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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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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并蓄的理念。茶，源
自中国，流行世界。在众
多国际友人看来，它是全
球同享的健康饮品，更是
承载历史和文化的“中国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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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喝中国茶，喜欢中国茶文化。茶已

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须臾不离！”埃及苏

伊士运河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哈桑·拉杰布开门

见山地说。在他看来，茶是传承和弘扬中国文

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可谓“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1979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首次招

生，拉杰布成为第一届学生。他回忆说，那时为了

学好汉语，他每天都要学习 12至 15个小时，还要

反复练习汉字书写。凭借自身的刻苦努力，拉杰

布顺利获得研究生保送资格，并于 1986年前往北

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从此与茶结

缘，一直相伴至今。“在学校的中文老师那里，我第

一次接触到中国茶，品尝到了茶的清香，也爱上了

这种味道，养成了每天喝茶的习惯。”拉杰布说。

颇有缘分的是，拉杰布后又于 1991年在北京

大学中文系学习中国戏剧，毕业论文研究的正是

中国著名戏剧家老舍的代表作《茶馆》。“之所以选

择这一题目，是因为一次偶然机会，同学邀我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观看话剧《茶馆》。他告诉我，

这部《茶馆》有‘半部中国话剧史’的美誉，理解它

能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时至今日，

只要学生能够独立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拉杰布就

向他们推荐读《茶馆》，有的学生还通过网络观看

了这部作品的话剧演绎版本。

“《茶馆》中的历史、风俗、语言、服装，尤其是

作为作品背景的茶馆以及中国茶本身，都让大家

耳目一新，这一切也为他们更好认识中国文化打

开了一扇窗。”他回忆说，自己当年为了尽可能吃

透老舍笔下的人物、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作

品本身的意蕴，就经常到北京前门和大栅栏一带

的茶馆体验生活，品茗啜茶、观察社会、体验民

情。一次次“零距离”接触，一次次“接地气”探访，

也让他对中国茶和茶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如今，作为埃及知名汉学家，拉杰布长期从

事中文教学以及中国文化普及和推广工作，并

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

余，他仍能潜下心来深入做研究的秘诀，“正是

中国茶！”据他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始于清晨

啜饮一杯清香的中国茶，办公桌上也总要摆上

一壶热茶，不时喝上一口。袅袅茶香中，他感受

到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和底蕴氤氲开来，自己也

倍感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工作思路也伴随茶香

清晰起来。“喝茶的感觉是一种艺术享受，我尤

其钟爱茉莉花茶。”拉杰布说。

在埃及，像拉杰布这样热爱中国茶的人还

有很多。出版发行大量中国优秀图书的希克迈

特文化集团总裁艾哈迈德·赛义德不仅喜欢品

茶，还想更多接触茶的传统制作技巧、冲泡技艺

等，以对茶文化等中国文化有更加系统全面的

了解。青年文学翻译家米拉·艾哈迈德则为中

国人以茶会友、以茶待客的文化着迷。她注意

到，中国在重要外交场合以茶为礼，中国朋友也

喜欢用一壶茶招待好友。“中国茶叶从广阔的绿

色茶园经‘长途旅行’前往世界各地，弥漫着独

特的芳香，成为热情的中国人与灿烂的中国文

化的代名词。”米拉说。

与茶须臾不离的埃及汉学家哈桑·拉杰布

“喝茶的感觉是一种艺术享受”
本报记者 黄培昭

“我会根据季节和心情决定喝茶的种类。总

的来说，春夏常喝绿茶，秋冬更喜欢品足火烘焙

的乌龙茶、红茶与黑茶。”伴随一盏清茗，意大利

威尼斯大学亚洲和北非研究学院助理教授查立

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他的书房内，紫砂壶

等茶具是必备品，与茶有关的书籍也随处可见。

20 世纪 80 年代，查立伟在威尼斯大学学习

汉语和中国文化时，开始对茶这种东方饮品产

生浓厚兴趣。90 年代，他又到南京大学进修，

着力研究明代文人文化与茶史，并以此发表了

多篇学术文章及博士论文。“与咖啡等其他世界

性饮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茶与艺术、文学和美

学密切联系。”查立伟如数家珍地说，早在唐代，

中国就出现了以陆羽所著《茶经》为代表的茶文

化，明代也有大量茶论著作，与璀璨的建筑、绘

画、家具等艺术成就相映成趣。

2005 年，查立伟在意大利创办了茶文化协

会并一直担任主席职务至今，他本人还是中国

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荣誉理事。茶文化协会定

期组织讲座、论坛，举行品茗会、茶艺展示等活

动。协会宗旨取自明代许次纾《茶疏》中的“茶

滋于水，水藉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

则废”，会徽则以半个茶壶和半个茶杯构成茶叶

的形状，如太极图阴阳相合的背景寓意着水火

交融，体现出对中国哲学的深刻理解。

查立伟认为，在古丝绸之路上，茶叶是重要

商品，并在不同文明和传统文化中留下印记。

如今，品茶的习惯已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

很多国家衍生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成为促进

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他表示，“中国茶在

欧洲的传播过程中，威尼斯扮演着重要角色，欧

洲第一份提及中国茶的历史文献就来自这里。”

目前，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开始对喝茶和其保健

功效产生兴趣，与茶有关的商店和爱好者协会

也 不 断 涌 现 ，这 让 查 立 伟 感 到 非 常 开 心 与 欣

慰。据他介绍，协会正致力于建立茶学研究与

传播的新项目，将在今年秋天正式启动。

2022 年 11 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查立伟看来，这是肯

定和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重要一步，也将对茶文

化在世界的推广发挥促进作用。他注意到，中

国茶艺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随着时代发展不

断创新。“现代中国茶艺融合了各地不同的风格

模式，茶叶种类也得到极大丰富，许多 30 年前

只在局部地区流行的茶叶，如今在更广泛地区

受到欢迎。”查立伟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快速发

展的经济和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未来，我将

继续关注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的

角色变化，让更多人爱上这一瑰宝。”他说。

致力于推广茶文化的意大利学者查立伟

“茶与艺术、文学和美学密切联系”
本报记者 谢亚宏

“ 这 是 历 史 悠 久 的 中 国 品

茶方式，茶汤清香四溢，品尝时

先觉微苦后显甘甜。”身穿中式

红色斜襟罩衫，巴基斯坦旁遮

普大学孔子学院三年级学生谢

海尔·贝诺在孔子学院开放日

活动上，与同学们为来访的父

母和朋友们奉上一杯中国茶，

以中国式的礼仪表达了最热烈

的欢迎。这是贝诺第一次向父

母敬茶，她一边烫壶、泡茶、分

杯 ，一 边 与 父 母 分 享 品 茶 经

验。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著

称于世，中国茶注重礼仪和情

谊，向父母敬茶意味着传承和

回馈。“小时候在家里，总是母

亲为我们煮茶。如今我很高兴

自己能用另一种方式向母亲表

达我的爱与感谢。”她说。

在巴基斯坦，喝茶是人们日

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贝

诺一家也不例外。“我们一家人

每天早晨都会喝茶，周末有人来

作客时，大家也会坐在一起喝茶

闲聊。”贝诺说，茶是巴基斯坦

国徽上绘出的四种特色农作物

之一，据考早在 16 世纪就已从

中国引入种植，人们也逐渐养

成了喝茶的习惯。在乌尔都语

中，“茶”的读音也与汉语几乎

一致，可见渊源之深。在巴基

斯坦西北部地区，中国专家曾

帮助考察并建立了巴基斯坦国

家茶叶研究站，后来又发展为

巴基斯坦国家茶叶与高价值作

物研究所，向全国所有适合种茶地区进行技术推广和指

导，成为一段佳话。

据贝诺介绍，巴基斯坦的喝茶方式与中国差别很

大。在旁遮普省，人们通常用深度发酵的红茶作底，加牛

奶和白糖烹煮，再配上一块点心，茶香与奶香混合成一片

甜香。在北部地区，人们则会选用未发酵的茶叶，糖奶之

外还要加入少许小苏打，让奶茶呈现出好看的粉红色。

这些配料丰富的奶茶品尝起来口感油润，给人带来欣喜

和满足感。“中国茶的原料极简，但制茶、饮茶又藏有许多

细节，饱含着深厚的底蕴。”贝诺说，中国茶的“功夫”都下

在泡茶之前，从种植到采摘、炒制等，每一个步骤都有许

多巧思。不同制茶工艺与节气的关联、不同水源对茶叶

口感的影响都让她印象深刻。

“中国的茶文化是人与自然相联结的方式。”贝诺

发现，中国茶的滋味十分丰富，人们饮茶更注重品味茶

汤入口后的长久体验，分辨茶叶生长过程中最细微的

差别。“中国茶展现了大自然所赋予的最真实的本味，

品尝中国茶是氛围宁静的个性化体验。”她说，自己习

惯在独处时泡一杯中国茶，伴着茶香阅读、写作、冥想，

感受茶汤初入口的苦味与漫长的回甘。在与好友聚会

时，贝诺有时也会推荐共饮中国茶。配合几首舒缓平

和的中国传统音乐，聊天变得更悠闲惬意，时间在不知

不觉中流淌……

“我越学习研究，越能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

深。”贝诺说，从爱上喝中国茶开始，自己对中国文化越来

越充满兴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深刻而绵长的方式，留

下了许多独特的文化印记，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独

一无二的组成部分。她认为，如今，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中

国正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底蕴和魅力，“跨越千年，中

国茶香正以新的方式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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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带给我的一切，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在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下辖的大堰

乡，郁郁葱葱的茶园里，茶农们辛勤采摘的模

样，孩子们发出的爽朗笑声，这一切总是回荡在

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桑国亚的脑海中。

作为一名中国茶爱好者，桑国亚自 2012年因

茶与大堰乡结缘后，连续几年都会在这里住上一

段日子，并渐渐有了“常回家看看”的亲切感。在

土家人的堂屋里，他品尝了当地特色罐罐茶，看

到人们在家中取火、烤茶，体验了土家族特有的

待客方式。在茶园中，他教授孩子们如何用英语

说芽、茶叶、采摘等，希望让更多中国乡村孩子们

学好外语，未来能有机会领略世界的精彩。

1991 年，还在上大学的桑国亚只身一人来

到中国，成为南京大学的一名留学生。毕业后，

他又投身美中教育交流工作，常年往返于两国

之间。随着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桑国亚对

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认识也越来越丰富且深

刻。他坦言，中国的茶文化总让他感觉“学而知

不足”。为了进一步增进了解，桑国亚开始正式

学习茶艺，从福建的武夷山到四川的峨眉山，从

江苏无锡到湖北宜昌长阳和五峰，他的足迹遍

布中国各地茶园。

“在福建，每天晚饭后在家中泡上一壶铁

观音，成为当地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在广州，茶

楼里的茶艺师傅摆弄着各式各样的茶具，为我

们表演了精彩的工夫茶；在成都，朋友邀请我去

茶馆品尝竹叶青，让我第一次看到杯中茶叶垂

直漂浮；在杭州，西湖畔的茶农介绍制茶工艺

时，给我普及了‘杀青’‘回甘’等专业术语……

这让我深深感叹于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桑

国亚说，他在旅途中收获的不仅有茶相关知识

的养分，还有热情好客的中国朋友，以及对中国

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如今，对茶的热爱让桑国亚开始更多向他人

传授中国的茶文化。“天普大学孔子学院是我们学

校的中文教学中心，我也会在那里授课。来上课

的人里，有人对茶本身很感兴趣，比如红茶、绿茶、

乌龙茶有什么区别，怎么泡、怎么喝等；有人喜欢品

酒，也想体验一下茶的别样滋味；还有人因为知道

喝茶有利于健康，而产生了了解茶的愿望。”桑国亚

说。此外，他也时常会去心理咨询机构做讲座，探

讨喝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天普大学法

学院开设了一家品茶俱乐部。

“为了打造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让学生缓

解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我会让大家围坐一圈

泡茶品茗，边喝茶边聊天，比如学这个课有什么

难度，或学这个专业会不会有找不到工作的压

力等。”桑国亚发现，喝茶的氛围能让那些令人

头疼的问题变得不那么有压迫感，“喝茶能让人

直面心灵，不仅对皮肤、胃、心血管等人体器官

都有好处，还对舒缓心理压力也有帮助。”

每当桑国亚陷入烦恼的时候，他就会深呼

吸，然后泡一杯茶，“需要提神选绿茶，需要暖胃

选红茶。在泡铁观音茶时，还会忆起与福建安

溪茶农的欢快对话。”在完成净手、烫器、请茶、洗

茶、泡茶、闻香、品茗等一系列流程后，桑国亚的

身心也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放松。“茶的艺术，远

远比茶叶本身更加富有内涵。我想把茶的奥妙

分享给更多的人。”他说。

足迹遍布中国各地茶园的美国友人桑国亚

“深深感叹于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报记者 李晓宏 陈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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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谢海尔·贝诺（右）和同学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孔子学院开放日

活动上向来访的家人、朋友展示茶艺。

图②：查立伟在意大利威尼斯自建的茶室内品茶。

图③：桑国亚在安徽黄山体验制茶。

图①至图③为受访者供图

图④：2023 年 1 月 12 日，采茶姑娘在四川泸州纳溪区护国镇梅岭村特

早茶基地忙着采摘新芽。 廖胜春摄（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