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振宇正在为来访的文化名人讲述普洱茶文化

只有了解茶，才能买到好茶，泡出香茶，品悟茶道

会品茶是人生的一件乐事，更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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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津城知名跨界生活家， 很难找到一个准

确的词语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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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郑振宇，他从事商业但不

算严格意义上的商人， 做艺展策划也不愿被概括

为艺术人士， 等到做自有品牌普洱茶时又不情愿

被人称之为“茶人”。 回归到生活，读书、写字、健

身、美食等，亦都被他视为人生的重要内容。

“文化生活”是当下的热词，但人们如何创造、

进行和享受文化生活，却少有人探讨与追究。 这

是个问题，并同样地摆在郑振宇的面前。 举起茶

杯 ，他猛然发觉了 “还原文化生活对接方式 ”的

渠道———中国茶。 因为喜欢普洱茶，他数攀云南

老山，实地考察古茶树，跟着制茶老师傅修习制

程。 这期间，他记不得自己喝过了多少茶 ，研读

了多少资料， 只记得愈深入愈会不禁感叹杯壶

间的天地是那么无比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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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他见证了普洱

茶市场的一轮波峰，见识到各路人马的各种玩法，

“讲的故事一套套，最终不过是营造商市气势”。他

自觉“不应埋没普洱茶的文化审美”，有责任做“本

真茶人”。 于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推广茶道文化的前提是尽可能地扩大基础

人群。 人群越广泛， 文化推广才能更普及、 更深

入。 ”郑振宇做“茶人”后，常常被盛情邀请到各个

活动与场合欣赏茶道表演。 “我发现提起茶道，大

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穿着汉服、 席地而坐、 青烟袅

袅。 但中国茶文化，真的只是这样子吗？ ”

在制茶之外，他开始着手开发茶具。他阐述自

己的文化观点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审美感、神秘

感、 庄重感”。 “市场构建的普洱茶生态的根在商

业，而我的核心思路是回归文化。 ”郑振宇时常会

想象古代士家文人， 那些读书人到底是怎么喝茶

的？ “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要还原古代文人的生活方

式。 ”他认为虽不能将目前极具仪式感的茶道表演

以对错论之，但茶归根到底还在品饮。

为了调动大众对茶的兴趣， 郑振宇还策划推

出“个性普洱”。 “我会选择不同的类型、工艺和叶

型的普洱茶， 让饮茶人根据自身口味偏好自行搭

配。 希望以此来激发人们对茶文化的兴趣。 ”为了

打破人们对普洱茶“高大上”的刻板认识，他准备

于明年推出价格适中的“普洱花茶”，旨在让更多

人体味到“普洱的本真和包容”。 他笑说，“所做的

一切创新与努力， 最终不过是为了文化诉求———

通过品茶，找寻自我的生活态度。 ”

茶道为径 追寻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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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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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舒扬

品茶是人们在紧张生活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状态

茶韵之道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精粹

从爱茶人蜕变为懂茶人，关键在于掌握品茶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