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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都愿在开心茶馆喝口茶
福山区八旬老人刘家恕25年来坚持为过往路人提供免费茶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晏坤

福山区西埠庄村有个
“开心茶馆”，传说不开心
的人，喝了此馆茶水就会
变得开心。

一把不起眼的立式烧
水壶、一张简陋方桌、两只
暖瓶、加上八个形状各异
的水杯，还有一位耄耋之
年的普通农民，这便是开
心茶馆的主角。家住福山
区门楼镇西埠庄村西头的
80岁老人刘家恕，25年如
一日，一直坚持做着一件
自认为“不入眼”的小事，
为过往路人提供免费茶
水。

老人煮的是碗开心茶

9日上午，记者慕名前往
西埠庄村，采访这位开心茶
馆的“送茶翁”。

西埠庄村会计刘家格
回忆起刘家恕当年免费提
供茶水的情景很是感慨。

“老人从 1 9 8 7 年就为过往
路人提供免费茶水，当时
很多村民不理解。但后来，
这个‘茶馆’给下地干活的
村民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
在的。”

在刘家格和“送茶翁”四
女婿钟红军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了老人免费煮茶送茶的
地方。一颗茂盛的柳树下，一
把烧水壶、一张小方桌、几只
茶杯，旁边一位体格矫健的
老人正在烧水煮茶。

80岁高龄的刘家恕耳
聪目明，口齿清晰，身着黑
色条纹长袖衬衣，脚穿胶
皮解放鞋，看“身手”完全
不像耄耋老人。

看到记者前来，老人微
笑迎接，但当知道采访时，
老人却要拒绝。“不，不，没
什么好说的，我一天到晚

在这烧水，他们就有来喝
的，就这么回事。”老人说，
在 他 眼 里 ，这 件 事“ 不 入
眼”，不足以惊动记者，在
记 者 表 明 了“ 不 上 电 视 ”
后，老人这才打消了顾虑，
和记者聊了起来。

“烧的就是一壶开心茶，
干活累了，来这喝杯茶乐呵
乐呵，不挺好的嘛。”老人讲
的极为朴素。在“开心茶馆”，
不分高低贵贱，无论谁当茶
客，都是用一样的茶杯，喝同
样的茶水。

煮茶纯属无心插柳 一煮就是25年

讲起“经营”这个茶摊的
缘由，刘家恕称是典型的“无
心插柳”，这一切还要从多年
前说起。

1982年承包责任田后，
刘家恕便在一亩二分地里种
下了福山大樱桃，1987年樱
桃树开始慢慢长大。为了看
场，他便在田地中央西侧搭

盖了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
房子，同时在房子西南侧插
了一枝柳枝，种了一棵枣树。

“这小房就 是 放 点 农
具，不会在这里住。”老人
说，除了放点农具，因为平
时自己喜欢喝点茶，也放
了些简单的茶杯茶壶，“自
己干活渴了就烧壶水喝。”

久而久之，过往的村民开始
到此讨口凉水喝。

“这哪能行？现成煮好
的茶水，喝啥凉水？”老人
已记不起，2 5年前第一杯

“开心茶”给哪位茶客解了
渴，这儿也渐渐成为村民歇
脚的地方。

第一杯“开心茶”倒出

去后，便一发不可收，免费
茶煮了25年。

25年后的今天，柳枝已
长成一棵直径40厘米、树高
近7米的大柳树，那棵枣树枝
头也已挂满青枣。很多路过
此处的村民，能够喝碗开心
茶，开怀一笑，在这一刻享受
快乐人生。

老人曾想过放弃茶摊 但终不忍心

老人一直用心经营着
“开心茶馆”，生怕渴着经常
来往的茶客们，但在2009年，
老人曾想过放弃茶摊。

现在种着草莓苗、山药
的一亩二分地里，还有几
棵 干 枯 的 樱 桃 树 ，那 是
2 0 0 8年灾害留下的后果。
当时樱桃树根部遭受虫菌

害，一棵棵相继枯死。
“2009年，大樱桃树基本

都快死光了，还留在这里干
什么？”刘家恕说，就好像是
看护樱桃的使命已经结束，
可以告老还乡了。

但转念一想，自己在这
场待了20多年了，走了干什么
去呢？经营茶摊的那份快乐和

与人方便的心怀谁又能给？
最终，刘家恕决定把枯

死的樱桃树刨掉换成菜园
子，种点菜吃，继续留在这儿
烧茶喝。说话间，老人不时向
烧水壶下面添加木块。

“那时候干活累了，还能
过来吃个樱桃，喝杯茶水。”
刘家恕说，但现在过来只能

喝杯茶了。望着田间地头的
庄稼蔬菜，老人眼神里流露
着些许遗憾。

采访过程中，村里的“茶
客”陆续赶来，在这个十平
方左右的范围里，热闹的

“ 茶 馆 小 剧 ”每 天 都 在 上
演，大家都乐乐呵呵的，在
这里忘却了烦恼。

烧坏三把铁壶

用坏一辆三轮车
刘家恕称，现在一天至

少能煮四壶水，相当于8暖瓶
开水，能倒50茶杯水。老人这
种孜孜不倦的善良行为，感
染了很多来此喝茶的村民，
外村也知道这个老好人。

老人和蔼可亲，像老顽
童一样和来饮茶的村民一起
谈笑风生，自得其乐。

“不管是男女老少，来这
里喝杯茶，除了解渴，还是一

种乐趣。”钟红军说，他打算
为老人做个广告牌。上面写
开心茶馆，下写俩字“免费”。

村里在田间地头选地方
打井浇地，刘家恕煮茶用的
水便是取的井中泉水。“三天
两头去拉一桶水。”刘家恕
说，上一辆三轮车也是这样
用坏的。为了烧水，老人已经
用掉了三把烧水铁壶，正在

“服役”的是第四把水壶。

按这个煮茶法，一年能
用多少斤茶叶？那么茶叶又
从哪里来的呢？说起茶叶，
老人抿着嘴笑起来，20多年
来，到此饮茶的村民都很自
觉，“有什么好的茶叶都送
过来一起喝。”

“我自己一年能用个
5 斤左右的茶叶，有什么
茶叶就往这带什么。”老
人说，茶客带过来的茶叶

种类就多了。
“红茶、绿茶、铁观音、

观音王、龙井茶、毛尖茶，很
多种。”在旁喝茶的刘婶说。

“茶叶是足够，一年到
头都喝不了。”刘家恕欣慰
地说道。

在采访中，不少村民认
为，“老人的善良能够感染
身旁的人，让自己变得更加
善良，与人方便于己快乐。”

茶客很自觉

好茶一起喝

刘家恕和他的开心茶馆。

过往路人喝茶解渴。

刘家恕将烧好的水倒进暖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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