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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渭茯茶员工在智能竖压茶砖机前工作。

茯茶制作技艺。

咸阳茯茶制作技艺
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且将新火试新茶
——访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负责人王晨阳

北京时间11月29日，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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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么，关于中国茶的这十大知识点，你知道多少呢？

茶之起源
茶叶起源于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茶的记载传

说，出现在中国第一部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
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而中国民众饮茶
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秦，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写道：“自秦
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中国人的祖先饮茶经历了生吃药用、熟吃当菜、烹煮饮
用、冲泡品饮四个过程。茶叶中含有 700多种成分，对人身
体健康有益，因而成为不少国人的生活必需品。

茶之功效
除了饮用，茶还有一定的药用功能，它可以去油腻、助消

化、益思提神、利尿解毒、消除疲劳。
古人对茶的药用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根据《神农本草

经》《伤寒论》《本草拾遗》《茶经》等记载，茶不仅可以使人省
睡、明目、有力气、精神愉快，还可以减肥，增加思想的敏锐。

纵观全世界，“中国茶”可入药的说法也得到了普遍认
可。日本种茶鼻祖荣西禅师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也，养
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
采之，其人长命也。”

此外，日本科学家富田勋在 1987 年最早报道了茶多
酚具有抑制人体癌细胞活性的作用，引起世界关注。2002
年美国《时代》杂志推荐了十大健康食品，中国的绿茶榜
上有名。

茶之“圣经”
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问世。“分其源，制其具，教其

造，设其器，命其煮”，这部关于茶叶生产历史、源流、现状、
生产技术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中国乃
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使茶文化
发展到空前高度，也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被誉为“茶
叶百科全书”。

因此，陆羽被誉为“茶圣”。他在《茶经》中专门阐述了煮
茶的过程，对燃料提出“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
灸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水则要“其山水上，江
水中，井水下。”

茶之工艺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传统

制茶技艺主要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
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相关习俗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
为多民族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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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之讲究
中国人喝茶讲究“品”，要求色香味俱全，亦讲究文化内

涵、所用器皿及意境。
中国人通过制茶、泡茶、品茶，培养了平和包容的心态、形

成了含蓄内敛的品格，提升了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茶的饮
用与分享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以茶待客、长者为先
等与茶相关的礼俗彰显着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

茶之典故
中国人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之说，也

诞生了不少与茶有关的典故。
《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载，吴国国君孙皓嗜好饮酒，

每宴群臣，不管酒量大小，来客至少饮酒七升。朝臣韦矅博
学多闻但酒量不大，孙皓对其颇为器重，常常破例，“密赐
茶荈以代酒”，允许他喝茶来代替饮酒，这便是“以茶代酒”
的最早记载。

爱茶之人
唐宋之后，饮茶风气极盛，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

姓，都对茶爱不释手。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
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不仅如此，茶更是受到文人雅士的
喜爱，苏轼、陆游、黄庭坚等诗人都爱茶，并留下了不少脍
炙人口的诗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50多首与茶相关之诗，他在《夜
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中写道：“遥闻境会茶山
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
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而曾写下“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南宋诗
人杨万里，一生与茶相伴，是个不折不扣的“茶痴”。他看重
煮茶之水，“清如淮水未为佳，泉迸淮山好煮茶”；他钟爱煮茶
之声，“茂松轩里清更清，松飕一鼎煎茶声”；他甚至自我调侃
煮茶煮到把茶鼎烧穿，“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
真可谓爱茶如痴。

茶之产量
2020年，世界茶叶产量 626.9万吨，中国茶叶产量 298.6

万吨，居世界第一；世界茶叶总面积 7647万亩，中国茶叶总
面积 4747.5万亩，同样居世界第一。中国的茶叶对世界茶
叶生产和消费影响巨大，产量占世界茶叶产量的 47.63%，
消费量占世界茶叶消费总量的 41.68%，出口量占世界茶叶
出口的 19.14%。

目前，国内有1085个县、3000多万名茶农靠“一片叶子”
生活富足，茶产业成为拉动民生的大产业。

茶之变迁
当“茶文化”登陆现代，衍生出了更多的新玩法。艾媒咨

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2795.9亿元，
预计2022年将突破3000亿元。似乎一夜之间，奶茶这种“新
式茶饮”横空出世，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青睐，但其实奶茶的历
史非常悠久。

据史料记载，奶茶起源于中国西藏。奶茶的出现和北方
游牧民族常年食用牛羊肉的生活习惯有关，对于蔬菜稀少的
草原地区，奶茶可以促进肠胃消化，因而成为大受追捧的饮
品。有趣的是，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喜欢往奶茶里加入盐

巴，搭配炒米食用，所以最初的奶茶口味是咸的。

茶之交流
在古代，中国茶叶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欧洲，而后逐渐

风靡世界，与丝绸、瓷器等，被认为是共结和平、友谊、合
作的纽带。

茶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茶穿越历
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
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
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始于 17 世纪的“万里茶道”，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
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
穿越蒙古高原，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长 14000余
公里，是继古代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
要国际商道。

2013年，为致力复兴这条古道，中、蒙、俄三国联合发起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
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刘越

来自咸阳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咸阳茯茶制作
技艺，作为联合申报项目之一成功晋升为人类非遗代
表作名录，成为继西安鼓乐、中国剪纸、中国皮影戏之
后，陕西第四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更是达到43项，位居世界第一。

“从省非遗到国家非遗，再到如今的人类非遗，咸
阳茯茶制作技艺的非遗道路可以说是一路畅通。”陕西
省茶业协会会长、泾渭茯茶创始人纪晓明表示，咸阳茯
茶制作技艺的入选，不仅有传统文化精髓为基石，也有
科技为翼助力规模化、标准化，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2006年，泾渭茯茶项目成立，咸阳茯茶制作技艺恢
复小组挖掘历史文化、搜集制茶模具、寻找老茶工……
用了近三年时间成功恢复此项传统制茶技艺。2011年，
泾渭茯茶制作技艺成功申请陕西省非遗项目。2021年，
咸阳茯茶制作技艺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

本次，咸阳茯茶制作技艺再次进阶跻身人类非遗
代表作名录……

“匠人精神不息，传统传承不息。这对于陕西省
茶产业而言意义非凡，将促进茯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纪晓明说，如今，咸阳茯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扬，已
形成了脉络清晰、底蕴深厚的技艺传承历史。目前，
咸阳茯茶已形成产业集群，通过文化+科技+文旅相
结合的方式，让更多海内外消费者聚焦到这一优势传
统产业。 □敬泽昊

汉中市西乡县的泾渭茯茶基地，
茶农在采茶。

咸阳茯茶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唯一具有发花工艺
的发酵茶，经过发酵、煮熬、炒制、发花等一系列工序加
工制作而成，特别是经过加工的茶叶最终长出饱满“金
花”，香气浓郁、滋味醇厚。“金花”是一种黄色颗粒状菌
体，学名“冠突散囊菌”。茯砖茶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

“发花”，金花茂盛、色泽鲜艳、呈金黄色，是茯砖茶的重
要品质要求。“金花”生长好的茶滋味醇和，再加上后期
的转化，苦涩味逐渐褪去，更能去油腻，利消化。

研究表明，在茯砖茶“发花”的过程中，由于冠突
散囊菌的存在，其他微生物的生长明显被抑制，因此
成品茯砖茶中很少有细菌和霉菌；而冠突散囊菌发酵
液对细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也是茯茶能够长期
保存，不会变质的重要原因。

“金花”实质上是茯砖茶加工过程中，在特定的
温、湿度条件下，通过特定工艺生长成的一种有着多
种保健功能的益生菌。之所以茯茶能长出金花，与其
独特的发酵方式密不可分。

第一次发酵：渥堆发酵
在制作茯茶中都有一个环节，就是将揉捻后的鲜

叶，趁余热未散，成块垒积，再进行湿水处理，使茶叶
处于湿热少氧的环境中，在其微生物、湿热和氧化的
共同作用下，让茶叶中的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等
主要物质发生有氧化、分解、合成等一系列反应，从
而形成黑毛茶特有的风味和品质。这个过程称之为

“渥堆发酵”，也称为前发酵，它是在制作黑毛茶的渥
堆过程中形成。

第二次发酵：加工发酵
黑毛茶在压成砖茶前，需要用蒸汽蒸软后压制成

形，此时茶叶的水分含量很高，所以可继续进入发酵车
间再次发酵，继而让茯茶的品质进一步得到升华。在
这一过程中，因为有益微生物的参与，茶品的内质成分
及结构又一次发生转化。所以，茯茶在压制成成品期
间，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加工发酵或汽蒸发酵。

第三次发酵：储藏发酵
已经经历过两次发酵并成形的茯茶，继续在储藏

中发酵。在储藏中，茶叶在冠突散囊菌为代表的有益
菌群作用下，高分子物质向低分子及小分子活性物质
转化，使其品质更加突出，从而，更能让人们所喜爱。

虽说储藏发酵是第三次发酵，但却是非工艺性
的。在一定期限内，已是成品的茶叶在自然条件中，慢
慢发酵，慢慢升华品质。 □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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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冬月，一盏清香的中国茶，令世
人瞩目。

围绕“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成功申遗，笔者在第一时间专访了文化
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
重要贡献

问：请谈谈此次申遗成功的重要意义。
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申遗成功，再次体现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
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我们感到非常振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非遗保护事业
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进入系统性保
护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文化保护传
承发展，在浙江杭州考察时观看龙井茶手
工炒制技艺，鼓励大家把传统手工艺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在致信祝贺首个“国
际茶日”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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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国茶叶的种植面积、从业人
群、茶产量及产值均居世界前列。种茶、制
茶、饮茶等相关习俗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
被各地区各民族广泛享用，海内外中华儿
女都是茶文化的传承者，日用而不觉地践

行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通过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中国
茶文化也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茶文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

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这个项目的内涵是什么？

答：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夫茶之为民
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我国是世界
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茶文
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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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世代相传的经
验种茶和管理茶园，采茶工采摘、拣选茶
叶，制茶师通过杀青、闷黄、渥堆、萎凋、做
青、发酵、窨制等方式制作出绿茶、黄茶、
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及花茶等。在日
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饮茶、敬茶等
习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品茶、斗茶、评茶
等活动在许多地区成为当地特色风俗。
这些活动成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
动见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涉及
15个省（区、市）的 44个国家级项目，项目
申报工作得到了传承群体的积极响应和广

泛参与。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有着

系统的知识体系、广泛的社会实践、成熟的
传统技艺、丰富的手工制品，体现了中国人
所秉持的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道德修
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通过丝
绸之路促进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个人都能做茶文化的传承者

问：目前，这一项目保护传承实践开展
情况如何？

答：当前，与这一项目相关的知识和技
艺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
承等传统方式进行传承，并与正规教育有
所融合。比如，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在福
建省安溪县王氏家族已传至第 13代；安徽
祁门红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昶在近
5年间收徒授艺17人。

更多人是通过家庭、社区的活动参与
传承的，比如在家庭中，饮茶、敬茶等相关
礼俗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在社区，相关仪
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通过长者
口传身授实现代际传承。我们每个人都能
做茶文化的传承者。

目前，中国有 40多所中职和 80多所高
等院校开设茶学和茶文化专业，每年培养
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一些代表
性传承人进入学校，开展传承教学。

讲好新时代中国非遗故事

问：接下来，如何使中国茶的呈现与演
绎更加精彩？

答：此次申遗成功，是我们推动茶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向世界传播中国非遗保护
成就新的契机。

为增强传承活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
人成立了保护工作组，并联合制定了《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五年保护计划
（2021—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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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和相关地方政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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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包括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在内，我国有 43个非遗项目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位居
世界第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我们建立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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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
定文化自信，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讲
好新时代中国非遗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 □周玮 徐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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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发酵
体会不一样的味道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