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茶艺社心得体会(实用8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一

“一杯茶，品人生沉浮；平常心，看万千世界，人生百年，
宛如浮云；若非宿缘，岂能相遇？”在茶文化课上，终于看
到大益八式的现场表演，课上短短的几十分钟让我们以益之
韵之大益八式感受中华茶道的博大, 也品味人生海阔天空的
淡然，下面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和心得。 大益八式”
给人的是一种静心享受的过程，重在一个“慢”字，讲究动
作的轻柔、优美、连贯。大益八式分为洗尘、坦呈、苏醒、
洗尘、养成、身受、分享、放下。 洗尘实际上是指茶道演习
开始时身与心进入一个干净的境界过程。即包括入礼、礼拜
宗师、礼拜客人等步骤;坦呈指向一个动作，即将茶席铺开，
在茶席上摆布茶具的动作。这里的坦呈有两层含义，一是待
客之坦白诚恳，二是茶具的呈现、展示。苏醒是指在泡制过
程中“温杯洗具”的过程。这一过程，茶具的温度得以提升，
可以使茶具里面的能更好地施展色、香、味、型的特点;法度，
是指取茶，所谓量不在多，适度就好，正是取舍有度，知足
常乐，动作上要求轻柔;养成是茶汤冲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
个环节，它对水温有着严格的要求，水温的掌握对茶性的展
现极为重要，前面几式均是为此做铺垫;身受，它是茶者品茗
感悟一杯茶的过程，先己后人，益己利人这是茶道所提倡的;
之后是分享和放下。在这整个茶艺表演过程中，我更是深深
体会到一杯好茶不是说出来也不是写出来的，还是要动手泡
出来的。所谓的凤凰三点头、悬壶高冲等等，来不得半点偷
工减料。俗话说得好：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工。



中国茶道文化是一种包罗万象、融会世间万物、顺乎自然的
美学、哲学、综合科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茶道是客
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如何寻求，如何品悟。茶人
能品悟多深，茶道便有多深，这也是中国茶道的博大精深之
处及它国茶道无法比拟之处。这些都足以令华夏子孙为之振
奋，为之骄傲，为之尽绵薄。

清代郑板桥诗云：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写的正是心之静。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
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
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
静课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
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喝茶能够静心、静神，有
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对于很多喜欢喝茶的人来说，泡
茶或许是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
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闲暇时，泡一壶茶，静心、
养性。茶艺是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
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
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
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助于陶冶情
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
合拍。

喝茶品茶是一个好东西，而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
现于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讲形式，不拘一格。突出体
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由不同的追求。所以虽然作
为普通人的我们可能不会精心研究茶艺茶道，但是我们还是
可以通过闲暇时喝喝茶来达到修心养性的效果。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通过茶来表示深情厚
意，不仅已深入到每家每户，而且也用于机关、团体，甚至
成为国家礼仪。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现在
的人们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
亲和、和谐的体现。

最后，真的很荣幸在大学生涯中可以选修茶文化这门课程，
让我从之前的只会喝茶如饮料的人得以明白茶文化的真谛，
了解茶文化的历史，茶的种类，好处多多。虽然时下一些"酒
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在充塞在各种媒体的
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但是我仍然相信，通过对新时代青少
年的教育与熏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茶文化定能在今
后为世界人所崇尚。愿在茶文化的学习中，积淀更多安定优
雅的气质，平静谦和的面对今后生活。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二

没去岑溪天晟茶业公司学茶艺之前，我并未接触过太多关于
茶相关的知识，仅仅认为泡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经过
这十几天的专业学习，我从中感悟到：当一个人的心由原来
的浮躁变为平静时，便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很多美，这是一个
人品质的升华。泡茶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心境，都会影
响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受益匪浅.

茶艺并不只是单纯的泡茶、品茶如此简单。“酒满敬人，茶
满欺人。”倒茶七分满是茶道的基本常识，同时也是寓意我
们做人要学会保留和谦虚，做人做事，保留一份接纳别人对
你批评和建议的空间，这会让我们时刻拥有一颗包容的心，
也能让人感受到我们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例如日本茶道
有四个境界：清、和、敬、寂。“清”指的是泡茶的环境清
净、幽雅，各种茶具的干净、整洁，会让人觉得舒
服；“和”指的是泡茶和品茶的人都心平气和，气氛也和谐
融洽；“敬”主要表现在对别人的尊敬，对茶具的尊
敬；“寂”是茶道里最高的境界，它体现的是一个人泡茶的



心境淡定、从容，是否可以抵住清寂。人就像茶一样，越泡
越有味道，越泡越出其精华，耐人寻味。做人也应当像茶一
样，当还没有被摘采的时候，要经得起风吹雨打；当被摘采
下来之后，还需修剪加工；当被人品尝的时候，要经得起评
价和回味。茶的一生如同人的一生，经过荆棘与曲折的考验
才能达到人生的顶峰，才能把最浓郁的清香散发出来。

成长是一种蜕变，茶艺的学习过程对我而言就是个蜕变的过
程。除了享受茶水带来的甘甜之外，还有待人接物淡定而平
静的心境。茶道虽然在日本盛行，但却是源自于中国，这让
我从中领悟到中国艺术的伟大和精致。茶艺的学习过程中，
我不只感悟了人生，也有对中国历史和艺术的崇拜、尊敬和
热爱。

天晟茶业有限公司的茶艺培训课程让我发现美丽，创造自信，
感悟生活，感恩生命。无论将来是否从事茶艺师的工作，我
都会永远热爱茶，热爱茶文化。我要用我之所学，倡导更多
的人来喝茶，让更多的人来爱茶。

感谢天晟茶业有限公司给我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

本文经一期茶艺培训优秀学员陆海军借鉴编辑整理。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100字）

茶艺社是我在大学期间加入的一个社团，通过学习茶道技艺
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茶文化的博大
精深。这次参加茶艺社的活动，让我对茶艺社有了更为全面
和深刻的了解，也让我对茶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下面
我将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200字）



在茶艺社的活动中，我了解了许多茶文化的基本知识，如茶
道的起源和发展、著名的茶道师茶室及其作品等。在茶艺社
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各种泡茶的技巧和茶具的使用方法。通
过多次实践，我逐渐掌握了冲泡不同茶叶的要领，从而能够
品出不同茶叶的风味和特点。同时，我也学会了如何用心去
倾听茶叶的声音，如何用心去观察茶叶的色泽和形状，这些
都是品茶的重要环节。

第三段：团队合作与个人修养（300字）

在茶艺社的活动中，我发现团队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在茶艺
社的茶会活动中，几个人一组，每个人负责不同的任务，有
人负责泡茶，有人负责倒茶，有人负责讲解茶叶的品种和特
点。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才能将一场茶会成功举
办。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在一个
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同时，在茶艺
社的交流中，我也从他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修养方面的东西，
比如如何礼貌待人、如何察言观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

第四段：感悟生活与心灵的平静（300字）

茶文化是一种温润的文化，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喧嚣的现代社
会中找到一片宁静。在茶艺社的课堂上，当我坐下来与自己
对话，品着香茶的时候，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精神的平静和
内心的宁静。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放松自己、舒缓
压力，让身心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茶艺无论对于身心健
康，还是对于生活品质的提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段：对未来的展望（200字）

通过这次茶艺社的活动，我对茶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
融入到了我的生活中。茶艺社的经历不仅使我增长了理论知
识，还使我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培养了我的个人修
养，教会了我如何找到内心的平静。未来，我希望能够继续



深入研究茶文化，将这门古老而神奇的技艺传承下去，并通
过茶艺的修行，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品位和修养。

总结：

通过茶艺社的学习和实践，我深刻认识到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会到了团队合作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感悟到了茶文化给
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平静与宁静。我对茶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并希望能够将其继续传承下去。茶艺社的经历将是我大
学生活中宝贵的一段回忆，也为我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介绍茶艺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茶艺，作为一项传统的文化艺术，在中国历史悠久，受到人
们的广泛喜爱和追捧。茶艺不仅是沏茶的技巧和仪式，更是
一种心灵的修养和生活的品味。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茶艺
成为了人们放松身心、体验生活真谛的方式之一。通过观察、
品味、心领神会，我们可以体会到茶艺的独特魅力。

第二段：观察茶艺的过程和细节（300字）

茶艺的观察，首先要关注沏茶的仪式。茶艺师穿着典雅的服
装，在整洁的茶室中，手法娴熟地倒茶、搅拌，将茶叶的味
道和香气充分释放出来。观察茶艺师细致入微的动作和表情，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茶艺的热爱和专注，还可以欣
赏到茶道的美学与匠心。此外，观察茶艺的过程还要注意茶
具的细节，如茶壶的造型、茶杯的纹理等，这些都是茶艺师
用心挑选的，也是展现茶艺品味的细节之处。

第三段：品味茶艺的香、味、色（300字）



品茶就如同品味人生，需要全情投入、细细品味。茶艺师所
沏的茶，每一口都充满了悠远的历史和独特的韵味。我们可
以通过闻香、品味，去感受茶叶的浓郁香气，似乎能够带我
们穿越时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品味茶艺，还要注意茶的
味道。不同品种的茶叶有不同的口感，有的茶清香甘润，有
的茶苦中带甜，这些都是茶艺的魅力所在。同时，茶的色泽
也是品味茶艺的要素之一。有的茶清澈明亮，有的茶浑浊深
邃，每一种茶的颜色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的美感和想象。

第四段：茶艺的思考和发挥（200字）

茶艺让我们在品味茶的同时，也能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茶艺是一种内外兼修的修养，需要我们在细致品味
的同时，培养出内心的平和和静心的能力。通过茶艺的练习，
我们可以学会沉下心来，借助茶的香气和茶的味道，让思绪
平静下来，感受生活的美好。茶艺还可以启迪我们的创造力，
通过创新的方式去发挥茶的潜力，创造出更多的美感，使茶
艺文化更加生动活泼。

第五段：总结茶艺的心得体会（200字）

在茶艺中，我们不仅品味了茶的香、味、色，还品味了人生
的境界和哲学。茶艺师的专注和用心，让我们看到了对于生
活的热爱和坚持。通过茶艺，我们不仅能够繁忙的生活中找
到片刻的宁静，还能够提升自己的情感和修养。茶艺，不仅
是一种文化艺术，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只有真正用心去看待茶艺，我们才能体会到茶艺的真正价值
和魅力。茶艺，带给我心灵的宁静和思考的空间，让我在繁
忙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入茶艺社的背景和自我介绍（200字）



茶艺是一门古老而优雅的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的制作
过程，更是与人们的心灵相连接的一种仪式。作为对茶文化
有浓厚兴趣的我，加入了学校的茶艺社。在茶艺社的这一段
日子里，我不仅学会了泡茶的技巧，还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
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二段：学习过程和技巧的提升（300字）

茶艺社的学习过程循序渐进，我从最基础的茶具的种类和使
用方法入门，并逐渐掌握了不同种类茶叶的特点和泡茶的技
巧。通过反复的实践和老师的指导，我对于水温、冲泡时间
等关键因素的掌控能力逐步提高。在每一次的实践中，我不
仅可以品尝到不同茶叶带来的不同风味，还能享受到自然而
然的心灵放松。

第三段：茶文化的体验和分享（300字）

茶艺社不仅仅在于学习泡茶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传承和传播
茶文化的内涵。在茶艺社的课堂上，我们不仅了解到著名的
茶文化圣地和名茶的故事，还深入了解了茶道的精髓。茶道
强调的是以茶带人，将茶与心相融合，以此达到身心的和谐。
在茶艺社的活动中，我们也会邀请茶艺大师进行表演和讲座，
通过他们的讲解和示范，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茶的历史、
文化和精神内涵。

第四段：茶艺社的社交和团队合作（200字）

茶艺社不仅仅是一个学习茶艺的地方，更是一个交流和分享
的平台。在学习和沉浸在茶艺文化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茶艺社的活动中一起合作，一起学
习，互相鼓励和帮助。茶艺社的社交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彩
的，例如茶叶品鉴会、茶艺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
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



第五段：茶艺带给我的启发和感悟（200字）

参加茶艺社让我真正体验到了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从中获
得了许多启发与感悟。首先，茶艺社教会我如何静心和放松，
泡茶的过程就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通过泡茶，我可以
舒缓压力，找到内心的平静。其次，泡茶的过程也教会了我
耐心和细致，每个步骤都需要细心和耐心，没有一丝急躁和
心浮气躁。最重要的是，茶艺的学习让我学会了如何欣赏和
感受生活中的美好，这种美好并不局限于泡茶的过程，而是
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总结：茶艺社给予了我丰富的茶文化知识，让我获得了更多
的人生阅历和心灵的滋养。在茶艺社的这段日子里，我不仅
拓宽了视野，提高了技能，还结交了一生的朋友。茶艺之路
虽然漫长，我愿意继续前行，将茶艺文化传播出去，并带给
更多的人们内心的宁静与美好。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六

第一段：引入茶艺的魅力（200字）

茶艺，是一门古老而雅致的艺术。它远离喧嚣，让人沉浸在
宁静和平的氛围中。在欣赏一场精妙的茶艺表演时，我感受
到了茶文化的独特魅力。茶艺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
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通过观察、品茶，我深刻
体会到了茶艺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智慧。

第二段：茶艺的内涵与传统（200字）

茶艺作为一门优雅的艺术形式，具有严格的流程和仪式感。
观赏茶艺表演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茶艺背后的丰富内涵和
传统。茶道一词，在日本被称为“茶之道”，意味着一种至
高无上的境地，要求从每一个环节、每一次动作中表现出内
心的宁静与平和。而在中国，茶艺更是被奉为一种礼仪，同



时也是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茶艺的内涵之深，使人对
其产生无尽的向往与探索。

第三段：茶艺带来的美好体验（200字）

茶艺表演不仅仅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更让人体会到了一种
独特的心灵愉悦。在冲泡、品味的过程中，我细细感受到了
茶中世界的美好。茶叶在水中舞动，水波轻荡，仿佛整个空
间都被填满了宁静与平和。随着细水声的传来，我感觉自己
渐渐和茶一体，心境也渐入佳境。茶艺给予了我一种超越物
质世界的感受，让我在喧嚣纷杂的现实中找到了一份宁静与
内心的平衡。

第四段：茶艺蕴含的人文精神（200字）

茶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蕴含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品茗的时
候，我发现茶艺不仅注重细节和流程的完美，更讲究心与心
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茶艺师为客人把茶的同时，亦于言语和
笑容间传递着温暖与真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茶与人
之间的交流，更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交汇。茶艺，不仅仅是
一门技艺，更是一种传递关怀与情感的载体。

第五段：茶艺对生活的启示（200字）

茶艺教会我在现代的忙碌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与宁静。沏
茶饮茶，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仪式和习惯。每当面对烦
恼和挫折时，沏一杯茶，细细品味，我发现内心的烦躁和不
安渐渐平静下来，有一种重新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心境。茶艺
的哲学理念告诉我，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和内心的净化，才
能从容面对生活的挑战，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人生的
意义。

总结：茶艺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艺术，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传
统，通过观赏茶艺表演，我们可以领略到茶文化中那份深远



和雅致之美。茶艺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种内心愉
悦的体验。它传递了人文精神和生活智慧，教会了人如何在
现代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平衡和宁静。茶艺，让我们从纷繁复
杂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安定与美好。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七

茶，是中国一种著名的饮品，是我们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
平常的我，喜欢喝茶，因为喝茶，养身。这次有幸参加普洱
茶文化图书举办的茶艺培训，我也是分外的高兴，特地向公
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参加茶艺班的学习。

能够得到这次学习机会，我非常的珍惜，每天准时到课堂学
习，不迟到早退。而这次的学习，每一位老师的教学内容以
及经验传授，让我收获颇丰。

从前，我喜欢喝花茶，所以对于花茶的理解和实际运用可能
更为熟练。而秉着对茶的热爱，参加培训后我学习了更多关
于茶的知识，和中国传承的真正茶道。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本有关茶的书叫做《茶经》，是作者陆羽写于天宝年间
的书籍，它一直传承到了现在，是我们进行茶文化学习的宝
贵财富。我认识到了中国十大名茶，六大类茶种，详细地学
习了我们云南的茶山、名茶，掌握了茶的冲泡方法和实际操
作要领等等。

以前，只是听说我们的茶文化茶艺术有多么了不起，因为日
本的茶道，也是从我们中国学习过去的。通过学习，我知道
了，我们中国的茶文化是多么的博大精深，知道了我们中国
人饮茶为何注重一个“品”字。从冲泡前的干茶色形到冲泡
后的香气、汤色、滋味和叶底来分辨茶的品种好坏。从沏茶、
敬茶都有些相应的茶礼仪。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
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
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
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



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
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
口味和点心之功效。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茶膏的学习和
鉴赏。

这次的茶艺培训还让我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茶友，我们
在一起连续九天的学习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以茶会友，
从不认识到因为茶而相识结缘，我们也互相学习交流茶知识、
茶经验，以及各自生活中擅长的领域。

开心的九天茶之旅即将结束，但我们的茶路才刚刚开始。我
们会因为茶，将友谊继续，将我们以茶会友的精神继续。在
这里，真诚地感谢每一位老师耐心、细心的指导和帮助！

茶艺社心得体会篇八

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同时配以情绪等条件，以求“味”和“心”的享受。被称为
美学宗教，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则是
承唐宋遗风。

这学期的茶艺茶道课程向我们具体介绍了绿茶、红茶、黄茶、
白茶、乌龙茶、黑茶、花茶的知识，重点学习了绿茶、乌龙
茶、花茶的泡制技巧和方法。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多以矿泉水
和饮料，很少用到茶(尤其是乌龙茶和花茶)，而且以往我泡
茶也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冲泡，也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错误，
没能泡出一杯好茶的精髓。而通过这一学期茶艺茶道课程学
习，很好的帮助我弥补了这一点不足，使我对茶、对茶艺有
了新的认知和体会。现就我个人的茶艺心得总结如下：

一、绿茶是茶艺课程开始后所接触学习的第一种茶。没学习
之前，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泡的那些个绿茶都是一种浪费，
简直就是茶叶兑开水。我最欣赏绿茶的纯与淳，绿色的芽叶
干净清爽、柔淳的茶水清香宁神，能让人卸下一身疲乏，舒



缓身心，有种回归自然之感。

二、乌龙茶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茶类，相较于绿茶和花茶来说，
于我是最最陌生的一类。而在乌龙茶的实训中，我担任的是
主泡。因为乌龙茶的泡制比较繁琐，使我经常忘记一些步骤，
所以它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类茶。最后我发现，它是最能锻
炼人的心境的一类茶。因为无论时间多么的有限，它还是得
按照步骤一步步来，既不能增也绝不可减。就像我们的生活，
生活里无论你遇到多少困难，无论困难如何大、如何难以解
决，无论所剩时间有多紧迫。事情还是得一件件来，问题还
是得一个个解决。所以，浮躁的心难以泡出一杯好的乌龙茶。
我觉得乌龙茶的茶盘就是一个缩小的人生，而我们练就的何
尝又不是一个张弛有度的人生。

三、花茶“芳香四溢、倍感温馨”是我对花茶最直观的印象。
当桌前摆起花茶茶具，无论是清洁茶具、投茶冲泡还是提杯
品茗，自始自终都有那么一种如春天般的温暖围绕在心头，
让人能有种春日的盎然，无论心情、精神都顿觉美好。由于
课程条件有限，在具体泡制时仍旧以绿茶茶叶代替，无法真
正体会到花茶那甘甜的茶味儿、融暖的芳香，但我觉得在泡
制时，只要我们心中怀以花茶，意入心，心入茶，杯中处处
有甘甜，周身处处有花香。花茶的泡制让我学会了感知，感
知生命勃发的力量，感知生活里那些温暖的美好。综上所述，
这学期茶艺茶道课的学习让我有了不小的收获——泡茶，最
贵乎“心”。当然我也深知茶艺并非仅靠一学期的学习就能
练就的，所以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继续的练习。同时，希
望每一个泡茶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以自己的心入茶，泡
茶一杯属于自己的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