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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茶文化助推茶文化产业发展 

——以雅安为中心的研究 

何一民 李琳
1
 

【摘 要】：中国对人类的贡献除了造纸等四大发明外,茶、丝绸、瓷器和中药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川雅安蒙顶山是迄今为止有记载的最早人工种植茶树并以茶为饮品的地方,因而蒙顶山被称为中国茶文化“圣

山”。雅安还是中国黑茶的发源地和藏茶的主要供应地,故而雅安被称为“藏茶之都”。由于多种原因,当下雅安的

茶产业规模虽大,但缺乏有影响力的地域茶文化品牌。针对雅安茶产业的现状,本文提出了转变发展观念,推动茶产

业向茶文化产业转型;打造“蒙顶中国绿”和“黑茶之祖源”等茶文化地域品牌,提升茶文化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等多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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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除了指南针、造纸术、雕版印刷和火药四大发明外,丝绸、茶叶、漆器、瓷器也是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另四

大发明,其中丝绸、茶叶、漆器都与四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四川是中国,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茶经历了从天然的茶向

人工栽植和制作茶转化的过程,数千年来茶不仅作为一种健康的饮品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欢迎,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方式,

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今世界共有 30多亿人以茶为饮品,茶文化的内涵也十分丰富多彩,茶文化产业也规模巨大。今天中

国正进入新时代,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四川是产茶大省,产量大,品种多,质量优,但竞争力

相对不强,因而如何通过文化创新驱动,通过传承中华优秀茶文化,重新来提升四川茶文化产业,并使之成为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

成为今天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茶文化重要发原地雅安的茶文化产业发展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一、雅安与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茶作为世界最主要的饮品,流行于世界主要的国家,据相关研究全世界约 30余亿人饮用各类茶饮品。茶作为饮品发源于中国,

中国最早以茶为饮品则发源于四川,而最早人工种植茶树有确切记载的则是在雅安的蒙顶山。饮茶起源于何时,至今并无定论。

但据相关文献记载,周代建立之初,古蜀国就将茶作为贡品、祭品,贡献给周王朝,但目前还未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古人认为茶

是黄帝发明的,如陆羽《茶经》即这样描述的,但此仅为民间传说,并无可靠资料可以支撑这一说法。明末清初一代学术宗师顾炎

武在《日知录》中对此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知有茗饮之事”,明确认为四川是茶的发源地。 

从目前相关资料来看,至迟在西汉前中期,茶就不仅作为饮品盛行于城市社会,而且也开始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西汉时期的著

名文学家王褒所写《僮约》为我们留下了目前世界上最早关于茶叶、饮茶和茶叶买卖的记载。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人,是西汉时

期著名的辞赋家,与扬雄并称“渊云”。他在公元前 59年所写《僮约》中就明确记载了“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等事项。“烹

茶尽具”,一是表明当时饮茶已经十分讲究,不是简单地煮一煮,或用开水泡一下就可以了,而是需要进行烹煮,其工序复杂;二是

说明在当时饮茶已经相当流行和讲究,有专门的茶具,并且与其他生活用具是分开使用的,这表明在汉代城市中等阶层中,对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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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重视和讲究,同时也表明此一时期饮茶的普及。“武阳买茶”则反映了茶已经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武阳在今眉山市

彭山县双江镇,距成都城区数十公里,从成都到武阳往返百余里,一天是不能回来的,王褒为什么要求僮仆到武阳买茶,而不是就

在成都买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因而武阳作为优质茶叶产地不仅形成

了重要的市场,而且可以在这里买到好茶;二是成都虽然作为西南的经济中心,也有茶叶交易市场,但在成都买到好茶则价格较贵,

而武阳作为茶的产地其价格可以会便宜一些。此八个字由此反映出西汉时期成都地区茶叶交易相当兴隆,饮茶也已成为很普遍的

事情。王褒所生活的时期比吴理真在蒙顶山种植茶要略早一些。这说明,在吴理真上蒙顶山种植茶树之前,茶叶已经作为饮品在

蜀地为中上阶层人士所普遍接受,已经成为生活的习俗之一。尽管王褒所写《僮约》在前,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吴理真在蒙项

山种植茶树对世界茶文化的贡献。因为王褒在《僮约》中并未记载所买卖、饮用的茶是原生长的茶树,还是人工栽培的茶树。故

而仍然可以认为吴理真在蒙顶山栽培茶树并以茶叶作为饮品为最早。 

雅安成为茶文化重要发源地不是偶然的,这与其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雅安的地形地貌多样,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

风性湿润气候。因而,距今 2000多年前,吴理真在蒙顶山种植茶树可以说是经过精心考察后所作的正确选择。蒙顶山的最高峰上

清峰海拔 1456 米,一般地方的海拔高度多在 800 米至 1200 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 15 度左右,全年无霜约为 308

天,雨日多达 200天左右,山区多云雾,土壤肥沃。因而无论是蒙顶山地区的海拔高度,还是气候和土壤,都是茶树生长的最佳地区,

所产之茶皆为佳品。因而吴理真选择蒙项山种植茶树是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蒙顶山作为茶文化圣山是当之无愧。 

秦统一中国,随着中国多元文化的交汇、交融,四川的茶文化也逐渐传遍全国。汉唐时期,茶叶种植和茶叶生产销售已经遍及

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茶文化不仅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也形成了更高层次的茶文化和茶道。从汉到唐,今四川地区

始终保持着中国茶叶种植和制造重要地区的地位,产茶地区遍布全川各州县,其所产名品之茶甚多。唐玄宗时,蒙顶茶成为贡茶。

公元 935 年,唐代文人毛文锡著《茶谱》记录了四川产茶状况和部分优质名品,“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

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觜、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

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1) 

唐宋时期,川茶的制作工艺出现飞跃,并且相继发明了绿茶、黄茶和黑茶制造工艺,这些制茶工艺在其后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

茶区。 

雅安不仅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也是多项茶叶制作工艺的发祥地,尤其是被称为黑茶之祖的藏茶更是在这里发明

的。藏茶是后发酵茶,属于最典型的黑茶,其颜色呈深褐色,用采摘于海拔 1000 米以上高山的成熟茶叶和红苔经过特殊工艺精制

而成。黑茶工艺的形成同内地与西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

地”(1)。雅安所生产的黑茶名品——龙团、凤饼茶等也源源不断输入西藏,受到西藏社会各阶层的欢迎,逐渐成为生活必须品,并

由此促进了唐代“茶马互市”的兴起。“茶马互市”是西部和北部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

叶、布匹、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的集市性贸易活动。茶马互市开通后,雅安成为茶马互市藏茶的主要产地。宋明时期,先后朝

廷确立了“以茶治边”政策,先后实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由此推动雅安藏茶的快速发展。宋太祖“设茶马

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雅(今雨城)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2)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北宋朝廷在雅州(今名山新店)设立茶马司。
(3)
雅安在茶马互市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雅安所产藏茶又称边茶,属于黑茶类,是一种后发酵茶,经过多重工艺制作后,具有养生、保健等多种功能,因而为长期生活在

青藏高原的藏民所喜爱,成为藏族不同阶层的生活必需品,也成为蒙、维、回、羌等民族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在一地区甚至长期

流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等民间谚语。因而雅安藏茶对于汉民族与周边少数

民族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雅安茶文化产业目前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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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来,雅安不仅大规模种植茶叶,而且还培育了丰富的茶文化。今天种茶业成为雅安的重要产业,产量十分巨大。2016

年,雅安有茶园 84.9万亩,其面积在四川省各产茶地市中排名第三,占全国茶园总面积的 2.5%。雅安的茶叶品质优良,尤其以蒙顶

山茶叶驰名全国,历史上曾有“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美誉。同时雅安生产的藏茶也产量巨大,除主要供应藏区外,还广泛

销售到国内西北各省区和海外。当前,雅安茶产业与 40多万茶农有关密切关系,发展茶产业,与改善民生,提高农民收入有着直接

的关系。近年来,雅安市委市政府将发展茶产业作为全市的一个重大发展战略来抓,成效显著,茶产业成为雅安支柱产业之一。但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雅安茶产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产量虽大,但缺乏品牌竞争力。蒙顶山的绿茶虽然品质优良,但却不能与省外的品牌绿茶相竞争,甚至不及省内的竹叶

青、叙府龙芽等影响大、知名度高。以致于近年来每当春茶刚出之际,雅安成为省外著名品牌茶企的原料供给地。雅安藏茶虽然

在民族地区有较大影响,但是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却缺乏知名度,甚至被误解为低档茶。 

二是雅安的茶企业数量虽然多,据《雅安市茶叶生产企业名录 2016最新版》统计,2016年雅安市的重要茶叶生产企业达 412

家;但企业多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缺乏龙头企业,难以形成产业集群。 

三是缺乏企业家精神。相当部分企业主满足于小富即安,缺乏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整体上看,雅安茶企业缺乏领军人物,一

些企业虽然雄心勃勃,但不能整合现有的企业。 

四是重生产,轻营销。其一,重视茶叶原料(茶青)的生产;其二,重视茶叶的制作。雅安茶的品质虽然好,但市场开拓能力相对

较薄弱,在海内外市场缺乏影响,以致成为国内知名品牌茶的原料生产地或初加工地。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很难看到雅

安所产茶叶;在重要媒体上也看不到、听不到雅安茶。 

五是高端人才缺乏,尤其是在管理、营销、技术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缺乏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和雅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支持下,雅安茶产业存在的问题有所改变,但在相关的调研之中,

仍然发现以上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推动雅安茶文化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推动雅安茶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转变发展观念,使茶产业向茶文化产业转变 

转变观念十分重要,重视和加强对茶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促进雅安茶产业向茶文化产业转型,并形成独具特色的雅安茶文化

地域品牌。所谓转变观念,是指要转变过去重视茶产业,即重视茶叶生产、制作和销售,而轻茶文化在茶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

念。茶文化并不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资源,而是通过转换可以成为文化资本进入到经济领域,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世界和

全国各省区都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如果不重视茶文化的重要作用,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必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当

雅安的茶青为省外知名品牌收购之后,包装为品牌产品,其价格就剧增数倍,这就是品牌文化在起作用。因而要振兴雅安茶叶产业,

就必须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对现有的茶文化资源加以发掘、转化,形成一种文化资本,从而构建雅安新的茶文化产业链,使之成

为强大的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发展茶文化产业越来越重视。“茶文化产业是一个集合型概念,是指生产和提供具有

茶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行业门类的总称。”(1)包括茶青的生产、加工制作,茶叶品牌的建设,茶产品的广告营销,茶产

品的包装设计,茶器的生产销售,茶文化艺术之都和茶文化生态园(公园)的建设,茶文化艺术节的举办,茶文化旅游的开发,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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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培训,茶文化广告传媒,茶文化影音动漫产品开发,以及茶文化品鉴等。 

茶文化与茶文化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交融,以茶文化推动茶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要加快培育

和壮大相关茶文化企业,形成大、中、小相互协调的产业集群。 

(二)打造雅安茶文化地域品牌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为品牌拥有者带来溢价和增值。因而建设品牌是企业的重要任务之一。2018年 5月 11日,李克强总理

就加强品牌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加强品牌建设,增加优质供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

容。”
(2)
提高品质和创造品牌,成为发展茶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 

品牌对于茶文化产业而言十分重要,有品牌的茶叶不仅价格高,而且销路广;而无品牌的茶叶,哪怕质量好,也难以卖出好价

钱,也以难有销路。众所周知,杭州龙井茶、福建大红袍、安溪铁观音的价格居高不下,就是因为它是品牌产品,虽然四川的消费

者认为龙井茶不及蒙顶绿茶和峨嵋竹叶青,但是仍然不能改变价差和销路不广的事实。 

由于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因而让一些企业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也有

企业试图打造品牌,但是受多方面的限制,难以下大力气,往往仅在概念方面作表面文章,以致于相互间形成内耗或无益的竞争。 

雅安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缺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未能在当代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端茶文化品牌,因

而未能发挥其优质茶和茶文化的综合效益。蒙顶茶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还是较小,如在成都市场上,蒙顶甘露的

竞争力远不及竹叶青。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难寻其踪影。 

我们认为,当前雅安急需在雅安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引领和组织下,集中力量,打造雅安的地域茶文化品牌,而不是打造某一

企业或某一产品的品牌。为什么首先强调打造地域品牌,而不是某一种产品的品牌,这是因为如果只推某一企业或某一产品,就会

使其他类型的企业和茶产品难以得到市场的认同,因而达不到整体上振兴雅安茶文化产业的目标,同时也会挫伤其他茶企业的积

极性。正如安溪铁观音是一个地域品牌,包含了多个具体的茶企业品牌;普尔茶更是一个地域品牌,涵盖了云南所有的黑茶。所以,

雅安首先要形成地域品牌,让相关的茶企业和茶产品都能共亨地域品牌,在地域品牌已经形成一定共同认知度的同时,才可逐渐

打造一个又一个的知名茶文化产品品牌。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我们认为雅安茶的地域品牌可以定位在两个方面:一是“蒙顶中国绿”,二是“黑茶之祖源”。 

1、“蒙顶中国绿,茶文化圣山” 

蒙顶山是中国茶文化圣山,历史上蒙顶绿茶的质量得到举世公认,千余年间一直作为皇家贡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

曾经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只是近百年来才出现衰落。因而雅安正可依托吴理真在蒙顶山最早种植茶树和皇家茶园的历史文化遗

产,打造“中国绿茶第一山”。蒙顶山绿茶可以涵盖雅安的所有绿茶,而贡茶更是令人神往,因而可以蒙顶贡茶为基础来塑造“蒙

顶中国绿”这个品牌。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地方提出这个概念,因而作为中国茶文化发源地,雅安可以当之无愧地打造这一品牌,

从而将雅安所有的绿茶都纳入到这一品牌之下。 

2、“黑茶祖源,藏茶之都” 

雅安是中国黑茶的重要发源地,制作藏茶有一千多年历史,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地和茶马古道的枢纽。目前雅安藏茶的市

场主要是西藏,因而除西藏以外,在其他地区的知名度较小,较少有人知道雅安就是黑茶的重要发源地,也较少有人知道藏茶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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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养生功效。与之相比,生产历史远晚于雅安藏茶的云南普尔茶和湖南安化黑茶,在近年多方面的努力下,陆续成为知名的茶文

化地域品牌,产品畅销海内外,价格远超雅安藏茶。因而当前雅安不宜简单地打“藏茶牌”,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将藏茶

与低档茶划等号,的确有不少藏茶是以高山粗茶制作,工艺较差,从而不少人对藏茶有认识误区,产生错觉,先入为主。因此,必须

纠正世人对雅安藏茶的错误认识,必须提出新的概念,以“黑茶之祖源”来取代“雅安藏茶”,使之成为生态茶和保健茶的重要

品牌;必须要逐渐改变世人对藏茶的认识误区。为此,雅安藏茶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在茶叶的选材方面下功夫,要突破用

粗茶和老叶的选料传统,可选择优质嫩茶叶为原料,制作高中档的黑茶,根据不同的需要,适应城市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对养生和

保健的强烈需求,以及对茶品的审美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多层次的茶品。二是在制作方面要下功夫,提升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

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运用相结合;让生态性、自然性成为高品质的底色,成为品牌建设的基础;并在色、香、味、形等方面都要

有所超越。三是在品牌宣传方面下足功夫,通过新旧媒体,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造势,形成轰动效应,迅速改变一般人对藏茶的认

知误区,提升其“黑茶之祖源”地位的认知度,将生态性、养生性与保健性相结合,并让“黑茶之祖源”——“雅安藏茶”以崭新

的形象出现,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茶文化品牌。四是产品包装要有文化,有特色,有观赏性和保存的价值。 

构建雅安茶文化地域品牌,可以避免内耗和无益的竞争,从而使地域内的相关产、供、销企业都受益,可以使用共同的地域品

牌。要通过创新驱动和互联网+,汇聚力量形成合力,从政府到企业,从媒体到文化界,要倾力塑造雅安茶文化产业的这两大品牌,

力争若干年内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同步开展国外品牌市场开拓。 

(三)加强对雅安茶文化的系统研究和宣传 

近年来,雅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成立了茶文化技术研究院。我们认为不仅要加强茶文化技术的

研究,同时还需要加强对茶文化资源的发掘与研究,要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要加强对雅安优秀的茶

文化资源进行基础性研究,同时要将茶资源转化为茶文化资本,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为动力,将茶文化资源与茶文化产业的构建

相结合,将茶文化产业从茶叶的生产制作不断延伸至茶文化创意产业、茶文化旅游业、茶文化影视传媒业等相关产业。使茶文化

产业逐渐壮大,并在雅安文化产业所占比重和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在加强研究和品牌塑造的过程中,需要在相关部门的统筹下,系统开展雅安茶文化地域品牌的宣传。在自媒体时代,尤其要充

分利用新媒体的功能,特别是在塑造“蒙顶中国绿”“黑茶之祖源”两大地域品牌,提升蒙顶山作为茶文化圣山,雅安作中国藏

茶之都的知名度等方面,都需要在相关部门的统筹下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宣传,不仅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方式加大宣传

力度,而且也可以通过拍电视片或电影,拍宣传片、广告片、文艺片等来进行品牌传播和茶文化营销。相比之下,云南、湖南和福

建都有极为成功的经验。 

(四)形成茶文化产业与文化旅游业互动发展新态势 

今天中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阶段。将茶文化注入到旅游业之中已经成为一种必

然的趋势,因而要着力推进茶文化产业与文化旅游业的互动发展。 

首先,应对雅安的茶文化和旅游结合点进行科学定位。 

雅安具有丰富的、历史悠久的茶文化资源,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中可以形成

错位发展的新态势,形成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旅游形象定位。根据雅安茶文化的历史,建议雅安的旅游定位为以下两方面为主。 

一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寻踪——蒙顶茶文化圣山。 

二是黑茶之祖源寻踪——中国藏茶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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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山作为中国人工种植茶的发源地,是当之无愧的茶文化圣山,这既是雅安茶文化的品牌,也是雅安旅游的品牌。目前,雅

安已经提出“世界茶源”的形象定位,但还需要对相关的内涵进行深化,否则容易引起歧义。 

雅安作为藏茶的发源地也是举世公认,但作为黑茶之祖却较少有人知道。因而可以通过相关文化旅游,提升黑茶之祖源的

“中国藏茶”的地位和知名度,要让黑茶之祖源这一茶文化品牌确立起来,让人们重新认识藏茶的功能。将藏茶文化与休闲旅游、

康养旅游相结合,具有互补性,相得益彰。 

另外,雅安作为茶马古的枢纽,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与旅游相结合。在历史上千余年间,雅安一直都是最主要的

的茶马古道的枢纽。历史上有三条进藏的主要道路,从青海进藏,但道路艰难,要经过漫长的无人区;而云南僻处西南,只有少量的

民间贸易;唯有四川是进藏的官道,沿途都有驿站和各种服务。雅安作为藏茶的发源地,自然也就成为茶马贸易的集散地和茶马古

道的枢纽,因而将其作为旅游品牌,也与茶文化品牌具有一致性。 

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旅游的发展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可以相辉互映,互动互补,从而可以把茶文化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

结合在一起,打造两条重要旅游线。 

一条是“中国绿”茶文化旅游,以世界茶文化探源为核心,打造世界级绿茶文化圣地,形成以蒙顶山茶文化旅游区为中心,包

括雅安市的名山、雅安、荥经、宝兴,成都市的蒲江、邛莱、大邑等,构建世界绿茶文化旅游集群区,并将茶文化探源与乡村旅游、

历史城镇旅游相结合。 

另一条是黑茶祖源探迹,中国藏茶文化之都文化旅游线,以雅安雨城区为中心,打造中国藏茶文化之都,探寻中国黑茶的起源;

并以雅安雨城区为中心,将旅游线路向芦山、天全、荥经等茶文化资源富裕地区延伸,形成南路茶马古道茶文化旅游线;并可将茶

文化与芦山的金丝楠木文化相结合,从而使美茶与美器相互辉映。 

以上两条文化旅游路线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取代的,因而不仅可以吸引四川省内各主要城市和重庆

市、云南、贵州等周边地区的旅游者,而且还可以开拓国内南北各省市旅游市场,进而开拓国际市场。 

通过深化雅安茶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源的发掘,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将茶文化精华与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相

紧密结合;而旅游业的发展则对于进一步深度开发雅安茶文化产业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文旅融合、文旅互动的新局

面。 

(五)实施茶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战略 

目前,雅安市茶产业从业人员甚多,但与茶文化产业相关的茶文化创意产业、茶文化市场营销、茶文化品牌营销的人才还是

颇为缺乏,尤其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对外开拓合作的相关优秀人才。因此要逐步建立健全雅安茶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一是通过

相关正规学校如川农大等学校来培养茶文化人才;二是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和高职高专培训;三是派出相关人员到外地学习;四是

请专家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当下,中国茶文化产业正面临转型,并将出现更大的发展。雅安茶文化产业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能否在未来中国茶文化产业

中取得领先地位,一个关键的因素还是取决于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是要培育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和管理专家团队;二是

要培育一批大师级的制茶专家和茶文化创意大师;三是要培育一批茶文化产业专门人才。可以说,雅安茶文化产业的胜负取决于

人才,因而未雨绸缪,实施茶文化人才培养战略具有紧迫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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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为中华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雅安不仅茶产业历史悠久,茶叶品质优秀,而且有着丰富

的茶文化资源,有着茶文圣山和黑茶之祖的美誉。因而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雅安茶文化产业面临振兴和发展的新机遇,重

新恢复“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当前的重要使命。雅安市相关部门和企业应立足中国国情和四川的

实际,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深入实施“文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促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

企业综合竞争力”,通过创新驱动、创新发展和“互联网+”等,汇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根据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和广大民众的新需要、新追求,着力对雅安茶文化产品提升品质,创造品牌;特别是要通过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打

造雅安地域茶文化品牌的基础上,让“蒙顶中国绿”和“黑茶之祖源”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注释： 

1毛文锡:《茶谱》。 

2《西藏政教鉴附录》,转引自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史》(卷 3),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 505页。 

3(3)《明史》卷 80《食货四·盐茶法》。 

4夏良玉主编:《茶文化产业经营实务》,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10页。 

5《打造中国品牌,必须多方着力》,搜狐网,2018年 5月 11日。http://www.sohu.com/a/231272314_18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