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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在
广州举行的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曾指出：

“全世界每年茶叶需求量达 300 万吨，供应
量达 350 万吨。中国每年产茶 120 万吨，仅
有 30 万吨出口，虽然产茶面积世界第一，但
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却较弱。中国每年茶产
业产值为 300 亿元人民币，而立顿茶业年产
值约 23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茶产值的
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国七成多茶产值仅

相当于英国一家立顿茶业，中国茶亟待国际
化品牌建设。”

实际上，英国不产茶，但英国立顿茶却无人
不知，中国茶市场缺乏品牌巨头太久了。一个
企业如果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一个行
业如果缺乏行业巨头，就没有活力。

透过中国茶叶的品牌缺失引起不少茶企业
进行反思。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如今却找
不到几千年“茶叶王国”的骄傲与底气。在中原

市场亦是如此，“不能否认，目前河南市场真正
做品牌茶商的还不太多，行业内部虽然也有一
些活动，但是多局限于行业内部，而不被广大消
费者了解，反而国外茶产品靠品牌在中国市场
上摸爬滚打，闯出了一片大市场。”八马茶业负
责人张冰坦言。

业内专家指出，中原茶商始终难以摆脱“一
流品质、二流包装、三流价格”的怪圈，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缺乏品牌。

传承：紫砂文化与茶文化的灵魂嫁接
“紫砂文化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

南举办紫砂节，其深层的意义，不但是弘扬紫砂
文化，其实也是为在‘茶’和‘壶’寻找灵魂的皈
依。”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姬霞敏谈到本次紫
砂节时说。

宜兴的茶与吴越的瓷，在唐时曾一度齐名，
彰昭神州。宜兴古时名为阳羡，唐朝诗人卢仝
说：“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可惜
宜兴茶和它曾经的威名和光辉，竟被日渐壮大
的制陶业所遮避。

宋代紫砂茶具兴起，盛于明清，流传至今。
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紫砂壶形成了集造型、诗
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等多元文化于一身的
艺术门类。从外到内、从“技”到“艺”，紫砂艺术
几经变革：从描摹自然到造乎自然、从“自然主
义”创作走向“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一次次
变革技艺，一次次“拓展”艺术领域，紫砂艺术越
走越精，越拓越宽。

一代代艺术大师用他们的作品，诠释着中
国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本质。茶壶
虽小，内化乾坤，逸趣横生，终成华夏传统文化

以及茶文化中灿烂的一页，成为中国陶
瓷艺苑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论道：搭建了茶与壶的交流平台

为弘扬紫砂文化，推动紫砂行业在
中原的发展，打造“高品位、高层次、高水
准”的紫砂展示盛会。此次紫砂艺术节，

联合了河南、江苏宜兴两地相关
行业协会，以“品味紫砂、共享
艺术、弘扬文化”为主题，在首
届紫砂艺术节的基础上，让紫
砂文化和断层的国学文化在
中原大地得到更广泛的传承。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进
一步加强河南与宜兴两地之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茶文化
之间的合作沟通。届时，不仅有来自紫
砂故乡宜兴的精品紫砂展览，而且，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顾绍培，国家级高
级工艺美术师顾道荣等人将携数百位紫
砂工艺师莅临现场，与壶友近距离交流
紫砂艺术，为藏友鉴别真假紫砂。

“宜兴紫砂闻名天下。一方面造型
美观，另一方面透气性能好，能吸收茶汁，壶内
壁不刷，沏茶也绝无异味，而且紫砂使用越久，
壶身色泽越发光亮照人，气韵温雅。”一提起紫
砂，郑州市民王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河南不
光是我国重要名优绿茶产地，更是绿茶消费大
省。茶、壶本是一家，早就应该为中原茶、宜兴
砂搭建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

亮点：特色主题活动直播表

据介绍，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有九大主

题内容等您来参加。
明清紫砂再现往日风采：应河南第二届紫

砂艺术节之邀，宜兴紫砂收藏、鉴赏大师张一成
将携带数十把明、清、民国及当代名家精品开展
一场明清紫砂精品展，历代精品之作集中展示。

国礼紫砂落户中原：国礼紫砂掌门人汪成
琼，其作品被作为国礼赠送。在本届紫砂艺术
节期间，将举行“国礼紫砂”落户中原——揭牌
仪式，届时还有神秘嘉宾出席现场。

紫砂、绿茶评比，花落谁家：2010河南省名
优茶评比活动于5月4日评比完毕，其评比结果
将在紫砂艺术节期间向茶界人士公布，高手云
集，谁将得胜，竞争场面可以想象。

现场手工制作，揭开紫砂神秘面纱：来自宜
兴紫砂工艺师洪美华、陈暗军、郭占华、许浒等
在现场展示紫砂制作过程，与紫砂壶友进行零
距离的交流。

老壶鉴赏 真真假假：5月8日至9日，紫砂
艺术节组委会邀请大河鉴宝专家和紫砂鉴定专
家，现场解说紫砂藏品的鉴赏常识，品评藏品的
特点和瑕疵，使人们掌握一定的紫砂鉴定知识。

均陶艺术 中原崭露头角：紫砂节期间，中

国江苏宜兴均陶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中国陶瓷

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方卫明将开展一场均陶艺术讲座，让中原壶友

身临其境地感受均陶“堆贴”的神秘。

紫砂摄影 精彩永驻：紫砂节组委会应邀

河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数十位摄影专家亲临

艺术节现场，抓拍紫砂精品亮点，镜头交替、

紫砂无言。

情系灾区 爱心拍卖：伴随紫砂节开展，特

别举行了一场爱心拍卖活动。拍卖所得的款项

将通过中国慈善总会捐给青海玉树灾区，为玉

树人民重建家园。

■中原茶叶市场系列报道之一

2003年首家茶叶专业市场在郑州市航海路成立，目前包括国香茶城、南茶
城、北茶城等。目前，郑州规模较大的茶叶市场已增至7个，大大小小的茶叶店
铺不计其数，茶叶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喜人发展态势。近日作为福建最大的
铁观音茶商之一的中闽魏氏铁观音专卖店也进驻曼哈顿，此举说明茶叶市场正
在开启专卖模式，茶叶市场品牌时代已经到来。众多商家登陆中原茶市，也足以
说明中原茶叶市场的潜力。为此，本报将从本期开始，持续关注茶叶市场，并于5
月14日举办中原茶叶行业高峰论坛，召集行业内有识之士共议行业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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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茶商纷纷登陆中原市场，足以说明
中原市场的发展潜力。”刚刚进入河南市场的
中闽魏氏有限公司负责人魏小红认为，“众所
周知，得中原者得天下，由于中原地带有它的
交通优势，不仅辐射河南省内，而且已开始向
外省辐射。而另一方面，河南将近1亿人口的
大省，这就决定了中原茶市的基础优势。”

此外，随着中原地区的快速发展，大家
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温饱问题解决后就开
始关注生活质量，关注健康，而茶作为一个
公认的健康饮品，使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受
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根据以往的资料统计，2007年河南省
茶叶消费总量已突破 3亿元，2008年销售总
额达到 5亿元。河南茶叶消费量尤其是郑
州市场每年都以超过 50%的速度递增。有
关业内人士认为：人们对茶叶作为健康原
生饮品认识的加深，茶业市场也必将进一
步发展壮大。

担忧：品牌何时才能叫响中原

“2010河南第二届紫砂艺术节”5月8日至11日举办

周末去国香茶城赏紫砂

5 月 8 日至 11 日，
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政府、河南省茶文化
研究会、河南省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联合主办，河南省茶叶商
会、河南省茶叶协会、郑州市人
民政府会展办公室、河南省青年
摄影家协会协办的“2010河南第
二届紫砂艺术节”即将开幕，有
理由相信，这将是一场国学文化
和紫砂艺术竞相绽放的盛会，中
原和陶都两地人将会聚一堂，共
同奏响一曲茶文化与紫砂相互
交融的华彩乐章。

晚报记者 谢宽/文 赵楠/图

汪成琼作品：国礼壶

曾经有人这样感叹，郑州有七座茶城么？
怎么就知道附近的一家。实际上，一些细心的
市民会发现，中原的茶市场有这样一个怪圈，茶
城更喜欢抓住家门口经济，而茶城的经营者似
乎有很好创意却无从实施。

5月 4日，在国香茶城的办公室内，来自河
南省农业厅、信阳市茶产业办公室、信阳师范学
院茶学系等相关茶行业专家齐聚一堂，从将近

70道选送的绿茶中，精选出河南名优茶，其中
茶叶注册品牌数超过了数十家。

但是在这数十家的品牌中，记者却发现消
费者所认知的只是毛尖、铁观音、龙井等，但是
对于这些家茶叶的出处、品牌、经销商品牌的认
知却寥寥无几。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姬霞敏坦
言：“就目前的市场而言，中原茶市场并不成熟
仍处在培育期，市场基础很好却并没有知名的

品牌，只有站稳了脚跟稳扎稳打，才能为以后的
品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原虽不是产茶大
省，却拥有广泛的流通能力。但从目前的市场
现状看，无论本土毛尖也好、还是外来铁观音、
云南普洱等品牌的流失，使得拥有七大茶叶批
发市场，处在无品牌的真空阶段，如此众多的人
口基础，却只等待基础开发。

中原茶市呼唤品牌时代
市场：中原茶市潜力大

河南茶叶消费量每年以50%递增，但高品质茶商却很少

茶行业专家齐聚一堂，现场品评河南名优茶。茶行业专家齐聚一堂，现场品评河南名优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