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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叫我“朱老板”
但我更喜欢叫我“朱导”

调制一份“赵盼儿”同款点茶
青春力量跨越时空与衢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话

在金华兰溪市，有一家叫“兰庆鸡子馃”的小吃店，老板叫朱兰庆，做鸡子

馃的手艺堪称一绝，是兰溪鸡子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还有另

一个身份——拍客，不少作品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朱兰庆说，他们总是客气地

叫我“朱老板”，但我更喜欢他们叫我“朱导”。

从2006年至今，朱兰庆的镜头里，有尿毒症患者，有半脑瘫女孩，有曾经

的洪湖赤卫队队员等。“镜头是我的第二双眼睛，透过这双眼睛，紧紧锁住平凡

生活的每一个感动瞬间，记录下身边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最想做的

事。”朱兰庆说。

有些故事，只有黑夜知道
“深夜来临，一些你意识不到的平行世界

正在缓缓拉开帷幕。被夜幕遮蔽的故事发生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生
活同样值得被记录。”朱兰庆会不时回忆起第
一次拿起DV，记录蜷缩在兰溪街头的那对
母女的往事。

2006年一个冬天的夜晚，街边还堆积着
残雪，小区围墙的缝隙中，有几株腊梅在寒风
中兀自盛放。打烊回家的朱兰庆注意到街边
一处茶叶蛋摊位，一旁一张躺椅上躺着一个
女孩。好奇牵引着朱兰庆走向摊位，而回应
朱兰庆好奇的是母女俩的沉默。

从那以后，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朱兰
庆每次经过母女俩的茶叶蛋小摊时，总能看
见那张熟悉的躺椅。有时候女孩躺在上面，
神情痛苦，有时候女孩帮母亲张罗摊位生
意。终于有一天，朱兰庆了解到那对母女的
情况。女孩名叫阿莲（化名），父母离异，是
一名尿毒症患者，跟着母亲生活。母女俩不
愿让更多的人知道阿莲患病的实情，害怕人
们知道女孩有病后，不买他们的茶叶蛋和粽
子。

朱兰庆觉得应该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也
是从摆摊卖小吃起家的，看到她们，如同看到
了自己摆摊8年风吹雨打的过去。”

那天晚上，朱兰庆又一次在茶叶蛋小摊

前停了下来。他了解到，因为没有钱，女孩血
透总是延期，她经常胸闷，就只能躺在躺椅上
休息。

“这么年轻，应该有美好的将来，有无数
美好生活的可能。”尽管没有任何摄影天赋和
拍摄基础，朱兰庆还是拿起了家中那台DV
机，将镜头第一次对准了芸芸众生。

“从早上出摊，到半夜里收摊，去医院血
透，点点滴滴都拍了下来。”朱兰庆回忆，那一
周几乎天天都在下雨，出摊的路上，阿莲裹着
雨披躺在三轮车上，母亲奋力骑着三轮车。
纵然三轮车上撑着很大的雨伞，雨仍然无情
地横扫在雨披上，滑进女孩的衣服里。一次，
车子的链条掉了，妈妈跨下三轮车，弯腰去装
链条，雨水淋湿了她的后背、裤子、鞋子。母
女俩的艰辛，朱兰庆看在眼里，越发坚定了帮
助她们的决心。

历经一周的跟踪拍摄，阿莲的故事终于
完成，朱兰庆将作品命名为《我相信明天会有
阳光》。

“这不仅是我对她们母女未来生活的期
盼，更是我拍摄视频的初衷和梦想。”阿莲的
励志故事引起了诸多好心人的关注，纷纷向
她伸出援助之手。同年，这部作品在中央电
视台举办的“平安中国·平安家园”DV大赛
中获得了人文类三等奖。

“偷师”横店影视城

如何让大家都能在接地
气的镜头中感悟人生百态，是
朱兰庆从拿起DV机那一刻
起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了
学习拍摄技巧，朱兰庆决定到
横店影视城“偷师”。

“之前到横店总是跟着人
流去景点游玩，现在我总是往
剧组里钻。”摄像机云台转动
的角度是他“临摹”的标尺，导
演与演员说戏的细节是他学
习的课本。“有时剧组怕剧照
流传出去，把我赶走，所以‘偷
师’的每分每秒对我来说都十
分宝贵。”朱兰庆说。

技巧可以通过学习和经
验积淀，但心与心的沟通往往
比技术更重要。“心心相融，才
能抓住每一个生活中让人动
容的细节。”在朱兰庆看来，比
他技术好的人全中国有很多，

“我的优势是在心与心相通的
基础上进行拍摄。”

朱兰庆拍摄养成了一个

习惯，在拍摄之前从不提前写
好剧本。“最好的剧本就是生
活。”朱兰庆说，很多人对拍摄
其实是反感的，他们不想把自
己的生活展现在大众面前。
他就软磨硬泡、将心比心，总
是将拍摄压在最后一步，而先
以朋友的身份和他们交流，尽
自己所能帮助到他们，用真诚
叩开他们的心扉。

“到最后，很多人都会成
为我的朋友，互相加上微信，
逢年过节嘘寒问暖。看他们
生活一天天改善，我内心为他
们高兴。他们总是客气地叫
我‘朱老板’，但我更喜欢他们
叫我‘朱导’。”

在技术和真诚的双向加
持下，越来越多作品应运而
生，《矮人阿擦的故事》《煎饼
西施》《甜蜜的街头探戈》……
这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都被
搬上了央视的荧幕，帮助改变
了一些无助者的命运。

熟悉的镜头 让公益视频传播更接地气
西门城楼、中洲公园、步

行街……镜头中，是兰溪人熟
悉的城市风景和熟悉的乡音。

《陷阱》是兰溪政法委与
兰庆民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推出的“平安兰溪”系列
微电影之一，讲述的是没有固
定收入的小帅，有强烈的消费
需求，因而误入校园贷陷阱的

故事。朱兰庆将镜头对准芸
芸众生之余，也拍摄社会公益
宣传视频。朱兰庆将他关注
生活中真实细节的手法运用
到公益视频拍摄制作中。

“公益宣传的本质是摆事
实讲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让更
多人了解到应该怎么做。但
摆事实讲道理不能直白表现

出来，而要讲故事。”
没有条条道理，没有谆谆

教诲，朱兰庆镜头中的公益宣
传与一般的公益宣传相比略
显“跳脱”。拍摄之前，他会去
相关部门询问案例，在案例的
基础上进行艺术宣传和本土
化改造，将普罗大众最熟悉的
一面展现出来，直击他们内心

深处的柔软，让大家感受到这
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这就
是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
事，以起到警示作用。

朱兰庆说，自己一个人能
给予他人的帮助是微不足道
的，而通过视频拍摄传播，社
会中迸发出来的爱心是无限
的，能帮助到更多人。

叶德贞告诉同学们，研究点茶
技艺曾带领他走上了内心的另一种
奇峰。那时，他走访了很多很多茶
商，研制了很多很多款茶，最后才找
到自己想要的原材料，并且制作了
现在的一些茶品。整个过程当中，
感悟到极度安静的心境。

“传承茶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
叶德贞的应答是，学习茶文化

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好地得到
滋养。当代社会发展比较快，如果
说有机会去感受一下茶文化这种慢
生活，可以更好地修复和去除自己
的心伤以及社会的纷杂。古人说茶
是可以清除烦恼的，每个人在每个
年龄段每个处境下都会有自己的烦
恼，茶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让
大家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下得到片刻

的安宁，感悟生活。传承中华茶文
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民
族的使命感责任感之所在。

在叶德贞老师的指引下，队员
们暂别了生活的纷扰，沉下心来，点
一盏茶，在拿起与放下之间，思考着
生活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是一个地域的特色标签，而点

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茶文化的最高
峰，在衢州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深度
的滋养与灌溉。历经千年，点茶这
项本属于宋代的极致美学又通过非
遗匠人之手，在现代社会散发出了
独特的魅力。

青春力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
越时空的对话，让柯山点茶在浩瀚
的人间烟火之中熠熠生辉。

■金妮

碾茶、热盏、击拂、水痕……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中，

赵盼儿的“点茶”技艺让国人大开眼界，亦因此，宋代“神仙快乐水”

和宋代文化现象引来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暑期，怀揣着对点茶的浓厚兴趣，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

院“团青百年颂，衢风遇非遗”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前往衢州市柯城

区，拜访柯山点茶非遗传承人叶德贞，向他学习茶艺，感悟中国茶

文化的魅力，在拿起与放下之间，思考生活的意义。

南宋时期点茶技艺已臻于成熟
叶德贞是衢州常山人，国

家一级评茶技师，柯山点茶非
遗传承人。柯山点茶技艺是衢
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以其独特的制作方
式与味道，在一众非遗项目中
脱颖而出。

叶德贞为同学们讲述了点
茶的历史。

据介绍，点茶的文字记录
最早出自于宋徽宗的《大观茶
论》，其详细描述了点茶的方式
与流程，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
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

术的发展状况。到了南宋时
期，点茶技艺已臻于成熟。束
口盏也在此时成为点茶的专用
器具。

不同于一般的泡茶，点茶
需用茶粉，而茶粉来自“团
茶”。同学们近距离欣赏了堪
称艺术品的“团茶”。

制作团茶，过程比较繁琐，
从采茶、研磨、捣碎，到加水、脱
模、烘干，总共要耗时五到七天。

实践队员们动手体验了茶
叶的挑拣、茶粉的研磨过程，最
终收获了一小罐茶粉成品。

等它沉下来，闻到的便是花香
实践队员们本次学习的重头戏

是《梦华录》中赵盼儿同款点茶！
点茶之前最重要的一步，便是

烫茶盏和烫茶筅。它除了清洁消
毒，更重要的是为保持茶、盏同温，
以获得最优体验。

叶老师一边介绍一边演示：“取
粉一般来说是0.6克到1克，开始时，
茶粉的香味是很冲的，这个时候不
适合点茶。慢慢地等它沉下来，闻
到的便是花香，这个时候我们才开

始点茶……”
第一汤是调膏，要调如溶胶，

水要少，调膏对点茶影响最大，膏
调得好，后面点茶才更容易出彩；
二汤是唯一可以加多水量的过
程；三汤注水讲究的是多寡无浅；
四汤加水也要少一点，此时水位
已经较高，所以要采用“拂”的手
法；五汤水就更少了，随着水量增
加，茶的颜色显得更白；第六、七
汤则是看情况注水，此时若沫饽

看起来已经又厚又稠，即可停止
拂动，这时的茶汤很厚，细腻的沫
饽溢满于盏面，以茶筅拂动沫饽，
使沫饽在盏的周围回旋不动，这
叫咬盏……

一盏好茶绝对不是靠单次打
出来的，需要靠不断变换的层层叠
加的手法。

叶老师展示完毕，大家开始尝
试点茶，过了些许时间，同学们每
个人都有了一杯自己亲手点的

茶。
接下来，队员们体验了与赵盼

儿同款的“茶百戏”：用茶匙在茶汤
上作画，呈现出茶中有画、画中有茶
的意境，极具美感。队员们在茶面
上绘出了党徽纹样，以表达“永远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

在亲自学习点茶技艺之后，大
家方知这样一盏好茶汤的来之不
易。于是静下心来品味一盏好茶，
透过茶香慢慢体会人生百味。

在拿起与放下之间，思考生活的意义

■记者金钧胤

朱兰庆

柯山点茶非遗传承人叶德贞 筛茶粉 学生制作的茶百戏

挑拣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