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至春茶季，除了纷至沓来的游客

外，径山寺还会迎来一波波日本茶商，他

们把当年的第一杯茶带到这里，供奉他们

的“祖先”——径山寺开山祖师法钦禅师。

史书记载，唐天宝年间，法钦禅师在

径山开山建寺，亲手种下几棵茶树。径山

顶峰特殊的小气候以及有机的栽培方式，

让这里的茶品质尤为出众。彼时，“茶道

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无日不茶是禅

寺的生活之景。径山寺便用这芳香四溢

的茶来招待往来宾客。相传，茶圣陆羽曾

遍游32州，寻觅与茶有关的点滴。当他慕

名来到径山便停下了脚步，最终在双溪结

庐而居，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巨著

《茶经》。《茶经》对后世中国茶文化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被中国、日本两国茶爱

好者共同尊奉为最高的茶学经典。

至宋代，饮茶方式从烹煮改为煎点，

“斗茶”蔚然成风，茶宴更为盛行。此时的

径山寺已是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径山茶宴

应运而生。

作为寺庙待客的最高礼遇，径山茶宴

备受上层社会追捧，陆游、苏东坡等名士

都曾慕名到径山禅寺礼佛品茶。径山寺

和径山茶宴蜚声中外，吸引来不少日本僧

侣求法学茶。他们中，就有人把从径山采

来的茶树种子和径山茶宴文化带回日本，

演化出了日本茶道文化。

近年来，杭州余杭通过举办禅茶文化

高峰论坛，广邀茶界专家反复论证，逐渐

确立了径山茶礼的流程、器物等。2011
年，杭州余杭径山茶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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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下
余杭径山茶宴入选人类非遗代表名录

每到节假日，走进禅茶第一村，游人不

仅可以品饮绿茶、红茶和抹茶，还能体验宋

韵点茶。茶艺师手握竹制茶筅，快速击拂

杯中茶汤，再将茶筅微微提起，茶汤颜色渐

浓，沫浡渐出……换上宋制服装，静待一盏

好茶的游客不禁感叹：“原来宋代文人喝茶

如此文雅、讲究。”

如今，对径山茶宴非遗文化的有效挖

掘和传扬，在 1200余年禅茶文化浸润下的

径山，有了别开生面的本土优势和发展机

遇。禅境寻踪、止步接缘、苏子遗梦……径

山村将村内景观结合传说典故串珠成链，

建成“禅村十景”，让游客在移步易景中感

受充满韵味的禅茶文化。还将径山茶炒制

技艺、抹茶制作技艺、茶筅制作、茶食制作

等非遗传承人引入村里，成立工坊，活态展

示与茶文化相关的非遗技艺。

径山镇在美丽城镇打造、旅游业态发

展、文化创意衍生等各方面融入禅茶元素，

结合径山寺、茶产业等资源，逐步形成了健

康养生、休闲雅致的小镇气质。在茶文化

的助力下，径山村民们开设的民宿也享受

到了文旅融合的红利。与此同时，古朴的

径山茶艺也在吸引新潮的年轻人，不仅唤

起复古的审美情调，也创造出新的就业岗

位。

回望宋韵茶事，是对历史和传统的守

望与回味，更是激活茶文化新的创造、新的

体验，使之呈现出新的文化气韵。这些年，

余杭深挖禅茶主题，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每年举办的“中国茶圣节”、茶祖祭典、

径山茶汤会等活动，提升了径山茶品牌效

应；径山禅宗祖庭文化论坛，充分发挥禅茶

文化在中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积极

打造对外交流文化遗产名片；“径山茶文

化”精品舞蹈节目，让非遗在与旅游业融合

发展中呈现活态化、人文化、可体验化，深

化了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

◎ 记者 陈 蓉 葛家藤 通讯员 高 洁

◎ 供图 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上周，我国单独申

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

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杭州余杭区的径山茶宴

入选。

径山茶宴是杭州余

杭径山寺接待贵客上宾

时的一种大堂茶会，是

独特的以茶敬客的庄重

传统茶宴礼仪习俗。径

山茶宴从张茶榜、击茶

鼓、恭请入堂、上香礼

佛、煎汤点茶、行盏分

茶、说偈吃茶到谢茶退

堂，有十多道仪式程

序。以茶参禅问道，是

径山茶宴的精髓和核

心。

径山茶宴具有悠久

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以茶论道，禅茶

一味，体现了中国禅茶

文化的精神品格，丰富

并提升了中国茶文化的

内涵，具有学术研究价

值。

在径山，禅与茶血

脉相连。“茶圣”陆羽曾

在此著写《茶经》；日本

茶道之源——径山茶宴

发祥于此；“径山茶炒

制技艺”“茶筅制作”

“抹茶制作技艺”等一

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

山绿水的滋养下，焕发

全新的生命力。

一脉茶香传千年一脉茶香传千年

复兴茶宴扬宋韵

而今的径山茶人，为复

兴径山茶，从史料古籍中，

还原了南宋点茶的流程，

恢复抹茶制作技艺，复原

宋代茶宴礼仪。如余杭区

径山镇径山村党总支书

记、余杭区径山茶炒制技

艺非遗传承人俞荣华，就

是其中一位。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俞荣华从小跟随父辈学习

炒茶技艺，一家人靠着种茶、

卖茶过生活。由于生产成本

高、原产地品牌不突出、包装简

单缺少文化创意等因素的制约，

径山茶一度面临价格低、销售难的

状况。“不去挖掘、不去创新、不与时

俱进，径山茶就没有出路……”俞荣华

这样说。从 2012年开始，他一头栽进筹

办民间版径山茶宴——径山茶汤会的复

原工作中。

在径山寺大师傅的指导下，俞荣华联

合众多茶业人士创编茶宴仪式。小至磨

茶用的石磨，点茶用的建盏、茶筅等工具

制作，大到整个茶宴的礼制流程，茶人们

精益求精，潜心摸索茶宴的展现形式。回

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俞荣华依然

觉得累得很值得，他告诉记者：“想希望通

过举办民间版径山茶宴，深挖茶文化，有

效增加径山茶的文化附加值，让禅茶文化

走入寻常百姓家，不断擦亮径山的这片

‘金叶子’。”径山茶也在茶人的孜孜不怠

下，被评定为“浙江十大名茶”“全国优质

名茶”。

产业融合换新姿产业融合换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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