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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最大“非遗”

曲本是中国的“百戏之祖”，尽管

在清代一度与京剧等分称——昆曲

为“雅部”，京剧等为“花部”，

但花雅之争，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

大系统内的两分枝。正像 20 世纪京

剧大师梅兰芳访问苏联并进行演出

之后，苏联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对中国戏曲如此概括：

“中国戏有充满诗意的、样式化了

的现实主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还谈到，“中国剧的表演，是一种

有规则的自由运动”。比较京剧与

昆曲，包括 19 世纪至 20 世纪诞生

的许多地方戏，无不有着此等“有

规则的自由运动”，甚至连有“西

装旗袍戏”之称的沪剧也莫不如此。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可以和俞振飞

同台演出昆曲《牡丹亭》；近些年，

京剧梅派大青衣史依弘不仅唱过程

派名剧《锁麟囊》，也曾唱过昆曲《牡

丹亭》；苏州昆剧院的王芳昆剧、

苏剧兼能。前些年，一些昆剧演出

凑不出武戏演员，直接到京剧团“搬

救兵”。这都说明了中国戏曲本身

就是一个大门类。可当年并没有谁

牵头来一次以“中国戏曲”为名的

申遗。为何如今牵头“中国茶”申

遗的浙江，不单单以龙井茶的传统

制茶技艺与相关习俗来申遗，而要

拉上这么多小伙伴呢？

中国茶道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上海茶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刘秋萍认

为，昆曲申遗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回看这些年，世界各国的申遗热情越

来越高，而对于文明古国中国来说，

曾经对一些身边日常所见之物平常视

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

开门七件事之一。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饮食’这个

词中，‘饮’不就是喝茶吗？”刘秋

萍对《新民周刊》记者解释道，“可

当我们对一些事物平常视之的时候，

别家也许已经极为重视。譬如前些

年端午申遗，我们的邻居就走在了前

边。”刘秋萍所指，系 2005 年韩国

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当时，国内愕

然者有之，愤怒者有之，不服者有之，

可许多人并未想到一点——原本我们

视端午为一个平常的节气，哪怕也知

道这个日子与纪念大诗人屈原有关，

或者有些地方的人认为是为了纪念伍

子胥、曹娥等等的，反正总体上说就

是到了端午节就要吃粽子，挂菖蒲，

烧艾叶，也许口中还念念道“吃了端

午粽，还要冻三冻”。这，也能成为

世界遗产？

看了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

国内有人研究出——韩国端午祭的

意识，最初应该就是从中国传去的，

起码风俗上与中国一模一样，可随

后，又有了本地化的内容。也正因此，

“韩可申，我也可申”，2009 年，

中国端午节申遗成功。当时，湖北

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及湖南汨

罗市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

且由全国 15 个省 44 个涉茶类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

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

这是张海岚的观察。作为华东师范

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

究院特聘研究员，张海岚特别关注

此次“中国茶”申遗。“持续关注。”

张海岚解释道，“因为本次申报是

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且联动了安徽、

湖北、江苏、浙江、云南、福建六省。

这六个省份，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

和华南四大茶区。”

2022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茶”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庆典

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仪式上，发

布了一个宣言——《迈向可持续发

展新未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保护传承杭州宣言》。

“宣言”由“中国制茶技艺及相关

习俗”保护工作组的 47 个成员单位

共同发布，提出将做好激发代际传

承活力，促进传承发展；扩大实践

范围，拓展实践空间和实践形式；

促进可持续发展，弘扬当代价值；

完善保护机制，深化互动协作；持

续监测该遗产项目的潜在风险并妥

善管理等五方面工作。

之所以会在杭州举行庆典，是

因为“中国茶”申遗，本身就是由

浙江牵头申报的。回看中国申请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路，首个申遗

成功的是昆曲。2001 年 5 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

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

我国的昆曲艺术入选，中国也成为

首批获此殊荣的国家之一。

以廿多年前昆曲艺术申遗，和

如今“中国茶”申遗相比较——昆

　　之所以会在杭州举行庆典，是因为“中国茶”申遗，
本身就是由浙江牵头申报的。

世界关注“中国茶”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