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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茶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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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茶文化符号具有民族差异化且兼具文化共通性，

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本研究介绍了民族茶所具有的民族属

性和融合属性、通过对民俗活动中茶符号的文化作用描述民族茶

在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文化地位。通过民族茶文化符号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分析证实：民族茶文化符号展现了中国

人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民族茶文化可以促进各地区和民族之间

的交流与融合，民族茶文化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本文揭示民族茶文化符号是民族融合的契机，并提议去除过度差

异化，集中力量打造唯一的中华民族茶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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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

大成”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解读为各民族文化的集优和成熟。众

所周知，民族茶作为茶文化符号的重要分支受到学界的关注，各

民族地区采用不同形式茶文化由来已广。发展民族文化有利于提

升当地人民的民志。侯玉霞和代涵奕以恭城红岩村为例的研究中

提出基于油茶的特色文化的打造需求。茶文化是推动乡村之间和

城乡之间的融合关键、能激发了老区群众的革命精神和满足感、

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意率、生态以及人文景观的有效

融合、茶饮方式的民族融合、少数民族茶歌是民族血脉相融史、

体现“和合至美”的精神。

本研究将民族茶这一文化符号为切入点，研究民族茶在促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表现形式。本研究主要研究目标：（1）归

纳民族茶文化符号的概念和民族融合属性；（2）整理各民族在日

常生活中的茶文化应用场景；（3）发掘民族茶文化符号对 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积极作用；（4）提出引导民族茶文化符号进

一步 促进民族融合的建议。

一、民族茶文化符号

（一）茶的民族属性和民族融合属性

中国茶叶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民族属性，云南是世界茶文化

的发源地。唐《蛮书》和宋·李石在《续博物志》中均提出：“茶

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以上古文献指出“食

茶”这一古风是民族茶的典型特征，并一直留存于 21 个少数民族

当今的日常生活活动中。随着晋室南迁，饮茶习俗自巴蜀，向长

江向两广等地更广泛的推进。而随着茶马贸易使得茶叶成为各民

族互通有无，各易所需的硬通货，从客观上成为促进民族团结、

巩固国家统一的纽带。明清政府为羁 縻少数民族的以茶贸易手段，

极大伤害了民族感情。

（二）民族茶文化符号的社交应用

根据基尔茨和莱特的符号学理论，民族茶文化以其委婉传递含

义，覆盖我国各民族婚俗、祭祀、诞生、待客等仪式性活动，成为“连

接着人们的生产与消费，沟通着人们的经济往来”的重要工具。

1. 婚俗中的民族茶文化

茶树因其不可移植，在古人婚礼中表达对婚姻的“不移”之意。

不同民族均形成与茶有关的婚俗社交方式包括（1）示情媒介，如

广西三江侗族的坐夜打油茶，绥宁苗族姑娘“万花茶”以茶叶数

量暗示、云南中甸藏区酥油茶对歌相亲等。（2）态度表达媒介。

如：贵州侗族女方会以男方送上的糖和细茶招待族中长辈和亲戚

代表许亲。（3）接亲环节的闹婚。如广西三江侗族的“闹油茶”

是男方催促新娘出门，畲族的“宝塔茶”则是为女方用茶摆阵为

难接亲的经典婚俗。（4）认亲活动媒介。裕固族新娘需要“生新

火、烧新茶”，完成全家老小认亲活动。土家族也有新娘手托茶

盘向长辈敬茶的“送喜茶钱”活动。回门风俗中也有茶重要地位：

如塔吉克族的问安礼茶、塔吉克人的“问安礼”等。

2. 祭祀中的民族茶文化

茶在民俗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被并成为各民族祭祀中的必

需品。以茶祭祀已成为风俗，并形成以茶器为祭、以茶为祭，茶

叶为祭和以干茶叶为原料焚香四种用途。而茶叶质量与使用场景

相关，如《蛮瓯志》中，“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

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中指出在祭祀应使用质量最好的茶叶。各民族在民俗诸神祭祀时

都会使用茶为祭品，如铜仁土家族则会在腊月三十日下午以茶、

盐等物祭拜水神；苗族以茶、钱纸、米粑为祭品，肃穆神态早、正、

晚三祭茶神、黎族有腊二十三茶酒送灶神等。

少数民族丧葬仪式中也有茶的身影。（1）葬礼献祭。如大理

白族有“喂百果”和“喂银器”、纳西族的“纱撤坑”均属于此

例。（2）死者沐浴品。如：土家族有以茶水烧热后给死者洗澡的

风俗，浴后换上寿衣和大红寿鞋，腰上捆上象征死者年龄的白纱；

布依族和苗族也有类似的丧葬习俗表示生者对列者的敬爱和祝福。

（3）吊唁过程：如藏族有以茶为吊慰品的风俗；彝族、普米族等

民族有以茶酒肉饭等供奉于死者身边的“寄葬”的丧俗；纳西族

丧仪的“鸡鸣祭”则在鸡鸣时分开始，子女向亡者敬茶，并开始

唱述亡者一生，表达怀念之情。（4）随葬用品：如云南德昂族在

丧葬时的“合帕”小屋中常有茶罐和茶等；畲族葬礼中，让逝者

右手茶枝意指“趋利避害，使漆黑变光亮”。

3. 诞生礼中的民族茶文化

各民族诞生礼都有使用茶的传统，主要是因为茶具有保健、

净化、祈福和社交等多种作用，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文化符号。

而各民族的诞生礼以茶为主要媒介衍生出各种同源但不同表现的

诞生礼茶文化。如：藏族妇女在分娩前和分娩后三日内，需要进

行一系列的茶仪活动。包括煮茶、敬茶、闻香、品茶、赠茶等环节，

以示庆贺和祝福。在藏族文化中，茶水被视为一种珍贵的礼品，

代表着美好的祝愿和美满的人生。傣族的“三道茶”（也称为“过

山茶”）、哈尼茶，苗族的诞生礼仪中“升米饭”放上新茶叶、

豆子等物。

4. 待客活动中的民族茶文化

在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茶被视为一种高雅、健康、舒

适的文化交流和情感交流的饮品。泡茶招待客人通常是我国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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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正式礼仪和待客之道。通过精心泡制、优雅倒扣等技巧，

向客人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和欢迎。茶还是一种展现地方特色和文

化内涵的有效媒介，人们可以通过品尝和了解这些茶品，可以更

好地了解各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

壮族人招待客人时，会用铝制水壶煮水，泡制出清香可口的

白茶，再配以当地的特色点心敬给客人品尝，并极其重视有仪式感，

如体现了壮族待客的礼仪和细致的置放七碗茶、生动有趣的壶盖

歌、以茶代酒的喝三杯。侗族待客活动中也有独特的茶文化传统。

在迎接贵宾时，侗族人使用青瓷杯泡制茉莉花茶，并搭配当地的

特色小吃或糕点一起供客人品尝。同时，侗族人对茶水的温度、

时间、茶叶数量和冲泡次数有严格遵守规范，并将其视为民族茶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蒙古族人待客时银壶红茶、哈萨克族待

客时必使用奶茶。满族传统的特色茶品挂耳儿茶，俗称“送耳”，

常被视为远行或探亲时祝福礼物。

二、民族茶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民族茶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一种

独特文化符号。茶不仅成为是中国各民 族共同的日常生活习惯和

精神寄托，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之一。

（一）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展现了中国人的文化

自信和认同感

茶文化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都有着不同的

表现形式和内涵，但它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通过学习民

族茶文化，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各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风

貌，增强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民族茶文化活动，都蕴含着中华民

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理念。比如“礼仪之邦”“和谐共处”“精

益求精”等。这些价值观和精神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可以加强这些价值观和

精神理念的传承，从 而增强文化自信和认同感。可见，茶文化不

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之一。

（二）民族茶文化符号可以促进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

中国不同民族均具有自己独特的茶文化传统和习俗，各具有

民族差异又存在相似之处，显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构

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可以

了解彼此的文化特色和历史背景。（2）茶文化作为一种交流方式，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和表达情感，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从

而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团结。

（三）民族茶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茶文化具有

多重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可以推动相关

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提

供新的途径。以民族茶文化为桥梁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和民族文化

教育，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特点，

增进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民族互嵌。

四、结语

人们在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差异基础上，可以通过交流学

习和了解其他民族的茶文化，从而促进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值

得注意的是，当前各地在民族茶文化促进活动中极力宣传其民族

茶文化特有的器具、步骤、茶叶名称等细节性差异，会在一定程

度上弱化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互通融合性。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议：

首先，弱化民族茶文化符号中的过度差异，有助于促进茶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茶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崇“礼、乐、敬、诚”

的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其次，减少民族茶文化符号

差异化有助于提高民族茶文化的国际认可度。适当减少民族茶文

化符号的差异化可以使茶文化更易被外部文化所接受和传播。最

后，减少民族茶文化符号差异化有助于促进茶产业的发展。茶产

业是与茶文化密不可分的，过于分散或差异化的文化符号，不利

于茶文化向非专业人群的交流和合作。（1）过于差异化的文化符

号会增加该类消费者的认识困难；（2）由于过分强调民族茶的差

异化造成千地千品牌，反而大大削弱了民族茶文化符号的市场号

召力；（3）过分强调民族茶的工艺差异化，则会阻碍整个民族茶

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极大的抑制了中国茶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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