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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最大“非遗”

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四部

分内容联合“打包”。受文化部委托，

湖北省代表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递交了申报表和相关材料。

多省市联合“打包”申遗由此成

了一份宝贵经验。譬如 2014 年在德

国波恩举行的第 39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中国“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

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

址，不仅不在一省，其实各自也有不

尽相同之处——当年永顺土司彭氏家

族的属民主要是如今称为土家族者；

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的属民，主要是仡

佬族、苗族为主；唐崖土司的属民倒

又是土家族了。尽管都位处中国西南，

可这些民族自身的文化、生活习俗并

不是一模一样的。

刘秋萍告诉记者：“中国有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56

个民族中，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

己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茶文化的

传承。通过‘中国茶’来‘打包’

申遗，就有很大可能整体上保留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一个

民族是需要痕迹的，如果整体上能

够保留这些痕迹，一定比单单保留

一省一地的一两种制茶技艺更好，

功莫大焉。”

张海岚观察到，被“打包”进“中

国茶”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者，

已囊括了前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相关茶技

艺和习俗项目。“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申请和评定不同于国家级的

非遗申报，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申

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

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的遗产项目，近年来，一

般来说都是由国家汇集某一类优秀

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合成一

个大主题进行申报。”张海岚分析道。

毫无疑问，“中国茶”成为了迄今

为止申遗项目中的最大主题。

中国茶，博大精深

“中国茶”申遗项目，所“打包”

的 44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涵盖绿茶、

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

再加工茶等传统制茶技艺和径山茶

宴、赶茶场等相关习俗。

以“领衔”的浙江杭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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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中国茶”

申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