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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价值研究 

 

汪萌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邮编 450001） 

 

摘要：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深厚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瑰宝。本文通过对茶文化的概念的界定，挖掘从茶文化中感悟到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价值，体会茶文化

体现出的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针对这些现状发现茶文化中凝练出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从

而能够更好地促进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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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 

“茶文化”的概念出现在 1980年代，并在 1990 年代被全国广泛接受和使用。一般来说，茶

文化以茶为载体，其他相关艺术通过这种载体传播。[1]茶文化是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内容丰富，包括信仰和道德、宗教信仰、文学和艺术、规章制度、知识体系、习俗等等。

从延伸的角度来看，它将人文作为核心，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茶业和茶科学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讲，茶文化不仅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而且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本文详细分

析和解释了茶文化，试图探索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和重要性。本文针对茶文化进行详

细的分析解读，并试图探寻茶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这对于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发

展有着一定的意义。 

2 从茶文化中感悟传统文化的底蕴价值 

2.1胸怀大局，凸显了崇尚文明与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 

茶文化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主要诉求——爱国主义。在古代文化中，爱国主义和忠

诚是不可分割的，这首先关系到人民的大局，为君主政体提供了合法的基础。在爱国主义教

育过程中，茶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可以团结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

为价值标准，加强心理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爱国主义是传统文化的持久精神瑰宝，

是中国人民的优秀传统，是中国人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柱。将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工作有机结

合，[2]加强跨国文化认同，实现间接爱国主义教育。自信多元，凸显了民主文化的自信骄

傲感 

基于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吸引力，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中国从 5000 年前开始采茶，作为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造福

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不仅给世界起了茶的名字、茶的知识和饮茶的生活方式，而

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在跨文化交流中，与邻居们和睦相处，珍惜远方人民，不断向世界传

播和输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茶是中

国在四项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世界经济和

文化。茶是对话交流的最佳方式，促进了各国文化交流的步伐。茶的文化作用已成为国际上

共同的财富。了解茶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可以激发民族共鸣，增强自豪感，激发爱国

主义精神，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3] 

2.2知难而进，凸显了苦干实干、坚韧不拔的工匠精神 

在制茶过程中，严谨、耐心、专注、创新，以及追求完美和卓越的态度和品质，都能体现工

艺精神的精髓。劳动密集型茶产业作为我国的基础经济，经历了几代封建王朝，创造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多年来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这有很多原因，但毫无疑问，强大的茶文化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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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农民的无穷智慧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主要是集约农业和精准

农业。首先，茶园特别注重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应用。根据发明的二十四节气的观测和经验，

指导农业生产调度，总结作物生长规律。二是利用主观能动性优化生产环境，建设节水型，

选择坡地种植。最后，实施土地轮作以保持土地的肥力，并施用农业肥料以提高土壤肥力。

在评价农业精细化的农民经济时，迎难而上、勇往直前是勤劳和毅力的永恒力量。要保持勇

于挑战、勇于担当的斗志，培养不怕困难、战胜风险的毅力，培养“勇往直前、必胜”的坚

定信心。 

2.3追求品质，凸显了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专注精神 

《庄子》中提到“庖丁解牛，技进乎道”和《尚书》中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这些

无不说明，“一丝不苟，止于至善”素来是中国人民追求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的集中体现。

[4]现代茶文化发展重视科技力量，全面分析优质农产品的质量、营养和安全性，茶叶经 PDO、

PGI和 TSG认证，筛选优质农产品特征指纹，建立产品身份认证数据库。目前我国特色茶文

化品质评价主要以感官和理化品质评价为主，追求卓越，代表以最高标准和最严格的要求，

做到执着专注、一丝不苟。茶文化以精心地规划设计，无数次地雕琢打磨，不断实现突破和

创造奇迹。追求卓越是我国现代茶文化的核心本质，是中华民族对茶文化的最终追求，传承

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丝不苟、止于至善的精神基因。 

2.4共创未来，凸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的美好时代愿景 

共创未来，代表着携手共进和协同配合。北京冬奥精神以“一起向未来”和“更团结”为发

展理念，呼吁全世界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发展。

这不仅是中国计划和智慧的精彩表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美好时代的愿景。李幸

(2020)提出，古语云“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修齐治

平。”文化传承精神中的“共创未来”，其核心是“合作”，本质是“创新”。我国对外传播茶

文化希望将人类的共同利益、价值观、愿望和理想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引领人类进入

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3 从茶文化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饮茶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宗教习俗和社会生活作出了

重要贡献。茶文化是饮茶行为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的结合。因此，茶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

内在精神，如尊重、和谐、节约和美丽，并得到了广泛认可。茶文化是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智慧的结晶，蕴含了中华民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在激发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促进社会发展、展示民族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4]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创新包容等特点。 

3.1文化的民本性 

我国传统文化重视以人为本，民可载舟，亦能覆舟。茶礼能够在民间传播的原因，与饮茶对

生命健康的维持作用分不开，茶叶最早的功能是药物作用，汉朝时期从药用转为引用，茶的

饮用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在民间，茶主要用于：客来敬茶、婚庆礼茶、礼赠泉茶等。 

客来敬茶：东汉《桐君录》中记载：南方、胶州、广州一带的人都在煮盐，喝瓜叶、芦苇叶

可以让人彻夜未眠。魏晋时期，士大夫们喜欢结伴饮茶，招待客人首选饮品也是茶。唐朝转

型后，茶道成为宋代的常规仪式。 

婚庆礼茶：茶礼是婚姻礼仪的重要组成，宋代的《梦粱录》记载：男方向女方家报定的时，

需要准备金银首饰、绫罗布匹外，还需要准备茶叶作为聘礼。从明代开始，婚姻礼仪正式确

定为三茶六礼。因为茶树的生命特征就是不可移植，所以能象征爱情的忠贞不渝。 

礼赠泉茶：经过唐朝生产力的发展，宋代的制茶水准大幅度提高，因此，饮茶人数增多，饮

茶的社会风尚也逐渐形成，与饮茶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茶文化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

能体现宁静高远的生活态度，和高洁傲岸的内心追求，在文人中间受到推崇，宋代文人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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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具去结识好友，喝茶时喜欢唱诗附和，抒发情怀。唐代学者卢仝有一首诗叫《走笔谢

孟谏议寄新茶》，后人称之为“七碗茶歌”。宋代，在建安北园设立了贡茶园。欧阳修刚收到

建安太守送来的新茶，送给好友梅尧臣，并赠送《尝新茶呈圣俞》一诗。品尝完新茶后，梅

尧臣立即回诗——《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表示感谢，在诗中，他把欧阳修赞誉为在品茶

领域最为杰出的人，对茶的品味是最高等级的水准。[5] 

3.2文化的自信性 

文化的自信性主要体现在坚定文化自信，是茶文化的形成基础。茶礼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和世界影响，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突出贡献，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的完美融合，也是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有益结合。茶文化和礼仪文化融合了中华民族传承

千年的艺术，融入了中国“茶和天下”的文化，“清静和雅”的理念。早在唐宋时期，源自

中国的茶以及茶文化就通过茶马古道等，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传遍全球，为世界所共享，

从而推动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交融。现在，中国茶已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和

平使者，据统计，全世界有 50 多亿人喜欢喝茶。通过一杯茶，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了中国

广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6]以茶为媒，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将让彼此共享更多元美好的未来，彰显了“天地合、人心同”

的中华文化内涵。茶礼当中蕴含的丰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活力、文化自信和文化创造力，让全世界人民充分领略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

魅力和丰厚底蕴。 

3.3文化的融合性 

茶文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在英国、日本、韩国和摩洛哥逐渐发展成为

具有国别特色的茶文化。例如，英国人相信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茶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

礼仪体现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茶会是英国女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程序，也是重大社会活动

中不可或缺的仪式；日本茶文化有自己的名字——茶道，它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风格，

形成了独特的习俗和礼仪体系。[7]喝茶的人不会刻意区别国界、种族或信仰。全球一体化

主要体现在坚持全球化理念，开辟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和方向，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

观，彰显中国人民的全球格局和国际视野。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强了世界各国密切联系合

作，促进了中外体育文化交融发展，同时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做到了“各美

其美”与“美美与共”，为全世界人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 

4 从茶文化中凝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 

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传统文化的价值

和影响力，传递了重要的世界意义。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礼仪精神，它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用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如果说古代茶文化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向外界传播，那么国际背景就是茶文化对外传播的最佳时机。茶文化具

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元素，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传统文

明的价值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4.1有利于构建绿色发展理念 

在新时期，进一步弘扬和发扬中国茶文化，需要遵顼绿色发展理念，把茶文化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茶是一种自然文化，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周期，仍然遵顼着固定的茶叶生产和饮用

流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今，各国重视生态茶园建设，茶园按照农业生态要求

建设，可以提高生物圈生物的能力，为茶叶的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光能可

以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8]生态茶园的建设首先能够帮助全球各国恢复茶园植被，改善

和加强生态平衡；其次，有利于维持茶园中的物种多样性，有效控制和减少病虫害，有助于

保护土壤和水，提高土壤肥力，促进茶叶生长；并且，能帮助改善茶园的气候，增加环境效

益，提高茶叶质量，确保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全球茶叶的绿色种植，健康生长，符合

全球化背景下的绿色共同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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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有利于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茶蕴含着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而共享”的社会理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

求。首先，茶满足了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长期的饮茶实践证明，喝茶不仅可以提供营养

物质，还可以预防疾病。茶是一种独特的、真正健康的饮料，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其次，茶

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喝茶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茶不仅是东方精神

和文化的象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宋代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鼎盛时期，茶、茶具、

茶道等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茶和茶文化在整个欧洲和美

洲传播，促使他们改变了饮酒习惯，帮助他们成为了温和文明的人。通过对外传播茶文化的

成功经验，中国让全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华民族优良的人文精神，成功树立了友好外交、担当

有为的大国形象；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再创造，展现出我国

自信开放的国家形象。[9]这些都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和感召力，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借鉴。 

4.3有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景，表达了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望。

中国人民希望以多元文化理念团结世界各国人民，以茶文化为手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世界提供更广阔舞台，不断弘扬全人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

价值观，[10]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计划贡献力量。自古以来，茶叶作为

中国的一种特色农产品，一直参与着对外贸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茶文化是从中国的传统茶

文化传播而来的，这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纽带。传统茶文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产物，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独特性。[11]有利于世界各国了解中华民族、了解中华民族，

认同中华民族，促进国际贸易，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政策。它对国际文化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语 

对外传播茶文化时，要充分运用好我国既有的文化基础设施等物质、文化和人才遗产，让其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实现文化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茶文化既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中国人民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应进一步深掘茶叶背后

的文化内涵，用全球视野来挖掘和审视茶文化的价值，以文学为载体，以文化为声音，让中

国文化的形象可信、可敬。同时，要充分发挥茶文化的精神和价值，使这一文化成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

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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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of tea culture to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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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 culture was born in the soi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it has formed a profound cultural system, which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ea culture, this paper excavate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mbodied in tea culture, and 

finds out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view of these 

present situation,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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