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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小小的东方树叶，蕴藏着
勾连古今、通联世界的能量。北京
时间 11 月 29 日晚，中国申报的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在摩洛哥拉巴特通过评审，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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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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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当时代翻开新的一页，中国茶的故事还将继续讲下去，且将新火试新茶。

□ 杨 红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

遗成功，意义非凡。茶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更是文明互动演进的生动佐证。从

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到今

日的“一带一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及制

茶品茶等茶文化远播全球，是中华文明与

世界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重要标志。

茶叶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

一，横跨各大洲的茶业贸易改变着全球口

味与饮食习惯。在 《茶叶与帝国：口味如

何塑造现代世界》 一书中，作者埃丽卡·

拉帕波特描述了历史上欧洲人如何借鉴而

后创新中国茶文化，并在英国和其他全球

市场建立对茶叶的广泛需求的过程。她认

为，茶业创造了现代消费社会。

当代，茶仍旧是海外民众认知度最高

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据相关机构开展的

“ 美 国 民 众 对 中 华 文 化 印 象 ” 调 查 显 示 ，

茶的知名度和喜爱度位列第六，仅次于长

城 、 大 熊 猫 、 中 国 园 林 、 中 国 烹 饪 、 功

夫/太极拳。

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交

流的通用语汇，上述调查结果也恰好证明

了这一点。除大熊猫外，其他文化符号全

部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且更多的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太极拳在 2020 年被列入人类

非遗代表作名录，中国烹饪技艺、园林营

造技艺，也都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本次入选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更是显性的文化符号，可在民间文化

交流、文明互鉴中充分共通、共享。

非遗是全人类的交流工具，有助于密

切相互间的关系。各国人民普遍以所在国

家、所在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傲，也

普遍对他国、他文化圈的非遗予以尊重、

欣赏。尤其是人类非遗代表作，已然成为

继世界遗产之后的又一“金字招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其活

态、民生等属性，恰好可成为文化同享、

文明远播的最佳素材与最佳载体。

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可列

入人类非遗代表作的项目不计其数，已经

列 入 的 昆 曲 、 古 琴 艺 术 、 中 国 书 法 、 京

剧、二十四节气等，无疑都是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核心资源。如何把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有

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智慧与经验传递

出去，促成更加广泛深远的文化交流与文

明互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以茶为媒，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 吴 鹏

日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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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古代，茶叶不仅是日用的饮品，更是对外

贸易利润的重要来源和维护边疆稳定乃至

推动国家统一的工具。从经由西南大山、

西北大漠进入雪域高原的茶马古道，到南

北纵贯欧亚的万里茶道，无不体现了一片

小小茶叶对宏大历史的撬动作用。

在茶马古道 ，藏地民歌
唱，“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
活在一起”

茶马古道，顾名思义，就是用茶叶换

取马匹的一条贸易通道，主要从西南和西

北地区进入青藏高原的西藏、云南等地。

雪域高原饮茶历史悠久，根据学界最新研

究，早在两汉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传到内地

时，藏地先民也开始从云南四川交界的区

域品尝到了茶叶。到了唐朝，随着文成公

主等和亲公主入藏，饮茶之风在世界屋脊

上更加盛行。

据 李 肇 《唐 国 史 补》， 唐 德 宗 年 间 ，

大 臣 常 鲁 公 出 使 当 时 雄 踞 青 藏 高 原 的 吐

蕃，公务之余就在帐内烹茶，一解茶瘾。

有一次，吐蕃赞普入其帐中，见常鲁公煮

茶正酣，就问道，“此为何物”。常鲁公回

道，此乃“涤烦疗渴”的茶叶，一杯下肚

不仅解渴，更可消解烦恼，愉悦心境。言

语之中颇有自矜之意。没想到，赞普根本

不以为意，直说“我亦有之”，还让侍从

拿来展示给常鲁公，一一指道，“此寿州

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

昌 明 者 ， 此 邕 湖 者 ”。 寿 州 、舒 州 在 皖 ，

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邕湖在

湘，由此可知，今天湖南、湖北、安徽、

浙江、四川等地所产茶叶，在唐朝就已经

在西藏地区有所流传。而这些茶叶进藏，

走的就是茶马古道。

饮茶可以促进消化、消除油腻、兴奋

神经，非常适合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以

肉食为主的高原民族。当时吐蕃用大量马

匹换取唐朝内地的茶叶，赞普设置机构官

员专门负责唐蕃茶马贸易，被称为“汉地

五 茶 商 ”。 而 唐 朝 鉴 于 与 吐 蕃 争 雄 西 北、

西南的利害考量，也乐得用茶叶换取高原

上雄健的马匹。毕竟在高原氧气稀缺的特

殊地理条件下成长的马匹，对内地平原长

大的马匹几乎是降维打击。

德宗时期，吐蕃的饮茶习俗主要是在

上层社会中流行，集中在王室贵族和寺庙

僧人。当时唐朝吐蕃佛法交流较多，内地

佛 教 中 盛 行 的 饮 茶 之 风 也 传 给 了 藏 地 僧

人。到了晚唐时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

推行灭佛运动，大量僧人流落民间，将寺

院中的饮茶习俗传播到世俗百姓中，藏地

对茶叶的需求量剧增。而后经由五代十国

的接力，中国历史进入北宋时期，对军马

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中国古代王朝的军马牧场，主要集中

在西北和东北两地，一是青海和陕甘西部

一带；二是幽云十六州地区。崛起的西夏夺

取陕甘西部和青海等地，契丹又割取幽云

十六州之地，北宋失去传统养马场，只能将

目光投向唐朝便已初具雏形的茶马通道。

宋初在暂时停止与辽的大规模战争状

态后，双方转入和平竞争。北宋在河北前

线与辽开展榷场贸易，用茶叶等商品赚回

大量利润。辽鉴于与北宋的对立关系，禁

止向北宋出口马匹，北宋只有从西夏、大

理和分裂的吐蕃各部购买军马。而西夏对

北宋一直怀有极大的戒心，故在茶马互市

交易上竭力压缩对北宋的军马出口额度。

于是，北宋将茶马互市的主要突破点选择

在吐蕃诸部和云南大理。

北宋神宗年间，仅在靠近青藏高原的

甘 肃 临 洮、临 夏 一 带 ，就 设 置 了 6 个 买 马

场。南宋在广西百色一带设立买马司，每年

用茶叶换取大理军马，形成宋朝与大理之

间的“买马道”。经由“买马道”，中国的茶叶

等商品也通过大理转运至东南亚和南亚。

历经两宋时期茶马贸易的扩大，真正

意义上的茶马古道，最终在军事需求和经

济利益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两宋以相对汉

唐颇为局促的疆土，能够与辽、金、蒙元

等草原铁骑周旋近三百年，与通过茶马古

道互市而来的军马有密切关系。

在长期的贸易交流中，茶马古道更将

内地中原与青藏高原逐步连接成密不可分

的经济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如藏地一首

民歌所唱，“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

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

起”。最终，经由明朝借助茶马古道对西

南的持续经略，到清朝前期，茶马古道上

互市贸易的中原、西南、西北终于深度融

合在一个大一统之中。

在万里茶道，俄罗斯人说，
“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随着茶马古道沿线各个政权在政治上

的统一，中原与西南、西北的交通更加顺

畅，之前不同政权间的茶马互市制度，逐

步 转 化 为 不 同 地 区 间 的 经 济 大 循 环 。 于

是，中国的茶叶开始寻找新的通道，走向

新的世界，这就有了从南北方向纵贯欧亚

大陆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又称中俄茶叶之路，是继

丝绸之路后兴起的一条从中国南方直达欧

洲腹地的万里茶叶商道。这一茶道全程达

1.3 万公里，从福建武夷山出发，途经江

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内蒙古等

地，向北进入蒙古草原，穿越蒙古戈壁，

由库伦抵达恰克图，继续向北进入俄罗斯

（除标注外，俄罗斯为地理概念——编者
注），然后从东向西延伸，穿越广袤的西伯

利亚，沿途经过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

得堡等城市，最终延展到东欧、西欧地区。

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后，连通欧

亚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中断。西欧通过大

航海从海上打通了欧亚贸易通道，而位于

亚欧腹地的俄罗斯，因陆路贸易的中断而

无法开辟与中国的贸易新通道。当中国茶

叶在西欧声名鹊起的时候，俄罗斯却不知

茶叶为何物。直到明朝晚期，沙皇和他的

近臣们才品尝到第一口来自中国的茶饮。

清朝建立前后，沙皇俄国逐步向远东

地区扩张，最终与向北拓展的清朝接壤。

1689 年 两 国 签 订 《尼 布 楚 条 约》 稳 定 国

境线后，陆路贸易迅速展开，茶叶等大宗

商品开始广泛进入俄罗斯市场，推动饮茶

风尚从贵族阶层扩散到整个民间社会。尤

其是接近中国的远东地区，饮茶之风更盛。

据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

行》，十七、十八世纪时的涅尔琴斯克即尼

布楚居民，不论老幼贫富，都嗜饮茶，“早晨

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

午 饭 后 必 须 有 茶 ”，一 般 人 每 天 喝 茶 五 六

次，爱喝茶的人则每日要喝十到十五杯茶。

对茶叶的嗜好甚至影响到俄国的对华

外 交 ， 据 《俄 中 两 国 外 交 文 献 汇 编

（1619- 1792） 》， 俄 国 外 交 官 员 米 勒 在

1764 年 所 写 的 赴 华 使 团 意 见 书 中 有 言 ，

“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

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由于当时清政府不允许外商直接到内

地采购茶叶，来自山西的晋商利用地利优

势 ， 垄 断 了 从 内 地 贩 运 茶 叶 到 俄 国 的 业

务。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据

《山西外贸志》，1839 年时，在恰克图以

700 万元购买的茶叶，贩运到当时俄国的

重要工商业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后，可卖出

1800 万元的高价。

当时茶不仅是外贸商品，甚至可以充

当一般等价物使用，具有货币与商品的双

重职能。据 《蒙古志》，当时蒙古人往往

用小片砖茶替代货币，“羊一头约值砖茶

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行人入其

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

中俄通过万里茶道形成的贸易繁盛局

面，甚至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他在《资本的

流通过程》《俄国的对华贸易》等文章中写

道，“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

情况需要 2-3 个月之久”“他们在恰克图会

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

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

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

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这就是晋商

所言“彼以毛来，我以茶往”。

乾隆嘉庆时期，万里茶道逐步达到鼎

盛阶段，当时运往俄罗斯的茶叶主要是福

建武夷山茶。咸丰年间，东南战乱，晋商

从武夷山贩运茶叶的通路受阻，遂转运两

湖地区茶叶贩往俄罗斯，汉口随之成为万

里茶道的新起点。

今日的万里茶道虽然不再具有往日的

商业价值，但其历史意义正在得到重新发

现。2013 年 9 月，中国与蒙古交界的边境小

城二连浩特，见证了中蒙俄三国共同迈出

的万里茶道申遗脚步 。当时，在“‘万里茶

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三国

代表一致认为，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

化遗产，并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

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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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里茶道申遗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中国茶叶的千年旅程：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

□ 徐 飞

现代人喝茶，只需要放一个茶包，开

水一冲就好了，简单迅速；讲究一些的，

就备一套茶具，过几道水，引得围观的人

拍掌叫好。但是，和古人喝茶相比，我们

这些“茶道”就逊色太多了。古人对茶的

讲究与重视，大大超过现在。

那么，古代人喝茶到底有多讲究？

魏晋南北朝 ，喝茶就是
“胡辣汤”

据说，中国茶的历史从神农时期就已

经开始，战国时期的 《尔雅》 中，便有关

于 茶 的 记 载 ， 其 《释 木》 一 篇 ， 讲 到

“ 槚，苦荼 ”，“荼”古音正是 chá。但是

中国茶史真正的起源，到目前为止仍然众

说纷纭、争议未定，大致有先秦说、西汉

说、三国说。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则是在两晋南北

朝，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

西汉时期，饮茶之风已逐渐兴起，士

人 王 褒 在 《僮 约》 中 ， 就 写 有 “ 烹 荼 尽

具 ”“武 阳 买 荼 ”。 同 时 代 的 马 王 堆 汉 墓

中 ， 出 土 的 一 只 竹 笥 在 其 标 签 牌 上 写 有

“ 槚 笥 ” 二 字 ， 正 是 一 件 盛 茶 叶 的 器 具 。

西汉还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

今天的湖南茶陵。不过，秦汉时期，茶并

非普通百姓的日常饮品，更多是因其药用

效 果 出 现 在 人 们 的 病 床 旁 。 东 汉 华 佗 的

《食 论》 中 有 “ 苦 茶 久 食 益 意 思 ” 之 说 ，

记录了茶的药用价值。

后来，民间出现了煎茶的雏形，即粥

茶。根据三国时期魏国人张辑的 《广雅》

记述，四川人采摘某种树叶，将老叶子制

成饼的形状，再放上浓稠的米浆。饮用时

先用米汤浸泡，再用无焰炭火炙烤，将其

烘干变红，再捣成碎末放入瓷壶，注入沸

水饮用；也有的再加入葱姜、橘子，以调

和苦涩味。

这种茶和我们现在喝的不一样，更像

一种类似胡辣汤的食物，喜欢喝的人会觉

得味道相当“酸爽”，不喜欢喝的人便觉

得 难 以 下 咽 。 唐 代 茶 圣 陆 羽 便 吐 槽 这 种

“ 胡 辣 汤 ”：“ 用 葱 、 姜 、 枣 、 橘 皮 、 茱

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

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

六朝时期，粥茶成为南方人的流行饮

品，吴主孙皓曾在宴会上以茶代酒，桓温

也曾用茶宴客。但是面对粥茶，当时北方

来的客人实在是无法接受，都普遍饮用牛

乳类饮料，并嘲讽茶为“酪奴”。

唐朝的煎茶法

唐 朝 时 期 ， 中 国 人 开 始 用 煎 茶 法 饮

茶。因为煎茶法的出现，饮茶之风方才盛

极大江南北，“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

茶， 至 德 、 大 历 遂 多 ， 建 中 以 后 盛 矣 ”。

中唐以后，茶已经进入民间，成为老百姓

喜爱的饮料。

而茶叶命运的改变，要归功于陆羽。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陆

羽著有 《茶经》 三卷，对茶道论述详尽。

他提倡饮用以茶饼碾碎而成的末茶，茶末

以米粒大小为宜。首先，煎茶前先烤茶，

将饼茶用高温“持以逼火”，并且经常翻

动，“屡其翻正 ”，否则会“炎凉不均 ”，

烤到饼茶呈“虾蟆背”状时为适度。烤好

的茶要趁热包好，以免香气散失，至饼茶

冷却再研成细末。

与 此 同 时 ， 将 鲜 活 山 水 放 在 茶 釜 中

煮 ， 当 烧 到 水 有 “ 鱼 目 ” 气 泡 ，“ 微 有

声 ”， 即 “ 一 沸 ” 时 ， 加 适 量 的 盐 调 味 ，

并 除 去 浮 在 表 面 、 状 似 “ 黑 云 母 ” 的 水

膜，否则“饮之则其味不正”。接着继续

烧到水边缘气泡如“涌泉连珠”，即“二

沸”时，先在釜中舀出一瓢水，再用竹策

在沸水中边搅边投入碾好的茶末。如此烧

到 釜 中 的 茶 汤 气 泡 如 “ 腾 波 鼓 浪 ”， 即

“三沸”时，加进“二沸”时舀出的那瓢

水，使沸腾暂时停止，以“育其华”，这

样茶汤才算煎好了，可以舀出饮用。

陆羽还主张，饮茶要趁热连饮，因为

“ 重 浊 凝 其 下 ， 精 华 浮 其 上 ”， 茶 一 旦 冷

了 ，“ 则 精 英 随 气 而 竭 ， 饮 啜 不 消 亦 然

矣”。另外，饮茶时舀出的第一碗茶汤为

最好，称为“隽永”，以后依次递减，到

第四五碗以后，茶味就已经没有了。《红

楼 梦》 里 就 讲 ， 一 杯 为 品 ， 二 杯 即 是 解

渴，三杯便是饮牛。

陆羽之后，煎茶法继续被发扬光大，

斐汶撰 《茶述》，张又新撰 《煎茶水记》，

温 庭 筠 撰 《采 茶 录》， 皎 然 、 卢 仝 作 茶

歌，乘势发展，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茶艺具备了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

茶等五大固定环节。如今，日本的煎茶道

保留了中国煎茶道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

有所创新。

宋朝的点茶法

晚 唐 时 ， 唐 人 又 发 明 了 一 种 “ 点 茶

法”，即用小勺把茶末分到几个碗里，一

边冲入滚水一边快速搅动，让茶末跟滚水

充分混合。点出来的茶汤，上面会泛出一

层乳白色的泡沫，以泡沫鲜白、久聚不散

为最佳。看煮出来的茶，就能评价煮茶人

茶艺的高低。点茶法能发挥末茶的特点，

加上注水时要注意对水流、水量、落水点

的掌控，有颇多讲究炫技之处。

不过，“点茶法”在宋朝时才成为饮

茶的主流方式。

宋人特别讲究茶饼，味道上追求“香

甘重滑”，不喜茶中苦涩原味，并以茶色

“纯白为上真”。为了制作理想的茶饼，他

们在工艺上精益求精。首先精选原料，只

选取茶叶的茶心一处，用泉水浸渍，然后

上锅蒸，再用小榨榨去水分、大榨榨去茶

汁，以求色白味甘；榨过之后，将茶放在

盆 里 研 磨 ， 好 的 茶 饼 一 般 要 研 磨 一 天 以

上，等到盆中膏状物匀滑细腻后，再加入

龙脑等香料，和上香米熬成的薄粥，一并

揉成茶饼。

费 了 这 么 多 功 夫 制 成 的 茶 饼 ， 因 为

有 淀 粉 ， 样 似 牛 乳 ， 因 掺 有 香 料 ， 口 味

甘 香 ， 与 之 前 粥 茶 法 下 的 咸 汤 茶 味 道 截

然不同。

茶道大师制作的茶饼，价格堪比如今

的 学 区 房 。 宋 仁 宗 时 蔡 襄 制 作 的 “ 小 龙

团”，一斤售黄金二两，还极难买到，时

人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徽宗

时，郑可简用“银丝水芽”制成“龙团胜

雪”，每饼不但售价四万钱，还需要摇号

限购。

当 时 的 人 对 于 点 茶 也 非 常 讲 究 。 首

先，要将茶饼烤干、捶碎，再用茶碾细细

碾成茶末，茶末碾得越细越好。随后将茶

末倒入筛茶的茶罗中，筛取细碎茶末放在

茶 罐 中 ， 以 备 饮 用 。 接 着 ， 先 将 茶 盏 烤

热，这是为了避免开水注入冷茶盏降温影

响口感。茶盏烤热后，用长柄小茶勺从茶

罐中舀茶末置于盏中，倒入一点开水将茶

末 调 匀 ， 再 用 长 嘴 茶 壶 注 水 ， 同 时 以 筷

子、长柄勺或是筅 （圆形竹刷） 搅匀。搅

匀 之 后 ， 再 注 入 更 多 的 水 ， 水 的 标 准 是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的

初沸之水。

最 后 一 步 是 调 茶 ， 须 得 “ 先 搅 动 茶

膏， 渐 加 击 拂 ， 手 轻 筅 重 ， 指 绕 腕 旋 ”，

达到“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

月， 灿 然 而 生 ”， 直 到 茶 面 上 银 光 翻 涌 ，

才算是点好了一盏茶。

由于点茶手法太过讲究，是个名副其

实的技术活，所以宋朝有钱有闲的人常以

“斗茶”为乐，比试高下，规则是多人共

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斗茶

主要考量茶和水的融合程度，搅动茶水转

动，先在茶盏上留下痕迹的算输。茶色纯

白，比斗时盛在黑盏中最为明显，所以福

建建阳的建窑所出产的黑色茶盏，最受当

时的人欢迎。苏轼、苏辙兄弟就喜欢跟人

斗茶，还专门写过斗茶的诗词。

元明不再讲究泡茶法

到了元朝，随着饮茶群体的扩大，国

人不太讲究茶道了，毕竟煮茶实在太耗费

时间和精力，真不如把茶叶直接用水泡着

喝。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在采茶后将茶叶

焙干，直接在茶壶里沏茶喝，茶叶不再掺

淀粉、香料，也不再制饼、碾末。随末茶

一起消失的，还有用来制作末茶的一系列

复杂茶具，只有装开水的长嘴茶瓶变为茶

壶，继续被人们使用。

明 代 皇 帝 喜 欢 泡 茶 喝 。 洪 武 年 间 ，

朝 廷 提 倡 节 俭 ， 下 令 禁 止 制 作 高 阶 茶

饼，由此，散茶基本一统“江湖”。既然

大 家 都 泡 茶 喝 ， 那 么 茶 壶 的 工 艺 便 与 时

俱 进 。 由 于 紫 砂 的 透 气 性 适 合 泡 茶 ， 新

的 茶 文 化 开 始 流 行 ， 紫 砂 从 明 代 崛 起 ，

皇 帝 百 姓 都 喜 欢 。 这 种 壶 也 便 于 携 带 ，

一直流行到如今。

由粥茶、煎茶、点茶到泡茶，饮茶方

式的小小转变折射的是古人生活方式的转

型 。 不 过 现 代 社 会 ， 依 然 有 人 坚 持 用 煎

茶、点茶等古 法 饮 茶 。 从 一 叶 茶 到 一 个

杯 、 一 张 桌 ， 再 到 一 个 房 间 、 一 座 城

市 、 一 个 国 家 ， 茶 已 融 入 我 们 的 生 活 。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留 一 点 时 光 给 自 己 ，去品

茶、去做一些讲究的小事，找回内心对精

致的向往。

（作者系青年历史学者）

古人喝茶这件小事

且将新火试新茶

茶马古道。 视觉中国供图

制茶师在进行“福鼎白茶”的“萎凋”。 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采茶工在福建武夷山茶园采茶。 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茶具。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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