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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人物

从“叛逆”孩子到影视编导，从梦想当战地记者到合伙创业，从影视公司到茶文化，33岁的井瑞走过了创业、
失败、成功、转身的过程。

这个从抚顺清原走出的孩子，儒雅的外表下是一颗创业激情满满的心，他在沈阳创办的影视公司从四处找
活到订单排满，他却转身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创办“茶予茶研社”。

他说这既遵从了内心，也找寻到了初心，“通过茶文化来抹平亲子间的代沟，通过茶文化作为载体打造众创
空间，把优秀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获得更多人认同。”

他和团队希望茶能把美好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不断传递下去。

从小“叛逆”选择广电编导专业

在父母眼中，井瑞一直是个“不
太听话、叛逆”的孩子。“我母亲是一
名篮球运动员，知道从事体育很辛
苦，不希望我在这方面多搭时间。”12
月 9日井瑞说，自己不顾父母的反对
到抚顺一家足球学校接受了 2 年正
规训练。

“1998 年世界杯对我影响特别
大，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那么
高水平的比赛。”井瑞那时快要小学
毕业，自己本来就喜欢踢足球，受到
这样的刺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立志
要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当时足校课程安排是上午到足
校附近的一所初中上文化课，下午在
教练的带领下练球。“没去足校的时
候，我总想着整天踢球。”他说，进入
足校后反而心态平和了一些，“上文

化课时认真听，两不耽误。”
尽管父母不赞成自己的选择，但

他下定决心后还是获得了父母的支
持，“父亲出差经常会带回来一双球
鞋，或是一个足球，那时我会高兴得
搂着睡觉，好几天才舍得上脚……”

后来井瑞对投身足球产生了动
摇，加之看到有的老队员年纪大了因没
有文凭和技能谋生不易，“我赶紧回学
校努力学习，好在文化课没落下多少。”

初中毕业后，他升入清原高中，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和父母的想法
又不一样了……父母特别希望我报
考理工类的院校，尤其希望我报抚顺
石油化工大学，但我铁了心要报考中
国传媒大学，最终父母同意了。”

2005年，井瑞进入中国传媒大学
南广学院广播电视文艺编导专业。

创办“茶研社”打造文化众创空间

没和家人商量 创办“茶予茶研社”

“年龄逐渐大了，我越来越倾向于把更
多时间留给家庭，思来想去决定来一次转
身。”2018 年，井瑞和程夷在长白岛万科商
务中心创办茶予文化社交空间，这一次他
没和家人商量。

在他看来，这是个“无心插柳”的项目，
“去年中秋节我和程老师办了一场月夕茶
会，把和中秋节有关的历史故事、民俗进行
了复原，有 130 多人参加，观众们的反响很
不错，我们决定办下去。”

“很多人说东北人不会做文化，我们这
一代年轻人应该肩负起使命，用我们的思
维观念去理解文化，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复
原出来。”他说，当时并没想到会有多大的
市场，但坚持了下去并成为了一个品牌。

基于让更多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能聚
在一起，进一步提升茶文化品牌，他和程夷
创办了“茶予文化社交空间”，“我们和一般

的茶道工作室、茶馆不一样，我们不以销售
茶叶为主，而是把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我
们输出的是优质传统文化。”

茶室面积200平方米，两户公寓打通，分
成4个区域，市内装修追求宋式极简风格，水
吧台取名“草木间”，寓意“人在草木间”；泛社
交空间取名“无我”，深意是作为公共空间，

“没有我”的状态是追求的一个状态。
“我们把两个私密会客的空间取名‘松

风’‘青岚’，站在 19 楼茶室内，窗外是蜿蜒
的浑河，站在楼上仿佛置身山顶。”程夷说，
装修设计上把很多功能隐藏在柜子里，其
中一些是明清时期的家具。

“我们希望看到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
映，一直以来我们认为茶是一种媒介，核心
的内容是文化和社交。”井瑞说，空间的每
个角落、每个点，都有不同的深意和用心，
留白的背后是思想和内容。

回沈再创业 公司起步只有两个人

2011 年井瑞选择回沈阳继续创
业，“沈阳是省会，是东北的核心，而
且离家比较近，对于开展影视方面的
业务在推广上会比较容易些，毕竟这
里的市场要好一些，之后的经历印证
了我当初的判断。”

他自己成立沈阳南广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当时公司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
人，第一个活是给央视科教频道‘大家’
栏目拍摄一些杰出的工程师们，和央视
的节目组合作，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完成
拍摄，二次创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因为业务变多，他建立了省内
‘航拍俱乐部’。”他说，比如冬季下大
雪，可以在群里发通知，省内各市的

航拍爱好者们会迅速出动，采集一
些画面供电视台使用，“这是大家的
兴趣所在。”

“2017年，我们和央视新闻中心
合作拍摄《还看今朝·辽宁篇》。”他
说，这个作品是从事航拍2年时的最
重要作品之一，不论从技术上、立意
上、主题上都是最满意的，而且为家
乡做了贡献。

同一年，抚顺参加第一届“魅力中
国城”节目，井瑞成为导演组一员。“能
为家乡拍摄，是我的荣幸。”他说当时
全国有30多个城市参赛，最终抚顺获
得第8名的好成绩，入围魅力中国城
十佳城市，“很骄傲很自豪！”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到大连创业 困难时摆地摊挣饭钱

进入大学后，井瑞很关注国内国
际新闻，他看到战地记者穿梭在战火中
的身影，“特别羡慕，我心中最理想的职
业就是战地记者，但我并不知道该去做
什么，只是心中一个宏观的愿望。”

井瑞回忆，大二那年学校开设了
阿拉伯语专业，“我就想报名转过去，
一心想毕业后去中东战场，但转系需
要家长签字，我父母说啥也不签，毕
竟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经不起我
这么折腾……”

心中的记者梦渐行渐远，井瑞
抑郁了好久。随着时间推移，他把
失去这次机会渐渐看淡了，“当时我
想，反正我将来还有机会，一两个月
之后，心情就不再压抑了，一直到大
学毕业我都没再折腾，我们 8个同学

一起把南广的电视台撑起来了，很
有成就感。”

2009 年大学毕业，井瑞来到大
连创业，与人合作成立影视公司，

“当时微电影还没有多少人拍，我们
主要从事微电影和 MV 拍摄制作，
还接一些公司的形象宣传片，但当
时这个领域还不被很多人接受，只
干了一年。”

当时井瑞在大连给一家地产公
司做了整体包装，十多个人花了半
年时间，完工后去结账，“没想到的
是，对方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却拒绝
向我支付合同约定的金额。”他说，
这直接导致公司解散，“我只好用父
母的钱支付员工的费用，当时我甚
至去摆地摊赚钱，一个多月。”

要把“茶予茶研社”打造成文化品牌

创办“茶予茶研社”，井瑞说这是一次
“由实向虚”的转变，“以前制作影视片，是
产品或者叫作品，现在做的是文化、内容，
但实际上我一直是内容生产者，不管我所
处的平台怎样变换，输出内容是不变的。”

在他看来，“茶予茶研社”是一个文化
众创空间，“比如说我们复原了一款茶，叫
乾隆三清茶，这是历史上乾隆皇帝请 28 位
学士品茶聊天，他发明的一款茶，寓意清廉
为官，一心为民，我们茶会的嘉宾来自各行
各业，每个人贡献各自领域的专业度，一起
来创造一款产品，再通过渠道把产品推出
去，如果有收益，大家将共同受益。”

让他欣慰的是，很多嘉宾带着孩子和
家人来参加茶会，“你与孩子之间只隔了一
杯茶，我们通过茶文化来抹去孩子和家长
之间的代沟，茶不但能让孩子安静下来，还

能产生很多共同的话题，家长们说孩子回
家后也经常会主动泡茶，还懂得了饮茶的
礼仪，这是传统礼仪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
家长和孩子喜欢上了茶会。”

“前几天降温。”井瑞说邀约了10个家庭，
因为天气不好，以为大家不会来了，“结果10
个家庭都来了，而且很守时，这让我们都很感
动，孩子鼻子冻得通红也没有窝在家里。”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0年，井瑞希望能把
“茶予文化”办得更加实在，品牌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的初心，把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
茶的渠道传播出去，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我们非常看重的，是一代人一代人之
间的传承，希望我们的茶会能把美好的东
西传递给下一代，并希望他们也能继续传
递下去。”井瑞说，这就是团队创业者们最
大的期盼。

“拍摄中，对抚
顺的历史人文有了
更多了解，也去了很
多之前从没去过的
地方。”他说，这也是
对家乡历史的补习，

“那时我下决心，要发
掘家乡的更多历史文
化，让更多人对抚顺
有更多了解。”

此 时 他 回 沈 创
业 已 有 6 年 时 间 ，

“2015 年我娶了一位
沈阳姑娘，在沈阳安
家落户，我把更多时
间花在了家庭上，毕
竟我在外那么多年，
心理上更想安稳一
些，能有更多时间陪
陪家人。”

井瑞。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