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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茶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价值及其发展 

杨异 

【摘 要】随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生态旅游将成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一个茶业大

省,浙江拥有众多口碑良好的茶山和井泉等茶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只要秉承生态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妥

善保护的前提下有方向性地进行生态旅游的开发,前景可谓广阔,并且有望带来良好的经济、社会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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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健康、环保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已逐渐成为民众生活中的时尚。“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

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 1983年首先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将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

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
[1]（P92）

一般而言庄态旅游的目的地是一些保存完整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规模的小

型化,同时注重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亲近自然、保护环境意识的养成。生态旅游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兼顾区域经济效益同时也

强调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感动和教育接受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大力提倡“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当下,生态

旅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尤其显得意义非凡,其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浙江省有着深厚的茶文化历史背景,并且是众多名茶的产区,如自古闻名的龙井、罗芥、紫笋,以及新涌现的千岛银针、雪水

云绿、羊岩勾青、开化龙顶等。浙江又以青山绿水闻名,而每一种名茶的产生,无疑都要以美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因此浙江境内

的重要茶文化生态资源可谓数量众多,其核心景观主要是井泉和茶山两大类,这些茶文化生态资源,连同部分附属景观如寺庙、茶

馆、名人碑刻等,既是宝贵的中华茶文化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更是不可低估的自然、文化遗产。进一

步挖掘保护和开发浙江地区的茶文化生态资源的旅游价值,将生态旅游与茶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结合起来,对于健全浙江茶叶

历史、扩大浙江茶文化影响、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均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青山、绿水、名人:浙江茶文化生态资源特色 

浙江是全国范围内茶文化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茶的生长环境离不开阳光、空气、土壤、水

源等基本的生态要素,这些要素也构成了茶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全境丘陵起伏谷壑纵横,气候又十分温润,

最适宜茶树的生长。浙江水系发达,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名泉甚多,最适宜茶叶的烹煮和冲泡。其实自然界的山水本身就是人们日

常旅游的主要内容,而跟普通的山水景观有所不同的是,掺入了茶文化的因子,这些自然资源往往变得与众不同且富有深厚的历

史文化气息。中国茶文化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名人,无疑是推动这些山水进入更为广阔的茶文化视野的主要力量,因而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茶文化生态资源之中也积蓄着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存的物质载体。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传世名作《陋室铭》中说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同样众多的茶山和泉水加

果没有文化名人的涉足和品评,势必难以获得如今的声誉和名望。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中国的“茶圣”陆羽就从湖北来到浙

江的湖州地区,在这个优质茶叶的重要产区筑室煮茶,潜心钻研,终于写成千古流芳的茶学经典《茶经》。在《茶经·八之出》中

陆羽列举了八个当时优质茶的出产区域,其中浙江居其二:浙西和浙东。在产茶区的明细记载中不仅包含了陆羽曾经生活过的顾

诸山地区,还包括今长兴县的其他产茶区如白茅山、凤亭山、啄木岭等。《茶经》中提及的浙江产茶地还有安吉、德清、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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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建德、余姚、宁波、东阳、天台等。除《茶经》所记之外加今浙江的武义、开化、余杭、淳安、江山等地,也盛产优质茶

叶。这些散布于浙江各个地区的产茶地是浙江山水灵性所聚,均以空气质量上乘、生态环境优异闻名,以至于人们往往都持有这

样一种观念:因为茶叶的生长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因此产好茶的所在,一般都是洁净优美、适宜人居的场所。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对

于浙江茶山生态旅游的推广应该是极为有利的基础。 

陆羽还曾对当时的优质水源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考察和品评,对天下诸多适于煮茶的名泉进行了排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

资料,记载于唐人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中,前后凡十九名(第二十名雪水系概指,或可忽略不计),其中位于或流经今浙江省境内

的,就有三处:吴松江水、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和桐庐严陵滩水。而在明代徐献忠的《水品》中出现的浙江名水的数量又大

大增加,计有:雁荡山龙鼻泉、天目山潭水、吴兴(今湖州)白云泉、顾诸金沙泉、吴兴井山太阳坞碧林池、四明山雪窦上泉水、

天台桐柏宫水、黄岩灵谷寺香泉、乐清沐箫泉等等。而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浙江名水景观数量更多,知名度更广,仅杭州一地,就有

玉泉、虎跑泉、龙井等,明代高镰《四时幽赏录》对虎跑推崇备至云:`西湖之泉以虎跑为最。西山之茶以龙井为佳。”清代乾隆

皇帝品评天下茗泉,将虎跑泉列为天下第三。中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深刻体现在对水质的重视上,而这些名泉的所在地,全部都

是生态环境优良、山青水秀之地,在这些地区开展生态旅游,无疑是十分适合的。 

山水,在某种程度上是浙江的灵魂,其省会杭州就以“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四回)闻名于

世。这样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在千百年间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来到浙江悠游、生活,这些有着高雅志趣的文化名人对茶的钟

爱,也推动了茶文化遗迹在浙江优美自然环境中的大量产生。陆羽来到湖州,使得顾诸山和金沙泉天下闻名；欧阳修、苏轼来到

杭州,遂有了六一泉,并留下了大量的茶诗；即便是本省所出的陆游,在杭州修史时,也留下了“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司亩安春雨初霖为的千古名句；乾隆帝两度在杭州观摩采茶,一次在灵隐,一次在云栖,并前后写了两首《观采茶作歌》,从而使

得此二地的茶事声名大振。 

茶事的开展往往与著名的寺庙密切结合,而诸多名刹又往往建在出产好茶的名山之中,如杭州的天竺、灵隐、大慈山、狮峰

山、南屏山等,自佛教盛行以来,陆续建有天竺寺、灵隐寺、韬光寺、广福院和净慈寺等,狮峰山胡公庙前还植有乾隆帝钦点的`

十八棵御茶”。唐大历三年(768)余杭建径山禅寺,径山茶和径山茶宴经由日本学佛僧人传至日本,径山也因此在历史上以佛教圣

地和茶道祖庭而闻名。 

浙江之所以成为令人向往的茶文化生态旅游胜地,总体而言,是由于其山水之胜、林壑之美、泉水之净,这些生态因素,与丰

富的名人遗迹、历史文化遗存和相关文学艺术作品密切结合,逐渐形成了浙江茶文化生态旅游资源最具吸引力的特色。 

二、浙江茶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随着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浙江的历史使命的提出,浙江省的生态旅游也面临着极大的机遇与挑战。机遇在于,随着

浙江人均 GDP 的飞速提高,生态旅游的需求也逐日增长,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表明,旅游行业一般要经历,见光游—休闲游—度假

游三个发展阶段,当人均 GDP 达到 2000 美元时林闲游将获得快速发展；当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时,旅游方面会出现爆发性需

求,旅游形态出现以度假游为主时期；当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时,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

出现多元化趋势。2011 年,浙江省人均 GDP 为 58665 元,约合 9083 美元(按年平均汇率 6.4588 测算,统计数据来源于浙江省人民

政府网站),以此来推测,浙江省的旅游业将迎来多元化的发展浪潮,度假旅游将成为其中的热点,而度假游并非走马观花式的短

期消费(如观光游、购物游等),选择生态环境优良的处所作一段时期的休养游乐,是其主要的特点。 

2010年 8月和 2011年 6月,江山的江郎山和杭州的西湖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录,结束了浙江作

为旅游大省却没有世界遗产的历史,无疑也给素以真山真水闻名天下的浙江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两个新晋的世界遗产中,

前者属于比较纯粹的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地区典型的丹霞地貌遗存；而杭州的西湖,则是经久闻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

为重要地位的一处自然文化双重遗存。江郎山和西湖,也代表了浙江生态旅游的两大类型的目的地:单纯的以自然山水和优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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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吸引游客的景区,和融合自然文化双重魅力的景区。 

在浙江,这两种类型的旅游资源无疑是丰富的,而其中茶文化生态旅游,应当是兼具两种特色、极富吸引力的门类。浙江的茶

产业和茶文化之兴盛,堪称举国闻名。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 2010年底,浙江全省茶园面积 270万亩,同比增加 6万亩,增幅 2.4%；

茶叶产量 16.6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茶叶产值 86亿元,同比增 10.7亿元,增幅 14.2%,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名优茶产值 78亿元,

同比增加 10 亿元,增幅 14.7%。余杭、西湖、松阳等 3 个县区被列入 2010 年度农业部标准茶园创建示范县实施项目。与此同时

浙江省的茶叶出口继续占据全国半壁江山,2010年,全国出口茶叶 30.42万吨,出口额 7.84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 
[2]P20-21

。 

茶产业的迅猛发展,体现着浙江多丘陵山地的特色,也为浙江的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地。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

核心区域,本身就拥有杭州、宁波、温州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又毗邻上海和苏南都市圈,风光秀丽、空气洁净且人文底蕴深

厚的浙江茶产地及相关的旅游产品,无疑对久居这些都市、很少亲近自然的居民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近年来浙江龙井茶诸产

地掀起的上海游客周末度假、甚至在当地选购房产的热潮就是一例。这种由生态性第一产业带动旅游业、房地产业发展的驱动

力究竟还有多少提升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和思索。 

综上可知,浙江山区的茶文化生态旅游发展前景是良好的,有机会成为全省生态旅游的主线并仍然拥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尽

管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观,但我们作为生态文明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必须把坚持生态文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应

当看到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工业水平持续提高,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浙江的富裕程度居全国前

列。但是回望我们的发展走的仍然是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为我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比

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尽管近年来治理环境、改善生态的努力渐显成效,投入也逐年增大,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

在治理环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之时,把实现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切不可急功近利、只注重眼前利

益、经济效益挂帅,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循环利用。 

茶文化生态游的组织者在营建新的旅游服务设施时,应注重材料的环保、污染的控制、能源的节约,尽量使用天然材料,特别

是周边可以利用的材料(如毛竹)等,注重材料的可再生性和循环利用价值。杜绝使用对人体健康有害且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化工材

料等。在生态旅游的实际组织操作中要严格践行生态的理念。生态不应该是一种符号,也不应该是一个口号,如何具体落实创收

盈利和信守生态,是每一个生态旅游经营者和从业者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整套旅游产品(包括吃、住、行、游、娱、购等六

大要素)的提供上,必须践行生态原则。而作为游客,在享受茶文化生态旅游之乐趣和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应当坚持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尽力做到文明、健康和对游览环境的零损伤,这样的理念,不仅仅在目前的“生态旅游”中必须遵循,

而且应该将其拓展到其他普通的旅行之中,甚至普及生态行为到自己平日里的每一次行动之中,惟其如此,我们倡导的“生态”生

活方式才能一以贯之,并且为国家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略尽绵薄。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攀升在旅行这样的消费行为中践行生态的理念和原则,已经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广泛共

识。ZO11年 6月 1日,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国策指引下,正式实施了《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汪 GBT/26362一 2010),

从而在行政层面上明确了生态旅游的发展路径。浙江的茶文化生态旅游景点,有其独特的魅力,并且已经在民众心目中有着相当

理想的地位,因此茶文化生态旅游在浙江的发展,基础扎实,底蕴深厚,前景广阔,假以时日,完全有机会成为浙江旅游新的突破口

和增长点。在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只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共同努力,始终做一个有心人,践行生态原则,保证可持续发展,

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就能真正实现优化生态旅游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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