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茶文化，半部浙江史。如此来形容其中的关系，恐

怕也不为过。说起浙江的茶文化，必须要从唐代陆羽说起。

陆羽此人终生不仕，虽然半隐但名气很大，特别是为了

避安史之乱，他来到浙江湖州长兴隐居，在这期间，他写下了

后来被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惊世之作《茶经》。这部书一

经问世，便被当时人示作圭臬（指准则、法度）。一说到茶叶

这事，虽不能言必称《茶经》，但已将它作为论据，多加引用。

中国古代把有学问或卓越贡献的人称为“子”，比如孔

子、孟子、荀子等，而陆羽，因这部《茶经》而“封子”，被称为陆

子，研究他的学问被称为“陆学”。自陆羽开始，茶学成为了

一门学问。宋代诗人梅尧臣曾有诗称“自从陆羽生人间，人

间相学事新茶”。

陆羽对中国的茶文化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他对浙江的

茶文化自然影响更大。

陆羽曾经喝过宜兴的紫笋茶，觉得茶汤堪比甘露，便建

议上贡给朝廷。他隐居的长兴居所附近有一座顾渚山，也产

紫笋茶，叫“顾渚紫笋”。彼时，陆羽已是闻名的大隐士，紫笋

茶因他而传至宫庭，成了御茶贡品。

但紫笋茶是末茶，随着中国人渐渐不喝末茶，它的制作

技艺也失传了。直到上世纪70年代，茶人们才根据史料记载

恢复了紫笋茶这一名茶。

一千多年后，陆羽已经被业界公认为是“茶圣”，而在民

间，他早已是“茶神”般的存在。

2015 年，河南发掘了一座唐代古墓，里面有一件唐三彩

人物煮茶器，后被证实为陆羽像。供陆羽像这事，一直到近

现代，还流行于江浙一带，许多茶馆或者茶农家里，会供奉一

座小小的瓷器陆羽像，人们称呼他的字“鸿渐”，将像叫作陆

鸿渐，以保佑自家茶田丰收、茶馆客满。

时至今日，陆羽在茶界的影响仍然不衰。许多关于茶叶

的历史沿革、分类、礼仪等等各类与茶有关的知识，我们仍要

从《茶经》中查对。国外的茶学学者也视此书如宝，视陆羽如

圣。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著名作家、茶文化研究者王旭

烽回忆：杭州茶人之家的庭院里，有一尊今人所塑的陆羽

像。有一年韩国九十多岁的大茶人崔圭用先生来访，一见到

此像，跪下来便拜。可见陆羽在今天茶人心目中的地位。

可以说，自陆羽起，茶才开始成为了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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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很多的名茶都至少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最出名

的当然属龙井茶。乾隆下江南时御封了龙井 18 棵老茶

树，一夜间龙井茶便成了浙江名茶的代表，一直至今。

浙江的茶文化发展至今，仍然在全国乃至全球产生

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993 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杭州成立。这是

一个倡导“茶为国饮”，以促进茶经济发展为主旨的组

织，成立后多次召开了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举办了多届

中国（杭州）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影响力不言而喻。

1991 年，位于龙井茶产区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开

馆，这是中国与世界茶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也

是中国首个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

专题博物馆。在这样的茶叶产地建立茶叶

博物馆，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茶叶的生长一直

看到馆内中国茶叶的历史，全方位完整地展示了“茶为

国饮”的含义。

关剑平老师说，浙江的茶产业从来不是全国规模最

大的，但是从古至今，无论从品种、技艺还是文化都起到

了引领性的作用。南宋末有御茶园，唐代有贡茶院，宋

代日铸茶也曾名列草茶第一，明代的茶碗沏茶法至今仍

是主流饮茶方式。

在创新上，浙江一直是有潜力和能力的。

目前国际上的工业化快销茶销售力很强，比如袋泡

红茶，很多原料还是中国出口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茶产

业的现代化做深入研究，探讨休闲茶、商品茶的发展，就

能够占领大众市场。浙江不缺好茶，需要如何将这些好

茶、名茶进行资源整合，发挥出茶叶大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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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茶叶文化寻访打卡点

浙江茶产业现代化

壹

杭州径山茶宴
衍生出日本茶道精神贰

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茶者，南方之嘉木

也。”

确实，自紫笋茶后，这片绿叶在浙江大地上不断造就出

各类名茶。此时，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浙江，也因为南宋的

建都，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茶文化这一新兴

的文化现象从这里传播向全国，也传播到了全世界。

日本的茶道很有名，也保存得最完好。不过不管是日本

的茶道还是茶种，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唐朝时，日本和尚

最澄在浙江天台山拜师学习，回国时带了不少茶叶回去，还

把茶种洒在今天的比睿山池上茶园。直到现在每年 6 月的

最澄忌日，那里的和尚们都举行献茶仪式，以纪念日本始有

茶叶。

宋时，中国的茶文化已经非常精致且完备。当时杭州已

有径山茶宴，为一时之最。后来径山茶宴传到了日本，衍生

出日本茶道的“一期一会”精神。

而对日本茶道最有影响的，是日本高僧荣西和他的《吃

茶养生记》，相当于日本的陆羽和《茶经》。

南宋时，荣西两番来到天台，带回茶种种在佐贺县，并将

中国的罗汉供茶仪式也原样带回了日本。中国茶文化就那

么自然而然地传播到了扶桑之国。1991 年 8 月，日本和中

国开展纪念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八百周年活动。

至于茶叶的西行，元代时，它便与蚕丝、瓷器一样，成了

主要出口商品，通过宁波等港口销往南洋、阿拉伯乃至欧洲。

茶叶具有很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必需品、战略物资，同

时又具有文化使者的功能。细想来，没有哪样物品能够像茶

叶一样，身具相悖的功能。

在茶叶兴起的 2000 年时间里，经常担负起礼仪邦交的

作用。比如宋曾赠西夏大批茶叶，作为换取边境安宁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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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陆羽生人间
人间相学事新茶

浙江文化
研究工程成果

●《浙江茶产业历史和

当代发展研究》关剑平

●《茶者圣-吴觉农传》

王旭烽

茶叶，这片原产于

中国的小小绿叶，在人

类历史上却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它代表了中

华文明的璀璨，也因其

“战略物资”的地位，而

带来几番局部“茶叶战

争”，并最终改变了世界

历史进程。

浙江，有丘陵有平

原，有高山有河流，地理

形势十分适合茶叶生长，

由此从古至今诞生出上

百种名茶。随着浙江自

唐宋以来的经济和文化

地位的不断提高，茶叶在

中外文化交流、商品经济

活动中的地位也不断走

高，乃至影响全国。

参与浙江文化研究

工程的浙江农林大学茶

学与茶文化学院教授关

剑平老师如此评价：浙

江茶产业规模虽然不是

全国最大，但是最早重

视茶文化的地区。

本报记者 郭闻

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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