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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克兰，黄巧玲建立点茶驿站——

“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点茶之美”
本报记者 杨 宁

结缘茶道，传承文化

黄巧玲祖籍广东，饮茶是她日常生
活的重要一部分。移居新西兰后，她偶然
了解到宋代点茶网络课招生信息，马上
报了名，加入宋代点茶传承班的线上学习。

在新西兰，不容易找到点茶工具。黄巧
玲说：“为了不耽误课程进度，我只能先用
抹茶茶粉和茶具作为替代。”

初学时，沿袭古法的点茶练习让黄
巧玲头疼不已。炙茶、碎茶、碾茶、罗茶、入
盏……每一道工序都是对耐力的极大考
验。茶粉调膏、击拂技巧、注水手法的练习，
对气息控制、感悟能力和个人毅力等方面
有极高要求。

为掌握点茶技艺，做到茶汤纯白、沫
饽“咬盏经久不散”，黄巧玲勤学苦练。她
说：“学习点茶是一个复杂又枯燥的过程。
茶粉要精确到零点几克，每个动作都需要
重复练习数月，每次练习完都感到手酸无
力。是对中国茶文化的热爱，支撑着我坚
持了下来。”

3 年后，她的点茶技艺和实践达到非
遗传承人宋联可撰写的《宋代点茶传承体
系》标准。黄巧玲成为宋联可的入门弟子，
加入了江苏省镇江市宋代点茶传承团队，
成为一名宋代点茶技艺海外传承者。

“师父希望我将点茶文化带到海外。”
黄巧玲说。宋代点茶传承团队的使命是

“让点茶成为令世界尊敬的中华茶道”，这
启发她探索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的更多

可能。“我计划将来到加拿大生活。如今
身在新西兰，我希望将自身所学传递给
年轻侨胞，让宋代点茶文化在新西兰得到
传承。”

参加新西兰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中
心的交流活动时，黄巧玲遇到了自己的学
生——痴迷于传统文化的胡若鋆。

“老师展示了宋代点茶的工具和步骤，
我立即被这种特别的茶文化吸引了。”胡若
鋆回忆，宋代点茶激发了她的学习热情。刻
苦练习后，胡若鋆正式拜黄巧玲为师，也加
入了传承者的队伍。

展示茶道，受到喜爱

2020年，黄巧玲在新西兰筹建了宋代
点茶奥克兰驿站，胡若鋆协助管理。她们深
入新西兰各个社区、学校展示点茶。精致的
茶台、独特的茶艺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侨胞
和外国友人。

“这个茶具叫什么名字？”“茶具很漂
亮，在哪里可以买到？”每当点茶结束，观众
都会饶有兴趣地围着点茶台提出各种问
题。胡若鋆说：“遇到特别感兴趣的观众，我
们会邀请对方亲身体验点茶。我总会听到

‘原来点茶这么难’的感叹，但他们那股认
真劲让我感受到大家的由衷喜爱。”

一次活动中，一位新西兰老先生在点
茶环节结束时才风尘仆仆地赶到。黄巧玲
回忆：“老先生听闻有中国宋代点茶展示活
动，特意远道而来，希望能观赏、品鉴。于
是，我重新布置茶座，为他点了一盏茶。他

品尝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表示不枉来这
一趟。”

今年，胡若鋆接到了中国驻新西兰使
馆举办的“茶和天下·雅集”活动任务——表
演宋代点茶。时间紧迫、演出经验不足让她
压力不小。她说：“担心在台上出错，我找老
师补了课，又熬夜整理出点茶的文言文资
料，翻译为白话文后，再译为英文，希望能
从容应对现场观众的提问。”

当天表演结束后，嘉宾上前品茶，纷纷
称赞胡若鋆展现的风雅与茶艺。“直到那
时，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深感荣幸与
自豪的胡若鋆更加坚定了传播点茶文化的
决心。

每逢当地学校假期，黄巧玲与胡若鋆
都会前往各个学校，开办点茶体验课。“有
些外国学生对点茶很感兴趣。每次体验课
后，总有不少学生表示想要深入学习点茶
技艺。看到点茶那么受欢迎，我打心眼里高
兴。”黄巧玲说。

守住根脉，改良创新

“曾有观众好奇地问我，点茶是不是日
本的。我解释说，这是中国宋代点茶，并向
他介绍了中国点茶与日本抹茶的关系和区
别。”黄巧玲说，“近年来，随着多部中国古
装电视剧热播，宋代点茶被更多中国观众
所熟知。但在海外，宋代点茶的知名度还不
高。宋代点茶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有责任在
海外将其发扬光大。”

每次展示点茶，从服饰妆发、茶座布置

到点茶步骤，黄巧玲与胡若鋆都会努力仿
古，并穿插讲解宋代点茶的历史和文化内
涵，希望现场观众能多感受点茶的魅力。

对于胡若鋆而言，点茶带来的文化归
属感，是她坚持学习和传播点茶文化的重
要动力。“在海外生活，我常常怀念家乡的
文化氛围。老师带我进入了宋代点茶的世
界。茶台前几小时的静坐，能让我在与中华
传统文化的对话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归属
感。”她说。

如何拉近海外民众与宋代点茶的距
离，是黄巧玲与胡若鋆格外关注的问题。

“谈到咖啡拉花，很多人都熟悉。但鲜有人
知的是，千年前的中国宋代，点茶中的茶
百戏就已将在饮品上作画这件事做到了
极致。”黄巧玲说。

“注汤幻茶成诗成画。”仅用茶、水二物
便能在茶汤中显示文字和图像，外国观众
总忍不住称奇，师徒二人也不断创新。除了
写汉字、画山水的传统茶百戏外，她们将毛
利文、英文、当地符号等新西兰元素融入茶
百戏，拉近与外国观众的距离。

考虑到茶汤口感并不适合所有人，黄
巧玲与胡若鋆便努力创新口味。黄巧玲介
绍：“击拂打出的茶沫类似于当今茶饮中流
行的‘奶盖’。我们正尝试与咖啡师合作，将
点茶‘奶盖’与咖啡结合起来，让大众更易
接受。”

为进一步提升点茶文化知名度，她们
还加入新媒体赛道，开通了小红书账号，
上传点茶活动的图片和视频。胡若鋆说：

“我们希望通过社交平台，传播点茶文化，
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点茶之美。”

“白乳浮盏面，如
疏星澹月。”宋代点茶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润
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之列，流传千年，
是中国茶文化的典型
代表之一。

在新西兰，黄巧玲
加入宋代点茶的传承
队伍，建立点茶驿站、
传播点茶文化，将中国
点茶之美传扬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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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第44届华埠夏令会举办

近日，美国芝加哥第44届华埠夏令会在华埠永活街
举行。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边志春、库克郡委员会审
计和财务委员会主席、11区区长代表、参与协办或赞助
单位的代表出席开幕式。

夏令会设立 70多个展台，有美食、生活用品及民族
工艺品等各类摊位以及“儿童天地”游乐场。各族裔民族
舞、中国功夫、现场乐队演奏及亚洲特色歌舞登上大会
主舞台展演。

边志春表示，夏令会是芝加哥中国城最重要的传统
活动之一。夏令会不仅成为当地各族裔民众感受中华文
化、品尝中华美食的特色品牌活动，也成为展示华人社
区积极向上、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为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社区团结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中国侨网）

开普敦华侨华人文化交流中心启动

近日，南非开普敦华侨华人文化交流中心正式启
动。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尤文泽出席启动暨剪彩仪式，
对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集资创建文
化交流中心的开普敦侨团、侨胞以及提供大力支持的
国内相关单位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文化交流中心发
挥传承中华文化、加深中南文化交流的示范作用。

开普敦华星艺术团团长董钢介绍，中心集舞蹈训练
室、多媒体教室和中文图书馆于一体，旨在为当地华侨
华人尤其是华二代、华三代提供学习中文、借阅中文图
书的公益场馆。中心的中文图书馆将与开普敦市政图书
馆联网，让当地更多中华文化爱好者从中受益。中心正
式运营后将开展各类中华才艺培训班和讲座。

据悉，开普敦华侨华人文化交流中心占地 240 平
方米，有中文藏书 5000 余册，建成后将成为开普敦地
区华侨华人及南非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公
益场馆。

（据中国侨网）

加拿大6名华人获“红枫传奇”人物奖

近日，6名在不同领域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尽心竭力
服务社区、对加拿大社会作出贡献的华人在多伦多获颁
2023年度“红枫传奇”人物奖。加联邦参议员胡元豹等多
位加政界人士、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程洪波、香港驻
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巫菀菁以及加各界代表约
400人出席本届颁奖晚会。

颁奖嘉宾胡元豹表示，对优秀华人的表彰有助于加
拿大社会更好地了解华人的诸多贡献。相信这一奖项将
激励更多华人不懈奋斗，在成就自身事业的同时贡献当
地社会，提升华人形象，助力中加关系发展。

获奖者之一丹尼尔·关-沃森表示，自己的祖父在百
年前来到加拿大，历经磨难。先辈的坚毅精神将激励华
人后代继续努力前行。另一位获奖者林风云表示，得悉
自己获奖后，其供职的媒体发起慈善广告活动，已为多
伦多知名华人慈善机构颐康基金会募得善款数万加元，
用于增建长期护理院。

（据中新网）

近年来，浙江省缙云县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家乐和
民宿经济，让绿水青山成为带动村民致富
的金山银山。

上图：近日，游人在缙云县仙都景区
板堰矴步桥上行走。据悉，该桥建于清初，
75孔，长115米，宽0.60米，高0.80米，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左图：缙云县溶江乡新西坑村一座座
错落有致的七彩房屋与层层叠叠的梯田
竹海相映成景，成为“网红”景点。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中医文化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是中华民族的一大
瑰宝。多年来，不少华侨华人将中医带出国门，造福更多
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捷克，华人叶一帆创办中医诊所、
进行中医教学，努力让中医疗效和健康理念惠及更多海
外民众。

深入钻研，打牢基础

叶一帆在捷克长大，但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
厚。高中时，他与一名赴捷克交流的中国中医教授结识。
深切感受到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后，他有了“研习中医”
的愿望，决定报考湖南中医药大学。叶一帆回忆：“华侨
华人联合招生考试对我颇具挑战性，我必须加倍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顺利入学。

学习了理论，但缺少临床经验的他想要证实中医疗
效：“中医真的那么神奇吗？”大五时，叶一帆到湖南中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习，患者的积极反馈给出了答案。

“看到患者康复后的笑容，我切身体会到中医的魅力。”
他说。

“中医的疗效很好，应该把它带到捷克！”大学毕业
后，叶一帆回到捷克。为了兼收并蓄、弥补短板，他又到
当地大学学习了西医临床课程。

2019年，叶一帆在捷克布拉格创办中医诊所时，遇
到了诸多困难：“当时，中医在捷克是新兴医疗，被视为
替代疗法，民众对中医知之甚少。之后新冠疫情暴发，我
的诊所也受到影响歇业了。”

2021年，他到捷克另一家中医诊所工作，积累了关
节疼痛、腰椎间盘突出、妇科等诊治经验，为重新开办诊
所打下了基础。

融会贯通，赢得认可

起初，捷克民众对中医不甚了解。事实胜于雄辩，受
益于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疗法后，很多患者口口相
传。目前，在叶一帆的诊所，90%的患者为捷克当地人。

“有一个家族的成员普遍患遗传性偏头痛。从老人
到小孩，我都进行了针灸治疗。他们的症状从每周痛几
次减轻为每月或半年痛一次。”他介绍道。

“捷克患者的许多病症与生活习惯有关。”叶一帆发
现，“许多人在天气不热时就换上了薄衣，使得风湿性关
节炎、胃肠道应激性反应等疾病有机可趁。”

中医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叶一帆常向患者普及
气血、饮食寒热等知识，建议他们加强疾病预防。“他们
大多会采取我的建议并取得不错的效果。”他说。

面对疑难杂症，强调“治本”的中医很难一次见效。
叶一帆回忆：“曾有一名三叉神经痛患者找到我，希望一
次性药到病除。我向他解释了病因，告诉他要采取阶段
性治疗方法。4个疗程后，他的症状减轻了。”

叶一帆的诊所精于中医，也融合了西医技术和理
论。治疗关节性疾病时，诊所采用西医仪器设备辅助治
疗。今年5月，叶一帆学习了针灸与运动医学的中西医融
合治疗方法，并将其投入运用，颇有成效。

中医教学，传播文化

治病之余，叶一帆还将中医文化带进捷克布拉格孔
子学院课堂，向学生传授中医知识。

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观念，捷克学生难以理解，
叶一帆便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日出代表阳，日落代表
阴。食物也分阴阳，阴性的食物性凉，能消火去燥；阳性
的食物偏热，刺激性强。”不少学生积极发表见解，课堂
互动效果很好。

相较于理论，学生更难掌握的是中医治疗手法。以
针灸为例，穴位高低和扎针深浅都让学生感到头疼。叶
一帆在详尽的知识讲解中穿插直观的案例展示。他说：

“我将治疗床带到教室。一次上课时，班上有偏头痛的学
生，我邀请他协助教学，用针灸为他治疗，他立即感受到
了疗效。其他学生也看到中医的神奇，产生了更浓厚的
学习兴趣。”

除了中医知识，叶一帆还向学生介绍中国的太极拳
等保健运动，与他们相约早起到公园锻炼。闲暇时，他深
入社区，举办公益讲座，介绍穴位按摩等自助手法，将中
医文化带入公众日常生活。

叶一帆介绍：“我的学生有康复治疗师、病理学者、
眼科医生等。他们学以致用，将中医疗法应用于相关领
域，让中医文化得到了更广泛传播。”

华人中医叶一帆——

在捷克传播中医文化
睿 加 江 悦

人在画中游人在画中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