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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禅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禅文化与茶文化
相结合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且雅
俗共赏的特征使之流传甚广。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产业
的逐步发展与国民旅游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旅游越
来越受到广大旅游消费者的青睐。而禅茶文化旅游作为文
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和发展潜力。
南岳作为中国五岳名山之一，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悠久
的文化资源，但禅茶文化旅游热度较低且发展缓慢。本文
基于南岳禅茶文化旅游现状以及现存问题，提出相应的解
决方案，以整合品牌、发展策划、拓展营销来实现禅茶文化
和旅游发展双赢的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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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南岳作为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以风光独特、历史

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而闻名中外。“禅茶文化”就是南岳文
化中最具典型的代表，茶文化与禅文化的完美结合成就了
南岳的禅茶文化，并成了南岳重要的文化名片。随着旅游
资源发展的不断外延，禅茶文化与旅游发展的融合成为必
然趋势，而禅茶文化旅游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旅游相
结合的特色文化旅游形式，以体验和展示为主，结合传统与
现代的手法加强与游客之间的互动，这也就意味着开发禅
茶文化旅游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要想实现理想的
开发效果，首先要从系统化地了解南岳地区人文历史和旅
游资源分析入手，并通过旅游路线策划，创新产业优势，利
用综合资源，从而对南岳禅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完善
奠定基础。本文对南岳禅茶文化旅游现存问题以及未来发
展进行初步探索。

1　禅茶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所谓的“禅茶”，指的是寺院的僧侣用于自饮、供佛、赠

送、待客的茶。茶与禅原本属于两种文化，自佛教引入中国
后，与本土传统的儒道文化相互融合，开创了其自身所独有
的禅文化，同时也发扬了中国本土的茶文化，使得二者在各
自的发展中互相接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最终形成了
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即禅茶文化。禅和茶的结合是儒、释、
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真实
反映，这也使得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其精神概括为

“正、清、和、雅”。［1］这一精神使得禅茶文化具有一种特殊
的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教化功能。

2　南岳禅茶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特点
2.1　南岳优越的生态环境为禅茶文化提供了物质

条件
南岳地区山水丰饶、人文蔚起，是湖湘文化重要的发源

地。南岳衡山位于我国湖南省中部偏东南，连亘于衡阳、湘
潭两盆地间，其主峰祝融峰1300.2m，最低海拔80m，四周为
丘陵、盆地，空气负离子含量平均达2.6万个 /cm³，有“天然
氧吧”之称。［2］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生态环
境适宜茶树的生长，形成了良好的茶文化氛围。因产于南
岳的高山云雾中而知名的南岳特产之一“云雾茶”，［3］其
外形紧细，卷曲秀丽，以色绿、香浓、味醇、形秀著称，主要
生长在海拔800～1200米的高度，这里气候温润，适宜茶叶

生长。
2.2　南岳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禅茶文化
南岳宗教文化博大精深，道佛两教共存一山、共融一

庙、共值一殿、共尊一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文化史上
都堪称一绝。作为茶禅文化的发源地，茶饮习俗率先在寺
庙兴起。寺院内众僧念经，易于疲倦困顿，于是以茶解困，
提神醒脑。唐代佛教兴盛，文人骚客为追求风流潇洒的生
活方式和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常来寺院内参禅悟道、品茗
论诗，寺院僧侣则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于是，茶便成为文
人与僧侣间畅谈的媒介，进而推动禅与茶的结合。

3　南岳禅茶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
3.1　地理区位条件
南岳地区自古以来作为我国重要的人文、商业活动中

心，承担着大量人流、物流的集散。随着九条铁路线联通全
国铁路网，8条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京广高铁在南岳衡山设
站，加上湘江航道以及南岳机场等，将南岳地区的交通发展
推向“四位一体”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之列。［4］优越的
区位因素不仅能够促进南岳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还能带
动旅游业的飞速提升。

3.2　自然生态环境
茶树属于热带、亚热带多年生长的常绿叶植物，对自

然生态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南岳衡山为燕山期花岗岩断
块山体，适合开辟茶园的海拔700～1100m 的花岗岩山原
和盆地众多。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下，多年日照时数为
1525.4t 以上，太阳辐射总量为0.764卡 /cm²，年平均气温为
11℃～16.5℃，年平均降水量为1500～2200m，多年平均湿
度为80%～85%，发育在花岗岩母质上的山地红壤、黄壤、
黄棕壤的土层平均厚度为60cm 以上，质地砂粘适中，无机
养分丰富，土壤湿度为70%；PH 值在4.5～6之间。［5］南岳
衡山茶叶生产基地多位于高山地带，远离城市和厂矿污染
源，其光、热、水、土、肥条件都有利于优质有机茶生长。

3.3　社会经济条件
茶叶属于经济作物，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技术、劳动力

投入和产品销售市场。南岳衡山是湖南省第一个获得国际
国内有机茶颁证的单位，2002年就被湖南省列为优先发展
项目，被湖南省农业厅定为湖南省有机茶示范基地，其资金
技术有保证。［6］由于南岳衡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
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内推进了退耕还林的方针
政策，使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茶叶生产领域，解
决了茶叶生产的劳动力问题。配合衡阳地区优越的区位条
件，从而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3.4　旅游资源基础
南岳作为我国南方唯一一处五岳名山，其气候条件较

其他四岳温和湿润，终年翠绿，茂林修竹，与自然山水融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岳名山文化，因而又有“南岳独秀”
的美称。南岳自古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数
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佛寺道
观林立，佛道并存，可谓一绝，使南岳在全国具有很高的宗
教文化地位。

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具
备的优势。因此，想要实现理想的禅茶文化旅游开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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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要全面系统地认知南岳地区所具备的旅游资源，创新
产业优势，完善资源利用，为南岳禅茶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
提供相应的基础条件。

4　南岳禅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障碍
4.1　茶叶生产效益较低
南岳茶叶生产经营主要以中小企业和家庭经营为主，

由于经营规模较小，茶叶生产较为粗放，受经济利益的驱
动，缺乏商业经营理念，影响茶叶品质。［7］

4.2　茶文化产品开发滞后
南岳茶资源具备形成特色吸引力的有利条件，但缺乏

将有利条件转化为现实吸引力的发展策略。品牌意识不
浓；销售渠道窄、销售面积小，受市场影响波动大，市场竞争
力弱；同时，茶产品文化整合度不足，难以突出南岳禅茶的
文化优势。［8］

4.3　资源整合不足
南岳地区茶叶生产大多位于后山，交通条件十分不便。

整个南岳景区资源和景区外茶园的旅游开发没有产生关
联，区域间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

4.4　旅游吸引力不足
禅茶文化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分支，容易产生旅

游形式单一、体验程度较低、开发深度不够、产品缺乏竞争
力等问题，如果禅茶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不足，就不能够充分
挖掘到潜在的客源。

5　南岳禅茶文化旅游策划
南岳有着丰富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禅茶文化旅游

深度开发过程中，优化旅游开发机制，创新旅游消费模式，
构建旅游特色体验就显得格外重要。

5.1　策划禅茶文化旅游线路
充分利用南岳名山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茶园旅游资源，

通过修建茶文化展区、开辟茶叶园区、规划旅游线路等，将
禅茶文化旅游景点和南岳其他景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
体。将茶园观光、茶叶制作等作为茶业园区的旅游项目，茶
艺表演、品茗参禅、名茶品赏等作为文化展示的旅游项目，
两者作为茶文化旅游活动有机结合，观赏性旅游和参与性
旅游相互渗透。

5.2　开发形式多样的体验模式
南岳禅茶文化旅游必须以游客为本，结合自身文化特

点，开发多种体验模式，让游客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南岳禅茶
的文化熏陶。

首先是寺院供茶。南岳衡山作为全国著名的“宗教圣
地”，香客占的比例很高。在古代，南岳寺院素有向香客供
茶的传统习俗。如今，可根据南岳寺院供茶这一传统习俗，
对来寺院敬香和捐款的香客设“茶礼”招待，提高广大游
客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是游客用茶。由于南岳景区内拥有众多的宾馆、
饭店、招待所，每年需要大量游客接待用茶。因此，要用南
岳本地的优质名茶，针对不同游客的需求，来提供各种不同
规格、档次和品种的茶品。

最后是观光茶业。将禅茶文化展示和茶叶生产观光有
机结合，为游客提供体验式的禅茶文化旅游。在茶园中，游
客可以观茶景，游茶园，观看茶叶采摘、认知茶叶品种。在
茶艺馆，专业人员在讲授茶艺技巧时可让游客参与其中，感
受自己泡茶品茶的乐趣，游客既能得到独特的禅茶文化体
验，更能直观地体会禅茶意境。［9］

5.3　突出特色，打造品牌
整合南岳茶叶品牌优势。虽然南岳的茶叶品牌在国内

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存在产品形式单一、品牌管理混
乱等问题。因此，必须增强品牌意识，可把“南岳禅茶”作
为公共品牌进行培育，形成真正的品牌效益。“南岳禅茶”
不仅要作为一个牌子，还要制定一系列生产标准，包括加工
标准、技术标准、食品标准等，以此提高产品质量。［10］

创新南岳禅茶品牌内涵。首先，营造产品文化内涵。
将南岳的历史典故如禅宗、禅茶、禅隐等以绘画和书法等雕
画在茶具和茶叶包装上，从产品上展现南岳禅茶文化的内
涵与典故。其次，丰富产品的种类。以南岳茶叶为原料加
工成茶饮品、袋泡茶、茶食品等形式丰富多样的茶产品，［11］

可以延伸并丰富茶产业链，也为游客购物提供了更多不同
的茶产品选择。

5.4　进一步开拓禅茶文化旅游市场
南岳作为中华五岳名山之一，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的

游客前来礼佛朝圣、参禅悟道。作为我国禅宗文化的重要
发源地与集散地，可凭借其禅宗文化优势，以禅衬茶、禅茶
互补、禅茶相衬，禅寺、茶园二位一体，相互补充、相互渗透。

大力促进文化旅游与茶叶产业的互动与整合，巧妙地
把禅茶文化与文化旅游、茶叶销售融为一体，形成具有南
岳特色的禅茶文化旅游产业，“以茶兴旅，以旅促茶”，［12］力
求使南岳禅茶文化旅游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禅茶文化旅游
胜地。

6　结语
虽然南岳禅茶文化旅游已经随着禅茶文化资源的开发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开发的深度、广度均有不足，使
其自身的竞争力在整个市场中并不突出。为了解决南岳禅
茶文化旅游的现存问题，以及扫清未来的发展障碍，通过实
地调研和文献研究，针对南岳禅茶文化旅游的一系列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主要从提高茶产品标准、营造文化氛
围、旅游资源整合及打造品牌特色这几个方面入手实现禅
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为南岳禅
茶旅游现存问题扫清发展障碍，提供发展策略，也希望南岳
禅茶文化旅游能够顺应时代需求，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
引领全国禅茶文化旅游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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