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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茶天下，天下武夷茶。
生长在九曲溪畔、三十六峰岩壑之间的武夷茶，以一抹独具

东方韵味、闽地芳华的氤氲香气，催生时间跨度达几百年的万里
茶道，在中国东南与遥远的俄罗斯之间，架起一条贸易的纽带和
友谊的金桥。

这抹茶香，还跨越东海与南海的浪涛，远飘东亚和东南亚各国。
海峡东岸的宝岛台湾亦盛产茶，台湾茶种植、加工制作之工

艺，皆源于闽北武夷山和闽南安溪茶产区。
台湾目前所栽种的茶树品种，是距今 200 多年前由福建移

民所带来的，而台湾早期的制茶技术亦是由福建师傅所传授。目
前台湾所产制的乌龙茶、包种茶等茶类，其产制技术皆来自福建
省。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柯朝氏从福建武夷山引进茶种，
种于今台北县瑞芳山区，相传为台湾北部制茶之始。如今在台
湾，名气最大的是被誉为“茶中圣品”的冻顶乌龙，也源自武夷
山。据传，1855 年（清咸丰年间），鹿谷书生林凤池赴福建应试，
高中举人，还乡时，自武夷山带回 36株青心乌龙茶苗，其中 12株
种在“麒麟潭”边的冻顶山上，故名“冻顶乌龙”。

茶对台湾的发展，影响甚巨。清朝后期的台湾，茶叶是最大
的生产和出口品，也促进了台湾北部的发展，将产业重心从原
本的南部转移到了北部，对后来台湾经济文化的跃升产生重要
影响。

好山好水出好茶。武夷山千岩万壑地貌，碧水丹山地形，空
气，雾气，温度，湿度，纬度……天造地设的优异环境，造就一座
人间独有的千古茗山。从太空鸟瞰之，武夷茶向北输入蒙北、俄
罗斯乃至西欧，向东出口韩国、日本，向南香飘东南亚、西亚各
国，可以说，以武夷山为中心，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茶叶产销网络，
武夷山作为一个起点，一个策源地和中心地的地位，是历史的事
实，也是见证闽人智慧的千百年胜举之一。武夷茶入围世遗，使
武夷山成为全国唯一“三世遗”名山，更印证了武夷自然山水之
秀、历史人文之美和一叶奇茗之香的殊胜地位！

福建是乌龙茶的故乡，也是红茶、白茶的原产地，福云 6 号、
7 号绿茶也遍植闽东。乌龙茶方面，闽北武夷岩茶和闽南安溪铁
观音、永春佛手皆闻名遐迩，行销五洲；红茶则有正山小种、政和
工夫、坦洋工夫、白琳工夫各树一帜，内外销并举；白茶界一句

“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鼎”，让福鼎白茶问鼎中州、享
誉世界，至今，与福鼎相邻的柘荣、寿宁等县，也大力培植发展白
茶品牌，产业搞得风生水起。

自古以来，中国茶叶、中国瓷器和中国丝绸，在国际上都是颇受
青睐、独具东方文化魅力的品牌。瓷器至清代中期，出口已臻鼎盛。闽
茶到晚清近代，犹风靡欧洲。坦洋工夫、白琳工夫直至20世纪初，在
英伦三岛仍然受宠，是海德公园下午茶不可缺的标配。可以说，闽茶
不仅惊艳了千年时光，还风靡五洲，温暖过无数世人的舌尖！

有人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茶与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从经济
学的角度，这句话有一定道理。19 世纪，包括闽茶在内的中国
茶，畅销国际市场，赢得大量白银顺差，英国为对冲茶叶贸易劣
势，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最终引起禁烟运动和开启中国近代史
的鸦片战争。

茶既为国饮，也是惠泽民生的重要产业。自神农氏尝百草、
初识茶之功用以来，一片小小的茶叶，就在中国文化、经济发展
和百姓生活中，持续发挥着神奇的功能。陆羽著《茶经》、蔡襄撰

《茶录》，把茶树、茶品种、加工、茶器、泡法等环节，表达详备，堪
称经典。宋代小龙团、明代散茶改革，使茶的饮用，日臻普及，人
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压轴的就是茶，足见
茶与百姓生活关联之密切！

茶对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朝鲜、韩国、日本的影响，悠久深
远。东方独特的茶道文化，把东方人特有的清敬和静的哲学思想
及审美范式，通过泡茶品茶的独特仪式，进行完美的阐释，至今
流传于东亚人的日常化艺术化生活之中，对提升东方人的精神
境界，其功颇著。

一叶芳华，绽放一业千年的辉煌。武夷山茶制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刘国英说，解放后，武夷岩茶作为创汇产品，供外贸出口为
主，在国内市场沉寂了很久。2006 年，随着《乔家大院》热播，愈
来愈多国人发现，那万里茶道上承载的，正是来自武夷山的岩
茶、红茶，于是，武夷茶再度声名鹊起，进入国内茶人茶客视野，
内销劲升，2008 年至 2013 年，武夷茶热度持续火爆，近十年，产
销保持平稳态势。

武夷茶入围世遗后，乘“三世遗”的东风，相信武夷山在世界
的美誉度将有质的飞升，武夷茶融合必将进入新境界，环武夷生
态圈、经济圈、旅游圈的发展，将迎来新一轮爆发期。

一叶芳华
一业千年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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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至 24 日，2023 武夷山首届全
国围炉煮茶节浪漫开启，围绕发布一个围炉
煮茶标准、推出十个最美围炉煮茶点、发放
百万消费券、组织千家茶企、吸引万人围炉
等活动，点燃冬日里的氤氲茶香。

去年冬天，围炉煮茶萌生之时，“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消息从摩洛哥传
来，燃动数万人的朋友圈。作为世界文化与
自然双遗产地的武夷山，此次申遗成功，也
让武夷山成为我国首个“三世遗地”。

眼下，“中国茶”申遗成功一周年，武夷山
推进“三茶”统筹工作不断取得成效，让武夷
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更具时代生命力，“一
片叶”不仅富民强村，也越来越有“国际范”。

一座武夷山一座武夷山，，半部茶叶史半部茶叶史

住茶宿、吃茶膳、行茶径、品茶趣、探茶
乡、泡茶汤、赏茶戏、习非遗、学茶舞……行
走武夷山各处，片片有景、处处有茶，丰富多
彩的茶文旅产品不断“上新”，吸引国内外游
客前来寻茶，通过茶文化研学游、国际茶志
愿者等项目探访茶园、以茗会友。

武夷山是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
素有“一座武夷山，半部茶叶史”之说。

早在南朝齐时（479—502 年）武夷茶便
以“晚甘侯”之称为社会上层所赏识而初具
知名度。

“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
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流走木兰船。”唐时，以“研
膏”“腊面”为名的武夷茶，加工精致，价同黄
金，并开始少量进贡皇宫，成为御赐的珍品。

宋室南渡以后，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著
名学者齐聚山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以茶论
道。其时，儒、释、道三教同山，寺庙道观遍布山
中，并大多躬耕茶园、制作茶叶，茶事由此大兴。

“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
茶烟袅细香。”千百年前，著名理学家朱熹对
武夷茶的动人描绘仍在碧水丹山间回响。

文人雅士在品饮咏赞武夷茶的同时，把
茶作为一种游艺，此后斗茶、点茶、分茶（茶
百戏）等茶艺形式纷纷出现并逐渐盛行，在
今天的武夷山也可寻得踪迹。

1302年，武夷山设立皇家焙茶局，称“御
茶园”。从此，武夷山茶正式成为朝廷贡品，每
年沿着一个个驿站，经过几千里路程递送至
京城，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1557年。

时至今日，凝练着历代茶人智慧结晶的武
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仍旧充满独特魅力。

“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兼备红茶与绿茶的
制作精华，在所有茶类中工序最多、工艺最
复杂，对茶叶品质的影响程度非常明显。”武
夷岩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刘宝顺概括说。

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清单中，武夷岩茶

（大红袍）制作技艺赫然排在第一位。
走进武夷山市瑞泉岩茶博物馆，推开一

侧古朴厚重的木门，全景还原的武夷岩茶制
作技艺在眼前展开。炒青锅、揉茶桌、焙笼、
炭火堆……一个个制茶老物件，在静谧中传
播着先辈们的智慧。

“流传至今的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主要包
括采摘、晒青、摇青、炒青、茶揉、炭焙等工序，
环环相扣、不可或缺。”武夷岩茶制作技艺省
级传承人黄圣亮告诉记者，制茶技艺中，人是
最关键的因素，每个人不同的气质、习惯和对
茶的理解，都会潜移默化影响最后的茶味，能
够做出“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
之胜”的武夷岩茶，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

近年来，武夷山积极发挥传承人的传帮
带作用，以“师带徒”形式，加强对武夷岩茶

（大红袍）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前来
拜师学艺拜师学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让黄圣亮对这让黄圣亮对
武夷岩茶制作技艺的传承充满信心武夷岩茶制作技艺的传承充满信心。。

一些国际青年的身影，也出现在茶园间。来
自俄罗斯的MARAT TUKHVATSHIN便是
其中一位。“中国茶有十分丰富的茶文化，人
们对待茶山和茶叶，既有感情也有智慧，让人
着迷。我的中文名叫马浩茗，便是出自对茶的
热爱。”他告诉记者，目前正在福建农林大学
攻读茶学博士，已多次探访武夷山茶园。

无独有偶，武夷星茶业积极构建国际合
作交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地设立
大红袍文化推广中心，建立武夷星国际志愿
者组织，在 32 个国家招募了上百位国际志
愿者，以茶为媒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

从万里茶道从万里茶道，，到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在世界茶文化发展的历史画卷中，几乎
每一帧都飘着福茶的芬芳。

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包括
武夷茶在内的大量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
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
司从澳门收购武夷茶运往欧洲，受到外国消
费者的喜爱，武夷茶从此步入世界市场。

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
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由于当时还
实行海禁政策，海路不畅通，陆路上则出现了
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
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其时武夷茶便越
分水关至江西河口上船，由信江顺流而下波
阳，沿着“丝绸之路”跃身于国际市场。

一部国茶史，半卷出福建。其中不能不
提的是位于武夷山的“万里茶道”。

“自17世纪开始，伴随着俄罗斯市场对茶
叶需求的不断增加和中俄茶叶贸易的逐渐兴
盛，以大盛魁商号为领头羊的晋商抓住机遇，贯
通从武夷山出发、横跨亚欧大陆、直抵俄罗斯恰
克图的茶叶贸易之路。”武夷岩茶申遗专班主要
负责人、武夷山市文化馆馆长杨义东介绍。

据悉，这条长达 1.3万公里的茶道，是继
“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国际
大通道，带动沿线200多个城市的发展，更承载
着因茶而起、因茶而兴、因茶而融的深厚情谊。

万里茶道的起点，是位于武夷山东部的
下梅村。据《崇安县文史资料》记载：“康熙十
九年（1680 年），其时武夷茶集崇安下梅，盛
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19 世纪 40 年代“五口通商”以后，北上
茶叶之路为海上茶路代替。武夷茶的海上销
路开始畅通。光绪四年（1878 年），福建口岸
出口建茶 4000 万公斤，约占全国出口总量
的三分之一，其中武夷茶占十分之一。清光
绪六年（1880 年），武夷山输出青茶 20 万公
斤，茶叶出口值占福建省第一。

厦门首屈一指的张源美茶行，多年来经
营武夷岩茶的转口外销业务，商品销往缅甸
一带。据《厦门文史资料》1988 年第 14 辑记

载，这家茶行经营和代办出口到东南亚各国
的茶叶每年达六七千箱，最高年份突破万
箱。其中武夷岩茶约占 30％～35％。该行还
在广州、漳州、香港和缅甸国的仰光等地设
立茶行，转手远销至欧美各国，声誉日兴。

20 世纪 50 年代初，茶叶出口业务日趋
繁荣；60 年代后武夷乌龙茶的出口量逐年
增加，向国外销售的多为侨销茶，基本固定
在历史上的传统市场，即通过闽南、广东外
销至香港、澳门地区及东南亚等国家。

如今，武夷茶享誉中外，为越来越多的
国际友人所喜爱。

2013年9月，中蒙俄三国代表签署倡议书，
迈出万里茶道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
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乘势而上，同年 12
月，万里茶道申遗推进会在武夷山成功举办。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万里茶道
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曾经的“世纪动脉”，历史
文化价值被不断挖掘，在推动经贸往来、人文
互通的时代浪潮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穿越千年历史,武夷茶仍旧蓬勃生长，
不断沿“路”延伸。

日前，2023 年（第四届）海丝茶文化论
坛在武夷山市举行，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驻华使节、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华人、海内外
茶界专家学者、茶企茶商、青年网红代表等
逾 200 人，齐聚万里茶道起点城市，叙茶缘，
话茶事，谋茶业。

在开幕式现场，来自中国、俄罗斯、爱尔兰、
也门等国家的8位网红获聘“福茶”海外传播官，
不断推动茶文化“走出去”，壮大“朋友圈”。

“茶文化由中国发端，走向世界。”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原主任连辑说，目前全
球有 60 多个国家种茶，160 个国家的近 30
亿人口喝茶。来自中国的共性茶文化，在世
界各国延伸，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文化形态。

一片叶子的“出海”之旅，映衬出的是武
夷茶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气魄。

2021 年 1 月 21 日 10 时 19 分，首班武夷
山“国际货运班列”在武夷山陆地港鸣笛发
车，从武夷山出发经新疆霍尔果斯抵达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等中
亚港口；同年 6月 5日，载有闽北茶叶及相关
货物的首列“大红袍号”列车顺利开行，谱写
了万里茶道的新篇章。目前，武夷山中欧班
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

近年来，武夷山积极鼓励茶企参与“闽
茶海丝行”“福茶驿站”“中澳茶文化旅游周”
等活动，武夷茶频频亮相各类国际茶事，与
世界共享一杯山水好茶，让绿色高质量发展
越来越有“国际范”。

统筹兴统筹兴““三茶三茶””，，融合促发展融合促发展

秋冬以来，武夷山一年一度的斗茶季如
约而至，各类斗茶赛事连番上演，牵动万千
茶人和爱茶者的心弦。

与此同时，各类茶叶盛事也在武夷山接
续亮相。特别是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
会阔别两载精彩重启，创下展位数量历届最

多的新高度，共设置标准展位 1900 个，集中
展示武夷茶文化的丰富内涵、茶产业的全链
条发展、茶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

“今年的茶博会上可以看到不少科技赋
能的生动实践。随着科技创新的推动，绿色
改革在武夷山的茶园悄然兴起，而更重要的
是让新技术、新设备更好地惠农助农。我们
要发挥所长，助力武夷山绘好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画卷。”省级科技特派员刘国英说。

张裕源是参展的台湾茶商之一，他在台
湾南投县鹿谷乡经营着一家观光农园。“我
是茶博会的常客，从父辈开始制茶，近年来
受到武夷山生态茶园理念的影响，我们在茶
山旁开设了民宿，让游客能在亲身体验中感
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张裕源说。

茶博会期间，以“山山相望，两岸共泡一
壶茶”为主题的闽台茶源考察交流活动在武
夷山玉女峰下举行，将武夷岩茶、台湾乌龙
茶、宋代点茶元素融为一体，并向嘉宾奉上

“同心茶”，两岸嘉宾品茗论道，在山水实景
中畅叙茶缘茶情。

此外，2023“朱子杯”海峡两岸民间斗茶
赛暨第二十一届武夷山市民间斗茶赛、海峡
两岸青年交流斗茶赛等如火如荼举行，成为
茶博会极具人气的活动。

“闽台文化同根同源，茶是我们最能共
情的纽带之一。”2009 年“登陆”发展的台湾
青年范姜锋表示，他们团队打造的“卡通朱
子”IP 中就包含不少茶元素，茶文化源远流
长，在今天的年轻人群体中也不乏爱好者，
希望能与更多两岸青年共饮一杯武夷好茶。

在茶农眼里，“三茶”统筹的深入开展，
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茶山管护、制
茶技艺、信息交汇到流通渠道，做茶的方方
面面都有绿色管家，我们的茶山更美了，茶
叶质量更稳定了，特别是今年参加斗茶赛的
过程中，大家都感觉整体品质有所提高，让
我们对武夷茶的未来信心十足。”“90 后”茶
农范雄俊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星村镇黄村村
已实现生态茶园全覆盖。

据悉，武夷山已建成绿色生态茶园 13
万亩，燕子窠绿色生态茶园基地入选全国

“三茶”统筹发展典型案例，并作为国家“三
茶”统筹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列入第十一批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今年发布的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结果显
示，“武夷岩茶”品牌价值比去年增加 9.47亿
元，以品牌价值 730.13 亿元、品牌强度 915
再次入选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区）百强
榜单，位居第 3位，连续 7年蝉联中国茶叶类
区域品牌价值第 2 位。目前，武夷山市涉茶
人员约 12 万人，去年全市茶叶全产业链产
值 125 亿元，全市 115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
超过 1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中近五成来自
茶叶，真正实现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以‘三世遗地’为引领，武夷山正不断
完善‘文化+旅游’‘研学+旅游’‘疗休养+
旅游’‘体育+旅游’等产品体系，推动山水
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变、景区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茶旅结合向全面茶文旅融合转
变，进一步提升武夷山在国际上的品牌知名
度。”武夷山市主要领导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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