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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已经有了四五千年的历史，茶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着

时代的发展，现代的茶文化也是人们追求生活品味，提高精神境界的一种体现，更是我国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茶文化；民族习俗；十大名茶；茶艺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36（2013）01-0039-02

一、茶文化的起源和概念

中国是茶的故乡，当然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的发

现和利用，在中国已经有四五千年历史，而且长盛不衰，传

遍全球。对于中国人而言，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

平民百姓，都无不以茶为好。
二、我国各民族的茶文化

饮茶是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饮茶不但有

利于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而且饮茶也能拉

近人们的感情。所以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茶。
汉族是懂礼仪，重情好客的民族之一，也是当今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凡有客进门，不问客人是否口

渴，总会用茶敬客，表示礼貌。茶是汉族人民的必须品，如

品龙井、喝大碗茶等，就是将茶直接用开水冲泡，他们认为

清饮能保持茶的原味，体现茶的本色。
在藏族，喝茶是藏族同胞生活中头等大事，他们称，饭

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天不喝。他们喝的酥油茶是一种

以茶为主料，加有多种调味品混合的一种茶，味道咸香，既

可暖身，又可补充营养。
维吾尔族的人们喜欢喝香茶。煮茶的时候用铜制的长

颈茶壶，喝茶用的是小茶碗。制作时，先把茶敲成小块待

用，在壶里放水加热，水沸腾时，把碎砖茶放入壶中，再加

热煮五分钟左右，把预备好的香料放入茶中，轻轻搅，就可

以品尝了。
瑶族的油茶，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以及贵州一带地

区。他们喜欢喝一种菜肴一样的油茶，他们认为喝油茶可

以充饥健身、祛邪去湿，是一种健身的食物。制作油茶时，

待锅底发热，放入适量的茶油入锅，待油面冒青烟时，立即

放入一些糯米翻炒，待糯米发出焦香时，再投入新鲜的茶

叶入锅翻炒，当茶叶发出清香时，加入适量盐，再加放水煮

三到五分钟，将茶叶捞起，油茶置入茶壶，就可以喝了。味

道香鲜可口。
除此之外，还有傣族的竹筒，茶佤族的苦茶，布朗族的

青竹茶，拉祜族的烤茶等等各具特色。
三、我国十大名茶

我国是世界上种茶面积最大、产茶最大、茶类最丰富

的国家，中国的名茶大概有一千余种。而中国十大名茶由

1959 年全国“十大名茶”评比会所评选的，包括西湖龙井

茶，洞庭的碧螺春，黄山的毛峰，庐山的云雾茶,六安瓜片，

君山银针，信阳的毛尖，武夷岩茶，安溪的铁观音，祁门的

红茶。
第一，西湖龙井。居中国名茶之冠，产于浙江杭州西湖

的群山之中。龙井茶名是由龙井泉而得，龙井古称龙泓，传

说明正德年间，掘井之时，从井底挖掘出一块石头，形如游

龙，故名龙井。龙井茶外形挺直削尖、扁平俊秀,色泽绿中显

黄，冲泡后,香气清高持久,香馥若兰，汤色杏绿,清澈明亮,
叶底嫩绿,匀齐成朵,栩栩如生。

第二，洞庭碧螺春。碧螺春产于著名风景旅游胜地江

苏苏州吴县洞庭山。碧螺春的品质特点是茶条索纤细,卷曲

成螺,满披茸毛，冲泡后,汤绿水澈,叶底细匀嫩。尤其是高级

碧螺,可以先冲水后放茶,茶叶依然徐徐下沉,这是茶叶芽头

壮实的表现,也是其他茶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黄山毛峰：产于安徽黄山，生态环境优越，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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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沉浸在云蒸霞蔚之中，因此茶芽格外肥壮，柔软细嫩，

叶片肥厚，经久耐泡，滋味醇甜，成为茶中的上品。
第四，庐山云雾茶。主产于江西庐山，庐山云雾茶，得

益于云雾弥漫的气候化境。它色泽翠绿，香如幽兰，，芽叶

肥嫩显白亮，条索粗壮、汤色明亮、叶嫩匀齐、香高持久、醇
厚味甘。成品茶外形饱满秀丽，色泽碧嫩光滑，茶汤幽香如

兰，耐冲泡，饮后回甘香绵。
第五，六安瓜片。产于安徽，六安瓜片的品质别具一

格，叶表有白霜，开汤后清香持久，汤色碧绿，先浮于上层，

随着叶片的开汤，叶片一一的自上而下陆续下沉至杯碗

底，外形美观，使人赏心悦目。
第六，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属黄茶中的芽茶，

采摘细嫩，制工考究。由未展开的肥嫩芽头制成，芽头肥壮

挺直、匀齐，用玻璃杯冲泡后，看起来芽尖冲向水面，然后徐

徐到杯底，形如群笋出土，又像银刀直立，非常美观。
第七，信阳毛尖:河南省著名土特产之一，产于河南信

阳车云山。信阳毛尖叶细嫩，其外形紧细、圆、光、直，银绿

隐翠，内质香气新鲜，一般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
第八，武夷岩茶：产于闽北“秀甲东南”的名山武夷，茶

树生长在岩缝之中。武夷岩茶属乌龙茶，大叶种，条索微粗，

色泽鲜明，茶汤色橙黄，泡三次水色仍不变淡，口感润滑。
第九，安溪铁观音茶。原产于福建安溪西坪乡，已有数

百年的历史。铁观音是乌龙茶中的名品，茶汤滋味醇厚甘

鲜，饮后齿颊留香，喉底回甘悠久，历来深受国内外饮茶者

尤其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喜爱。铁观音成品茶色泽沙绿鲜

润，似有白霜，汤色金黄，浓艳清澈，叶底肥厚，入口回甘带

蜜味，有兰花香，想起馥郁持久，七泡有余香。
第十，祁门红茶。主产于安徽祁门县，茶颜色为棕红

色，祁门茶叶条索紧细秀长，汤色红艳明亮，香甜清鲜而且

持久。
四、中国传统的茶艺

中国茶的艺术，萌芽于唐，发于宋，改革于明，极盛于清，

有相当的历史渊源。单纯从狭义来讲，茶艺是一门泡茶和品

茶的艺术，是人们在泡茶、喝茶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反复实

践，摸索、总结出来。而广义上讲的茶艺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

的过程中通过茶的文化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和追求。
现代茶艺其实是人们追求生活品味和精神境界的体现，更是

我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表现。
在此所述的茶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种表演型茶

艺，二是生活型茶艺。表演型茶艺是艺术的呈现，重点在于

茶艺过程的外在美和形式美，通过表演给人以美的享受，

引导人们提高饮茶品茗的情趣。生活型茶艺则更注重掌握

泡好茶的过程，讲究茶叶的品质，茶具的配备，品茶的环

境，以茶待客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有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六大茶类

和再加工类的茶，是世界上茶类和茶叶品种最多的国家。
（一）绿茶很注重茶叶的形态美，绿茶大多用 85 度左

右的水温冲泡，芽叶细嫩的茶，一般可选择晶莹剔透的玻

璃杯，有观赏性。绿茶通常用 1：50 的比例泡茶，但是由于

各人对茶汤的浓度有不同的喜好，所以根据人的喜好酌

量，才可以沏出一杯令人满意的茶汤。
（二）红茶，我国适合做调味茶的红茶以云南或海南等

地产的大叶种茶树茶叶制的红茶为佳。冲泡纯红茶的水温

一般要求约 95 度。茶水比例一般为 1 克：50 毫升左右。茶

具一般用盖碗冲泡或瓷壶泡。
（三）乌龙茶因其滋味鲜爽醇厚，品饮后生津回甘、唇

齿留香，使人感觉神清气爽，而得到大众的喜爱。乌龙茶一

般要求用沸水冲泡，茶水比例约为 1 克：20 毫升左右。冲泡

时要注意悬壶高冲。
（四）白茶主要产在福建。其中一种白毫银针，芽形秀

美，茶叶中的内含物质不易浸出，冲泡水温以 90 度以上为

佳。白茶可选用盖碗，瓷杯或壶冲泡，茶水比例约为 1 克：

50 毫升，茶叶浸润两到三分钟方可以享用。
（五）近年来，由于黑茶较为显著的减肥、降脂等保健

功能，而被越来越多人喜欢，而且黑茶经过一定时间的存

放，茶汤滋味变的香醇而柔润，所以更被大家接受和喜爱。
冲泡普洱茶，需用沸水冲泡，冲泡普洱茶的茶水比例 1 克：

25 毫升，一般，第一第二泡茶汤的浸泡时间约 10 秒，之后

每泡茶都需延长浸泡时间。
（六）黄茶的冲泡程序和绿茶相同，一般用玻璃杯、盖

碗和瓷壶冲泡，冲泡一般用 85 度左右的开水冲泡，茶水比

例约为 1 克：50 毫升。
茶文化不但是我国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

的一种文化模式，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的发源地。相信

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不但能在我国更好的发扬传承下去，而

其能兴于亚洲，传播于其他国家，让中国这一优秀文化走

向世界。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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