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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郢柴烧三把火
■黄 琼

合肥市最好喝的奶茶不在卡旺卡，而在马郢

社区的万松美院。马郢是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

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近年来由于乡村振兴，已成

为闻名全国的网红打卡地。

万松美院不是卖奶茶的，而是一个蓝染工

坊。1994年出生的四川姑娘陈燃大学毕业后迷

上了蓝染工艺，并前往贵州丹寨山村的古法染坊

向当地的手艺人学习。2017年，陈燃在丈夫老

汪的老家安徽黟县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蓝染工

坊。蓝染是一种古老的印染工艺，最早出现于秦

汉时期，用蓝染植物发酵后制作成染液，通过绑

扎、浸泡、氧化和晾晒，让布料拥有独一无二的蓝

色。陈燃在文艺青年聚集地南屏开店，正好赶上

研学游的风口，加上物以稀为贵，小日子过得十

分滋润。

2018年，陈燃路过合肥，被朋友带到马郢。

此时的马郢已经提出马郢计划，正张开双臂，热

情拥抱一切有梦想的年轻人。陈燃抵挡不住马

郢人的热情，喊来老汪，问他的意见。

在老汪的眼里，此时的马郢就是一个贫困

村，村委会刚刚打地基，枯草在寒霜中瑟瑟发

抖。他被带到芦苇荡边的菜地前，“这就是你的

地盘，一共三百亩。”老汪签了合同，开始设计图

纸，开工建设。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凡事宁缺

毋滥。慢工出细活，直到2019年冬天，房子刚刚

装修好，却迎面撞上疫情。度过不平凡的春夏，

万松美院在国庆正式敞开大门，迎接八方客。

东边是烧柴窑的，西边是茶馆。万松美院在

静谧的蓝色中自在舒展。院子里高高挂起的蓝

色条幅，随风飘荡，风吹心动。客户定制的窗

帘，山峦叠嶂，前深后浅的蓝色表达光线的微妙

变化。走进正屋，木箱、木桌、木椅、木屏风、木

躺椅……空气中飘散着松木和香樟的清香，双

脚仿佛踏进徽州。老汪喜欢安静，装修时带了

8个木匠，把马郢店COPY成家乡风格，拔出黟

县山林的红枫，抄上清朝年间的匾额，抱起蓝猫“唐伯虎”，凡是喜欢

的都运到马郢来。于是，静坐听雨，雪夜吹箫，这里成了文艺青年心

头的白月光。

今年4月份，他做了一个“请减速，慢行”的晚会海报，在朋友圈

里长了脚一样传开了。五一当天，他从碧山搬来几千瓶啤酒和汽水，

摆上烧烤、奏上爵士，几百个朋友赶来马郢参加晚会。有的人从福州

开车过来，只为感受一下轻松自在的氛围。

“老板，来杯奶茶。”为了增加凝聚力，陈燃除了蓝染外，增设了奶

茶。客户喝一口，好喝！难忘！但凡一个人说喝不出来好坏，一定是

没喝过好的，喝过好的，自然知道好坏。进口动物奶油一罐80多元，

只能打10杯，算下来，15元一杯的奶茶堪堪够成本。

不将就，凡事求精。这是万松美院的信条。

“老板，来杯奶茶。”老板迟迟不来，忙着呢，在教课。就算来了，

客人也不一定能喝到奶茶，因为手在缸里被染成了蓝色。不过没事，

一个星期以后，蓝手会逐渐恢复原色。今年3月份，研学游重回高

潮。陈燃不仅将最初的传统草木染发展到古法造纸和传统木艺，在

创新中传承非遗技艺，而且开设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蓝染课程。在马

郢，陈燃植染工坊接待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学组织及各大高校两

万人次。研学游的热度，温暖了老汪的心。创业不易，装修到一半，

他出门借钱。好不容易装好了，遇上疫情。漫长的冬季，门可罗雀，

虽然除了他们夫妻外，只有朋友小东在帮忙，但是蓝染的五口缸要

养。人可以饿一顿，但缸要“吃”东西。为了把创业进行到底，陈燃想

了很多办法。

陈燃应顾客要求定制蓝染产品，从衣服逐渐扩展到门帘、床单、

抱枕、餐垫等家居用品。设计方面，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陈燃对

传统图案和样式进行了改良，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性、简约性。

在万松美院，木质的衣架上摆着款式不一的女装。衬衫、西服、

裤子、裙子……风格清新，草木清香，环保又实用，获得文艺女青年的

一致青睐。很多姑娘爱穿蓝染，在大自然中拍下文艺照片发给陈燃，

这让她骄傲又欣喜。非遗扎根生活，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老板，这衣服多少钱？”

“吊牌上有，不还价，直接扫码付款。”客人看看价格，不贵，比淘

宝还便宜，果断付款。

陈燃和老汪有黟县、马郢两个店，过的是双城生活，一个月的车

费高达4000元。他们的手都是蓝色的。小东常常一个人操持着一

个四合院，带孩子做印染、种花、打扫院子，哦，还要照顾五只猫。他

话不多，但是眼里有活。芦苇荡里杂草丛生，他买来连体衣，花了一

个下午清理淤泥，才让劲草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充满美感。

万松美院的大门永远敞开。客人来了，走一走，看一看，坐一

坐。这抹蓝涤荡城市的喧嚣，在乡村宁静中直达人心，古老的非遗在

创新中焕发光彩。

红石榴

故事从十多年前说起。刚刚退休的郭恒云，开始创作

和扮演一个贤妻良母之外的角色——“我”。

在此之前，她的生活与大多数同龄人无异。日常工作

兢兢业业，照顾家庭全心全意，周而复始任劳任怨，努力担

当一个成年女性的社会与家庭职责。

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是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那一

年，女儿大学毕业顺利考上家乡合肥的公务员，而郭恒云

也从自己工作的单位退休，似乎还没有认真规划，生活已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忙碌半生，曾经习惯成自然的节

奏戛然而止，她体会到了不曾有过的失落与迷茫。

她去老年大学报名学习歌舞，以充实退休生活，没想

到，青春时代对艺术的热情从此一键激活。祖籍苏北的她，

性格外向，为人爽朗，上学时也曾以能歌善舞闻名校园，只

是在步入社会建立家庭后，曾经的文艺梦渐渐淡出了按部

就班的日子，被封存在心底。

老年大学带来了新的契机。她结识了一些并不算老的

朋友，一起练舞，一起出游，大家志趣相投，身体和心态也

都很好，便突然诞生了一个念头——不如一起做点事吧。

在她们朴素的认知里，公益演出既能发挥特长，又有社会

意义，于是一拍即合，说干就干。第一场演出就在附近的幼

儿园里，她们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心编排的歌舞。这便是后

来的“红石榴艺术团”的雏形。

最初只有十几个人，都在老年大学上课。有歌唱和舞蹈

基础不错的，也有初学者，郭恒云当年高中阶段都在跳舞，

但中间也停顿了多年，大家在学习和表演中慢慢找回对艺

术的热爱和对舞台的感觉，也渐渐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加入。每一位新成员都带来了自己的“看家才艺”，团队演出

的内容愈加丰富。团队在发展，演出活动在增加，从母亲节

到重阳节，从合肥市区到三县，每年要组织近20场公益演

出，也和安徽省志愿者协会、雷锋车队、省直书画院等机构

“结对”开展活动，演出的节目契合当日主题，力求推陈出新。

起步于2009年的团队从6个人开始，团员逐步发展到

30多人，巅峰时期有50多人，并长期稳定在45人，根据表

演形式细分为舞蹈队、模特队、小品队（语言）、戏曲队与合

唱队。2011年，这支公益演出队伍被正式命名为合肥红石榴

艺术团，郭恒云担任团长至今，但她说，她只是个牵头人。

由业余文艺爱好者组建的红石榴艺术团，在最接地气

的公益舞台上掀起了一阵阵红色旋风。若问她们为什么能

够脱颖而出，“原创”是最核心的答案。红石榴艺术团演出

的节目绝大多数自编自导自演，与其他文艺团队的节目基

本没有雷同。自导自演的《夫妻双双逛合肥》入选2015年合

肥市网络春晚，蒙古族舞蹈《心之寻》登上2020年安徽卫视春

晚。2020年，应邀巡回演出防诈骗小品、快板20多场，轰动司

法系统，食药安全主题小品在合肥市的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郭恒云最重视的是舞蹈和小品。她认为舞蹈要有

“魂”，若是不能提炼主题，即使动作再优美，也失却了表演

的意义。已然成熟的舞蹈队，每一支舞排好了都要请她去

“点题”。小品则必须贴近生活，针砭时弊。如今的她，将更

多精力放在小品的编导上。她的小品风格鲜明，没有高不

可攀的大道理，而是通过质朴寻常的家庭生活琐事来寓教

于乐。“中奖了”“防诈骗”“网贷”，这些社会生活热点都是

郭恒云信手拈来的题材。她将五件小事编成快板，标题一

目了然——“只要大家不相信，骗子只能骗自己”。《咱们都

是社区人》和《娘走了》则关注了社会不同层面的喜怒哀

乐。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文艺的功能是教育，是关怀，

是警示，亦是启发。

红石榴艺术团让郭恒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子。透

过这扇窗，她找到了深藏于内心世界的那个“我”，丰富了

生命的维度。

她依然是那个风风火火的贤妻良母，总是努力捕捉日

常生活中的美好，也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小欢喜。朋友圈里，

有风华正茂时的相片，有新鲜出炉的拿手菜，知足常乐，平

淡是真，但到底有些什么，与从前不同了。因为她毕竟拥有

了超越柴米油盐的精彩，她在两种生活之间穿梭，收获了

化茧成蝶的喜悦。

青苹果

从日臻成熟的红石榴，到依然青涩的马郢，郭恒云体

验了另一种蜕变。

如果说红石榴艺术团让她拥有了从无到有的成就感，

那么作为“马郢计划”志愿者，她必须将自我彻底“归零”，

和马郢的女人们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这一段从有到无的过

程，很艰难，也很珍贵。

郭恒云与马郢结缘纯属偶然。2018年，任职政府部门

的女儿因公务来到马郢，此时“马郢计划”已开展了3年，马

郢村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变，而精神上仍在渴望

更深层面的提升。女儿回去便和郭恒云说，马郢需要您。

去马郢，郭恒云没有一点犹豫。

以扶贫为主要任务的马郢计划，致力于在乡村与城市

之间搭建桥梁，来自不同行业、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和人生

阅历的志愿者们纷纷加入了“马郢计划”，他们带来了资

金、技术与信息，也激励了土生土长的马郢人。一系列志愿

服务项目汇聚各方资源，激活了这个江淮大地上原本寂静

的村庄。

众多文艺群体在其间的表现可圈可点，郭恒云与红石

榴艺术团不甘落后。与村里联系沟通后，意见很快达成一

致，红石榴艺术团将发挥专长，帮助马郢村组建舞蹈与表

演队，并纳入村里的“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

每周五下午，郭恒云和她的团员们都会坐一个小时的

车从合肥赶到马郢，融入哪里的欢乐节拍。

村居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保留农耕传统，意

味着朴素而辛劳，镜头拍下的是田园诗意，而切身感受的

是水土不服和城乡差别，她们从人生地不熟开始努力适

应。不愿意给村里增加经济负担，就利用一间五六平方的

老屋改造成集体宿舍，放上高低床，自己做饭洗衣，勤俭度

日，就这么坚持了下来。

一人一套舞蹈练功服，是郭老师送给马郢村新学员的

见面礼。村里的姐妹们朴实而羞涩，只觉得无以为报。郭老

师提出了她的“条件”：只要你们能改变，我就心满意足。

改变，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外在仪态的改善、艺术功底

的提升，和在此基础上的自信、自知以及更深层次的精神塑

造，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对更高境界的了解和追求。

底子薄弱，就慢慢来。

那时村里的舞蹈就是广场舞，其中主力曹侠和佳美都

积极报名参加了新组织的舞蹈队。两个“80后”女子自身条

件不错，但因为缺乏专业训练，四肢伸展不开。舞蹈队年龄

层次跨度大，肢体协调性差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老师们纠正和指导的主观意愿强烈，意想不到的问题

却是学员竟不愿意刻苦练习。生活条件艰苦都可以接受，

但学员学习态度散漫，让郭恒云倍感失落。马郢舞蹈队的

训练计划依据村里的作息时间制定，老师们一整个白天都

在耐心等待，等到夜幕落下，马郢的“围裙妈妈”们才能逃

离厨房，拥有片刻闲暇，起初，她们把舞蹈只当做一种放松

的方式，并不要求自己每个动作都达标，更不要说枯燥的

基础练习，累了就要回家睡觉，于是整体进步缓慢。

每个人也确实都有现实的困难，老师们便尽力帮助她

们争取练习的时间和机会，在此过程中，彼此加深了了解，

也开始相互理解。曹侠家里经营农家乐饭店，凌晨3点多钟

就要起床准备早点，还要照料家中老小生活起居，为了让

这个最为器重的学员减轻负担，郭老师只要有空便去帮她

做菜，甚至削土豆的工具都帮她买来，一番用心良苦，换来

的是一份“好好跳下去”的决心。

金枝家里卖沙子，佳美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跳舞对

于她们来说，确实是从每一天的时间表里挤出时间参与的

休闲活动。“要说干劲还是她们大。”因为理解这一份不易，

郭恒云珍惜每一位学员，不断调整策略与方法做她们的思

想工作，不能伤自尊，也不能打击自信，太严厉也不行，太

放任也不可。学员们以实际表现无声应答，她们中的大多

数没有半途而废，成员固定在12人，慢慢开始领悟技术动

作要领，能够排演完整的节目。

2020年度安徽卫视春晚选拔赛，郭恒云为她们量身定

制了两个节目，舞蹈以一段热情的劳动号子将观众带入鲜

活的农耕场面，快板《咱们的小村庄》则活泼清新，虽然最

终未能入选春晚，但这支百分百由乡村女性组成的演出队

伍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成为了舞台的亮点，被电视节目

专题报道。

2020年 6月 6日，合肥红石榴艺术团集体宣誓成为

“马郢计划”志愿者。

如今，每到周末的夜晚，马郢村的男女老幼们已然有

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这是属于舞蹈队的时刻。

郭恒云也是马郢各项文艺活动的主力创作者。她为马

郢“村晚”原创的歌曲《我是马郢娃》和《马郢是我可爱的

家》在村里广为传唱，没有什么比真实的生活更能打动人。

最近恰逢水稻插秧，农事一繁忙，舞蹈就停下来。马郢

村没有闲人。就是在这细水长流的日复一日，和一个个微

小的变化中，一个青涩的梦想正在破土而出。

郭恒云与马郢人一起，触及更深层次的幸福。收获是

幸福，给予更是幸福。红石榴让她收获了找到自我的喜悦，

而马郢让她感受了成就更多改变的美好。

从红石榴到青苹果，无论纯熟与青涩，都是沉甸甸的

人生果实。

“大爷，大爷，您家有柴火吗？窑烧到一半，没柴了。”

“我来找，院子里的柴火你随便拿。这辆车现在没用

了，干脆劈了烧窑吧。”

2020年8月，在安徽省长丰县杨庙镇马郢社区知物柴

烧四合院里百年梨树下，火苗呼呼舔着窑肚。投柴口中的

火苗朝下，横走窑室，在壁炉S形循环一周后，热量充分释

放。1300多度火炉炼烧硬木，自然落灰到泥坯后形成层次

丰富的灰釉。一窑合格的柴窑，需要连烧三天三夜，炉火不

歇。这是安徽为数不多的柴窑之一。这天中午，胡亮和王帅

已经守窑两天一夜。原来准备的三吨柴堆在墙角像小山一

样，已经全部烧光。窑火不能停！柴火去哪找呢？

王帅大汗淋漓，跑出四合院，来到村民孙明现家。70多

岁的大爷二话不说，捆了两担柴火。又抡起斧头，砍掉独轮

车，拆解后把木头塞进窑口。由于村民的雪中送炭，马郢首

次柴窑烧成功了。烧好的瓷器发往山东淄博，在市场上颇

受欢迎，获得的钞票变成了基础建设。新修了一个阳光房，

购买70台拉坯机，又给院子添了些设备。创业，需要的是良

性循环。知物柴烧的第一把火，照亮了乡村振兴路。

第二把火是研学游点燃的。今年4月份，在环球国旅和

读蔬的推介下，这里迎来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研学游高潮。

王帅每天接待数十个团，周末人更多，他杯子里泡着胖大

海，不是坐着教孩子拉坯，就是站着给游客们讲解柴窑。虽

然累，但是高兴啊。一个月营业收入近10万。王帅从来没这

么高兴过，他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胡亮今年36岁，是山东泰安人，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

后任聘到合肥师范学院。2019年，和马郢结缘，始于志愿

者服务。孩子们纯真的笑容、草地上招摇的野花、马郢小院

弥漫的茶香，让他感到舒心，他决心留下来，做点事情。“我

寻找宁静的精神家园。马郢除了淳朴，还走在乡村振兴的

前列。扎根这里，我能实现梦想。”胡亮一共做了三件事：开

展美育课程，提供品牌设计，让学生参与乡村建设。

王帅是他的学生，今年26岁，在马郢创业两年，平时知

物柴烧，就靠他打理。“马郢和别的村一样，白天桃花源，晚

上断黑早。”王帅刚开始来，特别不适应这点，晚上7点就没

啥事干了。在合肥，7点才是夜生活的开始。他穿过西边的

小门，来到万松美院找同样创业的小东聊天。两瓶啤酒下

肚，一大片芦苇荡，看着星星，听着虫鸣，偶尔拍下闹心的

蚊子。一周回趟合肥，快递直接寄到村头小卖部。渐渐地，

慢下来的日子他们过得挺好。曾是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副

主席的王帅，个头不高，情商超高。他是当之无愧的孩子

王。每个来马郢的孩子，都爱亲近这个爱笑的哥哥。正好

和制心一处、外表高冷的胡亮，形成互补。“人际关系，我不

擅长。”胡亮坦言，曾有人给他发微信，“以后常联系。”他就

发愁，我怎么回呢？“我在马郢泡好茶等您。”王帅在旁边支

招。

最近王帅很高兴，因为师弟吕世强在马郢开了个乡村

美学馆。农家小院，鲜花盛开。屋内画板整齐排放，小朋友

们拿着画笔画油画。作为高校老师的胡亮，他将艺术设计

课程介入乡村实践，学生们参与到乡村教育、文化、公共环

境建设，培养学生的时代担当精神。指导学生通过布艺记

忆融入文化创意来构思毕业作品，通过红莓姐姐巧手制

作，变成文创产品，挂在网上售卖。

同时，他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创新创业。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这是第三把火。在胡亮的影响下，知物柴烧，在陶

瓷界声名远播。2020年12月5日，安徽省首个以柴烧为主

题的论坛让高校教授和全国知名陶艺专家们欢聚马郢，在

“源起乡土”主题论坛上纷纷支招，共同探讨陶艺如何介入

乡村、当下陶艺的乡土文化定位以及马郢柴烧的未来。大

咖们不远千里，来看精美的柴烧、神奇的马郢和随风摇曳

的芦苇荡。“乡村振兴怎么干？找准文化方向就能找到一条

康庄大道。”胡亮常带着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边逛马郢社区，

一边介绍马郢的历史。

马郢社区在长丰县杨庙镇南部，合淮路穿村而过。路

边，一匹奔腾的骏马成为马郢坐标。榆杨掩映的水泥路把

宁静的小村庄分成两半，游客接待中心位于村正中心位

置。有别于其他乡村，这里的游客中心停车场络绎不绝，大

巴车、中巴车、小轿车，由于停车场经常不够用，不得不在

村头再建一个停车场。

21世纪初期，安徽省会合肥市资源溢出，沿着高速路

东奔西跑寻求突破口。艺术资源落崔岗，项目资源到清风

岭，资本奔三瓜，而志愿者资源幸运地流入马郢。实现乡村

振兴，离不开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流入与聚集。

其中，人才缺乏是乡村振兴突出的掣肘因素。之前，与全国

大多数贫困村一样，马郢面临着基础设施匮乏、村集体经

济薄弱、农村空心化、劳动力缺失、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等困

境。2015年，从土里长出来的“马郢计划”应运而生，以志愿

服务架起城乡之间桥梁，为乡村汇聚了人才，激活城乡间

资源要素流动。“马郢计划”以志愿服务为精神内核，分为

“助学”“助农”“助村”三个子计划，旨在通过在城市和乡村

之间架桥，实现城乡资源互换共享。马郢张开双臂，热烈拥

抱优质志愿者。马郢志愿者服务中心现有在册志愿者256

名，其中长期支教志愿者112名，规划设计志愿者6名，品

牌营销推广志愿者8名，乡村活动志愿者21名，民俗文化

志愿者9名。这其中，除了外来志愿者外，还有马郢本地居

民。他们在“马郢计划”的带动下，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增加

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马郢社区将“乡村”本身作为产品，由政府推动引入志

愿者和高校等社会公益力量，组织专业社团，通过公益项

目开始改变马郢的面貌。戏曲社团开设了可以体验地方戏

曲特色的农家乐；园艺社团将荒废的民房改造成为文艺民

宿……渐渐地，马郢开始成为当地“网红景点”，“马郢计

划”也随之升级。镇里进一步配合志愿者、高校及创客们的

需求，开始将“马郢计划”作为品牌，进行全面包装设计。金

融、政策奖补、宣传、客流、电商等全方位帮扶，带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马郢一扫萧条，“活”了起来。

杨庙镇政府同步整治村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马郢游客接待中心是安徽大学设计院的手笔，风格自然，

又朴素率真。往南走过“世外桃苑”后，是文艺创客集中地。

最受游客和村民们欢迎的有两个院子，知物柴烧和小六的

万松美院。马郢茶馆和马郢客栈分别在芦苇荡东西两边，

月下虫鸣，云淡风轻，雪中枯枝，四合院里常年飘着孩子们

的欢笑声。欢笑和美育课程设计分不开，胡亮带领娃娃们

一起在田间地头学习自然美育。一草一木皆有性，一光一

影蕴含美。他从人文素养、实践动手和自然感知三方面，带

孩子打通物物界限，用同感的艺术思维来重新感知世界。

一个柿子是食物。用陶瓷做出来是作品。用旧塑料袋做出

来，就是带有现实思考的当代艺术品。

由于好人缘，知物柴烧也成了村民串门聊天的地方，

他们真心喜欢这里。村民龚安每次来都不空着手，走廊的

椅子，展示柴烧的方桌，墙头上的黑陶罐，他把自家的老物

件悉心挑选，配上柴烧的文艺范，怎么看怎么舒服，越看越

乐。70多岁的孙记珍和张祖元夫妻俩，没事喜欢来扫扫院

子，帮忙清洗拉坯机。这可把王帅感动得不行，小伙子的嘴

更甜了。

郭恒云的人生果实
■刘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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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徽省长丰县杨庙镇的马郢曾是一
个坐落在江淮分水岭上的重点贫困村，得益于
“马郢计划”的实施，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马郢计划”是一项以扶贫为
主要任务的志愿服务计划，由助学计划、助农
计划和助村计划三个子计划共同组成，旨在架
设一座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打通城市与乡
村的连接障碍。借助来自高校志愿者的力量，
“马郢计划”将艺术设计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融
合，激发村民建设村庄、参与艺术创造的热情，
共同打造田园综合体项目，文学艺术的力量让
马郢的角落到处绽放乡村之美。文艺工作者该
怎样助力乡村振兴？在基层，在这里，许多人正
在用实际行动做出回答。

——编 者

陈燃在万松美院陈燃在万松美院

郭恒云在为村民化妆郭恒云在为村民化妆

胡亮用他自己柴烧的茶具泡茶胡亮用他自己柴烧的茶具泡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