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美食特产	

六安瓜片   

六安瓜片是国家级历史名茶，中国十大经典名茶之一。六安瓜片（又称片茶），为绿茶

特种茶类。采自当地特有品种，经扳片、剔去嫩芽及茶梗，通过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成的

形似瓜子的片形茶叶。“六安瓜片”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简介 

早在唐代，《茶经》就有“庐州六安（茶）”之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其著《农政全书》

里称“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明代李东阳、萧显、李士实三名士在《咏六安茶》中

也多次提及，日“七碗清风自六安”“陆羽旧经遗上品”，予“六安瓜片”以很高的评价；“六

安瓜片”在清朝被列为“贡品”，慈禧太后曾月奉十四两；大文学家曹雪芹旷世之作《红楼

梦》入竟有 80 多处提及，特别是“妙玉品茶（六安瓜片）”一段，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到了

近代，“六安瓜片”被指定为中央军委特贡茶，开国总理周恩来同志临终前还念唠着“六安

瓜片”；1971年美国前国务卿第一次访华，“六安瓜片”还作为国家级礼品馈赠给外国友人，

2007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并赠送由安徽省六安瓜片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的“特级六安瓜片”，由此作为中国国礼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见，“六安瓜片”

在中国名茶史上一直占据显著的位置。     

国礼茶证书“六安瓜片”驰名古今中外，还得惠于其独特的产地、工艺和品质优势。    

主产地是革命老区金寨县，全县地处大别山北麓，高山环抱，云雾缭绕，气候温和，生态植

被良好，是真正大自然中孕育成的绿色饮品。同时，“六安瓜片”的采摘也与众不同，茶农

取自茶枝嫩梢壮叶，因而，叶片肉质醇厚，营养最佳，是我国绿茶中唯一去梗去芽的片茶。    

“六安瓜片”炒制工具是原始生锅、芒花帚和栗炭，拉火翻烘，人工翻炒，前后达 81 次，

茶叶单片不带梗芽，色泽宝绿，起润有霜，形成汤色澄明绿亮、香气清高、回味悠长等特有

品质。正因为如此，“六安瓜片”茶既是消暑解渴的饮品，又是清心明目、提神消乏的良药，

更是消食、解毒、美容、去疲劳的保健佳品。     

国家茶叶博物馆馆藏证书   

近年来，“六安瓜片”经历了一系列的潮起潮落，其产量曾一度严重滑坡，为了使“六

安瓜片”老枝绽新蕾，切实改变其生产工艺简化、规格下降的实际情况，六安市委、市政府



 

做法二 

原料：     

八公山豆腐 250 克，熟笋 25 克，水发木二 50 克，虾籽 10 克     

制作过程：     

1、豆腐切块，下冷水锅中烧开捞起沥干。  2、笋切片，淀粉加水调成糊状。豆腐滚浆，

下 5 成热油中炸至黄金色。  3、虾籽、笋片、木耳下 5 成热油中煸炒，加入豆腐、调料和水，

再放入淀粉浆勾芡，炒几下即成。  青豆、香菇煸炒后加调料和鸡汤烧开勾芡，倒入虾炒均，

出锅装在燕窝内即成。 

第八章	名校展示	

皖西学院 

简介 

  皖西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省属综合性本科高校。学校坐落在有着优秀革命传统和

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安徽省西部城市——六安市，东距合肥 60 公里，西靠大别山。横贯全

境的宁西铁路和陆续建成的 4 条高速公路，使钟灵毓秀的古城六安交通更加便利。学校主校

区位于四面环水、风景秀丽的月亮岛上，校园内建筑设施、自然景观、人文气息相映成趣，

构成了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的湖中学府、滨水生态校园。 

专业设置 

学校有 36 个本科专业和 30 多个应用性专科专业，隶属于文、理、工、管、教、法、经、

农八大学科门类。学院一角现设有数理系、化学与生命科学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机械

与电子工程系、城市建设与环境系、政法系、中文系、外语系、艺术系、经济与管理科学系、

教育学院、体育系、专科教学部共 13 个系（院、部），以及基础实验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

心、图书馆等教辅单位。   

学院有汉语言文学、英语、思想政治教育、法学、公共事业管理、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生

物科学、动物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艺术设计、美术学、体育教育、音乐学、小学教育共 24 个本科专业以及计算机网络

与通信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城镇规划与建设、应用生物化学等 30



 

金寨一中 

学校简介 

金寨一中始建于 1949 年 10 月。1978年升格为六安地区重点中学。2001年 8 月，与拥

有 50 多年校史的金寨师范合并，组建新的金寨一中（金寨师范、金寨教师进修学校）。2002

年 5 月，经省教育厅评估认定为省级示范高中。   

所授荣誉 

金寨一中是省级花园式学校，省市级文明单位，学校党组织被评为市级先进党支部。    

金寨一中将以“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宗旨，抢抓机遇，求真务实，着力打造现代化品牌学

校。 

第九章	历史名人	

孙叔敖   

人物概况 

孙叔敖（约前 630－前 593），蒍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时期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

人，楚国名臣。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 601 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

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

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 

年少的孙叔敖 

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中写道“孙叔敖举于海”。  孙叔敖，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曾被举于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孙叔敖，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猎，蚡冒之后，

“世为列姬，国地朝廷”。祖父蒍吕臣曾官拜楚成王令尹。父亲蒍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

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孙叔敖出生于郢都（纪南城）  北海子湖边白土里（又称孙家山，

今雨台山附近，湖北荆州）。     

孙叔敖年少之时，遇见了一条两头蛇，蛇口中那红红的舌头使孙叔敖十分恐惧。孙叔敖

想起一个传说，就是谁如果望见此蛇，那么必死无疑。孙叔敖想，我怎如此不幸，居然碰巧

遇见这蛇，莫非天灭我吗？孙叔敖刚要逃走，却想到：如果我放走了此蛇，那么它还会再祸

害百姓的，反正我也肯定要死了，不如试一试能否杀死它，让它不祸害人民了。这个想法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