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化的力量促进茶叶经济的发展

  

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 罗庆芳

     

 2007年 9 月 ，在都匀市举办的贵州省茶文化节 ，也跟历届茶文化节一样 ，都企望通过文化的力量来促进贵

  

州茶叶经济的发展 。 应该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活动 ，而是造福贵州茶叶经济的寓意深远的一项很有价值

  

的工作。 为什么这样说呢？著名茶叶专家童启庆 、寿英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茶业展望》一文中指

  

出：
“

新经济的特点之一是不再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是鼓励企业文化的创造与确立 。

”

正因为如此 ，他们认

  

为：当前必须
“

致力于茶文化研究与推广 ，用文化的力量促进茶叶经济的发展。

”

  

一
、改变茶业现状的必由之路

      

茶叶经济要在 21 世纪寻求持续发展 ，与茶文化事业的深入开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茶文化事业的繁荣 ，

  

可以为茶叶经济拓展空间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 ：让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与冠盖全球的优质茶叶产品 ，
一块登

  

上世界舞台，让茶文化为茶叶经济服务 ，就像十多年前的《唐老鸭与米老鼠》跟它的产品一道风靡中国一样 ，让

  

中国底蕴丰厚的茶文化与中国茶产品一道 ，也去异国他乡打开市场 ，拓展市场 ，为世界人民服务 。

      

中国大大小小的茶商不下十万 ，然而 ，不少大生意却越做越冷落 ，巨大的茶产业每况愈下 。 中国茶业发展

  

基金会副会长刘崇礼在三年前曾说过 ：
“

反视中国 ，茶叶面积世界第一
，茶叶产量世界第二 ，茶叶出口世界第

  

三 ，茶叶创汇世界第四 。

”

并深有感触地认为这是痛心的一
、二 、三 、 四 。 三年多来 ，这～现状虽有所改观 ，但从

  

总体看 ，仍无大的变化。 相反 ，不产茶叶的英国 ，其
“

立顿
”

红茶却垄断天下 ；茶质并无特色的日本 ，却以凝聚了

  

一个大和民族的日本茶道而闻名世界。 究其根源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茶产业与茶文化紧密关系认

  

识不足 ，对茶文化的推界不力 ，局限于单纯的生意经 ，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

      

当前 ，从文化着眼开发市场已成各国成功企业的共识。 以文化意识来谋求社会经济发展 ， 已成为当今世

  

界检验一个民族 ，
～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尺 。 现代社会 ，文化成为人类最普遍的消费对象。 再加

  

上文化具有传播快 ，接受面广及反复消费等特点。 因此 ，文化是能够为经济带来效益的。 有时甚至是先声夺

  

人 ，出奇制胜。 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茶文化对茶产业的这种促进作用 ，只要我们真正把弘扬茶文化与促进茶

  

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只要我们真正将历史、传统 、经验及过去的辉煌与当今市场经济的理念结合起来 ，我们就

  

可以把茶企业做大 ，做强 ，并再铸茶叶产业的辉煌。

  

二 、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关系

      

关于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关系 ，有茶人这样描述 ：
“

茶文化是茶产业开发的翅膀 ，茶产业是茶文化的依托和

  

载体。

”

可见茶业与茶文化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茶产业这个载体 ，茶文化就失去了依托 ，同时 ，茶产业

  

的发展 ，离开了茶文化 ，就等于失去了腾飞的翅膀。 陈文华先生在《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一书中为茶文化这

  

样定义 ：

“

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

茶与茶文化 ，是我国文化发展

  

中的特产。 从作为物质本体的茶叶 ，到古朴典雅 ，款式优美的茶具 ，景致幽雅的茶楼 ，以至作为精神享受和消

  

遣的茶诗、茶书 、茶画及渗透到国民精神中的种种茶俗 、茶礼 ，都是茶文化所涵盖的内容 ，它既包括了茶 ， 又包

  

括了茶饮之人 ，更包括了茶饮本身的行为及茶人所成就的一系列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成果。 中国五千年的历

  

史 ，茶文化作为一种家家需求的精神物质 ，作为待客之道的载体 ，发挥着公益性的效果。 而茶宴作为国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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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家事间的桥梁 ，更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 就精神内涵而言 ，茶文化的源头在道家 ，核心在儒家 ，发展在佛家。

  

茶文化涉及多门边缘学科 ，历史 、 民俗 、宗教 、文学 、哲学 、医学 、艺术 、美学 、饮食等 。 以人为本 ， 以茶为体的茶

  

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统一的文化载体。 是中华民族一颗灿

  

烂的明珠。 茶文化产业始终与此同生共荣。 舒曼在《竞争环境与茶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文中 ，为茶文化产业定

  

义 ：

“

所谓茶文化产业是指从事茶文化产品和茶文化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为这种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相

  

关服务的产业 。

”

基本内容是 ：茶叶经营 、茶具经营 、茶艺馆经营 、茶艺师培训 、茶文化产品广告传媒和各类茶文

  

化活动（包括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艺术节等）。 中国茶文化产业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开发的产业 ，其潜力之巨大 ，

  

足以令国内外茶业界虎视眈眈。 而事实上 ，已有不少其他企业以不同姿态开始进入茶文化产业界 ，参与业内

  

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稳步而快速向前发展 ，民众收入的增加 ，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可以预见 ，消费

  

水平的纵深发展 ，必将带动茶文化产业和服务等领域的精神消费的提高。 这也就为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

  

的契机。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茶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必将进入一个新天地。 另外 ，在当今的现

  

实生活中 ，由于商潮汹涌 ，物欲剧增 ，生活节奏加快 ，竞争激烈 ，所以人心浮动 ，心理易于失衡 ，导致种种竞争因

  

素的不和谐 。 美国学者弗克森说 ：
“

社会要和谐 ，人类要和平 ，人生要幸福 ，都要从净化人心着手 ，没有人心的

  

净化 ，不从根本着手 ，
一切都是空谈。

”

中国茶文化选择了
“

和
”

，和睦友善 ，和谐相处。 它包含了人类生活中许

  

多美好的情愫。 作为一种沟通 ，
一种亲近 ，可以说 ，茶文化是雪中送炭 ，是理解关爱的一声问候 ，是甘苦同尝 ，

  

荣辱共担的一种默契。 茶文化更是一种宽容 、善意和温情。 有时甚至是一杯茶在手 ，相逢一笑尽释前嫌的气

  

度。 对茶文化的核心内容 ，舒曼说 ：

“

就知识而言 ，茶文化是格物致和 ；就哲学而言 ，茶文化是天人合一
；就做人

  

而言 ，茶文化是廉洁奉公；就心态而言 ，茶文化是去浮消躁 ；就政治而言 ，茶文化是崇德贵民 ；就伦理而言 ，茶文

  

化是礼敬诚信；就人文而言 ，茶文化是琴棋书画 ；就社会而言 ，茶文化是远神近人。

”

对茶文化的这种和谐融洽

  

精神 ，许多知名学者各有阐述。 陶行知曾撰一联 ：
“

欢欢喜喜喝茶 ，叽叽咕咕谈心 。

”

吴觉农认为：
“

饮茶是一种

  

修身养性的手段 。

”

韩素音说 ：
“

茶是礼貌和精神纯洁亲和的化身。

”

由此可见 ，茶文化的内涵 ，适应着社会激烈

  

竞争的人文关怀和需要 。 同时 ，也是茶文化产业必将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和喜爱的契机。

  

三 、谋求茶业发展的时代契机

      

面对东茶西移 ，面对茶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契机 ，贵州茶产业和茶文化必将蓬勃发展 。 虽然 目前贵州茶

  

业参与竞争的形势不容乐观 ，特别是茶园的粗放管理 ，经济效益的低下 ，企业规模的弱小 ，品牌意识的薄弱 ，小

  

农经济式的生产 ，家庭式的经营状态 ，都在很了程度上制约着贵州茶产业的发展。 但是 ，贵州茶文化产业只要

  

能够把握契机 ，采取多种措施 ，努力提升茶叶市场竞争力 ，同样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十分可喜的是 ：

  

中共贵州省委和省政府今年 3 月 30 日 ，以黔党发 6 号文件形式 ，下发了《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9 个方

  

面共 27 条措施 ，为全面提升我省茶产业发展水平 ，振兴茶叶经济 ，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这是贵州茶叶经济必将

  

快速发展的前提。 当然 ，我们也应该看到 ，贵州茶业的确落后于不少茶区 ，要适应新经济的发展 ，还必须下大

  

力气扎实工作。 就贵州茶文化产业的现状来看 ，要提高市场竞争力 ，获得大的发展 ，必须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

  

题 ：首先是着力提升茶叶品质的问题 。 要按产业化 、规模化 、标准化 、商品化发展的要求 ，优化种植布局 ，努力

  

推进茶园良种化 ，积极发展安全保健 ，色香味俱佳的有机茶 。 要采取
“

政府扶持 ，企业运作 ，企业所有 ，集中连

  

片 ，分户经营
”

的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资金 ，建设高产优质有机茶叶基地。 第二是组建现代化的茶业龙头企

  

业 ，提高茶叶生产集约化程度。 必须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发展 ，形成市场牵动龙头 ，龙头带动基地 ，基地联结农

  

户的产业链 。 在政策 、资金 、技术上大力扶持。 培育新的产业集团 ，实行贸工农一体化 ，带动全省茶叶产业化

  

发展 。 都匀毛尖集团 ，贵定云雾茶企业 ，湄 、凤 、余茶业集团等 ，已经成为贵州茶业发展的龙头 ，这些企业走出

  

国门 ，服务世界的时间 ，也就是贵州茶产业大发展的时候。 第三是全力打造
“

黔茶
”

品牌 ，不断扩大黔茶的市场

  

影响力。 品牌是消费者对一个公司 、
一种产品的所有期望的总结 ，它包括质量 、价值 、文化 、社会地位 、象征质

  

量水平的有关产品及厂家信息。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品牌在市场不断成长的过程 ，是企业无形资产不断

  

积累的过程 ，也就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成功企业走从品牌到名牌的道路。 品牌的核心价值要体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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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要求 ，满足消费者要求，得到市场的认知和认可。 名茶并不等于名牌。 名茶是专家认可 ，名牌是市场认可。

  

要加大名茶转化为名牌的力度 ，关键是增强品牌意识 ，加快原产地保护标志的推广 ，扩大黔茶的市场影响力。

  

品牌是产品质量的保证 ，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是消费者的信心所在 ，是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打造黔茶品牌 ，必须强化黔茶品牌整合 ，谁先整合，谁就掌握先机 ，谁就统领市场。 同时还要创新黔茶市

  

场营销 。 我们热切地期望着都匀毛尖 、贵州云雾 、湄潭翠片等品牌能够尽快成为服务全国 ，服务世界的名牌。

  

第四是挖掘贵州茶文化内涵 ，并以茶文化旅游提升黔茶知名度。 贵州茶文化资源丰厚 ，茶文化旅游是生态旅

  

游、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都市人所追捧。 当前 ，贵州必须组织力量大力挖掘茶文化资源 ，支持开

  

设茶艺馆 ，观光茶园 ，支持茶叶主要产区开展茶文化节，茶文化旅游节等各类茶文化活动，建设集
“

旅游 、参观；

  

购物
”

为一体的旅游项目，积极发展茶文化旅游 ，走以茶文化旅游促进茶产业发展之路，不断提升贵州茶叶知

  

名度 ，扩大市场影响力 ，促进茶叶消费和茶叶贸易，巧借旅游之力 ，做大茶叶品牌 ，发展礼品茶 、普通茶 、外贸

  

茶 、特供茶等四大类茶。

      

贵州茶文化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茶歌茶舞历代相传 。 名人咏茶赋诗不断 ，为挖掘茶文化 ，我们要在新的

  

起点上 ，按照收集 、挖掘 、整理 、提升 、结合、发展的要求 ，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把茶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做

  

好 ，在茶文化和茶产业的结合和相互促进上下功夫 ，以达到弘扬茶文化 ，振兴茶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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