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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谈一谈古代中国茶叶是如
何“出海”的？

王川：中国古代茶叶“出海”方式多
种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第一，通

过来华佛教僧侣和使臣，或民间交往，将
茶叶带往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使茶叶生产

技术和饮用方法得以流传。例如唐
代，日僧空海和最澄禅师从中国留
学带回茶籽，向嵯峨天皇介绍了中
国饮茶习俗，使茶文化在日本生根
发芽。第二，通过派出的使节以馈
赠形式，将茶叶作为礼品赠予各国

上层人士，从而影响国民。明代郑
和七次下西洋，航程遍及东南亚、阿

拉伯半岛、非洲，扩大了茶叶的输出和
茶种的外传。第三，通过贸易往来，将茶

叶作为商品向各国输出，与当地风土人情、饮食
习惯结合，饮茶之风吹向全球。

记者：古代中国是如何通过茶叶来进行对
外贸易的，又是如何借贸易影响世界的？

王川：中国古代对外茶叶贸易共有四条商
道，不仅是茶，还有丝绸、瓷器等，是中华文明传
播的主要渠道。首先是丝绸之路，严格意义来
说分两条路线，一是张骞出使西域经过的西域
道，一是张骞提到的“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
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第二条是“茶马古
道”，以长安为起点，穿越滇藏川三角地带，跨越
世界屋脊，沟通欧亚大陆，以“马驮人背”的运输

方式进行包括茶叶、马、盐、皮毛和药材在内商
品的交换。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是欧亚非各洲
的古文明连接通道，是一条文化传播纽带。我
承担的西藏自治区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 2014
年度重点研究项目《川藏茶马古道文化价值研
究》的成果，对川藏茶马古道有所揭示，我一直
坚持提倡并大力呼吁申报世界遗产。

第三条是“万里茶道”，是欧亚大陆上继陆上
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的一条重要国际商路；第四
条则是“海上丝绸之路”，宋朝时中国茶传入南亚
诸国，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印
尼等地的饮茶习俗与福建、广东两省的饮茶习俗
颇有相通之处。南亚诸国以茶待客，以茶佐餐，
茶馆和茶楼更与中国相仿。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茶文化对世界有什么
影响？

王川：以亲和、礼敬、平朴为特征的中国茶文
化有着明显的民族个性和完整体系，以寻求无涯
无际的宇宙大道为己任，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中
国茶文化在与道教、佛教等宗教的文化融合中传
遍全世界，为多民族所共享，又与其他国家如以
英国为代表的英伦文化、与日本为代表的大和文
化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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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
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到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茶穿越历史、跨
越国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成为传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文化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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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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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如是强调。

茶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文化

的保护传承发展，多次“以茶论道”，阐释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妙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倡导国际关系中“和而不同”“合作

共赢”等价值理念。

中国茶对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替代的存在。一杯茶，不

过一勺水几克茶，却足足“泡”出一个超五千亿的庞大产业链：上

游种植的遍地开花，中游加工的百花齐放，再到最热闹最花哨的

下游消费，环环相扣一一合拍。

本报聚焦版推出“谈古论经”栏目，尝试对文化和经济领域

的热点话题进行跨界碰撞。开栏第一篇，关注“中国茶”。让我

们从古代的“茶经”看今天的茶文化、茶产业，以及从古代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到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茶如何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持续成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

使者，同时从中管窥新时代茶“经”，看一杯茶是如何“泡”出千亿

产业链，以及中国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瞻。

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淡雅的绿
茶，醇香的红茶、顺滑的白茶⋯⋯无一不向
世界讲述中国茶文化的古老故事。据考古
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
距今近2500年的战国早期，陕西汉阳陵出土
了2100年前的芽茶，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
发现1800年前的茶叶残体⋯⋯

饮茶喜好最早来自两晋南北朝的文人雅
士，逐渐形成茶文化的雏形。茶文化走向兴
盛则在开放的唐代。公元780年，陆羽著《茶
经》，这是世界茶文化的首部经典，书中“茶性
俭”“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等论述首次诠释了
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
相学事春茶。”唐代陆羽改变了茶叶的命运轨
迹。陆羽还创造出“煎茶法”，如今日本的煎
茶道还保留着中国煎茶法的精髓。

唐以后，茶文化几经变迁，形成“凡一代
有一代之茶文化”的格局。与唐代茶文化的
典正不同，宋代茶文化洋溢着艺术气息，其中

“点茶法”至今还受追捧，又称“茶百戏”“汤
戏”“水丹青”等。电视剧《梦华录》热播让茶
百戏等宋代茶文化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明代的茶文化自然清淡，“文士茶”盛行，文人
热衷组织茶会雅集，寄情于茶香和山水之间，
追求品饮美、自然美和道德美的合一。

清代以前茶是雅生活的象征，而清代以
后，饮茶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茶文
化走向平民化。

新中国成立后，茶文化全面复兴，中国
重新成为世界茶叶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
在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百姓生活
中的七种常事之一；“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茶也是人生的八大雅事之一。经过千年的
发展，中国茶叶种类、品饮方式、饮茶习俗等
呈现多元化特征，特色各异的茶文化兼收并
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
和襟怀。

千余年来中国茶文化与时俱进，不仅渐
渐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也不断通过贸易走向
世界。公元 5 世纪，中国茶就由丝绸之路传
入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中国茶顺利出圈，
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丰富的药用价值，这方面
在《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拾遗》《茶经》
上都有记载。公元 7 世纪，日本种茶鼻祖荣
西禅师在《吃茶养生记》中言：“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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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文情怀长命也。”日本茶
风渐渐盛行。

大航海时代，茶叶神奇的药用功效进一
步传开，也开启了欧洲饮茶之风。在英王室
带动下，饮茶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新风尚，
中英之间的茶贸易也从无到有，在18世纪初
逐渐发展，中国和世界的茶叶贸易变得越来
越活跃。

中国是全球茶叶最大产销国，产量全球占
比维持在四成以上，并持续提升。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茶园总面
积 4896.09 万亩，可采摘面积超过 300 万亩的省
份有 5 个——云、贵、川、鄂、闽。国人对茶的
钟情，催生了巨大的茶叶种植面积，更撑起了
一组壮观的数字：按收益计，中国茶市场的规
模由 2016 年的 3518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5221
亿元。今年尽管受到全球疫情影响，这个数字

也有望站上 5611 亿元的新高位。

新式茶饮
借文化之力提升品牌价值

热闹的马路不长草，有高流水的行业总是极
其热闹，茶行业也不例外。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
现存“茶叶”相关企业超过154万家，2022年新增
相关企业5.11万家。

“销售总量在增加，利润率却下来了，因为做
这生意的太多了。”成都一位茶叶连锁门店加盟商
坦言，街面上各个品牌大大小小的茶叶直销店开
了关，关了开，一家关张了，很快就有接手的。拿
身边一位本土茶业经销商举例，三年前每年500
万元的销售额，利润能达300余万元，现在缩减到

50余万元。“直播带货太多了，把价格做得
很透明也是一个原因。”

同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近
年来中国新式茶饮门店数量和消
费者数量大幅上升，已成为年轻
人接触传统茶的一个窗口。据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茶
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
报告》阐述，预计 2022 年中国
高端、中端、低端新式茶饮店市
场规模分别达233亿元、461亿

元和 295 亿元。那些曾经在市场上掀起一股股
“打卡”风潮，短时间内连锁门店开遍国内大中小
城市的新茶饮品牌，背后总是有着资本的身影。

打理新式茶饮项目的资本，大多将着力点
放在文化方面，借文化之力提升品牌溢价和商
贸增值。走进新茶饮品牌“霸王别姬”成都 SM
广场店，浓浓的国风迎面而来。坐在京剧脸谱
下，喝上一杯混合鲜奶和水果口味的传统原叶
茶，成为年轻人群的休闲新时尚。另一家纯茶
新零售品牌代表 tea’stone 创立 4 年，在深圳、上
海、武汉等地引发一场“纯茶的消费革新”，不久
前其西南首店也落户成都万象城。

另一条赛道上的传统茶则在产品精制与标
准化上潜心修炼。成都市茶业工会主席张涛介
绍，精致川茶已被纳入全省“5+1”现代产业体系
重点打造。“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
地区之一，川茶综合产值去年突破千亿大关。”近
年来，新式茶饮开放式的品牌营销思维已给传统
茶带来启发，部分川茶品牌正探索打造个性化高
频消费场景，私人定制茶、茶山休闲游等文旅结
合形式备受城市人群青睐。

岁末年初
谁能成为中国“茶叶第一股”

即便如此备受商业嗅觉天生敏锐的资本青
睐，中国茶产业依然存在一个至今无解的“尴
尬”：A 股没有一家顺利 IPO 的茶企，目前只有
天福、龙润两家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并非因为行业“缺兵少将”，实际在中国茶产业
链上茶企林立，名企众多。IPO赛道上，安溪铁
观音、四川竹叶青、杭州龙井等多家茶企铩羽而
归。“中茶股份”的 IPO 上市长跑达 20 多年，
2021 年同样长跑 8 年之久的八马茶叶递交了创
业板上市招股书，然后于今年夏初撤回申请。
上市之路走了近三年的澜沧古茶，上会前夕主
动撤回材料，扭头奔向香江⋯⋯

症结何在？据资深投行业界人士王骥跃分
析，核心原因在茶产业身上：“茶叶类本身依托于
传统农业模式，行业集中度不高，品牌、品类和产
品难以规模化。”他认为，非标准化工业品存在较
大的操纵空间。反观酒企，生产规模大，白酒相
对工业化及产品定义标准化程度较高，由此A股
市场早早迎来了类似贵州茅台、五粮液等现象级
酒企。岁末年初之际，谁能成为中国“茶叶第一
股”的悬念仍无定论，但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是，中
国茶企没有停下冲击A股的努力，2022年5月21
日，证监会网站再次出现八马茶叶的身影，披露
的信息清晰显示，企业已经完成上市辅导备案，
拟申请在主板上市⋯⋯

豪掷40余万
茶友圈里“不算啥”

茶企图谱 中国茶市场规模超五千亿

中国茶文化
“前世今生”

灵关道示意图

中国茶顺利出圈，其养生功效不可忽视

中国茶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茶山休闲游近年来受到人们的追捧

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道
——灵关古道，或是巴蜀先民
与南方世界沟通路径之一

浩哥迷上喝茶，在他的朋友圈里早已不是
新闻。值得一聊的，是与茶结缘的几年间，他到
底花去了多少钱？

“哎呀没好多，一只手都数得完。”身宽体胖
的浩哥伸出右手，憨憨地比画出一个“四”，计量
单位是十万。就在闻者惊愕的注视中，他左手
已经把一只小巧精致的茶盏举至唇边，咂下一
口“冰岛老寨”古树茶的金黄茶汤，悠然自得。

谁能想到，“入坑”之前，浩哥几乎不怎么喝
茶。大学毕业后，河南人浩哥扎根成都，快节奏
的工作与生活就像一层纱，隔在他和茶之间。

“以前潜意识里总觉得喝茶是专属那些生活节
奏慢的人。”咖啡和可乐曾是他的日常饮品首
选，直到7年前那次雅安之行。

应一位刚结识的茶艺师朋友邀请，浩哥来
到朋友包下的一片茶山做客。漫步在雨雾蒙蒙
的蒙顶山，密密匝匝的茶树枝上吐出的嫩芽，向
他招摇着一身通透的青绿。“茶叶原来长这个样
子，好美！”新世界的大门就这样被打开，“好像触
电一样，那种感觉很难细讲。”

往后的日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茶艺和浩
瀚茶文化的“加持”下，浩哥对茶的钟情愈发深
厚。茶叶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六大茶被
他挨个买了个遍，从几十元一斤的普通绿茶，到
几百元的红茶，再到一两万的普洱，同样的品
种、不同的品牌，被他慢慢品出了门道。茶具跟
着提档升级，从最初的必备三件套，到茶君子六
件套，从玻璃煮水壶到紫砂壶，再加壶承、建水、
茶桌、花器、香炉⋯⋯走进浩哥家的客厅，就像
走进哪家茶楼的茶室，各种茶叶的包装箱快顶
到了天花板。博古架上各式紫砂壶“摩肩接
踵”，摆放不下的只能屈居卧室和书房。

400 多个紫砂壶，每个都彰显着主人风雅
的喜好，每个都有一段“密缘”。

那只形制朴拙的“子冶石瓢”，是一个紫砂
壶传承世家为他单独定制的。一家五口，姥姥
制壶，姥爷开壶，女儿刻画，女婿刻字，几岁的
外孙女喝了第一口茶。“在我眼里，这只壶比我
最贵的那只宜兴四方竹鼎还要金贵，世上绝
无仅有。”

尽管成都五块石、新都毗河等区域都有面
积不小的茶叶市场，但资深茶友浩哥已经很少
去了，因为他与不少茶叶生产商已处成了朋友，
茶叶直供、茶壶定制，节约下不少中间差价。即
便如此，“入坑”几年，浩哥还是为自己的爱好花
了 40 来万。“圈子里一年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买茶的茶友大有人在，我这个真心不算啥。”这
份对茶的痴情，令浩哥也在影响着身边还没有

“入坑”的朋友，隔三岔五约人来家里喝茶，哪
怕搭上一顿饭也在所不惜。

像浩哥这样在“坑”里乐此不疲的痴
心茶友，在成都乃至全国各地都不在
少数。成都市茶业工会主席张涛说，
哪怕这一群体玩到了“骨灰级”，能
直接对上茶叶茶具供应链的源头，
对专业市场的消极影响也是有
限的：“据我了解，五块石茶
城和海峡茶城的运营情
况都不错，茶是体
验 性 经 济 ，受 众
足够多，线下消
费 场 景 是 难 以
取代的。”大型
茶产业博览会
展 会 方 面 ，四
川有茶博会，但
与厦门、深圳、广州
在专业度和受众满意度上还有
一定差距，这是成都乃至四川
茶产业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

﹃
柴米油盐酱醋茶

﹄
，茶

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日常

成都日报文化传播中心
财经报道中心联合策划

中国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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