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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
——写在首个“国际茶日”到来之际

□□ 闵庆文

2019年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
年 5 月 21 日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2020年的
第一届“国际茶日”活动主题为“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其目的在于传播弘扬茶文化，
活跃繁荣茶贸易，促进茶产业发展，带动茶
农增收致富。“国际茶日”的设立，无疑将有
助于世界对中国茶文化的认同，将有助于
中国同各国茶文化的交融互鉴和茶产业的
协同发展。这是因为——

中国是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祥地

茶原为中国南方的嘉木，将茶叶作为
保健饮品，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南方人民对
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也是中国人民对世
界饮食文化的贡献。

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
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则可以追溯到四
五千年前。“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未必可信，
但成书不会晚于西汉初年的《神农百草经》
则说明，至少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认
识到了茶的药用功效。唐代茶圣陆羽撰写
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
专著，全面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
制烹饪方法及用具等，既反映了我国先民
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的功用并开发饮用的
事实事实，，也很好阐释了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也很好阐释了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
茶文化茶文化。。称发于神农氏称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闻于鲁周公、、兴于兴于

唐唐、、盛于宋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的茶普及于明清的茶
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实实
不为过不为过。。

中国制茶中国制茶、、饮茶已有几饮茶已有几
千年历史千年历史，，经历了药用经历了药用、、食食
用用、、作酒作酒、、饮品的不同发展饮品的不同发展
阶段阶段，，有了煮茶有了煮茶、、蒸茶蒸茶、、煎煎
茶茶、、泡茶泡茶、、冲茶等不同饮用冲茶等不同饮用
方式方式，，有了绿茶有了绿茶、、红茶红茶、、黑黑

茶、白茶、黄茶、花茶等不同茶品类型，有
了饮茶、品茶、敬茶等不同目的和茶具、茶
点等相关物品，还有茶祖、茶神、茶艺、茶
道、茶俗等不同衍生文化，足以说明中国
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茶不仅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农产品
和具有良好康养价值的保健品，也是不同地
区和不同民族人们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且其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柴米油盐
酱醋茶”说明了茶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

“人在草木间”的“茶”隐喻着天人合一的境
界，“茶禅一味”阐释的是对于人生的品悟，
而“茶寿”则揭示了饮茶和健康长寿之间的
关系。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典型
代表——

茶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我国15项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中，茶类遗
产有2项，分别是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
系统、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
在2019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二批36项中
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
茶类遗产有6项，分别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
文化系统和福鼎白茶文化系统，湖北恩施
玉露茶文化系统，湖北赤壁羊楼洞砖茶文
化系统，贵州花溪古茶树与茶文化系统，云
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而在截
至目前农业农村部所发布的 5 批 118 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茶类遗产有茶类遗产有 1515
项项。。除了上述除了上述88项以外项以外，，还有浙江杭州西湖还有浙江杭州西湖
龙井茶文化系统龙井茶文化系统、、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
化系统等化系统等。。当然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一大还有一大
批具备条件的项目尚未被列入批具备条件的项目尚未被列入。。

而且而且，，一些看起来似乎与茶无关的农一些看起来似乎与茶无关的农
业文化遗产地本身却也是茶的重要产地业文化遗产地本身却也是茶的重要产地。。
如浙江安吉的白茶如浙江安吉的白茶、、德清的莫干黄芽等德清的莫干黄芽等。。
还有那些产自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山还有那些产自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山
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桑叶茶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桑叶茶，，以及以及

与其他遗产地核心要素组合而成的竹叶
茶、枸杞茶、苦荞茶、八宝茶等等。

对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和农业农村部的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食物与生计安全保障、农业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传统农耕技术、
相关农业文化和生态与文化景观，既是遗
产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认定的基本标
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认识——

茶农业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

以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的景迈山、宁洱
县的困鹿山和镇沅县的千家寨等为核心区
域的“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于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
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被原
农业部列入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系统中包含着3540万年以前的宽叶木兰化
石、2700年树龄的野生型古茶树、逾千年树
龄至今依然壮硕生长的过渡型古茶树和千
年万亩古茶园为代表的栽培型古茶园，加上
采用现代理念和技术建立的生态茶园，形成
了茶树利用的完整的演化链。“远看是森林，
近看是茶园”是古茶园的典型景观。高大乔
木和茶树一起遮蔽着下层的灌木、作物和草
本植物，茶树上攀附着各种寄生植物，农业
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生物多样性丰富。据调
查，仅在澜沧景迈芒景古茶园生态系统中就
有植物物种125科489属943种。布朗族、傣
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茶树栽培利用方式与
传统文化体系，具有良好的文化多样性与传
承性，祭拜“茶神”等活动延续至今。山地农
业与茶园共荣共生，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生
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
美的复合生态景观美的复合生态景观。。

普洱古茶园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对于生普洱古茶园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对于生
态茶园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态茶园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按照以按照以
茶为主茶为主、、立体种植立体种植、、多物种组合的形式多物种组合的形式，，形形
成林成林--茶茶--草的复合生态系统结构草的复合生态系统结构。。纵横交纵横交
错的高大乔木为茶树遮阴错的高大乔木为茶树遮阴，，茶树下种植牧茶树下种植牧

草或其他作物，通过增加物种多样性减少
杂草和病虫危害。

2013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名录的日本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则是
一种典型的茶树种植与草地管理相结合的
复合农业生产系统，成为日本传统土地利
用形式的典范。静冈县是日本最大的茶叶
产区，当地茶农发现，在茶树周围种草可以
改善茶叶的颜色、香气和口感，从而可以长
出高品质的茶叶。此外，茶树通常种植在
陡峭的山坡上，草地的覆盖不仅可以减缓
因降雨和地表径流带来的水土流失，还可
以增加土壤微生物活性，提高土壤肥力的
可持续性。茶园与周边草地的镶嵌结构，
使得茶树和草地相得益彰，不仅因草的生
态隔离作用而减少了茶园病虫害，而且草
收割后作为废料还田于茶园中，形成了良
好的生态循环，保护了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据调查，该地区已记录的物种达300多
种，包括7种濒危物种，是日本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半天然草原之一。

农业文化遗产为人们看茶提供了新的
视角。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茶文化系统，
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产品或食品，也不仅仅是
茶艺、茶道，而是包含着物种资源、生计保
障、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景观等在内的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个复
合系统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物质循环、物
种多样、和谐共生的生态农业思想，生物利
用的生存智慧和康养价值及其在“健康中
国”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通过“国际茶日”活动，让茶类农
业文化遗产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公众，并
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更好的走向
世界世界，，让人们更好的领略包括农业文化遗让人们更好的领略包括农业文化遗
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
学咨询小组共同主席学咨询小组共同主席））

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茶文化

数说茶叶

贺首个“国际茶日”诗五首
海川

茶道
礼敬恭良传仁爱，
千年古韵茶道深。
四海之内皆兄弟，
悠悠明月印同心。

茶香
雨水清明养心性，
馨醇淡雅气自闲。
莫夸牡丹真国色，
香满五洲天地宽。

茶艺
竹兰梅菊君子友，
择选烹分文化魂。
和合世界香飘远，
天南海北一壶春。
（注：茶艺大体分
为选茶、择水、烹
茶和分茶。）

茶农
三月采茶好风光，
秋冬深耕施肥忙。
映日新绿漫天下，
汗水丹心献茶香。

茶具
火炉清泉烹新茶，
竹林陋室夸紫砂。
漏瓯罐盏大世界，
美趣怡情乐万家。

注：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茶种植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全、茶
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国家。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发展、弘扬中国传统茶文
化，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代表中国政府于2016年5月首次提出设立
国际性茶叶纪念日的提议，并逐步推动国际社会就设立国际茶日的中
国方案达成共识。相关提案于2018年12月、2019年6月分别经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理事会和大会批准后，最终于2019年11月27日由
联合国大会第74届会议审议通过，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

□□ 本报记者 彭瑶 吕珂昕

“5月21日国际茶日，全球茶人的节日，
我爱茶！”近日，塞尔维亚驻华使馆文化参
赞玛莲娜· 马尔科维奇（Marlena Markovic）
在首个国际茶日预热活动——外宾品茶会
上深情告白，并与坦桑尼亚、法国、格鲁吉
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驻华大使、参赞和代
表共同品茗，庆贺国际茶日的到来。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尔来已历
千年。这枚小小的“东方神叶”，带着清冽
的芬芳和温婉的品格，在不同国度、不同文
化的群体中广泛晕染，展现出人类对和平
安宁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以

“平等、包容、互鉴、分享”为核心的茶文化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

“茗者八方皆好客，道处清风自然来。”
经过中国政府三年多的努力推进，2019年
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第74届会议审议通
过了设立国际性茶叶纪念日的中国方案，
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从
此，这个春意未尽、夏日初临的美好日子成
为全世界爱茶人共同的节日，尤其是在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情况下，
同庆“国际茶日”，共饮健康好茶，不仅寄托
着各国人民战胜疫情、创造幸福生活的美
好心愿，更成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助推世界经济繁荣的强引擎。

千年淬炼，茶韵悠长

漫步在茶香清幽的湖北省赤壁市羊楼
洞古镇，石板街面上仍然保存着一道道深浅
不一的槽痕，这是唐宋时代运茶出口的独轮
手推车反复碾压形成的，是茶马古道兴起的
历史印记，是中国茶走向世界的忠实记录。

时光流转，岁月沉香。从古代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
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从中国出发，穿
越历史、跨越国界，成为与咖啡、可可齐名的
全球三大饮品之一。如今，全球产茶国和地
区已达60多个，茶叶年产量近600万吨，贸易
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世界各
国茶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茶文化交流日益

紧密，茶产业正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世
界融合发展、实现普惠共赢的重要产业。

作为茶叶的故乡，作为茶种植规模最
大、产品种类最全、茶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国
家，多年来，中国一直以提振全球茶产业、
弘扬茶文化为己任，不断探索、孜孜以求。
习近平主席早在浙江工作时就提出了“一
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
姓”的经典论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主席
更是多次在中外公开场合谈论茶文化：在俄
罗斯谈及“万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
论”、在巴西论述“茶之友谊”……茶叶优雅
的身影与我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君子外交
政策相得益彰，她在外交场合的频频出现向
全世界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更成为全球茶界的一场
盛宴。自2017年起，茶博会每年与全世界茶
叶爱好者相约西子湖畔，畅谈千年茶文化，聚
焦当下茶产业。茶博会迄今已连续举办三
届，无论是参展商、采购商人数还是茶叶交易
数量、交易总额都连年激增，不断刷新纪录。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茶产品
各显风韵，茶文化深度交融，开启了世界茶叶
贸易的新篇章。

如今，伴随“国际茶日”的设立，茶产业
迎来千年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机遇。正如
中国的中秋节传承了温暖亲情、拉动了月
饼和桂花糕的销售，也如西方的情人节表
达了甜美爱情、促进了鲜花和巧克力的销
售，“国际茶日”因其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烙
印，让全球爱茶人有了共同的精神家园，也
让代表性的产业有了永续发展的动力。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愉情。中华
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每一帧都浸润着茶
香。《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闻于鲁周公。”尔后数千年，种茶、制茶、饮
茶，茶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传
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从风光绮
丽的诗画江南、多姿多彩的清新福建、灵山

秀水的荆楚之地再到云雾缭绕的云贵高
原，不同的资源禀赋、风土人情孕育出丰富
的茶品类。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
黑茶……不同的茶，不同的滋味，或凉或
暖、或苦或甘，或色艳味浓、或清雅不饰，总
有一款适宜饮茶人此刻彼时不同的心境。

茶也正是因其这样一种谦和内敛、包
容分享的秉性，被誉为“和平之饮”，它是呈
现给世界的中国形象，是奉献给世界的和
平理念。“国际茶日”的设立最终采纳中国
方案，是世界对中国茶文化的再一次注视
和认同，更是各国间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结
出的丰硕成果。

从中国飘出的一缕袅袅茶香早已跨越
千年，芬芳了整个世界。小小茶叶仿佛带着
魔力，每走过一个地方，便植根于当地，形成
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在英国，人们端起红
茶，品饮的是休闲的下午时光；在俄罗斯，一
杯厚重浓酽的甜茶代表着对友人的热情款
待；在蒙古，女主人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为
家人煮一壶咸香奶茶；土耳其人更是到了从
早到晚手不离茶的境界；程序严谨的日本
人，将茶道发展成一门内涵丰富的艺术……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这个茶香四
溢的节日，丰富的茶事庆典在各国多彩呈
现，茶文化讲堂、茶旅游宣传、茶艺大赛、茶
事体验、“网上茶博会”、茶产品“直播带
货”……茶盏交错，浅酌慢饮，在悠悠茶韵
中促进文明互鉴和文化流传，在品茗论道
中推动世界茶产业蓬勃发展。

“在旅途的尽头，总有一个温暖的家和
一杯温热的茶在等你。”这枚源自古老东方
的神奇树叶凝结了千百年文化精粹，以其
不可替代的经济意义和文化价值越来越为
世界所瞩目。

绿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

“茶叶采起来，日子富起来……”今年3
月，贵州普安县2000多亩安吉白茶“白叶一
号”顺利采摘，这一扶贫项目带动当地 862
户贫困群众户均增收4600多元。村民们满
怀喜悦，唱着自编的山歌采摘新茶。“绿一
方水土，富一方百姓。”一直以来，茶产业就

是我国的富民产业，许许多多的贫困农民
靠着种茶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在地球的另一端，肯尼亚独立后从茶
产业中谋出路，仅用 30多年时间就成为世
界第一茶叶出口大国，数百万小农获得就
业机会，显著缓解了贫困状况，肯尼亚也成
为东非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

世界上大多数茶叶生产者是小农户，
茶产业的发展承载着千万茶农脱贫致富的
希望。正如联合国大会决议所指出，茶叶
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很多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
的重要来源，其生产与加工有助于应对饥
饿、减少极端贫困、增强妇女权能。

“国际茶日”的设立，正是在向世界各
国发出倡议，应以维护小农利益为共同责
任，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促使茶农、加工商、
贸易商结成命运共同体，让小农更多地分
享茶产业发展成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唯有茶农获得尊严和保
障，全球消费者才能畅饮“幸福茶”。

茶叶一头连着千万茶农，一头连着亿万
消费者，既为茶农谋利，也为饮者造福。“神农
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的药
用价值早已为中国古代先民所认知。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茶对健康的作用不断被揭示
和证实。“如果你们多喝茶，就会过上更加
美好的生活。”正如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伊
恩·吉布斯所言，喝茶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
双重享受，人们在品尝茶的色香味形时也
获得了健康呵护。尤其在全球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的大背景下，茶作为绿色天然、养生
保健的饮品，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各国当以“国际茶日”的设立为契机，
充分挖掘茶叶对提升人类健康水平的巨大
价值，推动世界饮茶风潮流行，使古老的茶
叶成为最时尚的饮品，让历史悠久的茶产
业焕发新的生机。

同庆“国际茶日”，同饮万里馨香。中
国愿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与世界各国广泛
开展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携手开辟茶
产业新的繁荣盛景，共同迎接全球饮茶时
代的到来。

2018年中国茶叶产量居世界之首

中国茶叶种植面积居世界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