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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争气” 彰显“底气”

东方之饮，惊艳世界。其背后，重重“闯关”
之旅不为人知：按照规定，每个国家每2年只能
单独申报1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候选项目，
其频次和数量堪称“国考”；按期提交申报材料
后，还将迎来“国际大考”，以今年为例，共有来
自各国的46个文化遗产项目参评，其竞争压力
和成功难度可见一斑。

而“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是
在这样的考验中“杀”出重围：文化和旅游部于
2020年11月确定将其作为我国新一轮申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
在历时两年的筹备和推进后，它不负众望，作为
今年我国唯一申报项目，为国人成功圆梦。

令人欣慰的“争气”背后，是中国茶十足的
“底气”：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
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追本溯
源，世界各国引种的茶种，采用的茶树栽培的方
法，茶叶加工的工艺，茶叶品饮的方式，以及茶
礼茶仪、茶俗茶风、茶艺茶会、茶道茶德等，都是
直接或间接地由我国传播出去。中国是茶的原

产地、茶文化的发祥地，被誉称为“茶的祖国”，
当之无愧。

而“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简
简单单14个字，实则包罗万象，是有关茶园管
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
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
和饮茶。制茶师根据当地风土，运用杀青、闷黄、
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核心技艺，发展
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
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
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世代传
承，至今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
活动中。

百茶“争艳” 生活“添香”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
目，堪称我国人类非遗申报项目中的“体量之
最”，共涉及15个省份的44个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认真浏览目录，它很像一部微缩版的“茶
叶百科全书”，涵盖六大茶类、再加工茶等传

统制茶技艺，展示了同一品类下中国茶的“千
姿百态”：以绿茶制作技艺为例，不少家喻户
晓的名茶面孔悉数亮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
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碧螺春、恩施玉
露、都匀毛尖、信阳毛尖等；以黑茶制作技艺
为例，既有湖南安化的千两茶、益阳的茯砖
茶，又有湖北赤壁的赵李桥茶、宜昌的长盛川
青砖茶，还有四川雅安的南路边茶、云南大理
的下关沱茶、陕西咸阳的茯茶等。

它同时又像一部平铺延展的“茶叶地
图”，展示了同一地域下中国茶的“百花齐
放”，仅以福建省一个产区为例，就包含了武
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乌龙茶制作技艺
（铁观音制作技艺）、白茶制作技艺（福鼎白茶
制作技艺）、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窨
制工艺）、红茶制作技艺（坦洋工夫茶制作技
艺）、乌龙茶制作技艺 （漳平水仙茶制作技
艺）等多个品类。

它更像一幅活色生香的休闲场景，如同一
头扎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妙趣横生的赶茶
场，“习尚风雅，举措高超”的潮州功夫茶
艺，德昂族酸茶、瑶族油茶、白族三道茶等少
数民族同胞的多彩茶俗……饮茶和品茶早已贯

穿于中国人的“柴米油盐”中，在交友、婚
礼、拜师、祭祀等活动中，饮茶都是重要的沟
通媒介。以茶敬客、以茶敦亲、以茶睦邻、以
茶结友也为多民族共享，为相关社区、群体和
个人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

令大家眼前一亮的是，各项目社区知情同
意书签署者也体现了国人在茶领域的广泛参
与，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单位、茶业公司、
协会、商会、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基地、博物馆、
学术团体机构、村民委员会外，还有小学生代
表，真正体现了茶在家庭、学校、社区、师徒间的
传承，且每个人都能做茶文化的传承者。

匠心“传承” 筑造“未来”

在申遗成功之后，如何确保该遗产项目的
存续力，增强传承活力，成为业界关注的重头
戏。

文化和旅游部介绍，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
早已于2020年12月成立保护工作组，联合制
定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五年保
护计划（2021—2025）》（以下简称《计划》）。

《计划》将鼓励传承人按照传统方式授徒传

艺，依托中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培养专门人才，巩
固代际传承；举办保护传承培训班，加强能力建
设；建立研学基地，编写普及读本，开展相关巡
展活动，提高青少年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加
强确认和管理、提升建档水平、开展学术研究、
完善保护协作机制、维护实践场所、组织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等措施，实施协同保护行动。文化
和旅游部和相关地方政府将积极支持相关社
区、群体和个人组织实施系列保护措施，做好该
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实践。可见，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我国
已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为国际
非遗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而当下，随着喜讯传来，各地的庆祝活动也
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作为牵头申报省份及入选
宣传展示主会场承办地，浙江省已从当日起至
12月底，在多地举办“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
题庆祝活动、人类非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专题展、茶文化体验周和购物节活动
等，让更多人近距离了解和体验我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深厚内涵。

叩响人类非遗的大门只是起点，更多精彩
的中国茶故事，值得世界期待。

今年可以说是
我国茶界的辉煌时
刻 ， 继 5 月 20 日

“福建安溪铁观音
茶文化系统”被列
入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 产 （GIAHS） 名
录之后半年，“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又于
北京时间 11 月 29
日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如果不是受
相关国际因素影
响，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另一公约
《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框
架下，“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作为中国今年
唯一提名项目，本
有很大希望于今年
6 月 19 日至 30 日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的第 45 届世界遗
产大会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从 而 实 现

“中国茶”申遗的“三连
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
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茶
文化不仅深深融入中国人生
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还通过包括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
农业交流等在内的多种途
径，跨出国门，影响世界，
成为中外人民相知相交、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

种茶、采茶、制茶、饮
茶，涉及茶园管理、茶叶采
摘与制作、茶品饮用及其相
关的农耕技术、制作工艺、
社会实践，并创造了不同茶
类、茶园景观、相关习俗，
衍生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各有不同但内涵统一的茶文
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丰富的
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传达
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
念，彰显着中国人谦、和、
礼、敬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申报成功，不
仅使中国以 43 个项目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与名册数量位居
世界第一，而且填补了该名
录中茶文化的空白，并与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的茶
文化项目、有望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的茶文化项目一
起，构成完整的中国茶文化
体系。

从本次入选项目所涉及
的 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看，涵盖了各种茶类的

传统制茶技艺和相
关习俗，但显然没
有涉及茶园管理阶
段内容，而这一部
分恰是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项目的
重点所在。2012 年
列入的普洱古茶园
与 茶 文 化 系 统 、
2014 年列入的福州
茉莉花与茶文化系
统、今年列入的安
溪铁观音茶文化系
统，分别呈现了茶
与林、山地茶园与
湿地茉莉花园、林
地-茶园-农田的复
合景观结构，包含
着丰富而独特的茶
树品种资源和环境
友好的茶园生态管
理技术。

构 成 “ 中 国 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的 44 个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中，福州茉莉花
茶窨制工艺、铁观
音制作技艺、普洱
茶制作技艺等与3项
茶类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项目关系
密切，而包括西湖

龙井、太平猴魁、碧螺春、
恩施玉露、蒙山茶等绿茶制
作技艺，福鼎白茶制作技
艺，安化千两茶、赤壁赵李
桥砖茶等黑茶制作技艺，以
及潮州功夫茶艺等，均与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的茶
类项目有关。

在祝贺“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
功的时候，也期待“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早日
被列入世界文化名录。并在
茶文化的带动和促进下，促
进中国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和
茶科技水平的稳步提高。

习近平主席在致信祝贺
首个“国际茶日”时曾指
出，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大
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
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
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
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
活。

相信随着茶文化被陆续
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必将更好推
进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深化民众对中华文明发
源发展的认识，凝聚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坚
定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
化自信。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
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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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 29日晚，我国申报
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消息一出，中国茶再次成
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许多茶友在社交媒
体上把这一事件简化为“中国茶入非
遗”。这一说法没错，但我们还需要追问
一句：具体是中国茶的哪些要素列入了
非遗？

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
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
的知识、技艺和实践。茶的手工制作工艺
和饮用习俗呈现起来比较直观，也很容
易被大众所关注和了解。茶园的管理和
采摘，通常只被原产地的茶农或制茶人
关注，鲜被大众认识，而这两个环节其实
很重要，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
俗的起点。

茶园管理和采茶，是一种技术，也
是一种艺术，其中蕴含着东方的智慧和
美学。

茶属植物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与
茶树原产地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对茶的驯
化和利用。茶与人相遇后，经历了从野生
到栽培的历程。在古代，农民主要采用种
子直播，我国早在唐代就掌握了一整套
茶叶种植的方法。《四时纂要》中就有种
茶技术的详细介绍，书中说“此物畏日”，
因此种茶要找树下或北阴之地，又或者

“桑下、竹阴地”。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阳
崖阴林，茶树不喜欢直射，喜欢漫射光。
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植产之
地，崖必阳、圃必阴”“今圃家皆植木以资
茶之阴”。

这些古人实践出来的知识和方法，
在当下的茶园管理中依然适用。纵观中

国各大产茶区，许多优良茶园都要求有一
定的遮阴树，同时也对茶园周边的生态环
境密切关注。中国人喝茶，喝的不仅仅是
茶，还要品茶园周边的山水气韵，这种传承
了千百年茶园管理理念，与当下所提倡的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不谋而合。
以云南茶区的古茶园管理为例，依据茶树
生长习性，茶林共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
园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陆羽在《茶经》中
所说的“野者上”相互印证，这是文化遗产，
也是当下智慧。

茶叶的采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中有很多学问和技巧。历史上最极致的
采摘，要数宋代贡茶的采制。宋代贡茶，采
茶时要求只能用甲，而不能用指，因为指甲

的硬度高，两个指甲就像剪刀，采茶要速断
而不揉，减少鲜叶的氧化，最大限度保持茶
的鲜嫩。可见宋茶的极致不仅在点茶的仪
式之中，也在采茶环节的严苛之中。

依据六大茶类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要求，
对采摘有着不同标准。用绿茶和普洱做一个
对比，绿茶追求鲜爽，要采嫩芽；而普洱茶的
采摘，可以芽、叶、梗都保留。在云南茶区，古
茶树的采摘需要采茶人爬到几米高的茶树
上采摘，当地还有一种由于特殊采养方式形
成的藤条茶，这种茶枝条柔软、叶芽肥厚、滋
味浓郁，有学者研究，藤条茶的分布还与云
南茶马古道的线路有着密切联系。放眼全
国，各产茶区茶园管理和采摘方式背后，不
仅是种植技术和制茶工艺的不同，还有着诸
多值得挖掘的历史文化信息。

人们的劳动和驯化、改变了茶树，而人
类的历史和文化也被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
着。茶有自己的语言，在原产地，一片片茶
园、一棵棵茶树讲述着与风土人情的故事。
从叶到茶，每一次冲泡，每一杯茶都在向
世界讲述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从茶园管理和茶叶采摘领略东方智慧
杨静茜

11月的最后一天，寒潮来袭，
气温骤降，但杭州人的朋友圈一大
早就热气腾腾，大家都在刷屏一个
重磅消息：西湖龙井制作技艺和径
山茶宴民俗活动，作为“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
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次西湖龙井制作技艺和径
山茶宴民俗从国家非遗更进一步，
成功入选联合国的非遗，是世界对
中国茶的认可。”杭州茶文化研究会
会长何关新开心地分享他的喜悦，

“西湖龙井茶的炒制过程兼具实用
性与观赏性，非常有特色。而径山茶
宴把饮茶从日常生活上升到宗教仪

轨法事层面，还远播日本，成为国际
文化交流的载体，是中国茶文化深
厚内涵的代表。”

爱喝茶的中国人对产于杭州的
西湖龙井茶一定不会陌生，她被业
界誉为“绿茶皇后”。对于杭州人来
说，每年的第一抹春色，就是来自杭
州城西群山之中的一杯龙井新茶。

西湖龙井采摘时要选取一芽一
叶或一芽二叶，制作时要经过摊放、青
锅、成条、回潮、辉锅、分筛、挺长头、归
堆、收灰等九道工序，特别是要坚持手
工炒制，灵活运用“抓、抖、搭、拓、捺、
推、扣、甩、磨、压”十大标准手法，才能
得到一杯真正的西湖龙井茶。

“西湖龙井茶的好品质，主要是
因为优越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气候
条件，再加上一代又一代的茶人用
心传承，坚持手工技艺，与时俱进创
新。”炒了48年茶叶的樊生华，是国
家级非遗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传统的十大
手法基础上，他独创了“太极手法”。

“两个巴掌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我
现在坚持带徒弟，希望这门手艺能
代代相传。”樊生华笑着说。

不同的茶叶有不同的品饮方
法，选用适宜的玻璃杯、瓷杯或盖
碗、茶壶等茶具，根据茶叶嫩度不
同，以不同温度的水，冲泡或煮开，
饮前先闻香气，还可观赏茶叶在水
中的曼妙身姿，再慢慢品饮，才是一
个完整的饮茶过程。

距西湖龙井核心产区 60 公里
的径山也产茶，径山茶属于我国最
多见、冲泡最简便的绿茶。作为烘青
茶，它的冲泡品饮与龙井茶有很大
不同，一般采用上投法，先冲水，再
加茶叶。

有些地域，如喝功夫茶的闽台
地区，泡茶动作比较复杂，讲究规定
的程序，一套娴熟的技法下来，令人

赏心悦目。
最具仪式感的喝法，要数这次入

选联合国非遗的径山茶宴。
径山茶宴代表性传承人、径山寺

现任方丈戒兴法师介绍：“径山茶宴”
又称“径山茶礼”“径山茶会”。唐宋时
期，径山是江南五山十刹之首，高僧辈
出，名士云集，寺院接待贵客上宾的大
堂茶会应运而生。茶宴分为张茶榜、击
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
行盏分茶、说偈吃茶到谢茶退堂等十
多道仪式程序，宾主或师徒之间以茶
参禅，以茶悟道。从“茶宴”中可以
一窥我国古代茶宴礼俗的旧貌，感受

“茶禅一味”的魅力。
普通人喝茶不需要太多的讲究，

正如尊径山为茶道祖庭的日本草痷茶
道创始人千利休禅师所说：“须知茶道
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当然，如果你是前段时间大火
的热播剧《梦华录》的粉丝，想学习
一下剧中赵盼儿用径山茶施展的斗茶
之技，来径山作一次寻茶之旅也是很
不错的安排。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

制茶与饮茶 中国茶的双生花
张治毅

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一则喜讯从远在非洲的摩洛哥王国拉巴特传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
会议宣布，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成功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时间，这一话题燃爆全网，无数国人为之骄傲振奋。茶，作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作为社交联谊、传播文化的精神纽带，在人类非
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了“中国色彩”。

——写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之际
本报记者 徐金玉

▲ 在婚礼上敬献“白族三道茶”。

▲ 制茶师在进行“福鼎白茶”的“萎凋”。▲

采茶工在福建武夷山茶园采茶。

讲述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文化

讲述技艺传承讲述技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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