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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最大“非遗”

南洋许多国家吸收了中国的茶与饮

食结合的方法，“以茶为菜”，茶

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食物。

当今世界产茶大国印度，其茶

种和植茶、制茶技艺也源自中国。

178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商

人利用到中国经商的时机，从广州

将中国的茶籽带到印度，从此开创

印度人工种植茶树的历史。到 1788

年，又再次引种，而且还从中国聘

请五十多名茶工到印度，帮助他们

制茶。

然而，茶叶在当地的种植一直

未能成功。为此，印度于 1834 年成

立植茶问题委员会，并派遣委员会

秘书哥登到中国购买茶种，种于印

度的大吉岭，又请中国四川雅安的

茶工传授种茶和制茶技术。

经过当地人百余年的努力，直

到 19 世纪后期，茶叶终于在喜马拉

雅山南麓的大吉岭一带发展开来。

凭借多年从中国的种源和技术输入，

加之气候条件优越，印度一跃成为

世界产茶大国。

另一如今闻名世界的产茶国斯

里兰卡，1600 年就由荷兰人试种过

由中国传入的茶籽，但未获成功。

直至 1841 年德国人瓦莱姆从中国带

去一些茶苗，栽种在沙格玛地区，

才有所收获。斯里兰卡气候条件适

宜茶树成长，政府也很重视茶叶生

产，种茶业由此兴旺。据记载，斯

里兰卡的第一批标准红茶，就是出

自中国制茶师傅的手艺。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践中，中国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桥

梁作用。来自五洲四海的人们，同

样可以因为共同的爱好欢聚一堂，

“喜共紫瓯吟且酌”。

度洋、地中海归国。 他将中国的茶叶、

瓷器等物带回欧洲，回国后写就《马

可·波罗行记》。此书震惊西方，

西方人从此对中国茶有了印象。

中国茶对欧美的普遍影响，始

于明代航海家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把茶和茶文化带往南洋

诸国以及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

从港口卸下来自东方的茶叶后，阿

拉伯商人再接着将它们销往欧洲。

1517 年，葡萄牙海员从中国带

回茶叶。1560 年，葡萄牙传教士将

中国茶叶品种及饮茶方法传入欧洲。

大批量输送至欧洲的茶叶，最初是

荷兰人在 17 世纪。

初从中国和日本进口，再转运

至欧洲各国。

17 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

球茶叶的最大输出国。海上丝绸之

路其实同时也是一条“海上茶叶之

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包括港口、船坞、商行等多种形式。

1757 年 起， 清 政 府 实 行 对 西

方国家“一口通商”制度，赋予广

州十三行行商对外贸易的特权。清

政府规定，凡茶叶、生丝、土布、

绸缎等大宗出口商品，只能由行商

承办；唯有瓷器和其他杂货，才允

许散商经营。行商实际上主要从事

的就是茶叶的海外出口贸易，广州

十三行成为茶叶贸易的枢纽。

1662 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

往英国，她的陪嫁中就有中国的茶

叶和茶具。在她的提倡下，饮茶成

了英国宫廷的礼仪，上流社会人士

随之纷纷仿效，这逐渐发展成了如

今极具英伦特色的“下午茶”风俗。

随着茶叶消费量的不断增加，

英国每年需耗费大量资金从中国进

口茶叶，贸易逆差巨大。到了19世纪，

向华输出鸦片成为英国解决这个问

题的突破口，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

在此之前，茶叶还成为大洋彼

岸另一场战争的导火索。1773 年，

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

民众，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

收政策，把英国东印度公司 3 条船

上的 342 箱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海湾，

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

美国独立战争的星星之火。参加这

次反抗事件的人被称为“茶党”。

1784 年，美国独立后派往中国

的第一艘船“中国皇后”号，满载

着茶叶等货物返回。

中国茶传入南洋诸国，自两宋

之时起。《宋史本纪》记载：北宋

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印尼人来

华贸易，中国就对其有茶叶输出。

当时在广州、明州（宁波）、杭州、

泉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茶是

与南洋交易的主要输出品之一。

当时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

和亚非一些国家贸易频繁，福建茶

大量销往海外。元灭南宋后，宋朝

移居南洋各国者增多，茶叶也随之

传往。元代忽必烈出师海外，用兵

南洋诸国，茶叶进一步输往该地。

　　当今世界产茶大国印度，其茶种和植茶、制茶技艺也
源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