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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典型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五千年

的光阴，形成了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在五代时期，一位名

叫郑遨的文人就以茶为题写下绝句一首：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

英。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尽管全篇不见一个茶字，却句句点透

茶的灵与妙。中国普通老百姓也在千百年日常生活经验中总结出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至于宋代的长短句中关于茶

的描述或者寄情于物的咏叹更不鲜见“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

里。”、“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以及“禅榻茶炉深闭

合，飕飕，横雨旁风不到头”等等。茶已经与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密切相连。“茶马古道”上因茶而生、为茶而死的性命早已在历史长

河中起伏沉沦无法历数。古代中国历经千年的茶叶贸易也曾随着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辗转抵达过世界各洲与各国；

至于中国境内各名山大川中出产的各类独具特色的白茶、绿茶、花

茶、红茶、青茶、黑茶则在市井民众和高僧大德的入世与出世、栽培

与寻觅中一路走到了今天。

1 茶文化旅游的现状

1.1 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是一种承载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物质的一端指与

茶叶种植、采制、销售等相关的生产经营、流通与消费以及具体的茶

设施建设等物质文化组成部分；精神的一端则指思想与意识的提炼

与升华，包括茶知识的传播与教育、茶的艺术发展、茶历史的展现，

茶的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1.2 茶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内容
1.2.1 茶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茶文化作为一种风雅的艺术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仪式化大于实

用化的“茶道”、“斗茶”等表演形式浓重的艺术门类。以及现代的“茶

道”与“茶礼”类的茶艺表演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比如盛

行于闽粤一带的功夫茶、江西禅茶、云南三道茶、湖南的擂茶、龙井

的茶礼（浙江）、唐宫茶道（陕西）等等。这些独具地方民众与传统文

化韵味的茶道和茶礼表演能够充分满足游客旺盛的好奇心和学习

茶文化的强烈兴趣。在当代流行的体验式旅游活动中具有相当的时

尚旅游元素。如景点参观、民风民俗体验、乡村游玩等与茶文化以及

茶道、茶礼的表演，在与有机融合，形成茶文化旅游也得到了很好的

传承与发展，游客则获得了娱乐与学习兼顾的旅游体验，可谓是一

举两得和双赢。

1.2.2 茶与旅游餐饮的结合

茶餐饮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粤港一带地区深受民众喜爱的

“早茶”就是这一传统饮食文化的典型体现。以茶为餐饮原材料制作

成茶餐和茶饮，不仅具有实用的饮食功效，而且茶叶特有的色、香、

味、形及其具有的强身健体功效也为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增添

了独特而靓丽的一笔。

1.2.3 茶与旅游纪念品的结合

以茶制品及其周边的土特产品作为旅游纪念品的作法，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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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理整合旅游资源
信阳毛尖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应当着眼于合理整合现有

的旅游资源。首先，信阳市在合理整合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打

造以茶为特色的旅游形象, 并且在此基础上更加广泛地挖掘出茶文
化本身具有的内涵。其次，应当注重挖掘出数条精品线路，并对这些

精品路线进一步宣传，最终能达到预期的以线带面的发展效果。第

三，应当对于本市的旅游容量和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细致的

考虑，进行整体的研究，才能够最终达到将旅游资源整合的目的。第

四，应当坚持合理定价、不欺瞒顾客的态度，从而能够避免影响到产

品的人气和旅游城市的名声。这意味着有关部门只有统筹考虑、整体

营销才能把信阳茶文化旅游产品推介出去。

3.3 持续打造良好形象
信阳毛尖的茶文化与旅游经济的融合发展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

打造出良好的城市形象和旅游形象。首先应当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

于旅游形象的塑造上，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和文化

氛围。其次，信阳市在持续打造良好形象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整合现

有的旅游资源设施，并且确保这些建筑设施既要突出信阳的茶叶文

化特色，也要突出信阳旅游城市的特色。走精品旅游开发之路，并将

其产业化、高端化，最终能够为信阳茶文化旅游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有

机结合奠定重要的基础。

3.4 进一步增加知名度
信阳毛尖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需要更高的知名度的支

持。着眼于合理开展相应的茶文化旅游活动，取得较为优异的宣传效

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身还存在着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信

阳有关部门需要对文化节进行总结，对优点进一步发挥，对缺点及时

改正，通过更加优秀的文化节来达到以茶促旅、以旅促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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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由来已久。传统的茶类旅游纪念品包括茶叶、茶具等与新型旅游

类茶纪念品的范围，拓展到了以茶制成的糖、饼、保健品、减肥茶甚

至雕刻作品、书画作品等项目，促使茶文化旅游更加深入完美。

1.3 存在的问题
尽管当前茶文化旅游十分热门，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

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欠缺著名品牌。国内尽管有着若干规模化

的茶产业园区，却一直没有创立起在国内甚至国际范围内叫得响的

著名茶旅游文化品牌，也没有开创出国内、国际知名的茶文化代表

性旅游线路。不少著名景区开展的茶文化旅游仍然徘徊在整个旅游

大市场的外围甚至被边缘化，没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品牌化旅游

产品。现有的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形式相对单一，产品种类不仅少

也不精，始终未能建成规模化的大型产业链条。整体而言茶文化旅

游仍然存在于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

其次，茶文化旅游中物质类产品的成分远高于精神类产品的比

重。与其他多数旅游产品遭遇到的问题类似，由于当前国内衡量产

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仍然停留在经济层面，包括茶和旅游在内的产业

过于注重其在物质层面的效益产出。相较于物质利益的形成，文化

和精神层面的收益所需经历的时间则长得多，短期内无法显现更多

的收益，这也直接导致了现存的旅游市场上对文化、精神类产品的

短视甚至漠视。

2 茶文化旅游对茶叶经济的促进作用

2.1 普及茶文化知识，拉动茶产品消费
茶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广博的知识内涵并不为大众所

熟悉，尽管中国人日常饮品中的茶饮料占了相当比重，但并非所有

人都清楚中国十大名茶的产地、特质、功效或保健作用。很多人尽管

一年四季饮茶，却只将其当作解渴的饮料，并不了解环境与季节的

变化等因素对于茶品选择的讲究，比如夏季适宜饮用绿茶，春秋季

适宜绿茶或花茶，冬季则适宜红茶和乌龙茶，原因在于绿茶清热消

暑作用好，而红茶则性温味甘，具有保温暖胃的功效等。开展茶文化

旅游的积极作用之一即为普及茶文化知识，这既有利于民众在旅游

娱乐过程中加深对茶这种中国传统日常饮品的了解，使游客在寄情

山水之时还能学习到关于茶的悠久历史文化知识，将旅游上升到文

化层次。同时，茶文化旅游和茶知识的普及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茶

产品消费，民众掌握了更多茶文化知识后既会产生更多挑选茶饮品

或食品的自信与愿望，也会扩大普通消费者在茶产品方面的选择范

围，对于促进消费大有好处。

2.2 通过旅游使茶叶生产者获得市场信息
在旅游过程中融入茶文化，游客在学习知识与进行消费的过程

也将市场对茶需求的信息直接传达给茶叶生产者。种茶、制茶、售茶

等各环节均能通过销售终端反馈的信息建立起清晰的茶叶市场动

向，进而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经营策略。游客在茶文化旅游中的

意见或建议成为茶产品上游生产与销售环节最切实可靠的生产经

营指南，生产者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传统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对盲目

或仅仅依赖经验的局限性。通过旅游市场收集的终端消费者信息能

够让上游生产经营者对市场发展变化具备更加灵敏的嗅觉，从而紧

跟市场潮流开发茶产品，取得最佳的收益。

2.3 旅游促进茶产品质量提高
旅游业拉动消费已经成为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体验正在使中国旅游行业日渐得以规

范，这其中既包括了旅游路线设置、交通与住宿安排等涉及路线行

程质量的内容，也涉及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旅游消费品的购买、产

品品质、售后服务等诸多环节。开展茶文化旅游还能对旅游线路、茶

叶品质、类型等多方面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游客在购买了作为旅

游纪念品的茶产品后必然会关心其质量、效用，这些来自消费者的

评价和监督，促进了茶叶生产经营者不断提高品质、加快研发创新，

通过消费终端和生产经营者的相互作用，对茶产品市场整体水平将

得到快速提高。

3 茶文化旅游带动茶叶经济发展的优化措施

3.1 深入挖掘民俗与历史文化
茶文化与地方传统文化有着血肉相连、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

提升茶文化旅游内在品质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于深挖地方传统民俗

与历史文化。这也是同步带动茶叶经济发展的优化措施之一。比如

茶马古道与云贵川藏地区传统的历史民族文化之间强有力的纽带

就是砖茶。“砖茶”所以成为藏区民众如此渴求的茶砖，原因在于西

藏高海拔的寒带地质与环境，藏区能获取的蔬菜水果数量极少，茶

的出现能够有效弥补藏区人民长年累月缺少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易

产生身体疾病的缺陷；藏区人民饮茶的方式是将酥油与捣碎的砖茶

同煮，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奶制品与茶充分混合，使人体同时得以

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等珍贵营养。这些茶与地区历史与民众文化的

联系不仅可以作为带动旅游与茶产业经济的文化热点，更能让民众

在近距离接触这些生动的传统文化过程中接受教育，使茶文化得以

继承与发扬。

3.2 加大宣传力度
当前的茶文化旅游在国内旅游大环境中仍然只属于小范围的

点缀式旅游元素，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足够的热度，其中的原

因之一就在于宣传力度不足。云南的“印象”系列之所以能够做到几

乎在全国家喻户晓，广泛而持久的宣传功不可没。这其中既有“云南

印象“、”丽江印象”在当地定时演出吸引了大量赴云南旅游的游客

产生的连动作用，也有“印象”系列表演走出云南参与到其他省市各

台晚会节目造成的轰动效应的功劳。茶文化旅游也应当效仿这样的

宣传举措，尤其是各大名茶产地如西湖龙井、江西禅茶及粤港的功

夫茶等，通过将茶道、茶礼、茶文化旅游线路与茶产品的展示、表演

与各地举办的大型博览会、交易会等结合起来，在不遗余力且旷日

持久的宣传攻势下，茶文化旅游与茶叶经济的影响力才能与日俱

增、热度不减。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开展线上线下的

茶文化旅游及茶叶经济的联动，在没有边界限制的互联网上广开门

路，通过建立门户网站、开展电子商务、加入各大著名论坛等多种方

式扩大茶文化旅游与茶产品的影响力，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措施都能

使茶文化拉动旅游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3.3 加大茶文化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茶文化旅游要能带动茶叶经济发展，还需要对茶文化体验式内

容，如制茶场所、小型机添置，旅游线路中的交通设施、食宿条件、卫

生设施、景点增设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除些之外，景点周围群众的

文明建设，环境卫生等也需要加强。

4 结束语

茶文化旅游是一项集旅游休闲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新兴旅游

项目，在宣传传统茶文化的同时也在促进着茶叶经济的发展。当前

国内茶文化旅游还处于规模小、相对分散的境地，对茶叶经济的带

动作用相对有限。改善茶文化旅游现状的关键在于转变思路，深挖

茶文化内含的地区民俗与传统文化元素并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使茶

文化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带动茶叶经济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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