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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茶文化与茶语言探析 
王统  白伟权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摘要：茶，这一古老的饮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日常的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统和习俗。在中国众多的民族中，维吾尔族的茶文化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为中华民族的茶文化增添了丰
富多彩的一笔。本文旨在深入探析维吾尔族的茶文化与茶语言，通过对维吾尔族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常生活中的茶、茶馆文化
以及维吾尔语中与茶相关的表达、谚语、歌谣和茶礼仪的研究，全面揭示维吾尔族茶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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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维吾尔族，作为中国众多民族之一，其茶文化不仅深受本

民族历史、地理、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华民族茶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维吾尔族人民逐
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茶习俗、茶叶选择、茶馆文化以及与之
相关的茶语言，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维吾尔族茶文化的核心，
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智慧、情感和生活方式。 

二、维吾尔茶文化概述 
1 维吾尔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1 维吾尔族接触茶的历程 
维吾尔族接触茶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时

期。作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新疆地区早在汉唐时期就开
始接触到茶叶这一神奇的东方饮品。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茶
叶逐渐从中原传入新疆，进而被维吾尔族人民所接受和喜爱。
在历史的长河中，维吾尔族人民逐渐认识到茶叶的提神醒脑、
帮助消化的功效，于是茶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
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维吾尔族人民开始尝试栽培和制作茶叶，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叶品种和制茶工艺。 

1.2 维吾尔茶文化的特点与价值 
维吾尔茶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而著称。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维吾尔族茶文化注重
礼仪和仪式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以茶待客是一种重要的社
交礼仪。无论是亲朋好友相聚，还是商务洽谈，一杯香浓的热
茶总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以茶为媒的社交方式，不仅体现了维
吾尔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其
次，维吾尔茶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新疆地区独特的地理
环境赋予了维吾尔族茶文化独特的韵味。例如，在茶叶的选择
上，维吾尔族人民偏爱红茶和茯茶等具有浓郁口感的茶叶品种。
在饮茶方式上，他们喜欢在茶中加入牛奶、冰糖等调味料，创
造出独具特色的奶茶，这一饮品不仅口感丰富，还具有一定的
营养价值。此外，维吾尔茶文化的价值还体现在其传承和弘扬
民族文化方面。茶馆作为维吾尔族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是
人们品茗休闲的场所，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传承的平台。在茶
馆中，人们可以欣赏到传统的维吾尔族歌舞表演，感受到浓郁
的民族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有助于增强维吾尔族人民
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 

2. 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的茶 
2.1 维吾尔族常用的茶叶种类 
在维吾尔族人的茶桌上，红茶和茯茶是最为常见的茶叶种

类。红茶，以其醇厚的口感和深红的色泽深受维吾尔族人的喜
爱。红茶不仅能够帮助消化、提神醒脑，其独特的香气更是让
人回味无穷。而茯茶，作为一种经过特殊工艺制作的黑茶，具
有独特的发酵香气和口感。它不仅能够消暑解渴，还有助于调
节身体机能，是维吾尔族人在炎热的新疆夏季里的首选饮品。
除了红茶和茯茶，维吾尔族人还会根据季节和个人口味选择其

他茶叶，如绿茶和乌龙茶等，这些茶叶不仅为他们的生活增添
了多样的口感体验，还为他们带来了健康的享受。 

2.2 维吾尔族独特的饮茶方式 
维吾尔族人的饮茶方式独具特色，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情。

他们喜欢在茶中加入各种调料，如牛奶、冰糖、蜂蜜等，以丰
富茶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特别是在冬季，一杯加入牛奶和冰糖
的热茶，不仅能驱寒保暖，还能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此外，
维吾尔族人在饮茶时还注重仪式感和社交性。他们常常以茶会
友，邀请亲朋好友共聚一堂，一边品茗一边畅谈生活琐事，这
种饮茶方式不仅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还传承了维吾
尔族的茶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人还有一种独特的“茶
泡馕”的吃法。他们将馕掰成小块，放入热茶中浸泡，待馕吸
饱了茶水后再食用，这种吃法既美味又富有营养，是维吾尔族
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特色小吃。 

3. 茶馆在维吾尔茶文化中的地位 
茶馆，作为维吾尔族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人们休闲

放松的好去处，更是文化交流和情感沟通的平台。在维吾尔族
人的生活中，茶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历史与现状，以
及茶馆中的社交与娱乐活动，都深刻地反映了维吾尔茶文化的
独特魅力。 

3.1 茶馆的历史与现状 
茶馆在维吾尔族社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茶馆

就是维吾尔族人聚集交流的重要场所。随着时代的变迁，茶馆
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的茶馆往往装饰简朴，
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再加上一壶好茶，便能吸引众多茶客。
而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茶馆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
时，也融入了更多现代化的元素，如舒适的座椅、雅致的装饰
以及丰富的茶饮选择。现状来看，茶馆依然是维吾尔族人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城市的繁华街区，还是乡村
的宁静角落，茶馆都是人们喜爱的聚集地。在这里，人们可以
暂时抛开生活的烦恼，享受一段宁静的时光。同时，茶馆也是
维吾尔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许多传统的歌舞、说唱艺术都
在茶馆中得以展示和传播。 

3.2 茶馆中的社交与娱乐活动 
茶馆不仅是品茗的场所，更是社交和娱乐的中心。在茶馆

里，维吾尔族人可以结识新朋友，交流生活心得，分享彼此的
故事，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友
谊。此外，茶馆还经常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如传统的维吾尔族
歌舞表演、说唱艺术展示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茶馆的文化
内涵，也为茶客们带来了愉悦的享受。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
到精湛的艺术表演，感受到维吾尔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维吾尔茶语言探析 
1. 茶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与含义 
1.1 “茶”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用法 
在维吾尔语中，“茶”被称为“çay”，这个词简洁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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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维吾尔族人对这一饮品的深厚情感。在日常生活中，
“çay”的用法非常广泛，它可以单独使用，表示邀请别人喝茶，
也可以与其他词汇组合，形成丰富的短语和表达。例如，“bir çay 
içmak”意为“喝一杯茶”，“çay taýýarlamak”则表示“准备茶”
或“沏茶”，这些表达不仅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对茶的热爱，也
展示了茶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1.2 与茶相关的维吾尔语词汇及短语 
除了“çay”这个基本词汇外，维吾尔语中还有许多与茶相

关的词汇和短语。例如，“çay qazan”指的是“茶壶”，“çay terek”
则是“茶杯”的意思，这些词汇精确地描述了维吾尔族人喝茶
时所使用的各种器具。此外，还有一些与茶相关的短语，如“çay 
içip söhbetlesimiz”意为“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这体现了维
吾尔族人喜欢以茶会友、在品茶的同时畅谈生活的习惯，这些
短语不仅丰富了维吾尔语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维吾尔族茶文
化的独特魅力。 

2. 维吾尔茶谚语与茶歌谣 
2.1 反映维吾尔茶文化的谚语 
维吾尔族茶谚语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它们以简短精炼的形

式，传达了茶在维吾尔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茶文化的深刻内
涵，这些谚语往往寓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智慧。例如，
“无茶不成礼”强调了茶在社交礼仪中的不可或缺性，体现了
维吾尔族人以茶待客、以茶会友的传统习俗。而“一杯清茶品
人生”则寓意着通过品茶来体味生活的酸甜苦辣，折射出维吾
尔族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这些谚语不仅丰富了维吾尔
族的语言文化，也成为了传承茶文化的重要载体。 

2.2 维吾尔族茶歌谣的传承与特点 
维吾尔族茶歌谣是另一种体现茶文化的艺术形式，这些歌

谣通常以茶为主题，旋律优美，歌词中蕴含着对茶的赞美和对
茶文化的颂扬。它们通过代代相传，成为了维吾尔族茶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茶歌谣的特点在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和生动的表现力。歌谣中常运用丰富的比喻和拟人手法，将茶
赋予生命和情感，使得茶文化更加生动有趣。同时，这些歌谣
还融合了维吾尔族的传统音乐元素，旋律悠扬，节奏明快，给
人以美的享受。在传承方面，维吾尔族茶歌谣主要通过口耳相
传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老一辈的维吾尔族人会在闲暇时分，向
年轻一代传授这些歌谣，让他们了解并传承本民族的茶文化。
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些维吾尔族茶歌谣也被录制下
来，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传播，使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些美
妙的歌谣，感受到维吾尔族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维吾尔族茶礼仪与茶语言的关系 
3.1 维吾尔族茶礼仪概述 
维吾尔族茶礼仪是他们在长期饮茶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规范

的行为准则，这些礼仪不仅体现在沏茶、敬茶和品茶的每一个
细节中，更融入了维吾尔族人的热情好客和尊重传统的文化理
念。在维吾尔族家庭中，当有客人来访时，主人会热情地邀请
客人入座，并迅速准备好茶具和茶叶。沏茶时，主人会精心选
择茶叶，并用恰当的水温和时间进行冲泡，以确保茶水的口感
和香气达到最佳状态。敬茶时，主人会用双手捧上茶杯，以示
尊重和礼貌。客人接过茶杯后，也会用双手接过，并表示感谢。
在品茶过程中，主客双方会边品茶边交谈，气氛和谐而愉快。 

3.2 茶礼仪中的维吾尔茶语言表达 
在维吾尔族茶礼仪中，茶语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邀请

客人喝茶到沏茶、敬茶、品茶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茶语言的
运用。首先，在邀请客人喝茶时，主人会使用热情洋溢的言辞
来表达自己的诚意和欢迎之情。例如，“请坐，请喝茶！”这样
的邀请语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热情好客，也为接下来的茶事活动
奠定了愉快的基调。在沏茶过程中，主人可能会向客人介绍所
选茶叶的品种、产地和特点，这不仅展示了主人的茶艺水平，

也增进了主客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敬茶时，主人会用维吾尔语
说出祝福的话语，如“愿这杯茶给您带来健康和幸福！”这样的
祝福语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美好祝愿，也让客人感受到温暖和关
怀。在品茶过程中，主客双方会互相交流对茶水的口感、香气
等方面的感受，这些茶语言不仅丰富了茶事活动的内容，也加
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理解。 

四、维吾尔茶文化与中华民族茶文化的交融与影响 
1. 维吾尔茶文化与中华民族茶文化的共同点 
维吾尔茶文化与中华民族茶文化有着诸多共同点。首先，

它们都强调茶的精神内涵，将品茶视为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
操的方式。在品茶的过程中，人们能够静心、从容，体会生活
的美好。其次，维吾尔族和中华民族都注重茶道的礼仪和规矩，
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等方式，增进友谊、美心修德、
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德，这体现了“和、敬、清、寂”的茶
道精神。 

2. 维吾尔茶文化对中华民族茶文化的贡献 
维吾尔茶文化为中华民族茶文化注入了独特的民族风情和

地域特色。首先，维吾尔族独特的饮茶方式和茶具，如使用特
制的铜质或陶质茶壶和茶杯，以及加入特色调料如牛奶、蜂蜜
等，丰富了中华民族茶文化的多样性。其次，维吾尔族的茶歌
谣、茶谚语等艺术形式，也为中华民族茶文化增添了浓厚的文
化底蕴和艺术气息，这些贡献不仅促进了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也推动了中华民族茶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3. 中华民族茶文化对维吾尔茶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茶文化对维吾尔茶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

方面，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和渗透，维吾尔族逐渐接触并吸收了
汉族的茶道精神和茶艺技巧，提升了自身茶文化的层次和水平。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茶文化中的诗词歌赋、书画艺术等文化元
素，也启发了维吾尔族对茶文化的更深层次理解和创新，这种
影响不仅体现在饮茶方式上，更深入到维吾尔族的文化观念和
精神世界中。 

结束语 
维吾尔族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茶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着世人的目
光。本文通过对维吾尔族茶文化的深入探析，展示了这一文化
现象的多个层面，包括其形成与发展、日常生活中的茶、茶馆
文化的地位以及维吾尔语中与茶相关的丰富表达。维吾尔茶文
化与中华民族茶文化在交融与影响中共同进步，不仅丰富了茶
文化的内涵，也促进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参考文献： 
[1] 万 飘 飘 . 汉 维 茶 文 化 对 比 初 探 [J]. 才 智 , 2021, 

000(009):58-60. 
[2] 花卫芳.基于旅游地理角度的茶文化旅游模式发展研究

[J].福建茶叶, 2021, 43(10):85-86. 
[3] 张久玲.茶馆·茶·茶文化——《茶馆》文化符号探析

[J].时代报告, 2022(18):4-6. 
[4] 范晓瑞,王欣.浅析中华文化视野下新疆茶饮文化的源

流 与 特 色 [J]. 中 文 科 技 期 刊 数 据 库 ( 文 摘 版 ) 社 会 科 学 , 
2024(1):0140-0143. 

第一作者简介：姓名，王统（出生年月-1983.07.13），性别：
男 民族：汉，籍贯，吉林省，中国致公党党员，职称；高级经
济师 单位：华夏文化促进会会长助理、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会
长，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在读博士 。 

学历：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华艺术、文化与技艺。 
第二作者简介：姓名，白伟权，性别：男 民族：汉，单位：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  职称：助理教授  
学历：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马来西亚区域地理、历史地理、
地名学、华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