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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青白
□□ 刘刘汉俊汉俊

■本版主编 周 颖
■美术编辑 杨 数

人在岸上走，心在江中游。未了青山昌南柳，春水醇

如酒，满目一片美好。

昌江是一个可以随处系泊，任你陶醉的在水一方；东

埠是一座可以随时出发的古码头，不问你从夏的哪个序

曲中驶来，也不知道你要去商周的哪个春秋；浮梁是一处

可以安顿你身心的渡口，撑一支长篙，便去了秋水之洲。

冬虫在栖息，夏草在密语，挤挤依依的蒹葭露了新芽，静

好在这里打盹，美好在这里散步。

昌江是景德镇的母亲河，东埠是浮梁县瑶里镇的一

条古街。这里适合独行。一脚踩在街上，顿觉自己成了

古人，只听得自己的心跳，在遥远的街那头，扑扑地响起，

隐约，古董，若无。苍苔涂着苍苔的颜色，斑驳打着斑驳

的补丁，给我的尘心上了一层釉色。脚下瓷片堆积，远处

古道依稀。沿山径小路走向幽深的古境，是碎片叠着残

片的记忆，一转身又回到斑斓的现实，在历史剧与现实剧

中切换，自己是自己的观众。一江山的洁净之气，弥漫在

满是清凉的水面，荡漾，化开，隐归。江畔有曲曲折折高

高低低的石板路，路上有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辙痕，古老

的印痕里储过风、藏过雨，遥对过岁月星辰，今天是暂停

的磁带，掩着沉默的金口，不说话。沿岸有木屋石房和吊

脚的江上阁、苇中庐，像画。依庐品茗，把盏问古，可以让

心沐浴、让性修炼，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适合坐禅、发各

种呆，唯独没有不可以。人世间的美好，不仅在繁华处，

也在僻静处，不单在喧嚣时，也在阑珊时；不止于眼前面

前脚跟前，或许在古老的遥远的幽深的依稀的过去，过去

的某一天、某一刻，瞬间成追忆，刹那间来到你的眼前，只

要你愿意。这种美好，既在人为，也在天成，更在随心。

此刻的，一个人的昌江，没有人的昌江畔，便是这样的美

好处。

唯有美好的风物，方有美丽的器物。万千美好浓缩

于一掌，是掌中的瓷。

美瓷是劳动的产物。

优质的高岭土被开采下山，由挑夫们肩扛背驮到江

边，装上了船，长篙轻点，驶达江边溪边某处。有水碓屋

和它勤奋的主人，以及主人家着青花布衫的村姑，在劳

作，在轻歌，在等你。汩汩的水流，不断线地从高处跌落，

冲撞着永不停歇的水车叶，敲打着一对此起彼落、不知疲

倦的木槌；以恒久的节奏、亘古的旋律、不变的乐调，把土

石块舂打成粉齑，把满山满水的岁月捶成一团泥、一块

砖；像在山涧之中，哼着一支古老的，老得连自己名字都

忘了的歌。

瓷土们经过网格的筛选、去杂质，在冰冷的静水里淘

洗、浸泡、沉淀，制成浆、切成块、印成砖，排成行、围成堆、

码成墙，静静地等，等装船出发，分赴无数的各色的制坯

机上去。作坊里，有无数双粗糙却灵巧的手在等待、在忙

碌。淘泥摞泥一阵捯饬，拉坯印坯一顿忙乱，一番精心地

修坯塑形之后，完好的胎坯们被小心翼翼地或驮或挑，安

放到一个干燥通风的房间，晒干晾透吹净，待遇像骄傲的

公主。捺水后开始画坯。描花、雕花、刻花，各有精彩。

心有多巧，画有多妙。来鸿去燕流水绿，宿鸟鸣虫落花

红，虾蟹三两笔，嵯峨几抹峰，灵动鲜活跃然笔下，是诗，

是画，是无声的歌。

彩绘后上釉，吹釉、蘸釉、浇釉、补釉，让此刻的瓷表

釉彩达到最佳效果。将釉彩注入瓷器内部，进行一阵子

各个角度各个角落的均匀晃荡，这叫荡釉。风干凝固后，

一只只、一排排、一片片的瓷品五彩缤纷争奇斗妍地娉婷

着，玉立着，静候钦点，盛装待发，仪式感超强，像选美现

场。然后装坯进窑，经高温烧炼成瓷。出窑便一个个沉

鱼落雁、闭花羞月，潋滟芳华、雍容仪态，落满全世界惊叹

惊艳惊羡的目光。没有人知道，此前高烧、炼狱、淌泪、裂

骨、变形的痛苦。只看彩虹，莫问风雨。整个过程，被明

代科学家宋应星描述为“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

克成器”。每一道工艺，都是一次重生。千锤百炼方为

瓷，浴火弥坚终成器。一切的美好，都是劳动的产物。

美瓷是科技的产物。

制瓷材料是关键因素。景德镇瓷工在元代时发明了

将高岭土加入瓷土的二元配方法，制成的瓷胎黏性更高，

烧造出了质地优异的青花瓷、卵白瓷。成品要过硬，材质

是根本，这种新的配方，是对坯料材质进行长期探索、比

较、分析，改进优化的结果。景德镇特有的高岭土色白质

软，容易分散悬浮于水中，有很强的黏合力和黏结性、耐

热力和耐火性、抗压力和可塑性、电绝缘性能和抗酸溶

性，以及很低的阳离子交换量，是一种富有生命能量的物

质。这些物理化学性能，是最优瓷土的必备条件，而一般

黏土不具备。

制瓷工艺决定成败。制陶的火温多在七八百摄氏

度，而烧制瓷器则需要一千二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制

坯、上釉、烧制全过程，每一道工艺都须加小心，一着不慎

皆成废品。瓷器较之陶器，在感官上有明显的不同，视之

有别，外观更为精致；抚之有感，质地更为坚硬；敲之有

声，音色更为清脆。釉料取自于含有氧化钴的青料，高温

后呈蓝色。浮梁当地产陂塘青、石子青等，是宋青瓷的主

要颜料。“回青”是元代时从蒙元势力控制下的伊尔汗国

进口而来，来自穆斯林聚居区的这种青料，也称“回回石

头”，“回青”幽箐深翠，色泽深灰，往往要与本地产石子青

混调使用。元朝时有输入、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批量带回

的苏麻离青，含铁量高，颜色浓重青翠亮丽，是上好的颜

料。清朝道光版《浮梁县志》记载，“陶用回青，本外国贡

也”。其提炼过程十分复杂而艰难，“回青锤碎，内有朱砂

斑者为上，有银星者为中，每斤可得青三两，谓之敲青”

“敲碎后取其奇零，更碾碎入注水中，用瓷石引杂石”“真

青澄定，每斤可得五六钱，谓之陶青”，这个“青”正是制作

釉的必备颜料。上釉后蓝中泛灰、色不甚光亮，且产量极

低，得之费工，可谓千淘万漉皆辛苦，滤尽砂石始得青。

制瓷技术是核心。制瓷所需的技术含金量高、知识

涵盖面广，涉及土壤学、地矿学、物理学、材料学、结构力

学、化学、运动学、仿生学以及绘画、书法艺术等。探矿选

矿、胎料加工、材料处理、化学配方、工艺流程、热力控制、

瓷釉配制、纹饰技巧、窑口建造、设备制造等方面，需要应

用科学原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手段以及长期的

经验积累。《浮梁县志》记载，制瓷要求“窑干、坯干、柴干，

则少坼裂、沉暗之患”“土细料细，工夫精细，则无粗糙污

渣之虞，又必火候均匀，无太过、不及，且釉行光莹，器自

完美”。掌握高超制瓷技术和知识的工匠，应该是应用技

术科学家，往往一匠难求。

成功的背后，有无数的失败；精品的底层，是无数的

废品残片。每一项精品、每一款经典的问世都是科技的

进步。

美瓷是创新的产物。

生命不曾静止，美好在于运动。一团瓷泥在手，几经

旋转，就成了杯缸碗碟瓶，再描几笔，便成了或素朴或清

雅或艳丽的工艺品，从窑里出炉，顿成光鲜亮丽的各色瓷

器了，这个过程实在神奇、新奇。面对残缺，但从不抱残

守缺；面对完美，追求更加完美，一款更比一款好。相信

每一次封窑，都令人期待；每一次出窑，都令人惊奇。所

有的劳动，一切的创意，全部的希望，系于一窑之上，景德

镇永远在创造新的景象。

景德镇记得住一位名叫赵慨（约 301—362 年）的瓷

祖先辈。据传，赵慨东晋时为官，先后在今福建、浙江、江

西任职。辞官后，扎根新平镇，潜心研制瓷器，将越窑制

瓷技艺与新平本地青瓷技艺相结合，开创了青瓷的新时

代。赵慨以自己的学识、见识、胆识，研制材料成分配方，

改进制瓷工艺流程，创造了不少制窑新办法、绝活儿，大

大地提升了当地制瓷业的科技水平，瓷品质量得到飞

跃。赵慨担当的实际上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的角色，因

“道通仙秘，法济生灵”，被尊奉为一代瓷艺“师主”“佑陶

之神”，当地人建庙以祭。不拜天神，只拜神人，赵慨是景

德镇的瓷之神、瓷之魂。

明代瓷匠童宾，景德镇里村人，从小拜师学艺，出新

出奇出彩，终成制瓷高手。明朝万历二十七年，朝廷太监

奉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但屡试不成，太监恼羞成怒威

逼工匠，童宾为抗议太监纵身一跃跳入窑内，以骨作薪，

火势骤旺，没想到开窑一看，大龙缸竟奇迹般地烧造成

功。瓷工们为童宾以生命事窑的精神所感动，奉他为助

力的风神、火神。为纪念这位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

师”，建“风火仙庙”祭祀之。

世世代代的景德镇工匠们致力陶瓷、献身陶瓷，在漫

长的岁月和丰富的实践中，形成了勤奋踏实的敬业态度、

崇尚科学的思维方式、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精致完美的

品质追求、自信包容的气质风范、宁碎不屈的品格操守、

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凝聚成景德镇工匠精神，创造了景

德镇陶瓷文化的硬核。

美瓷是艺术的产物。

宋瓷之美，在其清辉素雅。景德镇瓷器是南方瓷的

典型、宋瓷的代表。胎薄质坚而釉质晶莹，青中透白且白

里泛青，有影青、映青、隐青、淡青、翠青、粉青、青绿、青黄

之美称巧喻，追求“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艺术效果。影青

瓷釉色青幽淡雅，迎光审之，青影之下花纹浮现，有“千峰

翠色”“春水绿云”之形容、“烟岚色”“秋水澄”“霜雪凝”之

描摹，成就了宋瓷的品质，确立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审美情

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

间。想必北宋的苏东坡中秋之夜，对月伤感的时候，手里

应该是捧了青瓷酒樽的。

清纯的颜色，简约的形制，不求纷繁，不讲华丽，只需

气韵天成。青上青，绿中绿，像远山近岫的青烟朦胧，像

柳丝小荷的绿意氤氲。单色釉，一色纯，清澈如泉，明亮

可鉴，清而不浅，光而不耀，一如宋朝的千里江山，只此青

绿。看一眼，满眼翠，抿一口，满心醉。浑厚的和风软软

地吹，典雅的外形慢慢地塑，温润的酥雨点点下，清淡的

天色笔笔添，描成宋朝三百年文化的底色与风骨的姿态。

宋瓷之美，有如宋词。两宋是有千千文心的朝代，一

个文人墨客辈出、艺术巅峰如林、文化成就斐然的时代。

宋心如瓷，纯粹如许，纤纤楚楚。没有纯净的心，哪来清

纯的器？宋瓷如心，晶莹剔透，空明澄碧，一眼看得透青

葱绿被晶莹心，一眼望得见乡愁点点泪涔涔。有宋一代，

景瓷与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的瓷器各放异彩，交

相辉映，彼此照耀，成就了中国古代瓷器峰会上的合唱和

巅峰上的绝响。

明清的瓷，像清明的雨，青色天染成，清气满乾坤。

青花瓷仍然是景德镇的主打产品，色调青翠艳丽、层次分

明，胎骨轻薄剔透，画笔细腻流畅。徐渭、董其昌、石涛、

八大山人、王翚、刘源等名家的书画作品被搬上瓷面，文

人画瓷、书画入瓷，文人跻身画匠，瓷匠成为画家，是那个

时代的风景。检视明代的瓷器陈列，山水龙凤花鸟鱼虫

生动形象，耕夫樵子仕女童子意趣横生，福禄寿喜财寓意

丰富，琴棋书画诗主题高雅。清代的斗彩、五彩、素三彩

争奇斗艳，珐琅彩、粉彩、釉下彩异彩纷呈，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都不输明代永乐、宣德、成化三朝。色彩鲜而不

炫、艳而不妖，“明看成化，清看雍正”，都是青白瓷的同胞

姐妹。

美瓷是融合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诸多民族、王朝、部落、宗教，对陶瓷都有

着深厚的情结。这是一个牵扯不同时代所有民族共同情

感的话题，是中华民族集体乡愁中最柔软、最温润的一段

情。

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前有与辽、金、西夏刀光剑影

的生死对抗，后有与蒙古大军暴风骤雨式的尖峰对决，但

宋瓷与辽、西夏、金、蒙元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交流。

宋辽时期，“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从游牧

转向定居、聚居、杂居，十分看重中原的瓷器。经过五战

而攻下宋朝的定州，旋即占领磁州窑，史载“天赞初，与王

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契丹人向汉人学制瓷，烧造出

的“辽白瓷”与定窑白瓷貌如兄弟，难分伯仲。澶渊之盟

以后，宋、辽关系交好，宋瓷和辽瓷促膝交流、携手发展，

辽墓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定瓷、青白瓷，是为证。契丹人

设计出一种鸡腿形状的储水瓶，瓶身修长如鸡腿，小口、

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呈倒挂梯形，用绳带兜住扣

紧，越套越深，越勒越紧，便于战马携带或游牧四方。这

是契丹兄弟的伟大创造和发明。

宋夏时期，军事对峙是常态，文化交流也是常态。党

项族创立的西夏国雄踞于西北一隅，“东尽黄河、西界玉

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与大宋、辽对峙，

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三国时期。但西夏人尊重并注重

学习汉文化，引入汉文历法，学习《诗》《书》《周礼》等文化

典籍，摹仿汉字结构和笔画创立了西夏文字，史称“仿中

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

令”，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原王朝。西夏人还学习了中原

的制瓷技术，仿照原来的皮革水囊的样式，烧制一种侧置

双耳的瓷扁壶，便于随身背挎，或挂在马背、驼背上，大大

提升了蓄水能力和饮用水的质量。

宋金时期，有和有战，战多于和。金朝并没有形成真

正意义上的“金瓷”，以今辽宁抚顺大官屯窑、辽阳江官屯

窑为代表的金窑，生产过用于日常生活的粗质瓷器。但

金人重宋瓷，占领华北地区后，俘虏大量瓷工，推动了磁

州窑、耀州窑、定窑、钧窑等北方窑的恢复生产。这一时

期的宋瓷，带有金人特征。没有刻痕的素器、带系耳的瓷

罐、有花纹的瓷枕，是金人的最爱。金人使用的瓷器绘有

宋词宋画，体现了宋、金文化的交融。

宋瓷有如宋词，是文化的高峰。

国运兴，瓷运兴，国家的前途决定瓷业的命运。

自西晋到唐朝，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安史

之乱接连发生，跨越五百年的四海内战，使得天下大乱，

国力锐减，社会动荡。中原人口、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

徙，一大批北方窑的能工巧匠向南逃荒，在长江流域，在

一方净土、世外桃源的昌江边落脚，世代瓷都呈现“陶民

十七八，土著二三分”的景象，获得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和

发展机缘。

1127 年 1 月，靖康二年，强悍的金兵狂飙般地南下，

几轮拉锯，几番血战，攻下北宋首都东京，撕扯下一个曾

经气象万千的王朝那满是烟尘尚文质彬彬、泪痕斑驳却

斯文恭谦的颜面。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千里江山图由青

绿变灰。1127 年 5 月，赵构在应天府登上皇位，是为宋高

宗，为大宋江山续上了香火。但宋高宗抗金无力，沿长江

一路奔逃，最终落脚江南临安。从此，南宋朝廷开启了为

期 152年的南方办公模式。

南宋是一个尚美、唯美的朝代，接续着科技的高峰，

赓续着文化的高原。政治中心的南迁，拉动了全国经济

重心、文化重心的南移。府第鳞次栉比，官窑花开江南，

越窑、瓯窑、龙泉窑、德化窑、婺窑、景德镇窑等一批窑口

危中求机，逆势发力，全面开花，使中国瓷业保持了兴旺

的态势和厚实的家底。北风南渐，南北交融，三秋十里荷

花，参差十万人家，为瓷辛苦为瓷忙，大宋的半壁江山回

青返绿。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羌管弄晴、菱歌泛

夜的临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吴越都会，软化了一个

王朝的风骨，却美化了一个时代的青瞳。

唐诗不能没酒，宋词不可无茶。宋朝“茶之为民用”

“不可一日以无”。西湖龙井、碧螺春、安溪铁观音等天下

名茶，皆创于宋代。宋城遍地茶坊、满地茶香，赏瓷品茶，

吟诗填词，是宋人的文化生活。宋人爱花，花插花瓶。追

求生活品质，讲求生活美学，享受生活情调，是宋文化的

特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小窗水冰青

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花是南宋士人生活的配饰。种

花买花送花，赏花咏花描花，堂中摆花，案上有花，庭院养

花，鬓角簪花，是常见的生活画面。读书人甚至讲个“睡

梦里，胆瓶儿，枕畔数枝”，瓷瓶插花随入梦，方有诗意。

瓷业在宋朝的发展，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

南宋朝廷一直处在前有金兵追杀、后有元军围剿的

战争危机中，一个半世纪里梦魇连连。但落难的凤凰依

然美丽，困中的老虎仍然威武，南宋瓷仍然延续了北宋瓷

的高峰，烧制出“青瓷玉壶春瓶”等传世精品。南宋的美，

颔着高傲与孤傲，透着凄美与清丽，是岁月风尘里哀婉动

人一咏三叹的江南小调，和着江南的风、江南的雨，飘摇

百余年。

及至蒙元，忽必烈遵奉祖训，与宋联手，一举攻下金

国中都北京，在收缴物质财富的同时，搜罗和征召工匠十

万，从中挑选八千人组成专家和管理者团队，编组充军，

跟随作战，这是蒙元帝国的财富。他们中既有擅长打刀

打枪造车造炮的铁匠木匠火药师，又有工于烧造陶瓷、制

作金银珠宝的瓷匠金匠银匠工艺师。忽必烈把长于制造

生活物资的能工巧匠们，车载船运地送到元上都、元大都

以及安全的后方基地，令他们大量生产金银丝绸、瓷器珠

宝、葡萄酒等。蒙古大军在征战沿途设立兵站，陆上丝绸

之路在军队保护下迅速繁荣，国内大量商品从这一通道

源源不断地输往欧亚地区，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商业贸易

体系的逐步建立。元青花瓷就是在此时远销欧洲、走向

世界，成为国际品牌的。

元朝定都北京 ，大大方方地打开了生活的美好时

代。标志着生活品位和质量的瓷器，被高度重视、大量生

产。瓷器上的花纹图案、形状等，有着明显的蒙古元素和

特色。蒙古民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许多元代瓷器

几乎清一色的白。白马白塔高贵，白帛白瓷纯洁，宫廷器

皿更是讲求玉质冰骨、洁净无瑕，精美的瓷器一个个青白

如玉、明净如镜，触之薄如蝉翼，闻之声如钟磬，一些通俗

易懂的元曲小调被绘上瓷品。青与白，在青山绿水间的

景德镇，实现了完美融合。这不只是两种颜色的绝妙组

合，更是民族文化的绝美融合。

夏末商初，原始青瓷问世，东汉晚期成熟青瓷出现，

开始了漫长的发展演变。昌江两岸，从中唐时期开始烧

制青瓷，晚唐五代时期烧制白瓷，到宋代出现青白瓷高

峰，是一条完整的进化链。青白瓷是青瓷、白瓷、黑瓷等

单色釉系产品的通称。景德镇从宋代开始，博采越窑、繁

昌窑、汝窑、定窑等各地青瓷、白瓷之所长，开始大规模地

专攻青白瓷，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终成气象。无论是昌

江边上的洲上窑，山坳里的依山窑，阡陌间的田中窑，还

是浮梁一带依山傍水的南河流域、东河流域，一时间广开

窑口、密布瓷坊，一派柴烟翻滚、热火朝天的景象。

景瓷以湖田窑生产的青白瓷最有典型性，胎质坚硬

光润，胎体细白薄透，釉色青白雅致，造型精巧秀美，代表

了宋代瓷器的最高技术水平；形制不求纷繁，色彩不求艳

丽，典雅而内敛，端庄而宁静，大气而简朴，体现了宋王朝

崇朴尚俭但追求完美的风气，标注了宋代极简主义美学

的风范，成为古代青白瓷的代表。

一切的美好，都源自美好，景德镇是美好的摇篮。青

白瓷里色千种，青花瓷上花千树。景德镇青白瓷的根在

昌江、魂在浮梁。青白瓷是宋瓷的高光，景德镇是青白瓷

的故乡。如果说宋代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期、黄

金时代，景德镇则站在了这高峰之巅、鼎盛之上。

这里，必须聚焦巅峰之上的一道风景——一尊元青

花瓷玉壶春瓶。她于十四世纪上半叶出生在景德镇，本

名叫“青白釉串珠纹开光花卉玉壶春瓶”，是元朝宫廷御

瓷，色白而微青，晶莹且玉润，丰满而不肥硕，静娴且显大

方。她是有档案可查的，最早进入欧洲宫廷的春瓶，曾被

多个亚欧王宫展示、多个家族收藏。后来，这尊春瓶有了

一个外国名字，叫“丰山瓶”。她的倩影先后出现在法国

枫丹白露宫、英国“丰山堡”，如今被爱尔兰国家博物馆收

藏、展示。虽然有了外国名、穿了外国装，但中国骨骼、中

国血脉没改，瓷心不变，真容不老，一眼认得出是景德镇

的女儿。她已远嫁亚欧 600 多年，漂泊万里，饱经风霜，

至今无缘回到景德镇，回到昌江边的家乡，哪怕是回家乡

一展，看一眼生产养育了自己的故土。这不能不令人唏

嘘、伤感。

一方水土养活了一方人，一条昌江哺育了一座城。

景德镇在漫长的岁月中，专注于一事一物，虽然经历了无

以言表的艰辛和苦难，却矢志不渝、一心向前，为复杂的

世界、纷繁的人类创造了如此珍贵的美好、美好的青白。

这青白，是一座城市的品格，是一切美好的出发点。

共饮一壶酒，同品一碗茶，中华各民族都对陶瓷情有

独钟，各有建树，寄予了共同的情感。中华文明不曾断

裂、不曾走失，民族共同体意识历久弥坚，在中国陶瓷史

中，可以找到实证、显证。中国陶瓷不断发展传承，环环

相扣，水乳交融，优化共进，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劳动、

共同呵护、共同推动的结果。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各民

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大一统、大交

融、大团结的明证、物证。一万多年的制陶史，三千多年

的瓷器史，一千多年的青白瓷史，以清晰的脉络、瓷实的

证据，伴随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标识了中华文明对人

类文明的贡献。

明月千里一壶酒，黄灯万卷半盏茶。

千年青白，美好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