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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茶馆的历史几经盛衰，于清末民初年间形成了信阳的

八大茶社，它们或古朴、或时尚、或风雅、或纯净、或内敛，成为了信阳

一道鲜活的人文风景。在对信阳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可以

重点将“元贞”、“车云”、“龙潭”三大茶社作为信阳茶文化的品牌旅游

产品。

第一即元贞茶社。晚清时代的儒生甘以敬被誉为“信阳毛尖之

父”，他在震雷山种植茶叶，开创了信阳首个茶社———元贞茶社，其自

然景观有“狮子护天池”、“金龟岭”、“雷沼喷云”、“圣泉”等；茶社内有

名茶，诸如：“雷沼喷云”、“震雷剑毫”、“国茶 1915震雷山”、“五岳神
针”等，承载着信阳茶社的“元贞精神”。第二即车云茶楼。车云茶曾获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茶楼内有吴彦远的塑像，配有茶联“茶敬客

来茶当酒，云山人去云作车”，生动、形象地讲解车云茶的历史由来、

传说故事、车云毛尖制作与鉴别等。第三即龙潭茶馆。它位于黑龙潭

天心寨，是一代制茶大师周祖宏创办而成的，他独特炒制的黑龙潭信

阳毛尖备受称赞，曾获炒茶“铜奖”，他本人也被评为“省民间制茶工

艺美术大师”。其茶文化旅游要推崇和宣讲周氏信阳毛尖的百年手工

制茶工艺，并以“龙潭”特级毛尖为旅游宣传点，引导旅游者尽情欣赏

周氏手工制茶工艺等。

3.3 信阳“禅茶”文化开发
茶与禅在历史的契机下，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信阳独特的

“禅茶”旅游文化，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河南信阳，隐藏有深

厚的“禅茶”文化，这个历史的文化积淀，对于信阳茶文化资源利用，

具有可供挖掘的优秀内容，可以将此作为“禅茶”文化旅游内容，进行

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使旅游者感受到“灵山寺禅茶之灵，净居寺禅茶

之净”。在“禅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配之以“禅茶”表演、“禅茶”茶

艺、禅书画鉴赏等，使游客借助茶可以进行自我内心的修行，回归自

我的寻常本心，感受到禅的“悟”，参透“禅茶”之妙。

3.4 信阳茶艺茶道开发
茶艺之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融合了儒、道、释教思想的精粹，

是茶文化的精髓，信阳毛尖茶艺完美的彰显出“和、美、清、敬、雅”的

茶道精神。在信阳茶艺馆中可以展示出典型的茶艺表演，旅游者可以

观赏到“流云拂月”中的娴雅轻灵；“龙潭飞瀑”中的干净利落；“有凤

来仪”中的一气呵成，感受到信阳茶营造的浓郁文化氛围和清净精神

境界，体会到“千年浉河水，一壶信阳茶”、“一期一会”的茶道理念。

4 结束语

在我国旅游市场不断成熟和旅游需求不断深化下，河南信阳旅

游以茶文化资源为内涵，深入挖掘茶文化旅游资源，以中原崛起战略

为契机，强化信阳茶文化研究，进行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茶文化旅游

开发，发现其中隐含的旅游契机，并从自然、生态、文化、信仰等领域

拓宽茶文化旅游作品，从而推进信阳茶文化旅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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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业，且发展趋势良好，新型

项目层出不穷，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范围广。目前，人们的收入和生

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休闲娱乐的需求也在增加，尤其是我国目前小长

假的制度，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旅游，对旅游行业也有了更多的

要求，新型旅游项目的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中以回归自

然，原生态绿色的茶文化旅游项目成为了旅游业的热点。

1 茶文化旅游的概念及背景
1.1 茶文化旅游的概念

茶文化旅游就是指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游客通过对茶

文化的体验和了解达到休闲娱乐，陶冶心情，放松心境的目的。茶文

化旅游项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一种新型的旅游项目，同时茶文

化旅游也可以带动茶叶经济的发展，是茶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文化旅游深受茶叶爱好者的喜爱，也为茶叶产地带来可观的经济

效益，是值得发展和开发利用的新型旅游项目。

1.2 茶文化旅游的背景
我国的茶文化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茶文化大国，中国人以茶作

为载体，从茶的生产到冲泡过程中提炼出了非常多的茶文化内涵，并

积极的弘扬茶文化，向国内外游客传播茶文化知识，通过茶为媒介加

强各国之间的交流，让中国茶文化发展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

大。对于中国人来说，茶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多的是与精神层面

茶文化旅游对茶叶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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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文化旅游是目前兴起的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茶文化旅游的兴起势必会对茶叶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

响，茶文化旅游只以茶文化作为核心内容，将茶和其相关的工艺流程以及冲泡鉴赏等环节作为开发的资源和内容方式，向

游客们展示了茶叶的文化起源历史、礼仪等，并将这些作为载体，形成了集观光欣赏、旅游体验为一体的旅游内容。游客通

过茶文化体验，不仅能感受到茶叶生产地的自然茶园风光，还能通过体验和参观感受茶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本文

通过研究茶文化旅游的概念及其背景入手，调查了目前茶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实践形式，并通过研究，阐述了茶文化旅游对

茶叶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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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对茶进行了开发，综合利用等，开展了

跟茶有关的各种研究和交流。许多普通的消费者也对茶很感兴趣，有

对茶文化深入了解和体验的愿望，茶文化旅游正是根据消费者的这

些需求而开展的，并且发展良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及经济效益。

2 茶文化旅游的内容与实践
茶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物质

层面是指茶文化的表象的体现，例如，茶的种植，栽培等。精神文化层

面指的是茶叶相关的历史起源以及各种相关的知识，例如，茶道，茶

艺文化艺术等，这些都对茶文化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茶

文化旅游指的是以茶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对茶文化的物

质文化进行资源的开发，让游客在茶叶的生产过程，风俗习惯，饮茶

礼仪的体验中，感受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2.1 茶树品种园
中国有很多地方都盛产茶叶，茶叶的种类也很多，每种茶都有自

己的特色，茶文化旅游中，可以设置茶树品种园的旅游项目，在茶树

品种园中收集整理不同品种的茶树，为茶树的展示和研究提供素材。

茶树品种园还应当有育苗基地，研究高科技的手段及方法培育茶树。

茶文化旅游项目茶树品种园的开放，能够给游客展示我国丰富的茶

树品种资源，突出我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

2.2 高产优质示范园
采用高科技手段和先进的技术培育出的优质无公害的高产优质

示范园，可以推动当地茶叶生产的发展。通过参观还可以了解茶叶的

生长状态、不同品种茶叶的特征、茶苗的种植方法以及茶树的管理采

摘等技术，在高产优质示范园中，还可以加入游客体验的项目，让游

客亲手体验茶叶的采摘，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

2.3 茶叶加工展示厅
茶文化旅游茶叶加工展示厅应该摆放茶叶加工的工具以及文字

说明，包括各种茶叶制作的流程介绍，方便游客参观时通过文字介绍

对茶叶的加工有详细的了解。茶文化旅游的茶叶加工厅还应当安排

具备相关知识的导游，对游客进行介绍，让游客了解茶叶加工设备的

用途和功能，达到向游客宣传茶叶加工知识的目的。通过茶叶加工厅

环节的设置，能够体现中国不同茶类茶叶加工工艺技术，不同品种加

工方法显示出中国作为茶叶大国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2.4 茶叶科普厅
茶叶科普厅主要用于茶叶知识全方位的展示，科普厅展示形式

可以是实物加文字图片说明的方式，通过导游进行讲解，向游客介绍

茶叶相关的科普知识，让游客了解到不同茶叶的主要成分及其功效，

蕴含的药理和营养价值。通过茶叶冲泡器皿的展示，冲泡茶叶的用

水，茶叶的鉴赏和储藏等展示和介绍，让游客更加深层次地对茶文化

有所了解。实物的展示中应有茶叶，茶树种子，泡茶的器皿等。另外，

在茶叶科普厅环节，还可以设置农家操作间，配置各种茶具，让游客

们自己动手体验泡茶的乐趣。

3 茶文化旅游对茶叶经济发展的影响
3.1 提高茶产业附加值

茶文化旅游可以提高茶产业的附加值，茶文化旅游的核心价值

是对茶文化的宣传和发扬，茶文化旅游中不仅有田园风光的欣赏，还

有体验互动式的茶文化项目，通过茶文化旅游的开发，可以带动当地

的茶叶经济，这种新型的旅游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了解和观赏的

过程中还能够亲自体验采茶，茶叶制作以及茶叶冲泡的乐趣，既有观

光体验又有互动项目，是非常受欢迎的新型旅游项目。茶文化旅游的

开发，把与茶相关的景观、景点、购物、餐饮都联系起来了，带动了当

地以茶为核心的经济，提高了茶行业的附加值，增加了旅游的收入，

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3.2 推动茶叶经济发展
茶文化旅游不仅能让游客了解茶文化的知识，还能让游客亲自

参与到茶叶的采摘，生产等环节。游客通过制作和品尝，可以直接购

买自己喜欢的茶产品，从而提高茶叶经济的发展。此外茶文化旅游景

区也可以开发一些茶文化旅游的纪念品，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购买

这些纪念品，馈赠他人或者自己留念，带动茶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

是对茶文化旅游景区的一种宣传，扩大茶文化旅游景区的知名度，从

而吸引更多的潜在游客群体，拓宽市场。通过对游客喜好的调查，景

区还应当及时调整茶品的结构，提高茶行业的经济效益，推动茶叶经

济的发展。茶文化旅游对茶叶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两

者也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想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大力开发和发展

茶文化旅游项目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3.3 促进茶产品品质提高
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而茶叶也是一种馈赠亲友非常好的礼

品和纪念品，这些茶产品也势必会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而发展，只

有好的茶产品才能够收到游客的欢迎，才有开发和销售的市场。茶产

品品质的提高不仅仅局限于包装的精美上，其实际内涵与内容品质

也要有所提高，这才是游客能真正需要的茶产品。提高茶产品品质质

量，使得茶产品向着多元化的思维发展，更加有利于茶文化的宣传和

发扬，从而实现了茶叶的价值和经济效益。只有高品质的茶产品才能

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为茶文化旅游景区带去好的口碑，同时茶文

化旅游景区的茶产品也代表其形象，好的茶产品可以使游客回到家

之后，还能够回味与品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对景区的良好印

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游客和景区的亲密感，能通过好的口碑和

效应，为景区带来更多的游客和收益。

3.4 茶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在旅游及茶行业的大力支持下，茶文化旅游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但还存在着不足，例如，茶文化旅游的形象不够明确，宣传

力度不够大，旅游资源及项目不够丰富，参与性不强，形式及内容比较

单一，对茶产品的开发也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于茶文化旅游，政府

和茶叶相关单位一定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将茶文化的特点与茶文化旅

游进行紧密的结合，在茶文化旅游的形式和内容上多创新，使得茶文

化旅游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起来，并且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另外，

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开发更多的潜在客户及市场，培养游客对茶文化

的兴趣，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真正喜爱中国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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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旅游和茶叶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发展

好茶文化旅游，对茶叶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正面积极的影响，不仅能够

提高茶产业的附加值，还能够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促进茶产品品质

的提高，所以政府应该大力支持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扩大茶文化旅游

的宣传力度，让茶文化旅游发展的更加丰富多彩，这样才能够发挥出

茶文化旅游对茶叶经济发展的积极的影响，带动当地茶叶经济的发

展，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和经济条件，传播中国的茶文化，将茶文化的

内涵和底蕴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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