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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
和制作茶叶的国家”

此次申遗成功，分量几何？
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文介绍，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公布于2001年，是指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而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记录着
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人情、文化理
念等重要特性，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个国家两年
只能单独申报 1 个人类非遗候选项目。本届
有来自各国的46个文化遗产项目参评，竞争
压力可以想见。

专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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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旅游部于 2020 年确定将“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作为中国新一轮申
遗项目，由浙江省牵头申报，共涉及15个省

（区、市） 的 44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在历时两年的筹备和推进后，中国茶文化不
负众望，为国人成功圆梦。

申遗成功背后，是中国茶十足的“底气”。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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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是
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和旅游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说，如今，
中国茶叶的种植面积、从业人群、茶产量及
产值均居世界前列。

“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
无”。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称，中国人自古就
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制茶师根据
当地风土，运用杀青、闷黄、渥堆、萎凋、
做青、发酵等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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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贯穿于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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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发达的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体现着中
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传达着茶和
天下、包容并蓄的理念。

网友“任方”说：“中国茶申遗成功，作为
一名茶产业人，我感到非常骄傲。”网友“人生
何似”留言说：“看到中国茶申遗成功这则消息
时，我手里正捧着一杯绿茶，瞬间感觉茶香
更浓了！”

传承体系较为完善

中国茶文化世代相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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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茶还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传承体系，这是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重要前提。

12 月 4 日，在“中国白茶第一村”福建省
福鼎市点头镇柏柳村的一间白茶作坊中，福
鼎白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梅相靖正在沿
用古法制茶。

“利用日晒进行自然萎凋，这样沿用古法
加工较好地保留了茶叶最天然的形态和丰富
的活性酶、多酚类物质，又使得白茶具有素
雅清幽的口味。”在央视网报道中，现年82岁
的梅相靖说，手摸其干、眼观其色、鼻闻
其香、口尝其味，四关过后，方得一杯好
白茶。

为推动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得到更好传

承，梅相靖自2012年起每年定期举办技艺培
训班，将古老制茶技艺传授给后辈们。他直
言：“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
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相信中国茶产业会越
来越好。”

据了解，除了代表性传承人定期开办培
训班，目前中国茶的相关知识和技艺主要通
过家族、师徒等方式进行传承。比如，家族
传承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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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传承方
面，安徽祁门红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
昶在近5年间就收徒授艺17人。

光明日报客户端撰文指出，现如今，更
多人是通过家庭、社区的活动参与中国茶传
承的。例如，在家庭中，饮茶、敬茶等相关
礼俗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在社区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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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能做茶文
化的传承者。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茶的传承已经走进
校园。“我们经常把一些传承人请到校园里
来，手把手地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
潜在的传承人。”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
岳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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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

对此，网友“人在旅途”留言说：“向每一
位默默奉献的中国茶文化传承人致敬，辛苦
了！”网友“楚辉石”说：“中国茶文化历史悠
久，值得好好传承！”

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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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在接受环球时报客户端采访时，文化学

者俞金龙说，作为茶树的原产地和茶文化的
发源地，中国的茶叶、茶树、茶文化随着文
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遍全世界。唐
朝时就开始传入日本、朝鲜、南亚、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16世纪传至欧洲、美洲大陆
等地区。而在中国茶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英
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也都形成了各自
国家的茶文化。

时至今日，中国茶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广
受欢迎，尤其在北非和西非国家。2021 年，
中国出口约 36.9 万吨茶叶，价值近 23 亿美
元，大部分出口到北非和西非国家。

新华网报道称，茶是摩洛哥的国民饮
料，但摩洛哥本土并不产茶，国民日常消费
的茶叶多来自中国。据相关数据统计网站显
示，2021年，摩洛哥在中国茶叶进口国中位
列第一。

摩洛哥人阿拉米·哈桑说：“我早上起床第
一件事就是喝茶。泡上浓浓的一壶，然后反
复加水，一天之中总要喝上好多次。”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各大超市里，不
少盒装茶叶要么是醒目的中文品牌，要么用
当地语言标注着产地来自中国。这些中国茶
中有两大绿茶品种占主流，一种是“Chun
Mee”，即“珍眉”；另一种是“Gunpowder”，中
文叫“珠茶”或者“火药茶”。

“摩洛哥人都喝中国茶，中国茶能够申遗
成功，我们也觉得非常高兴和亲切。”哈桑真
诚地对中国表示祝贺，“我们欢迎中国人民更
多地了解摩洛哥的茶文化。”

网友“傲雪寒梅”留言称：“中国茶艺，千
年传承，今入非遗，世人受益！”网友“慢慢”
总结说：“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之路。”

期待更多中国茶故事

申遗成功并非是终点，而是讲好中国茶
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非遗保护成就的新
契机。

人民网文章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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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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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包静说，中国茶叶
博物馆今后将最大限度地发动相关社区、人
群参与到茶文化保护工作中。“茶产业和文化
还是要有机融合，茶因文兴，文因茶扬，这
样才能进一步推进茶产业链拉长延伸，‘茶+
文旅’‘茶+文创’‘茶+深加工’等都是非常值
得借鉴的做法。”

央广网发文指出，产业高度介入是茶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一
个特点。下一步，茶产业人员要积极主动地思
考茶文化发展问题，要摆脱作坊生产、经营思
维模式，积极探索技术更新，吸收各专业的人
才为茶产业服务，实现“茶+文化”，这样才能
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动力。

网友“暖暖小盐”说：“未来，希望商家能
多制作一些便捷式茶品，方便快节奏生活的
年轻人饮用。”网友“小崔”说：“愿有更多的人
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如此，我们的中华文化
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叩响人类非遗大门只是起点，更多精彩
的中国茶故事，值得世界期待。

图①：外国游客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品尝
武夷岩茶。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图②：陕西省咸阳市的筑茶师在展示炒
茶工艺。 新华社发

图③：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人们在茶
山上采摘茶青。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危急时刻，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格外珍贵。近日，在波涛汹
涌的大海上，就发生了一个动人故事——据微信公众号“央视新
闻”报道，受风浪影响，一艘集装箱货轮遇险沉没。浙江宁波运
输船“永大 99”轮收到求救信息后，全速赶赴现场，救下 13 名遇
险船员。

11月30日下午3时许，运载钢材的“永大99”轮经过福建古雷半
岛海域时，船长薛君法突然接到当地海事局船舶交管中心转来的紧
急求救信息：海南洋浦籍5000吨级集装箱货轮“宇盛788”在古雷半岛
海域触礁遇险，船上有船员13名，急需救援！

接到信息后，薛君法立即指挥“永大 99”轮向目标海域全速前
进。当时海上的环境很危险，浪高 4米，阵风 10级。作为一名有着
22 年经验的老船长，薛君法清楚地知道，面对风浪，晚到现场一
秒，遇险船员们的生命危险就增加一分。“十万火急，风浪大也要加
速往那里开！”

抵达出事海域后，薛君法仔细观察海面情况，做好救援准备。
很快，薛君法和船员们发现，浪涛中漂浮着一个救生筏。当时，遇
险的集装箱货轮已经沉没，13 名遇险船员只能挤在这个救生筏上，
随波浪上下颠簸。小小的救生筏随时都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

虽然发现了遇险船员，但是营救依然很难。海面风大浪高，“永
大99”轮不能贸然靠近救生筏，否则可能造成碰撞，令救生筏侧翻。
大船与救生筏间还有2米多的落差，给救援带来更大困难。

薛君法根据洋流方向和风向，凭借娴熟的驾船技术缓慢靠近。
在距离救生筏约 20米时，薛君法与其他 5名船员向遇险人员一次次
抛掷救生圈和救生绳。经过十几次艰难尝试，遇险船员终于被一个
个救到了大船上。

事后，薛君法说：“大家常年在海上跑，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
己，遇到海难我们肯定会全力营救。人命关天，再难再险也要把人
救上来！”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网友纷纷为这场海上救援点赞。网友
“Lynne”说：“海上的兄弟一家亲。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但是
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又是伟大的。”网友“梦天”留言：“海浪无情，
人间有情。为救人的平凡英雄点赞！”

初冬时节，东方之饮，香飘
世界。

近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在联合国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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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共有43个项
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
第一。

申遗成功的消息传出，相
关话题随即登上微博热搜。网
友们认为，这体现出中华文明
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
献，令人自豪。应以此次申遗
成功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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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之饮，香飘世界
——网友热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

本报记者 刘乐艺

东方之饮，香飘世界
——网友热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

本报记者 刘乐艺

▲近日，江苏省如东县大豫镇强民村以特色蔬
菜种植入选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榜
单。图为强民村一望无际的蔬菜基地。

王继亮摄

▶12月18日，在山东省滕州市西岗镇一家智慧农
业产业园内，菜农进行蔬菜采摘。

李 立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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