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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我国共有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摘自《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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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022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

春雨绵绵，万物复苏。当下，全
国广大茶区先后进入采摘季，开采面
积超过3500万亩。

唐代陆羽 《茶经》 云：“茶者，
南方之嘉木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
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2022
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非
遗项目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了绿
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
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的相关
技艺以及赶茶场、潮州工夫茶、径山茶
宴等特色鲜明的相关习俗。其中就包
括了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

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西湖龙
井早已闻名于世。一杯绿茶，同青砖
绿瓦、烟雨水乡一起，构成了江南水
乡的重要意象组合。近日，记者来到
有“万担茶乡”之称的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龙坞茶镇，实地探访西湖龙井
是如何“炼”成的，并采访樊生华、
葛维冬等绿茶制作技艺 （西湖龙井）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发掘非遗传承的
生动故事。

每片叶子都传递着茶人
手心的余温

春意盎然的杭州，漫山遍野的茶
树青翠欲滴，嫩绿的芽苞悄然吐新，
秀立枝头，茶农抢抓时机，忙着采摘
新芽。从茶山上采下的西湖龙井，经
过炒制之后，沁人心脾的茶香飘散到
空气中，也浸润到每一个人的心间。

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积蓄了夏
秋冬三个季节的精华，其口感、品
相、香气皆呈上品，备受饮茶人士的追
捧，所以俗语说，“明前茶，贵如金”。

3月13日，西湖龙井茶“龙井43
号”品种正式开采，西湖龙井群体种
则于晚些时候开始大规模开采。

走进龙坞茶镇，满目茶山连绵青
翠，一株株茶树，在春风吹拂下吐出
新绿。一大早，天还下着小雨，采茶
工吴大姐戴上斗笠，套上雨披，挎上
茶篓，早早地和同伴一起上山采茶。
经过春雨的滋润，细嫩的茶芽挤满梢
头，只见采茶工在茶树间移动，单手
轻轻一捻，鲜叶落入掌心，三五片之
后再放进腰间茶篓，不一会儿，篓里
已是一片青绿。

“西湖龙井明前茶有着严格的采
摘标准，以保证茶叶品质。”走在自
家的茶园里，葛维冬一边说，一边演
示着采茶的正确手势，用食指和大拇
指挟住幼梗中部，两指微微用力，鲜
嫩的叶片就被摘了下来。“瞧，这些
茶叶颜色很鲜亮、大小均匀，今年茶
叶的成色不错。”

葛维冬家有4亩多茶园，虽然他
的主要任务是炒茶，不过，他几乎每
天都要上茶山看看茶叶的生长和采摘
情况。“明前龙井是春天送给我们的
第一份礼物，大伙都希望抓住这个时
间有个好收成。”葛维冬说。

山上采茶忙，山下炒茶同样热火
朝天。

新鲜的茶青采下经过摊青后，就
要开始炒制了。在龙坞茶镇，几乎家
家户户的茶农都在门口摆上炒茶锅，
现场炒制，茶香四溢。

作为绿茶的一种，西湖龙井是以
高温杀青而未经氧化、发酵的茶种，
又称“不发酵茶”。常言说，“三分看
茶青，七分看炒功。”西湖龙井讲求

“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对制作
技艺要求严格，其品质高低和炒茶师
炒制茶叶的手艺密不可分。

樊生华介绍，目前，西湖龙井的
制作工艺大致有9道，包括采摘、摊
放、青锅、回潮、辉锅、分筛、挺长
头、归堆、收灰。在这 9 道工序中，
又包括了抖、带、挤等龙井茶炒制

“十大手法”。“每一道工序都很要
紧。”樊生华说。

在樊生华的工作室里，分两排放
着七八口炒茶锅，加上摊青架、簸
篮、圆匾等工具，屋里放得满满当
当。樊生华坐在炒茶锅前，拨开电源
开关，慢慢预热炒锅，待温度升到
200℃左右时，关闭电源，撒入青
叶。开始以抓、抖的手势为主，青叶
受热，散发着水蒸气，散发出树叶的

清香。待青叶散发一定的水分后，逐
渐改用搭、压、抖、磨等手势进行初
步成型，压力由轻而重、压扁成型，
炒至七八成干时起锅。

随着时间推移，屋内早已茶香四
溢。“从采摘开始，经过一系列炒制
环节，10 多个小时后，新鲜的茶叶
就成为西湖龙井明前茶，化为舌尖上
原汁原味的醇香。”樊生华说。

每年，从清明节前一直到谷雨，
是西湖龙井采制的黄金期，这段时间
里，炒茶师争分夺秒地炒制龙井茶，
樊生华也不例外。每天从晨光熹微到
更深夜阑，樊生华就在茶园与炒茶室
间连轴转。“有时候炒茶忙起来，一
天睡不上几个小时”，坐在炒茶锅
前，樊生华向记者摊开手掌，这双比
常人粗大厚实、布满老茧的手上，又
添了几个新泡。

炒茶讲究的是手不离茶、茶不离
锅。炒茶的辛苦，在于无论你的经验
有多少，想要炒出好茶，炒茶要吃的
苦，每年都要遭一遍。即便是像樊生
华这样的老炒茶师，要想在高温里行
云流水地用手炒茶，也免不了老茧叠
水泡，不过在醉心于茶的樊生华看
来，这些忙碌和伤疤，并不意味着负
担，反而象征着富足与充实。“只要
能 炒 出 好 茶 ， 一 切 辛 苦 都 是 值 得
的。”樊生华笑着说。

樊生华自幼生长在西湖龙井龙坞
产区，13 岁时炒第一锅茶的情景还
历历在目，如今已沉浸在西湖龙井事
业大半生，成为了绿茶制作技艺 （西
湖龙井）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还当选
了全国人大代表。

在樊生华看来，经过千百年的累
积，茶叶制作工艺凝聚了茶农的智
慧，显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些传
统制茶技艺和习俗是茶人血脉里的
根，是西湖龙井的魂，每片叶子都传
递着茶人手心的余温。

科技和茶文化连接在一起

随着西湖龙井品牌价值稳步提
升，茶农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背后
少不了科技支撑。目前，智慧生态防
治平台、茶园无人机植保飞防“扎
根”于西湖区的茶村里，机械化作业
得到广泛应用，科技和茶文化连接在
一起，持续激发着茶产业的发展活力。

“这些年，自从引入了科技管护
手 段 ， 我 家 茶 园 的 茶 叶 长 势 更 好
了。”成一是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
村的村民，家里祖祖辈辈都种茶，一
共有6亩茶园。他同时也是上城埭村
的植保员。

在制茶的间隙，泡上一杯新炒好
的自家茶园里的龙井，眺望着郁郁葱
葱的茶山，成一心情怡然。作为一位
普通茶农，他亲身感受到了西湖龙井
健康发展的新变化：“政府给茶农发
放有机肥，帮助我们用无人机喷洒、
用数字化技术做好病虫害防治。我们
生产制作的西湖龙井茶，还可以做到
溯源。”

“就拿施肥来讲，我们茶园种植
茶树，用的是菜籽饼等有机肥，这样的
茶叶品质更好，香味更纯。”成一说。

坐在一旁的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
产业协会会长、西湖区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茶叶首席专家、推广研究员
商建农解释说，菜籽饼是油菜籽榨油
后的附产物通过加工而成的优质有机
肥料，可补充有机质、疏松土壤、改
良茶园土壤环境、提升茶香品质。
2018年起，西湖区向全区茶农免费发
放菜籽饼肥，2022年累计发放1200多
吨菜籽饼。

再说植保，“现在我们用的是无
人机洒药，既省成本，又省人工，防
治效果也更好。”成一说。

商建农告诉记者，自从西湖区实
现全域茶园无人机植保飞防后，作业
效率大大提高，为减少茶叶农药残留
污染、提升茶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全域茶园还推广使用茶园绿色防
控集成技术，让茶园更生态。

“我们还引入了履带式掘耕机，
集施肥、除草、耕作一体，能上山爬
坡，减轻了茶园管理的劳动量。还有
自动伸缩遮阳棚，可以根据晴雨进行
感应操作。”浙江农丰植保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郁德明告诉记
者，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
从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
术研究和服务的专业公司，2018 年
后参与西湖区生态茶园建设项目。

“我们主要是通过建立生态茶园植保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从事一家一户做
不好的事，来提高茶叶生产农业机械
化水平。”郁德明说。

在杭州龙坞茶镇茶叶有限公司，
总经理方达告诉记者，该公司在龙坞
茶镇光明寺水库周边自有生态茶园
300余亩，邀请了中国农科院茶叶研
究所等机构作为茶园管理技术指导。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天敌友好型色
板、茶尺蠖性诱剂、天敌友好型杀虫
灯等物理除虫设备设施。”

“接下来，西湖区还将进一步依
托科技创新、农业机械更新换代，让
西湖龙井茶更安全、让茶园环境更美
丽、让西湖茶农更舒心。”商建农说。

除了茶园管护中引入科技手段
外，茶叶溯源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商建农掰着手指头算，“一般 4
斤半左右的鲜叶，能制作出一斤干毛
茶，如果当年的天气状况好，可能4
斤左右的鲜叶就能制作一斤干毛茶。
西湖龙井的产量非常少，每年仅有
500吨左右。”

那么，如何辨别正宗的西湖龙井
茶？一个重要的办法是认准西湖龙井
茶产地证明标识。

近年来，《杭州市西湖龙井茶保
护管理条例》《西湖龙井茶防伪溯源
专用标识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为西
湖龙井的管理、传承加上了层层“看
得见的保护”。

据介绍，西湖龙井专用标识分为
“证明标 N （茶农用） ”和“证明标
Q （企业用） ”两种样式。消费者通
过扫描西湖龙井产品中的溯源码，可
以清楚地看到茶叶生产者的信息。

让世界爱上中国茶

这段时间，每到午后，坐在师傅
樊生华工作室的炒茶锅边，用手机放
上一曲琵琶曲，严磊经常一炒茶就炒
到半夜。

1991 年出生的严磊，跟随樊生
华学习炒茶已有6年时间了，还跟师
傅一起参加过炒茶王的大赛。“炒茶
是我们茶区百姓的一项传统，现在也
是我的爱好。”严磊说。

严磊出身于茶农家庭，家中也有
几亩茶园。严磊大学毕业后，开始正
式学炒茶。平时，他忙着做纺织面料
生意，但是到了清明前，他就会放下其
他工作，一门心思来炒茶。

虽然辛苦，但严磊很享受炒茶过
程，乐在其中。“现在我一天差不多
炒茶十到十二个小时，能炒两到三斤
干茶。每当看着亲手炒制出的茶叶色
泽、香味、形状都接近完美时，那一
刻，我是无比喜悦的。”严磊形容，
那是一种“人茶合一”的状态。

严磊是樊生华的徒弟之一，这几
年，跟随樊生华学习炒茶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比方曹洁，虽然是个姑娘
家，可是很有毅力，从最开始双手不
敢下锅，到现在也能像模像样地炒出
一锅好茶；还有许爱，一边学炒茶，
一边做直播，让更多人通过镜头来了

解茶技艺。”樊生华历数着这些跟随
他学炒茶的年轻人。

樊生华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进
来，传承这门千年手艺。“有年轻人
来学艺是我最开心的事。只要他们肯
学、能吃苦，我就愿意毫无保留去
教。”樊生华说，“除了教年轻人茶叶
炒制，从茶园翻土、施肥、修剪、除
草，到采摘、摊青、保管，我都要逐
一去教。西湖龙井除了我们‘两个巴
掌上的功夫’，还要守护好茶叶源
地，好的茶叶，好的炒茶功夫缺一不
可，这是我们世世代代要传承下去的
东西。”

近年来，樊生华将很大一部分精
力用在培训和传播西湖龙井的采摘和
制作技艺上。从 2017 年开始，樊生
华经常上门给周边市县的茶农上课，
免费进行技术培训。从茶园施肥、茶
树修剪，到茶叶采摘、炒制，再到包
装销售，樊生华全都倾囊相授。“在
浙江省仙居县安岭乡开展培训的时
候，我们确定了 10 户茶农做试点，
这几年下来，他们的种茶、采茶和制
茶技术都有了很大提升，销售收入也
明显提高了。”樊生华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
栽培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种茶、
用茶、饮茶的历史悠久。正是以丰富
的茶树品种资源为基础，配合不同茶
叶制作技术，形成了绿茶、黄茶、白茶、
青茶（乌龙茶）、红茶、黑茶等多类茶产
品。众多名茶的制作技艺及其衍生的
茶艺等，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所包含
的 44 个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谈
起中国茶的丰富内涵，中国农科院茶
叶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茶叶博物馆首
席科学家鲁成银娓娓道来。

中国人有着“客来敬茶”的习
俗，茶贯穿了中国人的生活，体现了
中国的人文精神。在鲁成银看来，茶
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申遗
成功有利于在非遗保护、延续和再
创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
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
出新贡献。

鲁成银表示，“按照传统技艺炒
制而成的西湖龙井本身也是一种文

化。如果我们在西湖龙井产
品里增加一些非遗元素，能
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满
足更多元的需求。”

3月22日，在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指导下，“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浙江省保护发展联盟在
杭州市余杭区成立，联盟首
批 68 家成员单位包括省内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以及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
江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

“联盟将与成员单位一起，协同
打造‘茶和天下’发展模式，联动全
省茶非遗项目和茶生活相关项目，跨
界共创，打造非遗茶生活。”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联盟
还将联合相关部门、非遗保护机构、
茶相关研究机构等多元力量，共同开
展茶非遗项目可持续发展研讨。并联
合推进“茶+乡村振兴”，形成一批
以茶非遗项目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

和特色产业带，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以申遗成功为契机，我们要继
续将这一传统技艺传承下去，提升茶
叶品质，让茶产业有更好的发展空
间。”樊生华说，“一杯龙井茶，品味
江南绿，自古以来，茶叶就是连接文
化和友谊的纽带，我想把最好的西湖
龙井献给全世界的朋友，让世界爱上
中国茶。”

（商建农对此文亦有贡献）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一杯龙井茶，品味江南绿

走，看西湖龙井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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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葛维冬
在采茶。

图②：龙坞茶
镇采茶场景。

杜旭琪摄
图③：樊生华

在炒茶。
图④：龙坞茶

镇茶园。
（本文照片除署名
外，均为本报记者
叶晓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