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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近日申遗成
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饮茶之久、茶区之
广、茶艺之精、名茶之多、品质之好，堪称世界之
最。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无数茶业工作者利用各自
茶区的生态环境和茶树资源，经过独特的加工制作，
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品质独具特色的名茶。源自福
建武夷山的正山小种红茶便是蜚声海内外的名茶之一。

世界红茶始祖来自武夷山

武夷山，奇秀甲东南。其独特的丹霞地貌形成了
“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的自然景观。

当无数游客流连于武夷山的迷人山水时，在它的深
处，面积达565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形成了丰富的植被类型
和多样的生物物种，被誉为“世界生物之窗”。

这里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在 13℃
左右，年降雨量2000毫米左右，相对湿度78%至84%，
无霜期 253 至 272 天，是福建省温度最低、湿度最大、
雨量最多、雾日最长的地方。山岩之间，到处有流
泉，常年云雾弥漫，非常适宜茶树生长。

中国乃至世界红茶的始祖——正山小种，便发源
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桐木村。

桐木村是“武夷之魂”九曲溪的源头。在桐木村东
北 5000米处的江墩、庙湾自然村，是正山小种红茶的原
产地和中心产区。江墩因江姓而名。江姓自宋末由河
南固始入闽，后迁居江墩。

明朝中后期 （约公元 1568 年），江氏先祖始创红
茶，开创世界红茶之源，名曰正山小种。16世纪末 17
世纪初，正山小种传入欧洲，随即风靡英国皇室乃至
整个欧洲，掀起流传至今的“下午茶”风尚。自此，
正山小种成为中国红茶的象征，亦成为世界名茶。

坚守400多年正山小种制作技艺

江氏家族世代经营茶叶，有“茶业世家”之称。400
多年来，江氏家族始终坚守、传承正山小种制作技艺。

正山小种曾风靡欧洲社会几百年。然而，19 世纪
末之后， 由于各种因素逐步走向没落，至1941年生产
量仅为500千克。新中国成立后，正山小种的命运也几
经波折。

上世纪 90年代初，正山小种销售步入最低谷，茶
叶积压，市场低迷，茶青无人采摘，制茶季节几乎闻
不到茶香，有的村民甚至改种毛竹。大片大片的茶园
荒芜了。当时，桐木村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仍在坚持生
产正山小种的茶厂，其中一家就是正山小种第 24代传
承人江元勋办的元勋茶厂。

世代制茶，家族传承，让江元勋对振兴正山小种
有一份深入骨髓的使命与责任。无论多么艰难，江元
勋始终牢记祖父的话，“正山小种是祖宗留下来的东
西，不能丢，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他立志一定要把
正山小种发展下去，用一生时间去复兴那片“中国红”。

江元勋9岁开始上山采茶，13岁跟着祖父学习精制
红茶，从采茶到制茶，每个步骤都很熟练。他把自己

叫做茶农，精选最好的茶芽，用最好的工艺做最好的
产品就是他的全部想法。

2005 年，在一次次摸索、一次次尝试后，江元勋
带领他创办的正山堂，在正山小种传统制作工艺的基
础上大胆创新，精选茶青芽尖，进行萎凋、搓捻、发
酵、炭焙，创制出了条形呈海马状、色泽黑黄相间、
干茶香气独特、发酵过程即有蜜糖香的金骏眉红茶。

带动中国红茶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2008 年，金骏眉正式推向市场，一经上市就受到
喜茶爱茶之人的追捧，并迅速走红，如今已然成为中
式红茶的代表。

说起金骏眉名称的由来，江元勋表示，“金”是指
原料金贵，价值堪比黄金，且它的茶汤颜色为金黄
色；“骏”则是因其原料由全村人跑遍崇山峻岭采集而
来，且参与制茶的江骏生、江骏发、梁骏德等茶师的
名字中都有一个“骏”字，同时也希望此茶上市如同
骏马奔腾、市场前景广阔；“眉”指的是做出来的茶叶
形状像眉毛，而且历史上单芽制作的茶类里有寿眉、
珍眉等。

“如果说正山小种的产生是偶然的，那么金骏眉的
产生则完全是正山小种历史文化、制作工艺不间断传
承和改良创新的必然。它融入了茶界前辈为复兴小种
红茶的精神理念，以及为之实践而倾注的心血，是茶
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江元勋说。

由于对中国红茶发展的突出贡献，江元勋在 2008
年获得茶界最高荣誉“陆羽奖”。他借鉴金骏眉的成功

经验，把技术与品牌输送到其他优质产区，以此帮助
更多贫困山区的茶农，提高工艺水平，增加茶叶收
入。2010 年开始，正山堂先后和河南、浙江、四川、
贵州、安徽、山东、湖北、湖南、云南等省份优质产
区合作，开发出信阳红、会稽红、蒙山红、普安红、
新安红、古丈红、巴东红、诸城红茶、高黎瑞贡等骏
眉系列红茶，都取得巨大成功。

短短几年间，金骏眉工艺从武夷山走向全国，先
后带动 10万多户茶农增收，直接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增收脱贫目标，有力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升级，提
升贫困农户的“造血”功能。

在此基础上，江元勋又与当地政府筹备发起世界
红茶节，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红茶消费大
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茶叶
生产大国，以及中国 15个省份的业界代表汇聚于武夷
山，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与对接，以期带动中国红茶更
好地走向世界。

如今，在日趋多元的消费环境之下，“如何让年轻
人更喜爱喝茶”成为江元勋及正山堂面临的新课题。
2011 年，正山堂的年轻团队捕捉到电商的发展潜力，
布局电商渠道，赋予传统茶行业新的发展生机。短视
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偏向年轻化，在这个平台上，正山
堂通过红茶知识与茶文化分享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传
承了几千年的茶文化，依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国盛茶兴，新时代赋予中国茶新的机遇。汲取武
夷山双世遗独有的养分，立足正山小种红茶400多年历
史文化的积淀，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承与创新，
江元勋带领团队努力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
篇大文章，“为世界制作好红茶”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国产电视剧是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的重要窗
口，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的重要载体。

国产电视剧最开始在海外传播是通过合拍的
方式实现的。1980 年，中日首次合拍的电视剧

《望乡之星》 是中国向海外传播的第一部电视剧。
此后，国产电视剧以“四大名著”《西游记》《红
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 为主体依托，打开
海外影视剧市场，并引发了古装剧的观看热潮。

《西游记》是最早成功走向海外的电视剧，在东南
亚地区受到广泛欢迎与认可，孙悟空成为不少海
外观众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1987年，中央电
视台制作的 《红楼梦》 是欧洲国家第一次购买和
播放的中国电视剧。通过电视剧的国际化传播，
中国文学名著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 《渴望》 在海外传播
影响巨大，曾在越南掀起收视热潮，万人空巷。
紧随其后的中国古装剧不仅在数量上剧增，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还珠格格》《水浒传》《包青天》

《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在东南亚国家均引发热烈反
响。在中国电视剧走进东南亚地区的过程中，中
国的一些地方电视台与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电
视台合作开设了“中国剧场”等栏目，通过本土
化译制，满足当地受众的观影需求。

21 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为影视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能量，大众文化的崛起影
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的重要产品，电视剧紧跟时代步伐，创作
题材更为多样，类型更加多元。

进入新时代，我国电视剧行业发展迅猛，现
实主义题材占电视剧市场的主要份额，如女性情
感剧《三十而已》《流金岁月》等展现女性形象和
思想的转变，行业剧 《创业时代》《安家》《装
台》等描写奋斗者不懈追梦的社会图景，《大江大
河》《花繁叶茂》《山海情》 等脱贫攻坚题材和

《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生命缘》等抗疫题材作
品，获得海外观众的广泛肯定，刷新国际社会对
中国现实题材尤其是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的观感，
实现了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新突破。

此外，美版 《甄嬛传》 在网飞 （Netflix） 首
播，成为第一部在美国主流视频媒介平台以付费
形式播出的国产电视剧；《延禧攻略》 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登上谷歌 2018年全球电视
剧热搜榜第一名；《都挺好》 走进哈萨克斯坦，
展现了当下中国都市家庭的日常生活，引起广泛
共鸣；《以家人之名》 发行至日本、新加坡、越
南、北美、韩国、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北美多语种字幕组平台 ViKi上成为“美
洲地区推荐剧集”；《人世间》 被美国华特迪士尼
公司预购了海外独家发行版权；《开端》 在 Netf-
lix 上线……除了古装剧之外，家庭剧、青春剧、
悬疑剧等类型也逐渐加入国产剧“出海”的队
伍。高品质的制作和贴合时代精神的表达日益受
到海外市场的关注，呈现出国产电视剧海外传播
的新趋势。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处在由电视剧大
国迈向强国的道路上。回首近年来电视剧出海经
历，国产电视剧正从零星出海走向整舰出海，实
现了价值观的输出，并且得到认同和传播。放眼
全球，国产电视剧“出海”在各方面仍有较大的
进步空间，在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国产电视剧
还需在剧本创作、拍摄技法、后期制作等方面深
耕细作，努力提升电视剧品质，以高质量产品开
拓国际大市场，力争打造全球性现象级爆款剧。
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国产电视剧的译制、推
广、营销，做好国际市场的调研，了解海外受众
的内容需求，开展精准化营销和传播，推动更多
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作品走向世界。

2022 年 12 月 27 日晚 19 时 30 分，随着开演钟声
的敲响，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走上北京音乐厅
的舞台，在指挥家谭利华的指挥下，一曲 《节日序
曲》 奏响了中国交响乐团 2023 新年音乐会的“序
曲”。乐团极具张力与画面感的演奏如同把观众引入
了隆重壮丽的节日广场，将庆典的浓郁色彩渲染得
分外动人。

包括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在内，这场新
年音乐会还奏响了芭蕾舞剧 《葛蓓丽娅》 组曲选段、
约翰·施特劳斯 《蓝色多瑙河》 圆舞曲、柴可夫斯基

《波罗乃兹舞曲》 等经典西方作品以及 《长江之歌》
《金蛇狂舞》 等家喻户晓的中国旋律，热情的音符尽
诉对即将到来的新年的向往与祝福。

新岁到来之际，中国交响乐团同时公布了2023音
乐季的安排。作为国内交响乐艺术的“国家队”与最
早实行音乐季制度的职业乐团，国交新乐季仍将延续
自然年时间跨度的模式。在演出阵容方
面，乐团荣誉指挥陈燮阳、荣誉艺术指导
谭盾、首席客座指挥谭利华、特邀指挥林
大叶、驻团艺术家薛汀哲以及张国勇、刘
云志、吕思清、陈萨、石倚洁等众多音乐
家都将亮相音乐季，横跨多个代际，最年
轻的小演奏家杜沛达只有13岁。

2023 年适逢中外多位音乐大师诞辰周
年纪念，其中，新中国交响乐艺术奠基
人、国交两任老团长李凌和严良堃将迎来
诞辰 110 周年和 100 周年。届时，李心草、
谭利华、王琳琳、林大叶 4 位指挥家将同
台献艺，以“伟大奠基”交响音乐会献上
致敬与纪念。国交始终肩负着推动中国交
响乐发展的职责使命，在中国作品方面，
在复排保留曲目 《黄河大合唱》、交响音
乐 《沙家浜》 的同时，乐团将继续打磨于

2022年问世的大型交响套曲 《山河颂》，并首演谭盾
创作的唢呐协奏曲 《敦煌三乐神》。由国交多位青年
作曲家联袂创作，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新时代风采的
岁月交响 《和平里》 也将在新乐季中与观众首次见
面。作为国交团址所在地，“和平里”从中央乐团时
期开始就已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处重要地标。据乐
团首席指挥李心草介绍，《和平里》 将采用丰富的器
乐表现形式，持续推陈出新，讲述这片音乐热土上发
生的故事。

在乐团人才培养方面，2022年颇受好评的“国之
骄子”系列演出将在2023年继续上演，参与最近一轮
选拔的乐手不仅有刚进团的年轻人，也有在团里工作
了20多年的艺术家，竞争登台的形式极大地鼓舞了乐
手们的积极性。乐团副团长尹波透露，未来，“国之
骄子”系列的范围还将扩展至合唱团和艺术创作团
队，为更多优秀人才提供展示风采的平台。

本报电（黄诗雨） 2022年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迎来
建院 15 周年，剧院继续秉承“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
宗旨，精心策划“十五华年 艺心为民”建院15周年直播周
特别节目，以异彩纷呈的六天线上连播，在“云端”与海
内外网友见面。

截至 2022年 12月 26日 13时，国家大剧院建院 15周年
直播周特别节目全网总点击量累计超 1.6 亿次。6 天连播
中，既有原创舞蹈诗剧 《杨家岭的春天》 的线上首播、新
制作普契尼歌剧 《托斯卡》 全球首次亮相、海外大师集萃
的音乐纪录片《世界指挥大师在中国III》，又有探索沉浸式
室内乐新形式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室内乐特别策划节
目，戏剧大咖云集的原创话剧《林则徐》，指挥吕嘉与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合作的音乐会。

门类丰富、立意深刻的线上节目和演前导赏，展现出
国家大剧院 15 年来精心打造的六大平台——表演艺术平
台、原创艺术平台、综合艺术展示平台、艺术普及教育平
台、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和数字文化平台作用，与观众共享
艺术成果。

为期6天的直播周特别节目受到来自海内外网友的热烈
好评，各地网友留言称“生活的欢悦和命运的起伏之美”，

“能感受出悠久的岁月和时代变迁”，是“提高国民音乐素
养的有力举措”。更有远在利比里亚的网友留言，“感谢这
场震撼的音乐会”。据悉，2022年 12月 31日，国家大剧院
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
合唱团，并携手吕思清、袁晨野、张立萍、于红梅、章红
艳等众多艺术家，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的 《北京新年音
乐会》，以此正式宣告国家大剧院线下演出的恢复，开启
2023崭新的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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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迎建院15周年

中国交响乐团奏响新乐季新篇章
本报记者 郑 娜

中国交响乐团奏响新乐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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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剧出海展风貌
刘 野

▲国交2023新年音乐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作为中国和意大利的重要文
化古城，敦煌和威尼斯保存着人
类文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
号，其历史遗存背后所蕴含的哲
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是
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日前，以丝绸之路为背景的
纪录片 《沙海之上：敦煌和威尼
斯》 播出，从敦煌到威尼斯的建
城、商贸交通、艺术生活以及城
市遗产保护等各个方面，展示了
人类如何于沙海之上构筑文明景
观，铸就文化辉煌，凸显东西方
文化的交流互通，传递对历史遗
产保护与发展、文化传承与发扬
的人文思考。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文
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千百年来，
东西商贾、南北僧众“驰命走
驿，不绝于时月”；文艺复兴时期
的威尼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中世纪以来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东西方贸
易中转站。以交流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成为纪录片中
两座城市的深层关联。在威尼斯财富中占很大比例
的东方香料贸易、出现在敦煌唐代文书中的异域货
品，还有包含多种语言的敦煌遗书，这种交流不仅
是经济商贸往来，更是世界各地知识、思想、宗
教、文化的对话互鉴，深化了敦煌与威尼斯对东西
方交流、世界文明共融的重要意义。

人类用丰富的想象为无尽的戈壁与滩涂添上了
生命的色彩，也创造了延续千年的文化辉煌。《沙海
之上：敦煌和威尼斯》 用独特的国际化视角深度挖
掘敦煌和威尼斯的文化精髓，通过古今联动，将来
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到访敦煌的历史，与 700年后
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丝路明
珠：敦煌石窟在威尼斯”展览相勾连，用多元的纪
实影像与诗意的视觉语言讲述了两座古城的生命历
程，以人类文明和谐共存的理念为观众带来一场沙
海联动、中西交融的视觉盛宴、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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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细嫩的茶青芽尖。
图②：色泽黑黄相间的金骏

眉干茶。
图③：武夷山的采茶姑娘在

采摘茶叶。
图④：江元勋在品试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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