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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安化，最漂亮的房

子和最有钱的人都和茶有关？

5 月 20 日，以“中国茶·世界

享”为主题的第五届当代茶文化

发展论坛在杭州市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茶文化研究会领导、各地非遗项

目代表、专家学者、名茶产区县

（市、区）领导，以及来自马来西

亚、赞比亚、韩国等 10 余个国家

的茶人代表，共同研讨申遗成功

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的保护和传承创新，助力中

国茶和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

传承创新，这些或许都是答案
第五届当代茶文化发展论坛在杭州举行

本报记者 朱冬艳 谢燕青

申遗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云南德昂族酸茶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艺来说，意味着“被看见”。

德昂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西部的保山市和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目前全国仅有近三万人口。迎客

茶、提亲茶、道歉茶、建房茶⋯⋯德昂族的生活中处处都

离不开茶，因此当地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茶是德昂

族的根。

“德昂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种植茶树和饮茶历史的民

族，被誉为‘古老的茶农’。”张艺告诉记者，由于德昂族

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过去，德昂族的酸茶制茶技艺只

能靠口传口授，代代相传。

2022 年，“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作为 44 个子项目

之一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论坛上，张艺分享

了一些新变化。“申遗成功，让很多人看到了德昂族酸

茶。作为传承人，我们想通过创新，将这个古老的茶品

与现代的消费品饮方式相衔接，让更多人了解它。”她

说，现在很多企业不仅开发了挂耳茶包和冷泡茶等产

品，还创造性地将酸茶与酒、咖啡结合，做了调饮，很受

年轻人青睐。“我们也利用拍摄短视频和茶山研学等方

式，记录和推广德昂族酸茶的制作技艺。”

作为“四十四分之一”，“小众”的德昂族酸茶，已经

乘着申遗成功的“东风”迈出了新步伐。

申遗成功
“中国茶”再次“被看见”

“杭州的西湖龙井、福建的金骏眉、云南的普洱茶我

都很爱喝，不同产地的茶有着不同的风味，我觉得很神

奇。”会场上，一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茶人朋友对中国

茶如数家珍。

他叫刘龙，是一名来自浙江农林大学的留学生，带

他走近中国茶的“指路人”是他们学校茶学专业的学

生。“他们经常会带不同品类的茶跟我分享，讲述这些茶

背后的文化，并教我泡茶的技巧和礼仪。每次回国，我

都会带着这些好茶和精彩的故事同家人朋友分享。”

我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而高校设立茶学专业也几

乎是中国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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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说，非遗

守正创新，培养人才是关键。“我们还想在全国范围内组

建‘茶非遗’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编写‘茶非遗’教材和

科普读本，甚至开设‘茶非遗’课程，培养更多人才，为茶

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恩施玉露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洁与湖北恩

施学院共同创办了特色产业学院硒茶学院。“从2018年

开始，我们针对非遗传承的制作技艺开班授课。招生人

数从一个班30人到50人，至今我们培养的非遗传承人

达到500人。”何洁发现，来报名学习制作技艺的学员结

构呈现年轻化、女性化的态势。

“我们培养的这些技术能手和乡村工匠，他们带着

技艺回到家里，带领当地百姓一起通过制茶这门技术，

把绿叶变‘金叶’，这也是我们保护传统制茶技艺的一种

方式。”她说。

除了学校，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推进非遗的活态传承。

福建省农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

长孙威江介绍，福建这几年还通过举办炒茶、制茶等技

术能手技能比武活动，提高非遗技艺的水平；开设非遗

研修班、培训班，促进师徒传承和代际对话，使古老的技

艺习俗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延续、发扬、传承光大。

“护遗”的核心
是保护“传承人”

“以前，安化人不富裕。但是今天的安化，最漂亮的

房子是茶厂，人气最高的地方是茶园，财富最多的人是

茶厂老板。”圆桌交流环节，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政协副

主席肖伟群用诙谐的语言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一幅安

化因黑茶而兴的画卷。于安化而言，一片叶子，不仅是

商品，它早已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符号。

“这些年安化抢抓发展机遇，做深‘三茶’统筹文章，

使黑茶产业由脱贫攻坚的主角，成长为乡村振兴支柱产

业。”肖伟群说，在今天的安化，已经形成了“无黑茶不

安化，有安化必黑茶”的共识，这个目标会毫不动摇坚持

下去。

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委副书记马士成也分享了六堡

茶“火速出圈”的“秘籍”：“六堡茶能够迅速走红，除了六

堡茶的品质特征以外，更多是我们在积极推动六堡茶的

‘非遗+’，在‘非遗’加产业、加文旅、加新模式等方面做

足了文章，进一步打响了六堡茶的名气，最终实现了产

销两旺、量价提升的效果。”

除了广西，我们看到，一些产茶区也正在通过“茶非

遗+旅游”“茶非遗+民俗”“茶非遗+节庆”“茶非遗+演

艺”“茶非遗+展销”等茶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推动茶

产业可持续发展。

入选人类非遗名录，是“中国茶”和中华茶文化进一

步走向世界的新台阶、新起点、新征程，也是推动中国从

世界茶业大国走向世界茶业强国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往后“中国茶”如何行稳致远？贯彻落实“三茶”统

筹发展重要理念，解锁更多“非遗+”或许是答案。

行稳致远
“非遗+”或许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