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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茶叶协会
主办

茶叶在冲泡时出现的泡沫主要
是茶叶中含有茶皂素，茶皂素有很
强的起泡能力。但其在茶叶中含量
很低，对茶叶的色、香、味等品质不
产生影响。因而无法从泡沫的多少
看出茶叶质量的好坏。

雕花木门、琴声悠远……在咸安金桂
西路，一家茶馆悠然静立。推门入内，茶馆
之中茶叶、茶具一应俱全，古筝、书案摆放
有致，墨香、茶香浮动于室。迈进最里间的
茶室，一位身着素衣的美丽女子静坐于一
桌茶席之后，随着她行云流水般的冲泡动
作，一杯茶仿似开出了一朵花，满室流香。

女子是茶馆的主人，名叫余婷。她因一
把壶而与茶结缘，因一杯茶而踏上茶路，历
经了九年旧梦，依然不忘初心，终于开了家
所念所想的茶馆。

十四年前，16岁的余婷正是花一样的
年纪。当同班同学在学校里备战高考的时
候，余婷却主动提出了辍学。她说：“并不
是不想学。我的父亲，当时只有他一个人，
肩负起整个家庭的开支。我上面有两个姐
姐在读大学，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如果我也
考上了……”

2000年的广东，正是茶文化的发展初
期。16岁的余婷，在这时离开了家乡，来到
这座城市，进入一家酒楼工作。酒楼的老
板喜爱玩紫砂，每天会用毛巾、养壶笔细细
地去擦拭货架上的每一把壶。

直到一把“倒把西施”出现在货架上，
余婷被它的别致可爱所吸引，便模仿着老
板，每天拿养壶笔去刷。一个月以后，这把
二十块钱买回来的壶，竟有顾客主动提出
来三百块能不能卖。余婷在欣喜同时又很
疑惑，好奇心的驱使，让她踏上了去了解紫
砂，去探究茶叶的道路。

在当时，很少有私企老板愿意送员工
出去培训，特别是冷门的茶艺。余婷的老
板，却看到了她身上隐藏的“茶魂”。他主
动联系上当时广州最好的茶艺老师，送余
婷去学习。

学习初期，余婷只觉得理论知识枯燥
无味，泡茶动作拖沓繁琐，对于茶的口感，
也停留在入口苦涩上。直到老师摆开茶
具，拿出一款凤凰单丛，它干豆角一样独
特的外形，以及高昂的售价，勾起了余婷
的好奇心。她不由得去联想它的制作过
程，试着分析它与市面上常见的铁观音的
差别何在。

“那杯单丛，虽然入口苦涩，5秒之后
却立即回甘。直至那一刻，我才明白老师
当初所讲的层次分明是怎么一回事，才明
白什么是茶的味道，并一发不可收拾的爱
上了茶。”余婷说，两个月的培训期很快到
了，对茶痴迷的她却决意继续深造。

离家五年，这最后一年，她跟着恩师

李飞，作为主办方亲眼见证了广州第一届
茶艺表演大赛的启动。也是这一年，选手
们的精湛表演所带来的震撼，让她萌生了
终身从事茶艺，并自己开茶馆弘扬茶道的
梦想。

21岁的余婷，她的茶馆之梦还未来得
及发芽，就从咸安老家传来了二姐病重的
消息。重情重义的余婷陪伴着姐姐，照顾
到术后康复，并留在了家中。

“看不到茶文化的影子，更没有茶艺表
演一说。”余婷笑一笑，她说既然家里的茶
文化还没有形成气候，她就等。只要坚持，
梦想总能开出花。

这一等，晃眼就是9年。9年里，余婷
换过很多工作，她嫁人、生子，与人合伙开
了茶庄，又按照大股东的思路加盟大益普
洱做“炒货”。开茶庄时，余婷接待过光着
膀子坐进店里，坚持用大杯子大口喝茶的
茶客；卖大益茶时，她又见证了10万的货，
转手就卖出20万高价的疯狂炒作。

“这些都不是我想象之中的茶馆的样
子。我喜欢慢生活，喜欢茶文化带来的人
生感悟。茶馆，应当是一个能让人心沉淀

下来，去为文化沟通搭建良好平台的这么
一个场所。”余婷说，这茶馆，并不是自己
的。一家自己都找不到归属感的茶馆，又
靠什么去留住茶客？她突然，就醒了。

余婷非常相信缘分，就好像她与如今
的慕茗茶居，冥冥之中也有缘。去年年底
她来时，几家小铺面又脏又破，可是她往店
门口一站，脑海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了茶
馆的样子。那是9年前就构思好了的，与这
儿恰恰契合。

手上只有六千元现金，余婷就四处去
找合伙人，向亲戚朋友借。为了节省装修
费用，她自己拖沙、拖水泥、刷油漆、搬
砖。她从没抱怨过辛苦，只反复说，一路
下来遇到很多贵人，感谢他们给予的各种
帮助。

“但是，首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
自己得要去做，我们自己得有这个信念。
你什么都不干，别人看不到，就算有贵人
在你的旁边，他也不会来帮你。”余婷说，
天道酬勤、人道酬诚、商道酬信、业道酬
精，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她都将茶馆开
起来了，而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许一盏清茶 绽一路繁花

咸安女子情迷茶道缘结茶馆
记者陈婧 本报讯（记者 陈婧 通讯员 雷该

翔）近日，赤壁羊楼洞古镇这条百年老
街，再现了的昔日繁华。国际茶叶委员会
分别授予赤壁和羊楼洞古镇“万里茶道源
头”和“世界茶业第一古镇”荣誉称号。

羊楼洞是青砖茶的原产地，已有两
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公元1736年,羊楼
洞商人雷中万开办“羊楼洞茶庄”，后又
将“羊楼洞茶庄”更名为“洞庄茶号”。所
产砖茶“以莲花为案，以洞庄二字为识”，
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有“砖茶之源，
百年洞庄”之说。

羊楼洞古镇在中国茶业发展历史上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片面积不足
0.7平方公里的土地，曾汇集了来自各俄
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各个国家的精英
商贾，行成了一个人口逾四万的“中国大
茶市”。

1996年，羊楼洞被列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200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重点
保护单位。2010年12月，羊楼洞被国
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

在参观了羊楼洞明清古街以后，国
际茶业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深有感触
地表示：“赤壁茶文化源远流长，这里是
真正的万里茶道的源头。大名鼎鼎的赤
壁青砖茶也是中国黑茶的代表之一，应
该打造赤壁国际品牌，让赤壁进一步融
入世界，让世界更加亲近赤壁。”

一把“倒把西施”

一杯“凤凰单丛”

一场“九年旧梦”
一家“慕茗茶居”

羊楼洞荣膺
“世界茶业第一古镇”

本报讯（记者陈婧）11月12日，赤
壁市领导赴武汉与湖北省文化促进会就
万里茶道文化挖掘与弘扬、深化交流与合
作进行商讨。期间，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
副主席、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熊召
政将其为2015国际茶业大会所作的《万
里茶道赋》手卷正式赠送给了赤壁市。

一首《万里茶道赋》、一幅《万里茶道
全图》，唤醒了历史的记忆，品味了曾经
的辉煌。赤壁羊楼洞作为中俄万里茶道
重要源头和中线节点城市，在承载“长江
经济带与万里茶道”振兴战略中负有重
要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赤壁市坚持以茶为媒、文化
为魂，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
机遇，依托丰富的茶资源和深厚的茶文
化，打造百亿茶业、挖掘千年茶史、复兴
万里茶道，造福亿万民众。在成功举办
2015国际茶业大会、第二届长江文化论
坛、第三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
国青（米）砖茶交易会之后，正朝着将赤
壁市打造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砖茶
生产、加工、销售、展示中心而不断努力。

赤壁挖掘弘扬
茶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