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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要说现在哪位作家最受年轻人的欢迎，除
了被年轻人亲切地称为“潦草小狗”的余华，就
是史铁生了。“《我与地坛》治好了我的精神内
耗”“每一句都刚好说到你心坎里”，话题“全网
嘴替史铁生”更是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

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某视频平台发布
了一则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抖音上
最受欢迎的10部经典名著中，作家史铁生的代
表作《我与地坛》位列榜首，史铁生也因此成为
该平台最受欢迎的作家，其中，相关视频最高
收看者竟然都是“00后”。

史铁生何以走“红”互联网，成为最受当代
年轻人欢迎的作家，并被他们亲切地称为“嘴
替”呢？这其中既有短视频、直播、综艺等多种
形式的助推，也是他饱含哲理的文字获得青年
读者情感共鸣的结果。

去年，一档读书类综艺《我在岛屿读书》让
史铁生再一次走进大众的视野。节目中，余
华、苏童等一众老友聚在一起，聊人生，聊文
学。在他们眼里，即使经历那样的遭遇，史铁
生也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恶意的人，连
怨言都没有，他身上有一种向死而生、蓬勃向
上的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吸引了众多年轻
人的目光。

“初读不识书中意，再读已是书中人。”“如
果能晚两年学史铁生的文章，我一定不会到现
在才发现他的价值”……史铁生的作品不仅因
其文学价值受到欢迎，还因其能触及年轻人内
心，激发他们对生命、命运和个人价值等方面
的深度思考，其中流露出的坚韧、豁达和顽强，
通过短视频平台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共鸣，而这
种情感的连接正是推动阅读的重要动力。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难以获得片刻喘息
的年轻人在史铁生的笔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地坛”。无论是感慨过往瞬间的“十年前的子
弹射向眉心”，还是“我虽然身在轮椅之上，但
我的心依旧可以驰骋于无垠的天地之间”这样
向命运发出的呐喊，这些清醒直白的文字击中
年轻人的内心，给予他们生命活力。

“史铁生”现象并非个例。据相关统计，
2023年某视频平台读书类内容数量增长922%，
读书类作者增长779%，《百年孤独》《活着》《额
尔古纳河右岸》等经典好书再度爆红，《赶时间
的人》《翦商》等小众新书也频受关注，文学奖
获奖作家、出版社纷纷入驻视频平台，为年轻
人阅读经典注入更多活力。

正如社交平台热评的那样：“倘若你觉得
人生幸运，那么，你应该读读史铁生；倘若你觉
得人生充满不幸，那么，你一定要读读史铁
生。”在当下这个读屏时代，无论是通过何种方
式，能够推动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近经典、
重新思考阅读与生命的意义，正是互联网存在
的意义，也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史铁生
成了年轻人的“嘴替”？

□记者 杨颖琦 文图

▲资料图

从前，茶为国饮，但好
茶者众，懂茶者寡。在今
天，随着围炉煮茶、“新中
式”茶饮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开始喝茶、品茶，
将茶融入自己的生活，茶艺
师这一职业也越来越受到
大家的欢迎。近日，记者走
进肖佩茶艺工作室，了解茶
艺师这一职业背后的故事。

““8080 后后””茶艺师肖佩佩茶艺师肖佩佩：：

讲好讲好““一杯茶一杯茶””的故事的故事

与茶结缘

当“茶艺师”三个字浮现在记者
脑海中，首先出现的画面是：气质温
婉的女子正在用精致的茶具，不疾不
徐、行云流水地泡着茶。而现在，越来
越多茶艺师的涌现，让这种想象成为
现实。

备器、布具、温具、置茶、醒茶、摇
香、冲泡、出汤、奉茶、品茶……在一
间充满雅韵古风的茶艺工作室中，茶
艺师肖佩佩正在为学员展示茶艺手
法，行云流水，茶香氤氲，为这个初冬
增添了一份暖意。

“客人进店后，我们首先会询问
客人喜欢哪款茶，再针对每款茶的特
点，用特有的冲泡技艺去冲泡，将它
最好的风味呈现出来，让客人品尝。
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肖佩
佩说，茶艺师在泡茶过程中，一方面
可以让顾客知道自己适合哪款茶；另
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茶艺师的输出，
让顾客了解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茶艺师与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
遥远，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得
多。”在肖佩佩看来，饮茶与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第一眼见到肖佩佩，就
被她身上古典优雅的气质吸引，她沏
茶的动作柔美，如行云流水，给人一
种宁静淡泊的感觉。谈起与茶的缘
分，肖佩佩连说是个“意外”。

2006年，21岁的肖佩佩第一次对
茶艺有了认识。每天都从茶馆路过的
她，不禁被氤氲的茶香吸引，更被里面
优雅的茶艺师及其精湛的茶艺所折
服。就此，便开始与茶的不解之缘。

“进入这一行的门槛其实并不
高，但想要更加专业的发展，就需要

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她深知，要想学
好茶艺，讲好“这杯茶”的故事，就必
须要先将自己“这桶水”装满。

为此，肖佩佩报读了茶艺课程，
在中国茶叶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进行
系统学习。在长久的积累和学习中，
肖佩佩对茶有了细致的辨识：哪些茶
需要高冲，使其翻滚，加速茶中内含
物质释出；哪些茶需要用水慢慢浸
润，既不影响茶底的观赏价值，又能
保持茶汤的口感……在细品轻酌中，
办好一家工作室的思路也在她的脑
子里愈发清晰。

2013年，初出茅庐的肖佩佩参加
运城市首届茶艺技能大赛就夺得了
冠军；2016年，在第三届全国茶艺职
业技能赛山西分赛中，她和她的团队
获得团队赛第一名……

伴茶同行

2020年，肖佩佩将中心城区南街
的一个小院租了下来，将自己刚成立
一年的工作室搬了进来。今年，她又
将隔壁院也租了下来，打通两个院
子，将每个房间重新设计、粉刷一遍，
设置成不同功能的茶室。茶室里不仅
摆放有精致的茶具，还有学员们的插
花作品，每间茶室都迸发着无限生
机。

在这个小院里，除了学习茶艺的
学员，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朋友们，
除了交流茶艺，大家还可以学习书
法、花艺等各种艺术，欢声笑语充斥
着整个小院。

“学茶艺就是为了磨炼我的性
子”。“90后”陈程辉是肖佩茶艺工作
室茶艺班的学员，在这里已经学习了
两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她跟着肖佩

佩了解茶的种类、功效等基础知识，
也学习泡茶技艺、礼仪和茶席布置
等。现在，她正在为茶艺师资格证考
试做准备。

“我平时就喜欢喝茶，在日常的
工作中也需要为大家备茶。因为平时
工作节奏太快，我也变得越来越急
躁，所以趁最近工作告一段落，就想
让自己停下来一段时间，打算在‘茶’
里熏陶一下。”陈程辉说，“学习的这
段时间里，我了解了不同种类的茶，
以及茶背后的茶文化，还通过‘茶’这
个媒介，认识了很多有着共同爱好的
朋友。”

现在，陈程辉每次出门和朋友见
面，都会在包里放一两包茶，见面地
点也从咖啡厅变成了现在的茶室。

“之前朋友们在一起时，都只是简单
地喝喝茶、聊聊天，现在在聊天过程
中，我会向大家讲他们适合什么茶，
怎么泡茶才能发挥出茶最好的滋
味。”在她的影响下，身边的朋友也开
始了解并喜爱上茶。

“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年轻人学
习茶文化很‘土’，那是大家对茶文化
的刻板印象。茶，既是与我们生活息
息相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可
以坐在一起品读人生的‘一杯一盏’。
茶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和品味，还
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它所承载的文化
内涵需要我们这代人去传承和发
展。”肖佩佩说，“我就是从‘茶’里受
益的，‘茶’让我不再急躁，做事也更
有条理，所以我也希望将这份力量传
递给更多人。”

在肖佩佩眼里，制茶是用顺叙的
手法去讲茶的故事，每一个细节、工
艺都将影响茶的品质，而茶艺师则是
用倒叙去还原故事的前因，通过冲
泡、品鉴，让顾客了解茶树、产地、工
艺，甚至阳光、雨露。好工艺是茶艺师
泡好茶的基础，而茶艺师给制茶师的
反馈也必不可少，两者相辅相成。

“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重要的一支。”未来，肖佩佩对自己的
要求是将茶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年
轻人爱上茶艺，传承专业的茶艺，让
更多人从“茶”里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