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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小记者活动的主题是“茶艺

品茗”，我们的讲解员在永康日报 8

楼进行现场演示泡茶。讲解员给我

们讲解了我国茶道的悠久历史，还给

我们看茶道的图片。

我国茶道文化有几千年之久，堪

称国粹，了解茶道，也了解中国大地

悠久的茶文化。之后讲解员把我们

分成两组，第一组喝功夫茶，第二组

喝烤茶，我参加了第一组。

讲解员首先拿来开水温茶具，并

将温茶具的水倒入大碗，然后润茶，也

将润茶的水倒入大碗，最后将开水倒

入茶具内静置片刻，再将茶水倒入小

杯内让我们品茗。此时的茶在杯中颜

色红亮，气味芳香，味道醇厚，第一泡

的茶就让我迷醉，第二泡、第三泡喝起

来更是有一种口舌生津的快感。

经过一个上午的学习，我对茶文

化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就这样，

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充实

又有意义的活动。

本报小记者 朱俊翰

2018年 12 月 30 日，小记者们和

茶道中人一起学习中国文化艺术—

茶道。

茶，被认为中国文化艺术得一

种。茶的源流也是属于中国，世界上

最早和茶有关的书—《茶经》就是唐

朝的陆羽所著。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茶之源流。

唐代茶可以像粥一样，用来煮，所以

叫煮茶，又名“茗粥”。

唐朝的茶大多是青团饼茶，吃茶

要先将茶块敲下，然而不是沸水滚

泡，煮时要加盐。说到盐，茶都有寒

性，在宋朝以前喝茶都一定要加椒姜

桂盐，只不过喝茶方式不同而已。

宋朝的喝茶方式叫“点茶”，也是

一种较烦的喝茶方式。宋徽宗赵佶，

他也曾写过一本与茶有关的《大观茶

论》，被世人铭记。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将以前

那种麻烦的喝茶方式彻底废除，把喝

茶方式换成了散茶，简单了不少。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

帝，分别推广了普洱茶、贡茶、茶马古

道，让老百姓夏喝龙井，清爽至极，冬

喝普洱，温暖心间，就像一部《红楼

梦》，淡淡尝一口，令人流连忘返，回

味无穷啊！

中国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

史。茶道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极

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它

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千古传统，它的

美、它的意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宝

物。

本报小记者 胡雨馨

茶道

2018 年 30 日上午，寒风就像利

刃一样刺骨。我们却在永康日报社

温暖的教室里了解茶道。

茶道是我国最好的饮品。茶文

化源于我们中国，后来传入日本，日

本仿照茶道做出了抹茶。

茶叶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龙井

茶、红茶、绿茶、普洱茶等。龙井茶驱

火解暑。夏天喝可以降暑。普洱茶

却是暖体的，冬天适合喝。

喝茶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老师说

她的家乡在云南，就和我们介绍了泡

茶的过程：首先把陶瓷烤烫再把茶叶

放进去，把茶叶烤脆加沸水倒进杯子

再把茶倒进小杯，水不可以用自来

水，必须是纯净的山泉水。

茶的种类有：白茶、黄茶、红茶、

绿茶、黑茶和清茶。这些茶都传播到

了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

中国茶文化反映出中华民族的

悠久的文明和礼仪。经过今天学习

我们初步了解了一点。

本报小记者 周梓琛

品茶

正值永康举办博士大会之际，

永康日报社小记者团邀请到了杨浩

博士与小记者们开展面对面交流活

动。

上月 30 日下午，我来到永康日

报社 8 楼大厅。一位瘦高，戴着眼

镜，温文尔雅的年轻人，站在了我们

的面前。在报社工作人员的介绍

下，我们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今

天的主角——杨浩博士。据杨博士

自述，其专业是计算机，现在浙江传

媒大学工作。

我们最好奇的是这两个问题：

一是，当初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当博

士？二是，考博士的时候难不难？

杨博士一一做了回答：“我小时候比

较调皮，根本就没有过这样远大的

理想，但是我身边的几个表哥学习

都很厉害，懂事一点以后，便把他们

当成了自己学习的榜样，经过努力，

最后考上了博士。考博士是难的，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努力，就

一定能成功。”

这次博士大会，一共邀请了三

百多位博士回老家来，可见永康是

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我们要以这

些博士为榜样，脚踏实地好好学习，

争取将来也荣登博士榜。

本报小记者 胡晏玮

2018 年 12 月 30 日，永康日报

邀请了杨浩博士与小记者们进行一

场面对面交流会。此次交流是为了

让同学们了解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同时也为了激励更多的同学学习杨

浩不怕困难的精神。

交流会首先由杨博士做了一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杨博士满怀

激情地给我们上课，最后是我们小

记者的提问时间。

小记者们踊跃提问，我紧张地

问了博士一个问题：“博士，怎样才

能考上博士呢？”杨博士耐心地给我

们解答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通过本次交流，我学到了许多

平常生活中学不到的知识，我会把

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运用到学习和

平时生活中，让自己变得和博士一

样优秀。

本报小记者 胡佳瑜

大雪纷飞的冬日，博士大会召

开后，不少人舍不得离开美丽的故

乡，选择逗留在永康几天。2018 年

12 月 30 号，永报小记者团请来了杨

博士，给大家开讲座。

温暖如春的教室里，小记者们

欢快地讨论着博士的样貌。在大家

阵阵欢呼声中，杨博士出现了。

杨博士先做了自我介绍，他是

石柱镇下杨村的人，全名杨浩。

讲座开始后，杨博士用生动的

PPT 对他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做出一

个概括，小记者个个全神贯注，眼睛

一眨不眨。

讲座结束时，大家都一副意犹

未尽的表情。

本报小记者 胡晶晶

与博士面对面交流

高举努力旗，勇登博士榜

大雪纷飞的冬日

与博士的亲密接触
永康市博士大会于近日隆重召开。大会期间，博士杨浩与永报小记者面对面交流。小记者们以孩子的视角关注博士论坛大会。采访前，小

记者们对问题进行了精心准备，列好了采访提纲。杨浩对于小记者们的提问也是有问必答。会后，杨浩建议小记者们多了解家乡的文化，参与
户外活动，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做一个热爱学习、热爱家乡的好少年。

2018 年 12 月 30 日，永康市茶文化研究会成员应潇给小记者们上了一堂中国茶文化文化体验课。在应潇老师的指导
下，小记者们体验了中国烤茶以及泡茶礼仪，本次活动拉近了小记者们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切身领略了茶文化的博
大精深。小记者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与快乐，还提高了动手操作能力。

初尝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