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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6 篇 

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1 

    一、调研课题  

    以支教为纽带，探究贵州凤冈茶叶的发展现况  

    二、调研背景  

    凤冈概述  

    凤冈--中国富锌富硒有机茶之乡。凤冈位于贵州东北部，周边与思南、湄

潭、务川等七县接壤，距省会贵阳250 公里，距名城遵义 110 公里,是遵义的东

大门，326 国道和即将建设的杭瑞(杭州--瑞丽)高速公路横贯县境。凤冈属中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平均海拔720 米，年均气温 15.2℃,森林覆盖率达

53.7%，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肥沃，富含锌硒。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

米、油菜、烤烟、辣椒、花生、茶叶等。生态农业加速发展，新农村建设扎实

推进。新建茶园 5.4万亩，全县茶园总面积达到 14.1万亩，产值 1.25亿元，

全县收购烟叶 14.7万担，实现产值 10054.63万元。黔风、春秋、寸心草、仙

人岭、龙江等一批新老规模茶叶企业迅速发展壮大，黔风公司成功申报为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茶叶发展国内国际背景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外向型出口经济有较大影响，为了帮助国内

优秀的茶企业进一步开拓销售渠道，搭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平台，同时也为了

充分体现国际茶文化节的“国际化”特点，研计会邀请了来自中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印尼、蒙古、泰国等国家的茶叶专家，就茶叶种植、加工、物

流、销售等环节的科技创新、培育国际品牌、共同开拓国际市场、贸易对接等

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推动茶业科技创新、促进茶文化交流和茶品牌推

广，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的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善

环境、提高效益，是今后中国乃至国际茶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各国茶产业发

展致力的一个方向。  

    三、调研目的  

    通过对当地茶业生产发展状况的调查，发现当地在茶叶发展上的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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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加以推广和深化，同时洞察其不足之处，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且为当地

茶业以后的发展寻找商机和出路。  

    四、调研内容  

    重点调查凤冈县茶业发展状况，了解当地主要经济产业，了解当地政府对

茶业发展的投入和政策，以及成效如何。  

    五、调研方式  

    此次调研以实地考察和走访交流为主，以调查问卷和文件检索为辅的调研

方式开展调研。  

    (一)、实地考察和走访交流方面  

    1、实地考察当地茶业生产，了解当地茶业发展状况。  

    2、实地考察当地居民生活状况，了解当地居民对当地发展形势态度，以及

对政府各项政策的态度。  

    3、本次走访交流以干部为主，以村民走访为辅的走访方式。  

    (二)、调查问卷方面  

    通过向受调查问卷人群发放和填写调查问卷，分析并研究调查结果，结合

调研目的，分析和了解当地情况。  

    (三)、文件检索方面  

    为了从宏观上把握当地经济教育状况，本次调研将通过当地政府、教育局

的帮助，对与当地经济教育建设确实有关的文件进行检索。  

    六、调研行程安排  

    地点：凤冈县  

    时间：7月 1日—7月 15日  

    成员分工和工作内容以及具体时间  

    1、成员分工  

    实地考察交流组：李阳、江云蛟、张明垚、张涵  

    调查问卷组：谭凤刚、赵娱婷、李雅迪、裴清一  

    文件检索组：黄克霞  

    (可根据调研的需要和个人意向和安排对人员适时进行小范围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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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作内容以及具体时间  

    实地考察交流组：  

    工作内容：走进当地各个经济作物场、各个居民家，拍摄实况，分析成

因，发现优势找出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建议。负责走访当地干部，提出切合调研

课题的问题，促进彼此间交流，记录访谈内容并拍摄访谈的真实场景，及时整

理分析访谈收获。  

    具体时间：7月 2日—7月 6日 考究周边经济作物场  

    7 月 7 日—7月 11 日 考究各个村干部和村民家  

    调查问卷组：  

    工作内容：深入各个乡镇村干部村民家中，发放填写调查问卷，并及时整

理分析，了解当地茶业发展状况，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且调查证实可行性。  

    具体时间：7月 2日—7月 5日 发放填写调查问卷  

    7 月 7 日—7月 11 日 调查证实分析的状况以及可行性意见  

    文件检索组：  

    工作内容：通过和政府部门沟通交流，进行文件检索，整体上了解凤冈县

的经济发展状况。  

    七、后期联系与宣传  

    (1)、通过在东部地区发放调查问卷方式让人们了解凤冈富硒茶。  

    (2)、联系江南地区各个茶业经销处，调查凤冈茶业知名度，并努力进行宣

传。  

    (3)、联系商家为凤冈地区茶业开拓销路。  

    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2  

    一、调查目的  

    我们日照绿茶特别有名，被誉为“江北第一茶”。日照绿茶具有独特的品

质和口味，好多人都喜欢日照绿茶。还因为我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喝日照绿茶，

他们每天在家都喝功夫茶，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开始喝茶了。我想调查研究一

下我们日照绿茶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及品质特征。  

    二、调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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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涵日、爸爸和妈妈  

    三、调查内容  

    调查研究一下我们日照绿茶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及品质特征。  

    四、调查方法  

    1、亲自到茶厂体验了解询问；  

    2、 网上搜集资料。  

    五、调查过程  

    1、历史渊源日照种茶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据传日照城北的河山顶峰上有

古茶树一株，因生于悬崖之上，高不可攀，无人敢登峰采摘，唯拾其落叶，或

抛石击叶，用开水冲饮，不仅可明目提神，还可治腹疼，有奇效。  

    2、制作工艺日照绿茶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采茶、摊凉、杀青、揉

捻、搓团提毫、烘干等工艺。采茶、摊凉要求采摘必须精细，大小均匀一致，

不采雨水叶、病虫叶等，然后用竹篓装盛，禁用各种袋装，以防鲜叶红变和闷

熟。进厂后抖松摊放 3-4个小时，鲜叶开始透发香气即开始加工。杀青采用杀

青机或人工杀青，使叶失水35%到 37%之间，然后摊凉。揉捻采用揉捻机，轻揉

不加压，时间 3-5 分钟，揉捻时间过长，易出现茶汁外溢，影响色泽和显毫。

搓团提毫采用手工操作，这是一项技术活，凭技术工人经验调节，边搓团，边

解块散热，搓至条形卷曲，茸毫显露，干燥达 80%即可。最后一道工序是烘

干，用烘干机边翻边抖动，直至干燥，烘至含水量 6%就完成了。  

    3、品质特征日照绿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

高、耐冲泡。日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茶树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专家称日照绿茶的营养价值高于其它同类产品。绿茶不仅

是一种健康饮品，它还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常饮绿茶，可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提神健胃，降压利尿，消食醒酒，防癌抗辐射，减肥美容，延年益寿。电

脑一族每天喝些绿茶，能防电脑辐射，而且对皮肤也很好。日照绿茶分为春

茶、夏茶和秋茶，春茶是绿茶中的极品，特别是开春采摘的第一批更上极品中

的极品，价格非常昂贵。日照绿茶已被列入山东地理标志品牌，圣谷山、雪

青、浮来青、碧波、旭光、莒国翠 6个绿茶品牌，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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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六、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我对我们家乡的绿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日

照绿茶，多喝日照绿茶，让日照绿茶更加有名。  

    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3  

    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

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

粹。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内容十分丰富。茶文化之核

心为茶道，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精华，其核心为和，具有深远的哲思。茶道是茶

与道的融合与升华。对茶道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茶文化，更有利于我

们把握和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调查目的；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

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

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

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

体茶艺活动。中国茶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通过本次调查，了解大连地区市民

对于茶及茶文化的了解程度。  

    调查人：英 BG122郭庆世  

    调查时间：20 某某年 11月 12 日—19 日  

    调查对象：大连市民（亲戚 5 人，同学 15 人）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电子邮件问卷）  

    问卷内容：  

    1、您平时喜欢喝茶吗？（）  

    A 、非常喜欢 B、喜欢 C、一般  

    2．您喜欢喝什么茶？（）  

    A 、红茶 B、绿茶 C、乌龙茶 D、普洱茶 E、花茶 F、毛  

    尖 G、铁观音 H、碧螺春 I、龙  

    井 J、减肥茶 K、其他  

    3．您周围哪些人群有饮茶习惯？（）  



  
 

第  6  页 共  21  页 
 

    A 、家人 B、朋友 C、同  

    学 D、同事  

    4．请问您饮茶的理由是什么？（）  

    A 、有益健康 B、着迷于茶文化 C、喜欢茶的香气味道 D、没有理由，随便

喝  

    喝 E、为了待客应酬 7．你更注重茶的功效还是口感？（） A、功效 B、口

感 C、都注重  

    5．喝茶的频率是？（）  

    A 、一天几次 B、一天一次 C、3天一次 D、一周一次 E、更久  

    6、你更注重茶的功效还是口感？（）  

    A 、功效 B、口感 C、都注重  

    7．喝茶的频率是？（）  

    A 、一天几次 B、一天一次 C、3天一次 D、一周一次 E、更久 9．您知道茶

叶的哪些功效：（）  

    A 、有助于延缓衰老 B、有助于抑制心血管疾病 C、有助于预防和抗癌 D、

有助于预防和治疗辐射伤害 E、有助于抑制和抵抗病毒菌 F、有助于美容护肤  

    8、您知道正确的泡茶方法吗  

    中国的茶历史吗？（）  

    A 、了解 B、知道一点 C、完全不了解  

    9、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弘扬中国茶文化  

    A 有必要 B没有必要 C无所谓  

    10、简述您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  

    答：  

    问卷分析：30％的人喜欢喝茶其中 55％的人喜欢喝绿茶 35％的人喜欢和铁

观音  

    70％的人知道茶的功效但不完整  

    17％的人知道如何正确泡茶  

    20％的人了解中国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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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的人认为有必要弘扬茶文化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喜欢喝茶的人所占比例较小但绝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弘

扬茶文化。所以应该大力普及查相关知识以及弘扬茶文化。  

    茶，在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有着颇具魅力的神

奇功效，为世人所喜爱；它使人们感到清爽，令神经活跃，得到喜爱。茶作为

一种饮品，发起于神农氏时期，重闻于周公旦，发扬于宋唐时期，推广于明

清，它的地位出一种生活实用食物进化为人们拿它品赏并体会意境，到现在为

止，有三千年的历史。茶及茶文化的开启与兴盛是中华文明的一项载体，它不

但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茶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植根于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在

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由物质文化上升到精神文化的范畴。  

    茶，作为一种有千年文化传承的事物，蕴含着许多道理。同一种茶给不同

的人喝会有不同的感受，对茶的理解也会有不同之处，所以说品茶就像是在品

味人生百态。而且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并生成了独特的茶文

化。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

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

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

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

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

播九区”。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中，文人的热情参与起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茶助文思，唐代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兴艺。使茶

饮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使茶饮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茶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茶不但

对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逐渐形成了灿烂夺目的

茶文化，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颗明珠，并且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社会文

明进步作用很大。茶文化的出现，把人类的精神和智慧带到了更高的境界。茶

与文化关系至深，涉及面很广，内容也很丰富。这里既有精神文明的体现，又

有意识形态的延伸。无疑，它有益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欣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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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社会中，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茶与文化的结合，也必然有新

的延伸，新的形态，新的载体。它可以和现代艺术结合起来，用于茶艺演示；

可以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结合起来，在茶馆、剧场、和盛大的茶会上演

出；也可以制成光盘、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供人欣赏，成为新的文艺作品，成为

现代人生活的新内容。研究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史，还能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不论

是儒家、释家、道家和民间人士都非常重视茶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文明，非常

重视茶与文化的结合。  

    中华茶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而且已经对世界茶文化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国际茶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有利于增进友谊、促进和平事

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多种多样的茶叶产品，促进国际

茶叶贸易的发展。弘扬茶文化的总体目的是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贡

献。具体到茶行业本身，弘扬茶文  

    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4  

    一、引言  

    潮州工夫茶，亦称潮汕工夫茶。两者同源同义。古潮州郡治，覆盖现今潮

州、汕头、揭阳三市区及潮安、饶平、澄海、南澳、潮阳、惠来、普宁、揭

西、揭东九县，还远及丰顺、大埔、焦岭县等。追溯潮州茶事，偶有关联，故

以“潮州工夫茶”命题。  

    有关潮州工夫天茶的主要著述有：黄挺《潮汕文化源流.潮汕工夫茶》、陈

香白《潮州工夫茶概论》、曾楚柄(潮州工夫茶)等。还有其他作者的专文见之报

刊或丛书。而在此前，另一重要著述，潮籍学者翁辉东的《潮州茶经--功夫

茶》，在茶界中却鲜为人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近期有黄挺等几位作者在专

著中引为附录，才为世人所知。  

    翁辉东(1886-1963)，广东海阳县金石人，字子光，曾任潮州韩山师范学

监，代校长，后专心于著述。编有乡土教材《潮州乡土历史》、《潮州乡土地

理》；著《潮州民俗志》、《潮州文物图志》、《潮州金石考》等。《潮州茶经》，作

于 1957年清明，以抄本行世。  

    翁氏《潮州茶经》，较为全面反映潮洲工夫茶的概貌，吸收唐、宋以降历代



  
 

第  9  页 共  21  页 
 

先贤论茶精苹，融大潮地产茶铭区、嗜茶品类、取水掌火、茶具、冲泡、啜

饮、寻韵等基本内容，总结成简洁的文字。规范的程式。工夫茶就是从择茶到

冲泡全过程“求粗、求工”，并由此体味工天茶的“味云腴，食秀美，芳香溢

齿颊，甘泽润喉吻，神明凌霄汉，思想驰古今”的“三昧”境界。  

    二、潮州日工夫茶的特点  

    《潮州茶经》问世已有 40 多年，它在总结和发扬潮汕茶俗文化方面起到承

前启后的作用。潮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交汇融

合的特殊地域，潮州茶俗文化的形成便是特例之一。  

    潮式工夫茶的特点，第一是在开放、多元中形成鲜明的个性。从技茬的观

点和物质的观点来衡量，始终是开放的、多元的，由于开放，就有吸取相创

造。工夫茶“四宝”：“宜兴紫砂壶，景德镇若琛杯，枫溪砂桃，潮阳红泥

炉”，还有“潮阳颜家锡罐”，“潮安陈氏羽扇”等，即是一例。饮茶的“茶

品”，甚至种植的茶树品种、单丛，也是多元的、开放的。潮州工夫茶有它的

鲜明个性，走进哪家哪户，茶盘家伙一摆,不用问，便是工夫茶，如翁氏所说

“潮人所用茶具大体相同，不过以家资有无，精粗有别而已”。有了“大体相

同，精粗有别”，就有“雅俗共赏”的基础。翁氏在序言中说明白：“无论嘉

会盛宴，闲处独居，商店工场，下至街边路侧，豆棚瓜下，每于百忙当中，抑

或闲情逸致，无不借此泥炉砂挑，擎杯提壶，长斟短酌，以度此快乐人生。”

潮州工夫茶以“精细”的工夫“收工夫茶之功”，就是鲜明个性中的“特

质”。  

    潮州工夫茶特点之二，是运用工夫茶艺追求“真美”。好茶好味，“酽、

热、香、滑”，人各一杯，不玄虚，不造作，平易自然。翁辉东《潮州茶经》

对传统工夫茶艺的择茶、选水、备具及冲泡法有如下概述：  

    1.茶之木质，(有名区、品种、制法之别)“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

安溪，在品种则为奇种、铁观音”。  

    2.取水：(本之陆羽《茶经》)“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其下”，潮人

嗜饮之家…诣某山某坑取水，不避劳云。  

    3.活火：“潮人多用绞积炭”(坚硬木烧的炭)，“更有(用)橄榄核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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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茶具：茶壶(俗名冲罐)，盖瓯(代替冲罐)，茶杯(宜小宜浅。径不及

寸)，茶洗(一正二  

    副)，茶盘，茶垫，水瓶(备烹茶)，水钵(贮水)，龙缸(容多量水)，红泥火

炉，砂铫，羽扇，铜著，茶罐，竹箸，茶桌，茶担(用于登山游水烹茗)，茶罐

锡盒。(共 18 器)。  

    5.烹法：  

    (1)始器：洁器，候火。淋杯。  

    (2)纳茶：先“淋罐淋杯令热”，再纳茶至罐约七八成。  

    (3)候汤：木之《茶说》“若水面浮珠，声若松涛，是为第二沸，正好之候

也”。  

    (4)冲点：“缘壶边冲入，切忌直冲壶心，不可断续又不可迫促。挑宜提高

倾注”。  

    (5)刮沫：“冲水必使满而忌溢，满时茶沫浮白，提壶盖从壶口平刮之”。  

    (6)淋罐:“复以热汤淋壶，以去其沫，壶外追热，则香咪盈溢于壶中”。  

    (7)烫杯:“烧盅热罐，方能起香”。  

    (8)洒茶:“茶叶纳后，淋罐淋杯，倾水，几番经过,正洒茶适当时候”，

“洒则各杯轮匀，又必余沥全尽，两三洒后，覆转冲罐，俾滴尽之”。“洒茶

既毕，乘热，人各一杯饮之”，“一缀而尽，三嗅杯底”寻韵，闻香。  

    近数十年来，与翁氏时期相比，程式依然，而茶品、取水、用火、茶具，

均有新的发展。其原因，一是科技进步，潮汕单丛茶产区大大扩大。茶品丰富

多彩：电器的应用，茶具型、制、花色多样化；二是闽、台、潮茶艺交流，进

人新的交汇融合期。闽、台、潮工夫茶，本是“同源分流”，如今融汇，共创

“中国工夫茶”。《潮州茶经》“三嗅杯底”；钱塘陈于厚。……金茎邑露只闻

杯演化为台式“闻香杯”；“茶漏”、“公道壶”加入潮州茶具的行列;凤凰单

秘迸人台式茶艺馆，潮汕人喜爱铁观音，冻顶乌龙。为何都属“中国工夫

茶”。  

    三、工夫茶由来与“潮式工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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