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

茶礼习俗，也是我国古代茶宴

的存续和传承。茶宴包含贴

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

礼佛、煎汤点茶等十多道仪式

程序。

茶宴一般在径山寺的明月

堂举办，主持人一般都是径山

寺的现任住持。举办前，要在

堂外张挂“茶棒”，在举办之时，

阵阵茶鼓声中，僧客入场，全场

座席，茶鼓声止，住持慢慢地入

场，至佛像前拈香礼佛，行礼；

上香后，住持入席首座，僧客随

即依次正身端坐。

茶台上，茶头或者行者研

茶煎汤、备盏提汤点茶，并依次

奉茶于众人席前。僧客双手取盏，闻香，观色，然

后端举胸前，颔首示意，举盏吃茶。期间。主客间

评点茶汤，交流心得，以“茶参禅问道”作为茶宴的

精髓和核心。结束时，住持起身上香礼佛，主宾之

间行礼道别，退堂。主客谢茶，叉手行礼，以表谢

茶之礼。整套流程是有根据的，而且禅院对茶礼

很重视，赴茶宴吃茶，必须要谢茶。

茶宴又称“径山茶礼“是径山寺接待贵宾时的

大堂茶会。那就要有独特的饮茶方式，即宋代点

茶。点茶，就是把茶瓶里的沸水注入茶盏。先往

茶盏中放入少许的茶末，让茶末和沸水混合变成

溶胶一样的茶膏，然后再次茶盏中注入沸水，用筅

搅拌。重复1-2次打出浮沫，然后在浮沫上用茶

膏写字，即完成“点茶“。

忙碌的社会中，不少人想体验宋代点茶，现在

大径山旅游集散中心每个周末都会上演宋代点茶

的项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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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历史新篇章和和径山茶宴径山茶
千 年 宋 韵 茶 道 之 源

“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

色”，这是苏轼赞美径山的诗句。余杭

径山多山多雨的温湿环境造就了径山

茶这唐宋历史名茶。千百年来，径山茶

凭借色泽绿翠、嫩香持久、汤色嫩绿莹

亮获得无数名人墨客的喜爱，被奉为

“茶圣”的陆羽便是在途经余杭时写下

传世名著《茶经》。

近些年，随着中国禅茶文化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径山茶已经走出国门

拥抱世界。2022年 11月 29日，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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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茶宴作为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共同荣升人类非遗。

径山茶宴入选非遗之后，径山茶即

将迎来历史新篇章。为落实区委区政

府关于径山茶高质量发展，打造余杭文

化“金名片”、乡村振兴“金钥匙”、共同

富裕“金叶子”要求，杭州径山茶发展有

限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成立，隶

属于杭州余杭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公

司以“三茶统筹”为抓手，推进径山茶高

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品牌价值，提升径

山茶科技水平；会同行业协会加强径山

茶行业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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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禅茶文化悠远流长，有着世代径山茶人

的传承和发展。每年的3月中下旬，谷雨后，径

山茶的采摘便开始了，对于特级茶采摘标准是

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初展，芽长于叶，芽叶长度

2~2.5公分；一级的采摘标准是一芽一叶或二叶

初展为主，芽叶长度基本相等，长度为2.5~3公

分。径山茶为卷曲形特种绿茶，其加工工艺分

为四个步骤，即“杀青→理条→揉捻→烘干”。

第一步杀青：当杀青机器温度达到280℃、空气

温度90℃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杀青。杀青前，鲜叶

必须经过摊放6-8小时，即青叶散发清香，折梗

不断，才可以杀青。杀青叶出锅时，手感摸上去

有一点微微的粗糙感，闻上去清香四溢。第二步

理条：采用的是传统手工理条，当锅内温度达到

180℃时，就可以开始理条。手工理条的关键作用

是：挥发掉多余的水分，弥补杀青不足的青味，又

可以对杀青偏老茶叶进一步回软，这样有利于提

高揉捻的质量，又能丰富茶叶的口感。

第三步揉捻：炒制的鲜叶理条后，

要经过一个小时的摊凉、回

潮，然后进入揉捻。揉捻的

要求是轻—重—轻。第

四步烘干：烘干分为两

步，一是初烘，二是

复烘。初烘的温度

在 100℃-110℃ ，

当茶叶烘至八成干

时，下锅进行筛选，

然后进行回潮，进

入第二步复烘。茶

叶 的 复 烘 温 度 在

70℃-80℃，烘干时间

为一个多小时。中间每隔

十分钟翻一遍，烘干状态手

捏茶梗呈粉末状，含水量在5%

左右。

经过现代茶企的加工，四季都能喝到新鲜

的茶叶，也让径山的禅茶文化有着更深的碰撞。

随着径山茶的全产业链慢慢完善，这片带着历史

沉淀的茶叶会有无限的可能。2022年径山茶品牌

价值达到27.34亿元。

◎ 记者 陈 蓉 葛家藤 通讯员 阮鑫杰

◎ 图片 杭州径山茶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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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茶属绿茶，产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西

北境内天目山东北峰的径山，是浙江省的十大名

茶之一，也是余杭区三大文化的“金名片”。

径山禅茶文化，始于中唐，盛于两宋。径山寺

是创建于唐天宝年间的径山万寿禅寺，雄踞江南

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一生

痴茶的“茶圣”陆羽在此植茶、制茶、研茶，写成了

传世名著《茶经》。

直到宋元期间，日僧访径山者相继不断。南

宋时期，赴径山拜师的日僧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回

国，“径山茶宴”也随之传入日本，他还将从径山带

去的茶籽进行播种，又仿径山茶制作方法生产了

日本的“碾茶”，逐渐演化为“日本抹茶道”。茶文

化界也有公认，径山茶宴是日本茶道和近现代茶

话会共同的起源。

晚清动乱之时，径山寺被毁，径山茶宴渐渐地

没落了。新中国成立后，径山茶慢慢地恢复种

植。1985年，其被评为全国名茶，之后荣获多项

荣誉称号。2002年4月，余杭区举办了首

届中国茶圣节，将径山茶推广到全世

界。通过多年来不懈努力，径山

茶发展迅速，先后获得“浙江

省十大名茶”“中国历史文

化名茶”“驰名商标”“浙

江名牌农产品”“浙江区

域名牌产品”等荣誉，

2017年成功入驻中

国茶叶品牌馆，2018

年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茶业博览会上古钟牌

径山茶获得金奖。2019

年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