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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文化”有着悠长的历史积淀，它涵养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

同感。而现在由于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知的淡漠，使得茶文化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新时代热潮的袭

来，使沉淀已久的茶文化重获新生。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先对茶文化真正历史起源、中国茶文化的社会构成和发

展趋势进行了阐述，随后分析了当下茶文化发展陷入停滞的原因，提出了在网络发展迅速的当下，茶文化的发展

需要在与新时代媒体结合、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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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一）茶文化的雏形 

中国是茶的故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中国茶品

的了解熟识传习水平与规模历来就很广，上而至古今

帝王大臣，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街头卖山竹的

搬运工，平民百姓，无不以好茶品茗为甚好。既然中

国的茶文化如此之流行，那么中国茶文化的真正历史

起源到底应该由何开始谈起呢。 

相关调研表明：在我国传统茶文化发展的历史成

长过程中，三国魏晋之前的秦汉晋朝、南北朝都应同

属于中国传统茶文化历史的一个发蒙期和一个抽芽期

阶段。大量资料证实，中国的西南地区是天下的茶树

原产地，详细记录的区域是在云南省，但茶文化真正

的历史起源位于四川。事实上是因为在那时的四川和

巴蜀地区的茶经济社会和饮茶文化发展都要比云南蓬

勃。大约早在殷商末周初的这个历史阶段，巴蜀地区

人饮茶就已端起头去品茗了。公元前 1066 年，殷商周

武王伐罪纣王之时，巴蜀地人饮茶就已经开始把巴蜀

茶饮作为进贡之珍品了。在西汉建立初期时（公元前

53 年），蒙顶山甘露寺普慧禅师（俗名吴理真）便已开

始举行第一次人工莳植茶树。 

（二）茶文化的发展 

公元的 4 世纪末之前，因为古代人们心中对中国

茶祖的高度崇敬，巴蜀连续多年的地名呈现着以古茶

命人名、命地名的情形。可以说，这巴蜀的地域确是

当年人们最先用来吃茶品茗和种莳植茶的处所。两晋

南北朝三国期间，江南地区吃茶品茗之风流行。同时

在这时期，吃茶品茗开始进入到文学和精力范畴。中

国最早的茶诗出现在魏晋时期，以西晋的杜育诗《赋》

可以作为最早代表。中国的唐代期间领土广阔，注重

对外交往。长安是那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的茶

文化便是如此的氛围下构成的。中国茶文化的社会构

成还应与中国释儒教文化的成长、科举制、诗歌文学

的繁荣昌隆、贡茶事业的蓬勃发展、禁酒令有关。唐

代陆羽时期的中国茶学、茶艺、茶道思维及其所著的

《茶经》专著，是其在唐代的划时代成就的重要标志。

因而，茶文化成长至巅峰。 

二、茶文化的发展趋势 

（一）茶文化的发展现状 

茶大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茶馆开始大量出

现，茶饮的社会化得到充分体现。此外，宋代也流行

着斗茶、分茶等活动，对茶品的优化和茶艺的精进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元代，人们开始摒弃传统繁锁

的茶道，转而追求简洁明快的风格。元朝人除了保留

少量的茶饼用于供奉皇室，还生产各种散茶。散装茶

的流行，促进了茶艺的简约化发展。蒙古文化的进驻，

使中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故旧文化传统的分化，

繁琐的茶艺被摒弃。明清两代，茶道技巧得以进一步

完善，茶道的品质和风格得到提升。如茶器中的至美

之器紫砂壶，它以其精湛的工艺、优质的品质，赢得

了广泛的赞誉，并且在当代社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

的文艺品牌。清代以后，茶叶贸易空前扩大，茶文化

的发展也在此时达到顶峰。中国有这样一句鄙谚：开

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喝茶的人在实际生

活工作中，前六件杂事仍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只剩下

茶可以自由分配。在饮品发展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茶

类已不再是大部分人的最佳首选。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大多在学习工作应酬时整日奔波劳碌，很少有时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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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静下心来喝茶。故茶饮基本是作为一种能够提神又

醒脑的健康饮品。在日常生活中--有茶喝之，无茶无谓。

对于那些过去比较注重茶口味的人来说，茶的味道很

简单，没有人在乎是什么甜味道，也没有人会在乎是

什么香雅味道。而现在大多数的饮品，是最直接能够

刺激味蕾的味道，简单粗暴。同时，正规泡茶的过程

过于繁琐，需要配备许多专业茶具，使大部分人感到

泡茶麻烦。因此在选择饮品时，茶自然而然地被人搁

置一旁。 

（二）茶文化的发展困境 

一是当下我们对茶文化的知识匮乏。在一些教育

体系中，很多学校注重传统科目的教学，忽视了茶文

化等非传统学科的教育，导致学生对茶文化知识的了

解不足，茶文化的教育与推广不充分。除此之外，随

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

化。奶茶、咖啡等饮品代替了茶饮的地位，人们逐渐

对茶文化的缺乏兴趣。另一方面，相关机构和组织在

茶文化推广、宣传手段方面力度不足，很难吸引到更

多人去了解和学习茶文化 。 

二是茶经营者往往对茶的价格品质定的比较随

意。不幸的事实是，茶叶企业的少数经营者仅仅出于

自己利益至上的心理追求，把茶叶本身质量的好坏和

茶叶价格神秘化。一串串似是而非的小故事流传开来，

让人难以准确分辨茶叶真假。人们在买东西，最怕买

的就是欺骗。进了茶城，同样品质的茶叶在不同的茶

商嘴里有着不同的演说词、不同级别的茶叶价格。看

到这些，人们往往很容易地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就降

低了购买茶叶的欲望，甚至对有关茶的一切事情都产

生厌恶。茶文化作为我国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基

本失去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大众基础，逐渐走向衰落，

发展一度陷入停滞。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背景下茶文化的传播机遇 

网络新媒体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信息传播的

媒体形式，其具有多样性、实时性、互动性，强化了

个性化推荐和媒体社交功能。常见的新媒体如短视频、

直播、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都在快速迭代和发展，

成为人们生活中主流的娱乐方式。茶文化在网络新媒

体快速崛起的当下，也可搭上这趟“便车”焕发新的生

机。 

（一）趣味传播 

趣味传播旨在利用新媒体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茶

文化，并通过创造有趣的内容来吸引他们的关注。使

用贴近日常生活的音视频来融合传播内容，并弃用专

业的评茶术语或强调的茶保健功效，既能够让人们更

好地理解、消化和吸收，又能激励人们积极地分享和

传播，从而提高文化传播的效果。 

（二）互动传播 

新媒体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拥有极强的交互功

能，并且支持多方参与。使用这种工具，广告主可以

快速地把广告信息推送给更多的观众。此外，用户还

可以在线上即时对广告信息进行评论，使广告主得到

反馈。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交际平

台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持，使用户在浏览

视频、文章当中越发重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主动性和

体验感。这种方式可以激起情感共识，驱动文化传播，

播撒效应裂变。[1] 

（三）数字媒体艺术推动茶文化传播 

随着我国科技的飞速进步，新型媒介已经广泛使

用于各个领域，这其中就包括茶文化的传播。长期以

来，碍于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受限于地域和浏览方式，

其对于扩大茶文化的传播非常有限。近年来，通过整

合各种互联网新信息媒体平台，多元的数字媒介，茶

文化的传播渠道大大扩展，其吸引力在不断地增强，

知名度也在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数字

媒体艺术传播手段可以直接使人们更方便的了解文化

传播的动态与发展。中国茶文化理念与国内外一系列

现代技术手段的融合，让更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来

自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这种技术交融一方面使人们能

够欣赏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加深人

们对茶文化的认知。[2] 

四、茶文化的新生路径探索 

（一）充分利用高校教育思维，实现思政理论课

教育与茶文化思维训练的双向转变 

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的教育改革中，将茶文化思

想融入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中，对弘扬

茶文化自身，立异思想政治教育具备重要意义。思想

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实践中的茶文化思维，可以转变

教育学生的方式，从根源上达到教育实践的目的。基

于此，在如何将茶文化思维理念融入学生思想政治课

程教育内容时，要十分注重进行思理论课教育与思维

训练的双向转变，增强对茶文化的认知。首先，在多

元文化成长的视角下，高校要立足于本土文化，明确

本土文化传承思维落实到教诲的路径上。其次，要注

重提高师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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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当前理论知识教育中实践层面的不足，将传统茶

文化思维教育融入到现实指导过程中，实现传统茶文

化思维理论与传统思想政治知识教育理论的融合，进

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最后，将茶文化

思维方法融入到中小学思想政治的教育中，明白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针。例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文化目标

的导向，为茶文化的思维整合提供保障，从而实现茶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无缝衔接，也能促进思想政治

教育弘扬茶文化内涵。[3] 

（二）整合视频资源，依托短视频软件，快速实

现茶文化知识的深度传播 

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传统茶文化产品的推广能力

和茶文化推广的宣传质量，需要相关业务人员能适应

当今时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技术变化。依靠新一代计

算机技术来宣传中国茶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

部门更要采取相应措施，实现茶业新、老新媒体之间

的互动融合，打造更加科学权威的茶文化知识传播、

拓宽平台矩阵，扩大我国茶文化行业的影响力。开发

更加高质量的中国茶文化 APP 媒体平台，使我国茶文

化知识推行、传播获得深度专业的成长。当下国内的

网络推广短视频平台主要有抖音、快手、斗鱼直播等。

这些网络平台在文化成长发展的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

来了许多更加新颖、全面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碎片

化的时间去了解自身感兴趣的文化。基于此，茶文化

的推广宣传可以借用这些平台。在平台支持下，文化

信息传播就能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茶文化

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其次，部分企业可以借助网络

技术，开通茶文化热线、微博热线和微信公众服务号，

借助于这些手新自媒体平台，推进移动茶文化的发展

与传承。 

（三）加快网站建设和打造全国茶文化网络基地，

加强茶文化对外合作学术探讨和交流。 

茶文化有着悠长的历史积淀，它的内在博大而精

深，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必然的群众基础。但是，从文

化传播传统渠道的发展上来看，媒体和受众之间在茶

文化的互动交流上非常有限，用户体验差。针对这个

现象，相关部门在展开茶文化的推行及宣扬活动时，

需借助网络平台上的交流之风，加快成立一个完备的

茶文化资料收集基地。在基地平台上展开的国际茶文

化学术交流，为推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有

力的支持，增强茶文化的社会影响力。目前，这种基

地主要由论坛和网站组成。从论坛自身的运作方式来

说，其内容整体交互性强，这种强交互性可以进一步

地加深广大用户对传统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4] 

五、结论 

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涵养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体现了中

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但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茶

文化的发展进入略微停滞阶段。因此，我们在继承传

统茶文化的同时，应抓住网络新媒体环境背景下传统

茶文化的传播机遇。与此同时，利用高校思政教育契

机，培养学生的茶文化思维，借助现代化网络技术，

整合新时代媒体资源，加强茶文化对外合作学术探讨

和交流，实现茶文化知识的深度传播，探索茶文化的

新生路径。在这个新社会时期，信息技术事业的迅猛

发展、新媒体形式的应用层出不穷无疑为中华茶文化

源远流长的魅力弘扬及传播提供了更宝贵的契机及支

持。新时代的热潮为茶文化的重生带来了机遇，如何

使得‘茶文化’重新充满活力，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道

路革新上的必要挑战。顺应时代的发展，茶文化才能

更好地传承，才能真正地重获新生，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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