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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如蕙：
想让更多人体验宋代点茶的乐趣

如蕙说，就在8月15日前后，宋
联可老师带着青少年学生们参加第四
届韩国仁川青少年国际交流活动时，
表演了茶道节目《清歌清茶》，首次在
国际舞台专业展示宋代点茶。她作为
师姐，则是早在2022年就被请进了上
海进博会，利用宋代点茶技艺，创作了
多个茶汤画（在用点茶技艺调好的茶
汤上，注水或作画，点成各种精美图
案），吸引了众多与会人士的围观和关
注。

如蕙介绍，除了“了易茶寮”的茶
空间，她还在武进湖塘、新北区和天宁
区焦溪镇、西太湖，包括外省都有授课
点。从2020年以来，已经培训了茶师
数百人。而她的家庭因为受她的影
响，同修传统文化，常一家三口坐在一
起边吃茶边聊天，她的儿子因为兴趣，
不但向母亲学习了宋代点茶并拜家
师，考到了三级少儿茶艺师证，而且爱
好古琴和中医，现在更是成了母亲的
好搭档，只要他有空，都会在点茶课开
始前抚琴几曲。丈夫则热衷于研究与
茶有关的紫砂及玉石沉香。

暑期的最后两周，如蕙的课程已
经排满了。“能让更多人喜欢上茶及
宋代点茶，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
我的人生价值就是最美好的。”为了
这个实现这个目标，如蕙一直在践行
茶之道。

本报记者 舒翼 图片 高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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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遗宋代点茶首批传承师、全国青少儿茶艺
高级培训师、常州市茶艺大赛优秀指导老师、2022年
上海进博会茶人等10多个头衔里，赵唯佳最看重的
是非遗宋代点茶首批传承师。她把点茶作为专精的
方向，想让更多人能够深入其中，体验别有韵味的惬
意生活和让传统文化落地的智慧。

赵唯佳，字如蕙，大家都尊称她

为如蕙老师，了易文化主理人。她

的“了易茶寮”开在运河五号旁边，

成为茶友们聚会的好去处。8月15

日上午，炎热依旧，趁着店里空闲，

她在自己丈夫的陪伴与儿子的古琴

伴奏下，研习起了宋代点茶技艺。

“前段时间，刘亦菲主演的《梦华录》

爆火，就是说的北宋时风物与生活，

片中还有点茶的特写镜头。这也让

我深入钻研点茶不同流派技法，重

新思考点茶在当代社会传承及传播

的意义及方式。”

“80后”的如蕙是个土生土长的常
州人，做生意结识很多朋友。她经常会
与朋友们聊天喝茶，越喝对茶越感兴趣，
开始自学与茶相关的各类知识，再去考
级各种技能。朋友也会拿自己的茶来，
请她分辨好坏，请她推荐哪种茶好。

从10多年前开始，如蕙就迷上了
茶，开始四处拜师学习，跑去无锡、浙
江等地，与当地的茶师交流。结果发
现茶也有不同流派，各有不同的饮茶
表达方式和内涵，越交流疑问越多，得
知有台湾或日本的知名茶人来内地交
流，专程前往，她还专门去找禅师请
教，获得了很多教益和感悟。

2020年，她拜镇江非遗宋代点茶
传承人宋联可为师，作为入门弟子系
统学习点茶道。“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很
严格，用汤瓶往茶盏里注水，对水线的
粗细、倒出的时间都有要求；茶勺舀茶
粉，练习目测精确毫克；每天都进行点
茶打卡和评比，同门之间互相切磋点
茶及茶百戏技法……师父的细致要
求，使我技艺有成，成了师父的首批七
名出师弟子之一。”

回到常州后，作为有师门传承
有资质的点茶师，如蕙正式把点
茶作为自己的职业和事业，以茶
载道，想让更多人体会到点茶和
茶的魅力。如今每逢夏令营，她
都会在开营时，和学生们分享发
生在去年的一件小事“点茶与学
霸”的故事。

“去年6月，就在中考前几天，一
位好友来了易喝茶时，提到了自己
的苦恼。”原来朋友的女儿小琳即将
参加中考，可平时学习成绩总在前
几名的小琳突然变得不愿意去学校
了，任凭家长和老师怎么劝说都没
用，且拒绝多说话，就想送她来如蕙
这里，帮着开导一下。

小琳来的那天，如蕙正在上点
茶课，就请小琳坐下平静地听课。
在品茗时，如蕙以茶为媒介，寻找
恰当时机，与孩子交流起来，问她
茶是什么味道，小琳回答先苦后
甜，小琳也敞开心声：因为是尖子
生，她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结果面
临中考时因为自我加压过大，整晚
睡不着。体验了点茶课后，她觉得
非常放松，可以真实表达对茶的感
受，而不是只有标准答案。心中阴
云散去，说到后来小琳都流泪了，
压力完全释放了出来。茶喝完了，
小琳回去了。

中考过后，朋友说小琳考得非
常好，作文《方寸之间天地大》就是
写的一盏清茶品无尽人生，讲了茶
对自己成长的启发和感悟，甚至还
能复写出来送给如蕙。现在每次开
班讲完这个故事后，和孩子们展开
对传统文化的交流，都能激发他们
学习点茶的兴趣和文化自信。

如蕙说现在常州的茶艺师数量无法
统计，她自己就是专门做宋代点茶及茶
艺师教学培训的，多年来每次开班几十
人，其中一半人学会后就成了她的同
行。都说同行相轻，如蕙坦言确实有过
这种感觉，有些同行会把她当成竞争对
手，她的回应方式是以诚相待、将心比
心。“上课时会全部传授，让大家看到我
的真诚，是真的想弘扬宋代点茶和茶道
文化。”此外，她还会对学生从业提供专
业的建议和指导。

“我从来只关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
深入扎根，不会在乎外界的看法与评判，
保持内心不动，像茶一般应时而生、随缘
而品、无论以何种饮茶方式都不减本滋
本味。”如蕙说，正是凭着这种心性，很多
外省同行前来进行茶艺教学交流。这让
她发现当今的茶艺市场，同质化的内容
太多，从业人员的入行门槛低，竞争压力
大，而她因为深入传统文化，才能在点茶
及茶文化的外在形式被他人Copy走之
后，依然能有自己的吸引力。

如蕙在给孩子们讲授点茶时，除了
手把手地指导，还会引导孩子们拓展思
维，把茶看成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
载体。“比如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人是
谁？第一个写茶经的人？再引导他们知
道中国有哪些文化经典。”她会教孩子们
以茶为师，从鲜叶被采下，经过炒制越变
越紧，磨成茶粉，加水点茶，变成了全新
的文化形态，是人们的雅性之一，从而让
孩子们知道外界的规章与压力，和自身特
点相互促进互相影响就能拓宽生命的价
值。“很多家长和我交流，说孩子们很喜欢
上我的茶课，经常讲茶如何是老师，观察
仔细，也变得愿意与外界接触，说起话来
含有一定的哲理，有的孩子因此要家长买
《道德经》回来读，很有古时哲人的风范。”

对茶的痴迷，
促使她去学了宋代点茶

点茶与学霸的故事，
她每次上课都会讲

教导学生从来倾囊相授，
人品如茶才能做好自己

授课点开到了四面八方，
有丈夫儿子相伴其乐无穷

需要多少茶粉，目测后一舀即得。

如蕙在研习点茶技法

如蕙用点茶技艺创作的茶汤画

如蕙正在给孩子们讲述点茶那些事儿

如蕙（中央站立者）在进行点茶技艺培训如蕙（左三）在上海进博会上进行点茶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