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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春天已至 未来可期

数日来，王庆的身影奔忙在各类
以“国际茶日”为主题的活动现场：
他或是在北京，参加联合国邮票《国
际茶日》发行仪式；或是在福建，出
席第三届“三茶”融合高质量发展大
会；或是在广东，以线上视频形式为

“百企百城，世界共享”的英红邀约
点赞……

而他繁忙的脚步，映衬着这个特
殊节日热度的同时，无形中也展露出
国内茶产业蒸蒸日上、蓄势待发的良
好前景。

“中国是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
多年来茶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2022年，全国干毛茶产量达到318
万吨，产值实现3180亿元，内销量
达 240 万吨。2023 年，在经济向
好、内需驱动、政策东风等多重利好
驱动下，相信茶行业的春天已经到
来。”王庆说。

中国茶和茶文化是国计民生。在
他看来，茶产业是提升农民增收和乡
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
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共同
富裕的支柱产业。“未来，行业应以
茶促融，以融助发展，我们也将尽己
之力，传播茶文化，分享茶产业发展
经验，向全球茶人讲述中国茶叶故
事。”

“今年是第四个‘国际茶日’，却
也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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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迎来的首
个‘国际茶日’。身在茶乡，处处能
够感受到这种热烈的庆祝氛围。”泉
州市政协常委、国家高级评茶师郑秀
棉格外感慨。

作为一线的“守艺人”，郑秀棉
从15岁便开始做茶，她笑称自己是

“在茶丛中爬出来的茶人”，几十年如
一日地坚守在铁观音的生产线上，更
见证了茶给家乡带来的巨变。

“当年，正是因茶产业的发展，
安溪实现了从‘国定贫困县’到‘全
国百强县’的华丽转身，成为我国依
靠产业发展实现脱贫的典型。”在郑
秀棉的记忆中，小时候的茶叶还带着
梗，用锡纸包着，很简单很淳朴。发
展至今，从工艺到包装都在升级，但
那种温暖的感觉始终没有改变。

“茶，说起来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
但它真正让一方百姓富裕起来，还会
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而茶文化、
茶产业、茶科技有机结合，形成一个
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整
体，定会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郑
秀棉说。

一杯香茗 万种风情

庆祝活动如同万花筒，解读着同
一节日在他们心中的不同深意。

“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一群来
自贵阳十六的中初中生身着汉服、吟
诵《茶经》，引得台下嘉宾连连称赞。

与其他地方的庆祝活动不同，
2023年“国际茶日”贵州主会场系
列活动的一站选在了贵州大学。这一
选择似乎直观地道出了主办方的初

衷，借助“国家茶日”这张金名片，让
更多青少年认识茶、亲近茶。

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大
学茶学院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傅传耀表
示：“目前，中国青少年健康十分堪
忧，肥胖、‘三高’正逐渐低龄化。全
世界有40%的人都饮茶，茶中有六七
百种化学物质，更是世界‘三大’健康
饮品之一，许多著名的企业家、科学
家、政治家终生与茶相伴，青少年朋友
应该多喝茶。”

他同时呼吁大家端起茶杯，做茶文
化的传播者，“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
喝茶太少。茶是一种精神涵养，请大家
与茶相伴。”

置身于福州活动的庆祝现场，福建
省乌龙茶制作技艺（永春佛手茶）代表
性传承人王德露则不厌其烦地向在场的
嘉宾讲述着传承传统工艺的珍贵。

“永春佛手茶的历史始于唐宋年
间，按古法等非遗传承工艺制作，需要
专用荔枝炭长时间烘焙，而后存入陶缸
重新发酵静醒，再发酵再静醒，这才有
了它独特的香韵和营养，回味绵长。我
希望开设非遗馆将手艺传承下去，整合
资源，传播技术，促进共同发展。”

在王德露心中，生态茶园也有一幅
具象的图景，他笑称是“头上戴帽，脚
上穿鞋”——即山顶有林木，脚下有润
草，不施农药、除草剂和增长素，这使
茶园形成了一种平衡的自然生态。

“注重茶叶质量安全，促进传统工
艺的保护与回归，才能让全世界喝到中
国的放心茶、正宗茶。”王德露说。

茶和天下 美美与共

纵观世界，“茶和天下·雅集”系
列活动在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多国举
行，当地民众在茶的一赏一品中，被其
色泽、香气、滋味所吸引，与中国茶美

好相遇；而目光转向国内，从全国性的
活动到省区市甚至县镇乡的活动，无一
不在诉说着全国各大产销区为茶欢庆的
动人故事。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参
政议政工作委员会主任骆沙鸣对此乐见
其成。在他看来，“国际茶日”是人类
共同的节日，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和
合性、体验性、教育性、共享性等多重
价值。

“这样的国际性的活动，能更好地
唤起各国对中国茶历史记忆的共鸣度、
中国茶文化的认可度，提升当代中国茶
产品的美誉度，同时通过茶文化交融互
鉴，茶产品循环流通，提升中国在茶行
业的话语权，可以与全球茶产业进行

‘对话’，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共
同的国际标准、协同发展，还可以在

‘双碳’语境下探索绿色茶产业的碳汇
交易等。”骆沙鸣说。

而国内精彩纷呈的活动，也让各大
茶产区大放异彩。“茶是乡村振兴的一
把‘金钥匙’，更是茶农增收致富的一
片‘金叶子’。我们借助‘国际茶日’，
可以描绘出对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高质量发展的美好遐想，在未来大有
可为。”

在骆沙鸣看来，“国际茶日”还可
以更好地挖掘文化属性，以茶为媒，讲
好中国“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
故事。

“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和而不
同、和谐健康，通过对‘国际茶日’活
动主题的设计，一方面增强国人的文化
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意识，更有
力地推动中国茶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一方面在讲好中国茶文化故事
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增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发出中国茶文化的好声音，让
世界进一步认识中国茶，了解中国茶，
爱上中国茶。”骆沙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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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八之出”中，有“杭
州，临安、於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
同……”的记载。临安，是现在杭州的
一个城区，由临安、於潜和昌化三县合
并而来，位于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

临安产茶历史悠久，传说早在西
汉末年，高士梅福因避王莽之乱，遁隐
临安九仙山，种茶以自娱。梅福是见
于《汉书》的历史人物，今天临安区还
有梅家头村，居住着他的后裔，依然保

留着种茶喝茶的习惯。梅姓一支后来
迁居杭州西湖区，繁衍成梅家坞村落，
茶缘未了，现在那里是西湖龙井茶“梅
字号”的核心产区。基于此，民间曾
有“杭为茶都，临为茶源”的说法。

好茶也要名人赞。唐代陆羽撰写
《茶经》时，曾多次到天目山采茶、品
茶。翻开《全唐诗》，可以看到他的好
友皇甫曾等人当时的记录：《送陆鸿渐
天目采茶回》等。陆羽在《茶经》中对
临安产茶的记载，源自他的亲身考察
品鉴。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
一，由临安人钱镠所创。他重视农桑，
茶叶生产成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产业，
茶叶是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隋唐史
纲》说：“吴越境内，厥植唯茶。”历代钱
王都采取“保境安民，和平对外”的国
策，临安茶被大量地用来朝贡北方朝
廷，数量每以万斤计。今天临安全区
的茶叶产量，在全国依然名列前茅。

茶香如缕，绵延不绝。明代屠隆
在《考槃余事》中，将“天目”与“虎丘”

“六安”“天池”“阳羡”“龙井”同列为全
国六大茶叶珍品。临安黄岭山茶、昌
化顺溪大方茶等当时也被列为贡茶。

清宣统二年（1910），天目云雾茶获南洋
劝业博览会特等金质奖。现在恢复的天
目云雾茶被冠名为“天目青顶”，是当代
著名茶人庄晚芳先生定名，已成为临安
最大的绿茶品类。

说到临安茶，必须要说到天目盏。
天目盏是黑釉粗瓷，因不可控的“窑变”
而出名。苏东坡在茶诗《西屏山》中提到

“忽惊午盏兔毫斑”，说的即是天目盏。
近年在临安於潜镇绍鲁、凌口一带，发现

宋、元时期的古窑遗址“天目古窑址群”，
出土的黑釉瓷片，无论造型还是胎釉纹
饰，与日本馆藏的“曜变天目”茶碗都极
为相似。结合当年日本僧人到天目山学
佛事茶的中外文献记载，可以推断日本
国宝“天目盏”因出自天目窑而得名。

茶事悠悠，相逢有缘人。苏东坡在
杭州任职时，侍妾朝云与花茶坊的歌妓
琴操是闺蜜，大家经常一起游湖品茗、
论诗填词，惺惺相惜。后来，琴操听了
东坡先生的点拨，脱离红尘，去临安玲
珑山出家修行。念佛之余，琴操以茶助
禅，自创“瓦壶天水菊花茶”，招待不
辞辛苦来玲珑山叙旧的苏东坡。东坡后
来有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或有
所指。

“东坑茶叶西坑水”，是临安民间流
传的一句俗话，特指这里东坑村的有机
茶味道绝佳。如果你亲自到茶山来看一
看，一定对这里的茶叶品质深信不疑。
在坡度60左右的乱石坡上，茶农们腰拴
几十米长的绳索，在零乱生长的茶蓬间
搜寻采摘，这样拴着安全绳采茶的情景，
在其他产茶区难得一见。茶农的辛苦，
更显出临安茶叶的珍贵。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临安天目生好茶
张治毅

“太精彩了，在美国看到
这样地道的茶道展示实属难
得，这些传统的中国茶技艺，
对我来说很新鲜。”

“我们非常了解中国茶在
中国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这次
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很享受今
天的活动，希望能在日后学到
更多的茶文化知识。”

“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
我感到非常骄傲，‘茶和天
下’，茶不仅是一种饮品，也
是一种媒介，能够促进人们和
谐相处。”

……
5月 21日，“茶和天下”

雅集活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
开帷幕，热烈庆祝“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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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
集活动现场，多位外国友人如
是说。

对于受邀参会进行茶艺表
演的泾渭茯茶美国公司首席执
行官、高级茶艺师骆萍来说，
这些亲切的交流令她倍感温
暖，同时也让身在异乡推广中
国茶文化的她感受到了满满的
动力与能量。

“从活动开始到结束，泾
渭茯茶整个展位前都是高朋满
座，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对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茶文化和茶事
体验兴味盎然，印象深刻。”
骆萍说。

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
因为这片来自东方的树叶，可
以轻松地找到一个又一个话
题。或是那只可爱的茶宠：一
只青蛙端坐在荷叶上，似乎等
待着“茶露”的降临；或是茯
茶茶砖里绽放的金花：外国友
人会拿起放大镜，细细观赏金
花的模样；或是茶席上最常见
的公道杯，骆萍将它的历史故
事娓娓道来；或是高脚
杯中茶与玫瑰的交融，
人们惊讶地发现，茶还
有这般玩法……

一方茶席，开启的
是“最中国”的沉浸式
茶道体验。“通过切身
的体验和互动小话题，
我希望让外国友人们了
解，茶并非‘高深莫
测’的饮品，相反，它
可以很日常、很亲近，
能够很好地融入每个人
的生活。它不仅是一种
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体
验，同时更符合现代人
的健康诉求，是一种健
康的生活方式。”骆萍
说。

最令她感动的，正
是来自外国友人的认同
与点赞。最热闹时，她
和整张茶席都会被三层
人群“围住”，大家排
队等待品饮这杯中国香
茶。每每茶艺表演结
束，她又会被掌声团团

“围住”，大家会自发地
一遍遍鼓起掌来。而茯

茶琥珀般的汤色和独特醇厚的口
感，同样深受各位国际友人的欢
迎，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回头
客”，品鉴过后，他们又重新排
队，再来体验。

“从4点多开始陆续有嘉宾
前来品饮，我们一直忙到晚上
10点半才结束，早已远远超过
了原本计划的时长。这一小插
曲，更充分展现了外国友人对中
国茶的喜爱。”值得注意的是，
在互动中，骆萍一直以一口流畅
的英文，和现场嘉宾轻松愉悦地
交流着茯茶茶事体验的点点滴
滴。于这位自学成才的茶人而
言，这份刻苦源于她渴望准确表
达的动力——她最想做到的，是
既懂茶又懂语言习惯，可以通过
自己的演绎和解读，更好地、清
晰地传达中国茶的意蕴。

“过去，人们都说外国人不
喝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尤其
是经过泾渭茯茶美国公司3年多
来的市场实践和在美举办的近
40 场茶艺表演和专业茶事活
动，我强烈而深切地感受到他们
对这杯中国茶的渴望，希冀茶和
茶文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美
好的体验。”骆萍说，现在，越
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接受中国茶文
化、认可中国茶产品、喜爱中国
茶滋味，他们认为中国的茶文化
博大精深，也不自觉地加入推广
中国茶文化的队伍，也让她对传
播中国茶文化、提升泾渭茯茶品
牌和产品的影响力充满信心！

“茶，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
物，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
梁。我非常感谢中国驻美大使馆
举办这么棒的文化交流活动，让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触摸和亲身
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我们也
很有幸应邀参加这样的活动，向
更多国际友人讲述中国茶的精
神、茶的文化、茶的和谐，讲好中
国茶的东方故事……”骆萍说。

当外国友人捧起中国茶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春暮夏初五月天，又至约茶赏器
时。5月19日至22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福建省文化
和旅游厅、福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3年“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
活动主会场活动在福州上下杭历史文
化街区启动。

本次主会场活动包括开幕式、展
示交流活动、主题论坛等。开幕式上，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颁证仪式同期举
行。

“茶起源于中国，几千年前在古代
中国被发现，此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在
人类文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代表夏
泽翰在视频致辞时表示，共同庆祝“国
际茶日”，是为了充分认识并且承认茶
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和促
进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饶权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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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融共鉴，让更多的人能够吃茶、爱
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
来。”福建是中华茶文化的发源地，茶
类创制全国最多。而作为“双世遗”茉
莉花茶的发源地，福州自古就是中国
三大茶市之一，清代福州港还曾是世
界最大茶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从
福州茶港走向世界。

开幕现场，福鼎白茶制作技艺非

遗传承人梅相靖、武夷岩茶（大红袍）
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顺明、福州茉
莉花茶窨制工艺非遗传承人傅天龙随
后依次走上舞台，为嘉宾奉茶。

“欢迎大家来有福之州，品有福之
茶。”作为专注福州茉莉花茶制作技艺
30余年的手艺人，傅天龙致力推广福
州茉莉花茶及其文化。

“在传承中创新，才能孕育出新的
活力。”傅天龙说，要持续对传统制茶
技艺进行活化创新，并以此开展各类
研学活动，让更多中小学生、年轻人真
正体验、参与这一技艺瑰宝，让非遗代
代相传。

古街巷中，茶香四溢。期间，44
项非遗项目展示区、非遗演绎展区、茶
文化集市等也纷纷亮相下杭路。其
中，非遗演绎展区内设立了“时间煮
茶”茶道表演区，茶艺师们分别表演
唐·煎煮法、宋·点茶法、明·瀹饮法，展
示传播泡茶技艺与饮茶文化，深受游
客茶人喜爱。

“福州茉莉花茶独特的窨制工艺，
在数百年间均未传到其他国家，目前
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窨制茉莉花
茶。”首次来到福州的安徽茶人高志山
对福州茉莉花茶十分感兴趣，“香气鲜
灵持久，滋味醇厚鲜爽，确是好茶。”他
直言，这是一份新感受。

据了解，除主会场活动外，文化和
旅游部还同步组织全国各地依托茶相
关非遗项目，在茶园、茶厂以及相关非
遗传承体验设施等场所，举办130余
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共品茶香茶韵 共享美好生活
——“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会场活动在福州启动

本报记者 王惠兵

近日，首届“北京朝阳国际茶香文化节”启动，众多“茶+”
活动在北京郡王府及亮马河沿岸亮相，朝阳区茶文化消费指数报告
同期正式发布。今后，朝阳区将推动“茶+咖啡”“茶+餐饮”“茶+
旅游”，发展“沉浸式”体验消费，依托CBD、三里屯国际消费体
验区建设，完善消费空间布局，提升国际“朝阳茶香”消费引领
度。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首届首届““北京朝阳国际茶香文化节北京朝阳国际茶香文化节””启动启动

““这是全球茶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节这是全球茶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节
日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技全国茶叶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的一句话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的一句话，，为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
掀起的庆祝热潮提供了注脚掀起的庆祝热潮提供了注脚。。

诚如他所言诚如他所言，，55月月2121日日““国际茶日国际茶日””当天当天，，庆祝庆祝
活动百花齐放活动百花齐放、、盛况空前盛况空前，，让海内外消费者多角让海内外消费者多角
度度、、全方位地感知着东方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全方位地感知着东方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