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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间隙，窦晓雨盘玩起手中的一串菩提佛珠来，准确点说，学名是星月
菩提，正好应了她此时的心境——心悦菩提，明心见性。

窦晓雨坦言，做茶3年，刚开始温杯、投茶、注水、泡茶时，常常是把茶
拨、茶荷、盖碗、公道杯等器皿弄得叮当作响，但其实不能有任何声响，这力道
全掌握在茶艺师的手腕和指间。泡茶正如做人，反观她的前半生，最大的变化在
于心境的改变，告别做女工时那终日匍匐在缝纫机上的叮当作响，找回平静。

这里的力道，也全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
起初，她所掌握的关于茶的知识、茶的历史、茶艺方法都是4S店老板告诉

她的，老板也喜欢喝茶，空了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教她一些技巧。教得多，也教
得混杂，窦晓雨觉得，茶艺的门道还是要系统地去学习。

考茶艺师证书，她也犹疑过，因为2017年曾经沸沸扬扬了一阵子的，茶艺
师资格证取消又保留事件。

2016年12月，在人社部公示的国家职业资格许可证名单里，茶艺师资格
证不见了，郁闷的，不平的，吵闹的，众说纷纭。两个月后，人社部在官网发
布了一个说明，增加了茶艺师资格证，将它归口到了餐饮服务人员一类里，又
增设了一个难度更大、更专业的资格认证：评茶师。

把茶艺师纳入餐饮服务人员，与服务员等同列，这无疑好比将九重天上的
仙女，扯回了地面。

不过，在窦晓雨眼中，系统性地学习任何与茶相关的知识，是绝对有必要的，
考试教材之外，她还会翻翻陆羽的《茶经》、赵佶的《大观茶论》等论茶典籍。

中国现如今的茶艺按照表现形式可以分为表演型、待客型、营销型、养生
型四种，窦晓雨学的是待客型——一名主泡茶艺师与客人围桌而坐，一同赏茶
鉴水，闻香品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茶艺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可以自由
交流情感，切磋茶艺，探讨茶道精神和人生奥义。

她就碰到过不少客人来这里倾诉人生烦闷和工作压力。这时候，她更多的
是充当一个倾听者，适时地为他们递上一杯温热的茶汤，以作宽慰之用。

现在，窦晓雨正在考评茶师的证，这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吃辛辣、
不喷香水、不涂脂抹粉，用最纯粹的味蕾去品最纯正的好茶。对于想要了解的
职业，窦晓雨环顾四周，告诉我其实品茶空间的设计也很有讲究，做空间设计
不易，做茶空间设计更是一种挑战。

不如吃茶去
记者 王心怡

杨晋良有片茶园，在海曙龙观
乡的一隅向阳的山上。旁人都称呼
他为“老杨”，我们便也随着这么叫
了。

冬去春来，老杨的茶园，安静
中透着鲜活雀跃的劲儿。仔细听，
那是千亩春茶破芽的声音，氤氲了
一整个冬天的生命叫嚣着、蹦跶
着。生命总是这样周而复始，五龙
潭生态茶园也不例外。

在茶女拈枝头采春茶前，老杨
总会请来大师为茶园诵经祈福，祈
求一种百障拂去后的和泰安详，这
番意味像极了佛家的一句妙语：七
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
偈，不如吃茶去——豪饮七大碗玉
液琼浆固然滋味无穷，但比不上品
一小壶香茗的真情趣；拥有千百条
高僧的偈语又如何？参尽枯禅皆不
是，还不如放下一切。

走，喝茶去。

情根深种
老杨祖籍河北，在山西长大。
不同于晋商周转于山西老陈醋、平遥牛肉、交城骏枣的事业，老

杨祖上四代从事的都是与茶叶有关的生意。
小时候，父亲就带着他出入过大大小小茶园，教他怎么鉴别茶

叶，父亲粗壮的大手拢住茶叶反复揉捻的场景，和土层深厚、土体松
软的质感一道，成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彼时，老杨脑海里，
所有对茶叶的认知都是模糊的，靠的是父亲的经验，而学习到更加系
统的知识则是在他考上原浙江农大茶学系后。

在他眼中，茶叶有着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融为一体的
反差萌，“它属于初级农产品的一种，透过它叶片的纹理，你仿佛能看
见勤劳务实的老农民身影，可它又与‘琴棋书画诗酒茶’相提并论，
你仿佛也能嗅到围炉煮茶、琴声幽幽、棋逢对手的文人气息。”

矛盾吗？其实不然，老杨想打造一个以茶为纽带的茶文化慢生活
农场，让更多人享受到原生态的美好。

提到做生意，老杨很拎得清。
包下一片茶园，你不可能期待着它一年后就有产出，老杨说，往

往要到第三年，甚至是第五年之后，才些许看到好的苗头。所以，茶
叶这生意并不好做，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进去。

于是，老杨前半辈子长达三十多个年头里，一直经营的是生产厨
房电器的小工厂，待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了，再把自己覆进茶叶种植、
流通的产业链中去。

2012年是那个转折点。
经过多地走访考察，老杨与另两名同学共同在龙观乡投资，承包

千亩茶园，成立了一个集生态种植、初制、精制、生产加工、研发、
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性茶业企业——五龙潭茶业公司。

挑定龙观，费了老杨不少心思。整整三年，他辗转于余姚、慈
溪、奉化、象山的山山水水间，几乎宁波当地所有有山有茶的地方都
跑遍了，直到遇见了海曙龙观——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三见相许。

“不论是光照、雨水还是土壤，四明山脚下的这块地都算得上是得天
独厚的。”老杨说，“经过专家检测，龙观出产的茶叶符合有机茶标准。”

最初老杨做的大量工作是改种换植，进行土壤改良、引进优良品
种，从追求产量向提升质量转变。为了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他种过
玉米、高粱、小麦，后来引入了包括我国首个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黄
色系白化茶“御金香”等在内的多个新品种。目前，五龙潭茶业的产
品有绿茶、红茶、白茶、黄茶，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级比赛金奖。

老杨手中的一碗茶汤不简单。
“撇去整碎、色泽、嫩度、条形、净度、汤色、香气、滋味、叶

底几项评判茶好茶坏的指标后，茶其实更为感性，尤其当它会讲故事
时。”

让茶讲故事，便有了后来的主题田园民宿“向阳舍”。
杨晋良以及11位合伙人众筹总共投资了上千万元。这12个人来

自宁波、杭州，也有定居国外的，有做金融、大学教授、高管的，也
有从事教学、设计、股权投资的，可以说，职业棱角在慢生活面前慢
慢褪去，乌托邦一点点闪烁着理想国的光芒。

说是民宿，但其实更像是一方原生态农场。
依山而建的农场由民宿、有机农场、生态茶场构成，后面是苍翠

群山，前面有缓坡茶山虚掩，还有山间水库支流横穿，紧邻交通主干
道，静而不偏。

一天清晨，你从一卧软榻中醒来，洗漱完，你信步来到油菜花
田，撷取一朵嫩黄插入鬓间，这片油菜田几个月后还能榨出纯正的菜
籽油，不远处是一汪池水，鸭子悠游自在，它们的排泄物还能成为边
上稻田的纯天然肥料。

老杨说，通过生态的多样性达到小范围内的生态平衡，是他们期
许的原生态、健康、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

当然，“向阳舍”里还藏着12位创始人的私心。等老了，大家携家
人而来，在这抱团养老，有茶、有地、有朋友。因此，“向阳舍”最重要
的一则入住条件为：以家庭为单位，同样爱好大自然、向往乡村生活。

多年后，城里人老杨活成了地地道道的山里人。
他致力于打造的“茶文化主题”慢生活方式背后，是一条集茶叶

种植、生产、研发、销售、展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成熟的休闲生活
为一体的“茶文化产业链”。

大抵是越来越接近他心目中生活的样子，最近的老杨，正在揣摩
应该如何去“挑战”一种观念——“现在，更多的人认为茶是小众
的，是有钱人才喝得起的东西，这无疑是将茶‘妖魔化’了，我要把
它从过于文雅的境地‘拉’回土地里，回归它接地气的本质。”对于
想要了解的职业依然是茶有关的茶艺师。

向阳而生

泡一壶人生浮沉
记者 王心怡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初见窦晓雨时，她着一身中式旗

袍，及腰的长发散落在脑后，声音温
软，举止轻柔，充盈着美感。

听我说到胃不好，她便拾起茶拨，
拨动5克正山小种到茶荷上，铁青带
褐，还浮着一层油润感。随即，茶叶被
投入盖碗中，水刚好开了，汩汩泄下，
盖碗闷住三秒内出汤，是谓温润泡——
揉捻过的茶叶舒展姿态，这第一泡茶汤
发挥出应有的色、香、味。

第一泡茶往往是喝不得的，第二泡
才是分茶、品茗的开始。像窦晓雨这样
的茶艺师们，大多数被训练出了泡茶的
手法，奉茶的姿势，侍弄杯盏，眼波横
流，轻言细语，巧笑倩兮。

不过，相比于“泡茶”一词，窦晓
雨更喜欢用“做茶”，有一种用心经营
的意味，就像她的人生。

入门
品尝窦晓雨做的这杯正山小种，我仿佛透过唇齿间的芬芳，看见武夷山层

峦叠嶂的绿色中，河湖溪瀑纵横交织，猕猴松鼠星星点点，正山小种茶在高山
里遗世而独立。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眼前的窦晓雨与茶艺师的调性极为契合，可三年前，她还是一名在服装厂

上班的工人。
流水线上的女工，大多是没有太多情绪的，她们只知道每天早晨从组长处

领来一定数量的衣服，后面的一天都消磨在缝纫机“哒哒哒”抽动的机械声音
中。窦晓雨当时被分到的是压双线的活儿，就是衣服袖口处常见的两条平行
线，“不用任何技巧的工作，把人活成了机器，日复一日。”

她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小一点的厂子里，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边工作
边照看”，而放弃这个工作也是因为“可以带孩子的工作还有很多，为什么要把
年纪轻轻的自己绑在缝纫机上？”

窦晓雨转行了。
她在58同城上找工作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家4S店里招茶艺师，算是4S店

的增值服务之一，让客人打发车子维保过程中的闲暇时光。招聘启事上，“工作
较轻松，不会可以学”几个字让她眼前一亮。不是没有顾虑，毕竟当时的窦晓
雨是真的觉得，茶是有钱人才喝得起的东西，茶艺是文化人才能把玩的乐趣，
高中都没毕业的她和茶，和茶艺八竿子打不着。老公听说她要去学茶艺，也是
连连摆手，笃定她干不下来。

最后说服她的还是自己，“各行各业都是靠手脚吃饭，我凭什么就比别人低
上一等了？凭什么就不能学茶艺了？”

尝试了一个月后，窦晓雨逐渐喜欢上这个工作，她觉得整个人活过来了，不
再是因为“工作轻松，可以带孩子”，更多的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

用盖碗泡茶，首先要练的功夫便是如何在盖和碗之间开出一道恰如其分的
缝隙，缝隙太大，茶叶会随着茶汤淌出来，缝隙太小，茶汤又沥不干净，影响
下一泡的口感。

其次，泡乌龙、老白茶的时候，注入的往往是一百度的沸水，闷过三五秒
后，水蒸气直冲盖碗顶端，那是最烫手的时候。窦晓雨说，盖碗再烫手，茶艺
师都不能摔了它，为了练好这个，她的手一直是红的。不过，她现在已经能熟
练地抓住这几秒时间，开缝隙、沥茶汤一气呵成了。

改变

■你点我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