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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9日，「中國傳統

製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成功通過評審，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這一消息傳來，一群正在大學裏學習的年輕「茶人」

們興奮極了。在口口相傳的技藝傳承之外，中國在高等院校

開設的茶學專業，也是人才培養、產業科研的特色途徑。

安徽農業大學茶與食品科技學院院長李大祥博士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2019年全國招收本專科茶學專業學生的院校共計

71所，其中本科31所，專科40所，本專科年招生總量約

5,800人。時至今天，全國招收本專科茶學專業學生的院校

增加了14所左右，其中本科1所，專科增加了13所，估

算本專科年招生總量增加至少4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蔣煌基

安徽合肥、福建泉州報道

中國申報的「中國傳統製茶技藝及其相關習
俗」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作名錄。「中國傳統製茶技藝及其相關習
俗」是有關茶園管理、茶葉採摘、茶的手工製
作，以及茶的飲用和分享的知識、技藝和實踐。
中國人種茶、採茶、製茶和飲茶的歷史悠久，發
展出綠茶、黃茶、黑茶、白茶、烏龍茶、紅茶六

大茶類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種茶品，供
人飲用與分享。由此形成的不同習俗，世代傳
承。中國傳統製茶技藝主要集中於秦嶺淮河以
南、青藏高原以東的江南、江北、西南和華南四
大茶區，相關習俗在全國各
地廣泛流布，為多民族所
共享。

「祁紅特絕群芳最，清譽高香不二門。」
產於安徽省祁門縣而得名的祁門紅茶香名遠
播。2008年，紅茶製作技藝（祁門紅茶製作
技藝）經中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5歲起跟父親入茶廠學習製茶
為了進一步推廣祁門紅茶，同時也將祁門

紅茶製作技藝更好傳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項目（祁門紅茶）製作技藝傳承人、安
徽省祁門紅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祁門
紅茶協會會長王昶，數十年來通過收徒授
藝，培養超40位徒弟學習祁門紅茶製作技
藝，帶出十幾位祁門紅茶製作技藝傳承人，
同時，他亦擔任客座教授，為黃山學院、安
徽農業大學等高校學生授課講學，助力祁門

紅茶非遺技藝的傳承。
1966年出生的王昶，從15歲起就跟着父親
進入茶廠學習製茶。王昶介紹，正宗的祁門
工夫茶需要18道大的工序，細分工序共80
道，每一道工序的每一個動作都十分考驗製
茶師傅的技藝，環環相扣，才能製作出上乘
的祁門紅茶。

茶廠所有員工都會製茶
讓王昶真正感受到需要不斷傳承製茶技藝

才能將祁門紅茶延續下去，是在2004年。當
時祁門縣各大茶廠改制，小茶廠紛紛倒閉，
很多茶廠工人改行到外地打工。「那時候我
自己辦了茶廠，當時廠裏會製茶的師傅普遍
年齡偏大，市場化思維也跟不上。」祁門紅
茶製作技藝不能丟，王昶深知，必須有更多

的人會這門技藝，才能更好傳承。
隨後，他將外出打工的工人招回來，同時
開始要求茶廠除了製茶師傅，從辦公室文員
到銷售等所有員工下到車間學做茶，學習紅
茶文化。在王昶的茶廠，所有員工都會製
茶，都懂紅茶，這已經成為茶廠的企業文
化。王昶透露，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
手把手帶徒弟製茶，也有很多紅茶從業者到
其茶廠學習進修，幾十年來，他已帶出多位
祁門紅茶製作技藝傳承人，有的現在已經成
為中國製茶大師。不僅如此，王昶還與安徽
農業大學等多所高校展開非遺技藝的交流，
推進非遺項目的教學傳播、傳承保護工作。
此外，王昶每年還會分批接待中小學生走
進茶廠，「我每個月都會走進祁門縣的中小
學，給孩子們講關於紅茶的文化歷史、製作

技藝的課。」通過學習、參與、品鑒等活
動，讓孩子們感知非遺文化的魅力，在青少
年學生中推動非遺項目的保護傳承工作。
在「首屆安溪鐵觀音大師賽」中摘得「茶
王」稱號的李金登也與當地縣政府簽署了
「師帶徒」協議，創辦了工作室，並獲聘為
安溪茶學院導師。「我是茶學院的校外導
師，每年我要帶6個茶學院本科生，學生們
從大二開始跟着我，我負責指導他們從理論
到實踐。」李金登說。
李金登說，技藝的學習是次要的，更重要
的是精神的傳承。李金登所帶的徒弟陳藝
峰，也於2019年榮獲「安溪鐵觀音大師」稱
號，「陳藝峰現在還年輕，才30多歲。所以
我覺得，精神的傳承比技藝的傳承更重要。
要掌握技藝，一定要先喜歡茶，才能學進

去，學到精髓。我覺得我不只是個傳承人，
我更是個導師，引導年輕人喜歡茶，讓他們
明白，只要專注做一件事肯定會做出一番成
就，中國茶學不僅能後繼有人，而且能更好
地發揚光大。」

傳承人走進校園：學茶更重要的是精神傳承

「中國製茶及習俗」列聯合國非遺

安徽農業大學茶學學科是國家重點（培育）
學科、農業部和安徽省重點學科。自

1942年第一屆茶葉專修班學生畢業以來，安徽
農業大學茶學學科共培養各層次專業技術人才
7,300多人，其中博碩士研究生1,000餘人。
自1996年以來，學校茶學學科先後獲批建設
有農業部茶樹生物學與茶葉加工重點實驗室、
茶葉生物化學與生物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茶樹生物學與資源利用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
室等一系列創新平台。其中，該校茶樹生物學
與資源利用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全國唯
一的茶學國家實驗室，近5年在全球茶學科研
論文總量排名位居第二位，取得了破解中國種
茶樹基因組、建立全球首個茶樹生物信息學平
台等多項代表性成果，並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
等獎及省部級以上科技成果獎30餘項。

「發現茶學很複雜 需要下功夫學習」
2020級茶學專業本科學生張依依說，她當初

選擇就讀安徽農業大學，正是因為安徽農業大
學的茶學專業在全國高校中享有盛譽。她說，
經過兩年多的學習，自己也徹底改變了當初對
茶學的認知：「之前可能想得茶學比較簡單，
就是怎麼泡茶、喝茶什麼的，之後發現從茶園
到茶杯這一整個流程還是很複雜的，需要下很
多功夫去學習，我覺得我們這個專業還是很厲
害的。」
堅持產業需求導向，緊緊圍繞全產業鏈建設
茶學學科，是該校茶學學科的辦學特色。李大
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多年來，學校茶學科
學的專業設置也一直在不斷變化調整。該校茶
學學科曾於1978年創辦機械製茶專業，1985年
增設茶葉經濟貿易專科，2005年還創辦了茶藝
高職專業。2011年，該校茶學專業又設立茶文
化與貿易方向並開始招生。目前，該校茶學本
科設有茶學和茶學（茶文化與貿易方向）兩個
專業，每年面向全國招收100人左右，並在茶
學學科形成了涵蓋本科、碩士、博士和博士後
的完整人才培養鏈。

張依依說，在學
校的茶學本科專業學
習中，課程包括茶葉生
物學、茶葉製作加工，以
及茶樹栽培育種等。但她覺得
茶學「博大精深」，僅僅是完成本
科階段的學習還是「知識比較薄弱」。她
已準備在完成本科學業後，繼續在茶學方向深
造，考讀研究生學位。

年輕「茶人」大數據把控茶葉品質
「我覺得在安溪茶學院的學習是我認知的起

點，是開啟我茶學的鑰匙，茶學院像是一個開
門人。」安溪茶學院2014級學生連帥陽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福建農林大學安溪茶學院位於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是中國烏龍茶之鄉，也
是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國家連續多年
的一號文件都關注『三農』問題。」連帥陽稱
自己對農業情有獨鍾，「農業有前景，也有
『錢景』，更有我們所學的發揮空間。」2018
年畢業後，連帥陽在福州某茶企品控崗位任
職。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人飲茶已經
有數千年歷史，悠久的茶歷史、文化傳承，以
及前人對茶的經驗總結，讓我們可以站在前人
的肩上前行。
「我們現在運用大數據平台，對茶葉進行品

控，可以嚴密監控茶葉品質、價格，並關聯
到後期生產及損耗等。」相比前人，高科技
的運用，讓這部分工作變得更有效率。連帥
陽認為，前人更多偏向經驗總結，而如今對
茶葉品控更多是讓數據說話，降低人為誤
差。
據了解，安溪茶學院以茶產業鏈為主線，本
科專業設有茶學等4個專業，還設有碩博研究
生的茶產業相關專業。學生的實踐通常又和地
方產業緊密結合，所用皆所學，讓連帥陽對如
今的工作游刃有餘。「茶學院有很多平台，如
校外導師制度、校企合作制度，讓我們在課堂
上所學馬上就能在實踐中驗證。」連帥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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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業大學茶學學生在茶園採摘
茶葉。 香港文匯報合肥傳真

安溪茶學院首屆學生戶杉杉，是河北保
定人。「我當時是被調劑到茶學專業
的。」戶杉杉說，河北是高考大省，自己
高考分數過了二本線三十多分，最終選擇
到南方求學。「對茶，一無所知，更不知
道茶學到底學的是什麼，一開始的第一
年，可說是迷茫的。」
學了一年後，戶杉杉和同學們開始從理
論到實踐。茶學專業涉及兩個方向，一個
是從茶葉的種植、加工、管理到營銷，即
從茶葉到茶杯的全流程；另一個方向是茶
學創意設計，涵蓋如茶葉包裝、門店設計
等等。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從對茶一無
所知到熱愛，可能是逐漸累積起來的轉

變。」戶杉杉說，茶，不僅要坐下來
品，講究環境、氛圍，而且還要有人與
人的溝通和交流。這種人與人的交流，
加之中國豐厚的茶文化，讓戶杉杉着
迷。
「我現在在西南大學茶學專業讀博，剩

下最後一年了，我從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
士，學的都是茶學，我喜歡茶學，進了這
個圈就不想出去了。」對於未來，戶杉杉
希望到高校的茶學專業當老師，為中國茶
產業和茶文化做更多傳承，或者去研究所
從事茶學相關研究。
「我很感恩安溪茶學院的老師、我的師
傅，是他們為我打開了學術大門。」戶杉
杉說。

◀ 小學生參觀祁門紅茶科博
園。 香港文匯報合肥傳真

◆李金登（右）在向徒弟傳授製茶技藝。
香港文匯報泉州傳真

園。 香港文匯報合肥傳真

「進了這個圈就不想出去了」

◆安徽農業大學茶學學生在實驗室做實驗。 香港文匯報合肥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