兰语教育为主
体的峇峇社群的研究空白。

《盐镇》
易小荷 著 新星出版社

这是一本深度书写中国乡镇女性生活、情感与命运的
佳作。中国有 4万多个乡镇，却只有一个北京、上海、深圳。
作者回到故乡，选择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镇，又在这里选
取了 12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持续探寻她们对国家、社会、
家庭、婚姻的理解。在这个如盐一般凝固在时光里的小镇，
我们将看到一个真实的底层中国。

福建是茶业大省，茶业是福建大
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支持福建
茶产业发展。2021 年 3 月 22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闽考察时对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统筹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要求海茶会落细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茶”统筹发展的重要指
示精神，积极发挥重要作用，深化两岸
茶业交流合作，推动茶文化、茶科技的
研究、推广和普及，促进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简称“海
茶会”），成立于 2011 年，是经民政部、
国台办、农业部批准，隶属农业部，注册
地设在福建省的唯一一个全国性茶业
社团组织，是立足海峡两岸、辐射全国
各地的茶叶交流重要平台。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创会以来，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提高
品质、打响品牌为重点，以挖掘整合特
色茶文化资源为己任，着力协会体制机
制创新，努力发挥协会作为两岸茶业交
流平台、茶文化推广平台、茶产业服务
平台、茶科技创新平台上的重要作用，
聚力提升打造闽茶特色文化软实力，点
燃了闽茶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为推动福
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作用得
到了党和国家相关领导、国家部委、省
委和省政府、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
的广泛重视和认同。

一、弘扬茶文化，打造文化交
流平台，助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文化是灵魂。茶文化具有丰富的精
神内涵，在千百年来的对外传播过程
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形成了“清、敬、和、美”的核
心价值理念，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全
国现有茶园面积约 4600 万亩，茶企 150
万家，涉茶人口已超过 8000 万人，年产
值达 3000亿元。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
世界最大产茶国，种茶历史悠久，适合
茶树生长的区域辽阔。福建是中国最适
宜生产茶叶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古
老的茶区之一，茶文化更是源远流长。

漫漫千余载，厚重的历史积淀，赋
予了福建茶以文化的灵魂，茶文化是福
建最为亮丽的名片之一，在中国茶文化
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世界文化史有
着深远的影响。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自成立以
来，坚持文化赋魂，积极组织开展各种
茶事活动，以茶为载体，以茶为媒，以
茶会友，广结茶缘。十二年间，海峡两
岸茶业交流协会借助 9·8 厦门投资洽
谈会平台，连续主办了 9 届“中国（厦
门）国际茶业投资贸易博览会”；连续
11 年会同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 闽 茶 中 国 行 ”，相 继 走 进 了 台 湾 、上
海、河 北、北 京、南 京、青 岛、成 都、西
安、乌鲁木齐、银川、澳门、重庆、哈尔
滨等省区市；组织福建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中的知名茶企，先后参加了在上
海举办的第二、三、四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依托福建省商务厅在全国
各地举办的“闽货华夏行”，持续组织
茶企植入闽茶展销；参与开展“闽茶海
丝行”活动，组织茶叶企业参加“香港国
际茶展”，指导茶企针对境外消费习惯
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推介福建茶，设立闽茶品牌
旗舰店，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设置斗茶文化推广委员会，持续不断地
开展闽茶文化的宣传活动；以“闽茶飘
香，共品共享”为主题，在 5·21 国际茶
日，引导茶企进高校、进社区，让更多的
人知茶、品茶、爱茶、科学饮茶，让更多
的福建好茶走进千家万户，不断培养壮
大闽茶消费生力军……

为打响闽茶第一品牌，海峡两岸
茶 业 交 流 协 会 还 采 用 线 上+线 下 、平
面+视频等多方式，组织形式多样的闽
茶宣传活动，持续提升福建茶产业知
名度和影响力；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
共同创办的《茶道》月刊，发行覆盖全
国各地，影响力和美誉度在业界内堪
属首屈一指；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麾下的说茶传媒服务范围已延伸到国
内茶区政府、茶业机构和大小茶企；还
有海茶会官方公众号等自媒体，在行
业信息传播的实时性及全面性上也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还组
织编写出版《铁观音大典》，被评为全国
优秀出版物；组织编写的《福建名茶冲
泡与品鉴》，深受茶界欢迎与好评，供不
应求；承编众盼已久的《福建茶志》，是

一部时间跨度大、覆盖面宽、史料性非
常强的巨型志书，已进入收官阶段，有
望在今年下半年公开出版发行。在它的
带动下，已有不少产茶市县编印出版发
行了本辖区的茶志，如《南平茶志》《泉
州茶志》等。

“年年有创新，年年有进步”。一系
列不同主题与风格的茶事文化宣传交
流活动，既展示了福建的茶文化、宣传
了闽茶的多姿多彩，又通过讲好闽茶故
事、传播闽茶声音，让海峡两岸、全国各
地乃至全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了解到
中国茶的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增强了
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拓展产业链，打造产业服
务平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是基石。福建茶产业基础深
厚，近些年来虽一直保持稳定的良性发
展，但是也暴露和积累了一些阻碍产业
发展的瓶颈问题。比如，茶产业链条短、
上下游产品不多、急需升级等问题。

为促进福建茶产业融合发展，实现
茶产业差异化竞争，海茶会高度重视茶
庄园建设，增强国际交流，详细了解世
界先进的庄园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在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的帮助下，我省
各大产茶区积极借鉴移植波尔多葡萄
酒庄园，以及台湾休闲农业的模式和经
验，成功实现了重点茶区传统茶园环境
的根本改观和升级换代。

与此同时，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还设置了茶旅委员会，积极引导茶区在
茶源寻根、茶俗体验、庄园度假、养生旅
游等领域探索创新，推动茶旅深度融合
发展，促进茶产业链延伸。打造出一批
茶乡旅游精品线路，推出高品质深度
游、体验游，让“世界茶源”“万里茶道”
等文化 IP 赋能旅游产业。2021 年，武夷
山、安溪、福鼎、大田等县市被评为全国
区域特色美丽茶乡。漳平赏花品红茶休
闲之旅等 15 条路线被评为全国红色茶
香旅游精品路线。

“三茶”统筹，标准先行。围绕茶产
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海峡两
岸茶业交流协会高度重视，始终主张茶

行业应当以质取胜、诚信经营，并要不
断强化行业自律与他律。早在数年前，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就积极建议并
得到省人大呼应，积极参与了全国第一
部促进茶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福建
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起草、论证
和颁布后的宣贯工作。随后海峡两岸茶
业交流协会又因应时势，先后就规范市
场秩序、维护行业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等主题发出倡议，制定了“海峡茶
叶行业公约”等。

为保证茶叶品质安全及稳定，改变
“茶叶无标准”的行业困境，在有关部门
大力支持配合下，持续推动茶产业的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发布了《武夷岩茶冲
泡与品鉴方法》《正山小种冲泡与品鉴
方法》《福鼎栀子花白茶》等相关团体标
准近 50 项。大力推广《白茶加工规范》、
茶叶农残新国标等国家标准，以及《地
理标志产品 武夷红茶》《初制茶厂清洁
化生产规范》《茶叶体验店服务规范》等
福建省地方标准，同时鼓励茶叶生产企
业制定严于茶叶质量安全地方标准的
企业标准，得到了茶界同仁的广泛认可
与参与，推动闽茶产业进入了标准化、
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设置包装委员会、养生茶委员会和
互联网委员会，以补链、延链、强链为重
点，引导开展跨界合作发展，做精茶基
地、做强茶龙头、做美茶包装、做亮茶品
牌、做深茶文化、做活茶市场，完善茶叶
生产、加工和经营体系，推动全产业链
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茶产业发展的现代
化水平。

设置专家委员会和茶叶加工委员
会，引导茶区、茶企、茶农积极践行“两
山”理论，着力推广生态茶园建设，促进
茶企采茶、制茶设备改造升级，加快实
现全产业链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品
牌化发展，提升茶企综合竞争力。

三、推广茶科技，打造科技创
新平台，助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是动力。要做大做强茶产业，
关键靠科技。茶科技是茶产业高质量和
创新发展的科学保障。近些年来，我省

茶业科技突飞猛进，不断落地应用，赋
能转化为生产力。但由于应用型人才的
缺乏，茶业科技成果的转换并不快，应
用率也并不十分高。

为做好茶科技这篇文章，海峡两
岸茶业交流协会适应茶产业及现代市
场需要，从提升茶队伍整体素质入手，
把培养具备良好科学、人文素养，掌握
较强茶学技能、市场营销管理技能及
文化产业推广技能，并具有一定国际
文化交流能力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摆上重要日程，分门别类地组织开展
了评茶员、茶艺师两个工种的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工作，加强茶叶种植、加工
等方面人才培训，探索执业技能培训、
专业素质提升研修、应用型人才培养
等教育培训模式。协会成立以来，开展
相关专题培训 20 期（次），评定职业技
能人员 2970 人。

不仅如此，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还十分重视、支持引导茶企联合国内外
院所、高校开展合作，研究新技术，探索
新工艺，实施茶叶加工等成果转化项目
的对接，以前瞻眼光创新茶叶泡饮方
式，培育新一代消费群体等。

如今，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高级顾问，拥有团
体会员 460 多家，个人会员 2000 多人，
会 员 遍 布 海 峡 两 岸 、全 国 各 省（自 治
区、直辖市）及海内外，既有茶企、厂矿
企业、培训机构，也有院所、高校、事业
卫生医疗保健机构；下设专家委员会、
茶旅委员会、斗茶文化推广委员会、茶
叶加工委员会、包装委员会、养生茶委
员会、青年委员会、互联网委员会、茶
艺师委员会等 9 个专业委员会，涵盖全
国茶业全产业链的优秀专家代表；并
拥有《茶道》杂志、《说茶》传媒工作室，
书画院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等四
家服务机构，共同为推进茶叶科技创
新而不懈努力。

四、以茶为载体，打造两岸茶
叶交流平台，助力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两岸一家亲，亲望亲好，台湾海峡

隔不断两岸亲情。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茶业交流历史悠久，茶事活
动内容丰富。

据悉，台湾主要茶树品种、种植与
加工技术等皆源于福建，品饮方式也与
漳、泉相同，嗜好相似。而且，台湾植茶、
制茶的茶农，大部分是由福建安溪等地
移民去的。

可以说，茶是两岸血脉相连的历
史见证和情感纽带。为此，海峡两岸茶
业 交 流 协 会 还 专 门 设 立 了 青 年 委 员
会，积极开展与台湾青年茶人的交流
活动。截至目前，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
会已经连续牵头主办了 7 届“海峡论
坛”分论坛——“海峡茶会”，连续 11 届
参与主办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武夷
山），并通过联合举办“海峡两岸茶机
具博览会”“海峡两岸茶业发展营销创
新模式研讨会”“两岸茶王嘉义‘打擂’
赛”“两岸茶专家学者科技与文化探讨
会”“两岸千名茶农漳州赛茶”等活动，
深 入 开 展 与 台 湾 茶 界 的 技 术 交 流 合
作，推动运用台湾茶业的现代科技手
段开发利用闽茶文化资源，改变闽茶
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播方式，为
构建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
的新格局献策献力。同时，积极跟踪服
务闽台茶企业的健康成长，推动落实
同等待遇各项政策措施，促进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

五、加强党建引领，积极发挥
承担社团组织的职能作用

加强党的建设，注重党建引领。海
茶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发挥承担
社团组织的职能作用，在行业疫情防
控、公益慈善、扶贫赈灾、社会义务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海茶会将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茶”统筹理念
为指导，在农业农村部和福建省政府
双重领导下，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福 建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联 合 印 发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对海峡两岸茶
业交流协会合作共管的通知》要求，立
足海峡两岸，面向全国、覆盖一线，延
伸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以服务为宗旨，突出服务，做好服务；
凝心聚力，强化协会整体功能的发挥，
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未来，全力打造茶
文化推广、茶产业服务和茶科技创新
平台，争创 5A 级全国社团，为服务乡
村振兴、推动海峡两岸茶业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贡献更大力量。

□专题

“三茶”统筹谋新篇
——写在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换届之际

海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