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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茶文化“一带一路”传播的思考1 

陈 卓 

【摘 要】：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

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作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的茶马古道，

分川藏线、滇藏线两路，其历史主要区域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四川的茶马古道尤为重要。茶马古道是泛丝绸之路

的组成部分，是川茶国际贸易的初始形态。茶马古道上行走的马帮，将川茶连同川茶文化一并带到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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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 9月 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上首次提出建立“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议，并与同年 10 月 3 日提出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

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主要方向，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由中国沿海港口过

南海到南太平洋；在陆上主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

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拓展中国西向发展的经济空间。通过打通欧亚大陆通道建立泛亚与欧洲大陆的紧密联系，

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重构东西方经济地理。为此，需要在东西之间即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若干通道干线及其节点并形成以

这些干线和节点为依托的新经济区域，其中，铁路干线是最重要的支撑。成都处于欧亚大陆桥中心节点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因

而其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一种特殊条件，即具有将其打造为欧陆与泛亚两大经济空间的联通枢纽，成为东西方枢纽

的可能性。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四川省、成都市提出了“蓉欧+”发展战略，开创四川全面开放新格局。 

蓉欧快铁是实现“蓉欧+”发展战略的主支撑，成都制定了蓉欧快铁年发班列 1000 次以上的宏伟规划，打造四川走向世界

的战略大通道。丝绸、瓷器、茶叶，自古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四川是茶叶大省，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打响川茶品牌？如何让川茶更多更好地搭上蓉欧快铁，远销亚欧非？面向“一带一路”传播川茶文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

基础工程。 

一、茶马古道是川茶融入“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基础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

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作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的茶马古道，分川藏线、滇藏线两路，其历史主

要区域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四川的茶马古道尤为重要。茶马古道是泛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是川茶国际贸易的初始形态。茶

马古道上行走的马帮，将川茶连同川茶文化一并带到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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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重塑“丝绸之路”，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再是马帮，取而代之的是航空、海运和快铁，

茶马古道已成为历史遗迹。然而，茶马古道留下的历史文脉依然弥足珍贵。搭载蓉欧快铁而至的川茶，凭借茶马古道的文化遗

产，异域的人们会知道我们来自何方，能唤醒跨国界的共同历史记忆。 

二、 “一带一路”战略给川茶“走出去”带来历史机遇 

投资、需求、国际贸易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川茶的发展短板在哪里？在国际贸易。2016年中国茶叶产量 241万吨，

同比增产 7.4%；出口 32.87万吨，同比增长 1.2%[1]；四川省 2016 年茶叶产量 26.4 万吨，同比增长 6.4%[2]，但是，川茶出口未

纳入四川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年报主要出口商品统计行列，可见川茶出口规模之小，与一个茶叶大省的称号极不相称。 

川茶如何“走出去”，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中再塑辉煌

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机遇摆在面前，关键看谁能抓住。如果我们没能很好地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川茶将会被浙茶、闽茶、徽茶、

滇茶远远地甩在后面。只有将川茶外销全面融人“蓉欧+”战略，搭上蓉欧快铁的班列，努力拓展“一带一路”市场，川茶经济

才有望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 

三、川茶文化传播是川茶“一带一路”品牌营销的关键 

饮食类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具有其特殊性。饮与食，包裹着太多的文化，饮食的演变史是一部世界各民族文化传承与文

化交融的发展史。饮食类商品拓展国际市场，首先需要实现跨国目标市场消费者的文化认同。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能实

现全球连锁经营，靠的不仅是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标准化高品质产品与服务，成功秘诀之一是局超的文化输出。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清朝，中国茶成为欧洲各国贵族追逐的宠儿，然而，好景不长，印度、斯里兰卡红茶就成为了中国在

国际贸易舞台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今天，居于世界第一的茶品牌却属于不产茶的英国，是总部在伦敦的世界 500 强企业联合

利华所拥有的“立顿红茶”。回望历史，教训颇多，其中重要的一条：仅将中国茶作为一般的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没

有将中国茶文化有效地向外传播，没有充分实现中国茶文化的国际认同。 

川茶包括绿茶、花茶、红茶、黑茶等，品种齐全、品质俱佳。川茶文化，包裹着天府文化的精髓，茶艺、茶具、茶品具有

独特的人文魅力。川茶要走出“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困境，扩大“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占有率，必须大力实施川茶文化海外传

播，向“一带一路”国家讲好从茶马古道一路走来的文化故事。 

四、提升川茶文化“一带一路”传播的几点对策 

如何有效地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传播川茶文化？如何才能向世界讲好川茶故事、获得文化认同？需要高水准的策划

与包装，需要符合世界潮流的艺术表达，需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运用，需要符合现代人审美取向的海外体验门店和商品

装潢。 

一是实施品牌整合提升。四川茶商，中小企业众多，商标品牌众多，缺乏国际化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可识度偏低。要

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大力推动川茶企业兼并重组，引导设立川茶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川茶上市融资，培育川茶龙头企

业；另一方面，要按照国际惯例，进一步加强原产地标志建设，塑造川茶国际品牌。政府引导，茶叶协会、龙头茶企为主体，

让众多的川茶品牌统揽到“天府源”之下，共塑川茶国际品牌，抱团共闯“一带一路”市场。 

二是提升川茶文化表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讲好川茶故事，需要高超的艺术表达。今天的人们，既保留着阅

读文字的习惯，又有了通过影像直观、形象、快捷获取信息的便利。组织茶艺专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共同创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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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一带一路”地区受众的文字，让曾在茶马古道上流传的川茶文化重新唤醒，这在当下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组织一

流的影视机构、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摄影家，拍摄一流的川茶纪录片，让“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了解，“天府之国”，不仅

有大熊猫、回锅肉、麻婆豆腐，还有如此美味飘香的川茶，如此博大精深的茶艺。组织知名编剧、导演和演艺团队，创作折射

巴蜀风光、川茶文化、茶马古道记忆的影视、舞剧、歌剧、话剧等优秀艺术作品，就像电影《五朵金花》《刘三姐》《阿凡达》

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外游客到大理、桂林、张家界旅游那样，吸引“一带一路”的受众探寻川茶文化、品尝川茶美味。 

三是开展媒体融合传播。当今是全球互联网时代，是融媒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传播川茶文化，

仅靠传统媒体作为载体是绝对行不通的，需要我们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更多地以新媒体为载体。针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力量，构建多语种川茶门户网站，搭建川茶文化线上传播与川茶线上营销融合的平台，在互联

网上建立起川茶国际窗口。组织一流团队，制作大量精美有趣的短视频、创作大量优美感人的短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异

国各类网络传播平台开展线上川茶文化传播。在境外，运用 TWITTER、FACEBOOK、微信等“一带一路”国家广泛接受的社交媒体，

经过高水平的策划，不断推送川茶文化，加速壮大川茶境外粉丝群体。总之，“眼球经济”的时代，我们只有打破传统，创新

应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川茶才能换来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们的关注，才能让川茶的国际贸易之路越走越宽广。 

四是拓展文化传播渠道。川茶文化对外传播，市场主体要主动作为，要充分动用媒体的力量，但仍然需要政府担责、担纲。

一是需要各级政府利用各种对外交往的机会，向外国政要、国际友人、外商主动宣传川茶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安排海外嘉宾

参观四川茶叶产区、观摩四川茶艺表演，以川茶待客、以川茶赠客，宣传川茶文化。二是组织川茶企业，赴“一带一路同家和

地区尚水准地参加国际农副产品交易博览会，政府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为川茶企业站台，传播四川茶文化，推广四川茶品牌。 

五是构建国际认证体系。咖啡能在全世界普遍接受，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质量具有国际认证标准，咖啡师也有国际认证标准。

例如，欧洲 SCAE 咖啡协会、美国 SCAA 咖啡协会等对咖啡师的认证，不仅对提升咖啡行业的服务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传

播咖啡文化的重要平台。川茶要走向世界，需要建立国际认同的标准。川茶的国际质量标准，只能由四川政府与企业来共同建

立，而关键在于该标准要获得国际认同。同样，川茶茶艺师的认证标准，也只能由四川政府与企业来共同建立。川茶茶艺师的

认证，与川茶文化传播息息相关。川茶茶艺具有独特的人文魅力，茶艺师是传播川茶文化的使者。充分发挥川茶商会、协会的

作用，参照国际惯例加快构建川茶茶艺师国际认证体系，有效开展川茶茶艺师国际认证，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六是实现营销模式转型。川茶外贸需要转变单一商品销售的状况，学习借鉴联合利华、星巴克等国际知名企业的营销方式，

实现营销模式的转型升级。川茶开拓“一带一路”市场，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要扶持川茶企业勇敢走出国门，

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若干重要城市开“川茶坊”，与老外的咖啡馆同台竞技，向西方教会华人饮咖啡一样，教会老外品川茶，

让这些茶坊成为川茶海外营销的“桥头堡”。川菜馆能开遍世界，川茶馆也能开遍世界，关键要做足文化认同这篇文章。二要

扶持川茶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重要城市开精品门店，采用既符合当地人们审美情趣又体现天府文化的店堂装饰、茶品包装，

灵活运用适应当地市场环境的营销策略，不断扩展海外零售市场，让越来越多的体验门店成为川茶闯荡“一带一路”的“排头

兵”。三要扶持川茶企业实施海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国家知名饮食企业资本合作、业务合作，开展国际并购，借助跨

国饮食公司的网络与平台，加速实现川茶文化的国际认同，迅速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川茶文化“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只要政府主导、积极作为，将川茶文化国际传播纳入天府文化发

展战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完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川茶营销定能在“一带一路”国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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