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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ies 
are based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erving local culture, digging deep 
into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the output form of cul-
tural resources, aiming at inheriting cultural roots and casting cultural confi-
den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project Telling Shaoxing 
Tea Culture Well in Russian collects and organizes Shaoxing tea culture re-
sources, explore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behind Shaoxing tea culture, and in-
novates ways to disseminate Shaoxing tea culture, aiming to us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and inherit, to carry forward and spread 
Shaoxing tea culture. This paper is centered on the Shaoxing tea culture, with 
the line of history, using stories as the bone and blood, to tell the stories of 
Shaoxing tea in Russia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show the charm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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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 

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上

升。站在我国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自信，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高校传承文化根脉、

共筑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 
位于浙东地区的绍兴凭借深厚的茶文化背景，素有茶都之称，且因其茶

业品类全、规模大、品质优，传统特色明显，产业链完备而成为全国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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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原产地区，亦是世界最大的珠茶加工集散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绿茶出口

地。因此近些年有众多学者对绍兴的茶文化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有学者从“文化兴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通过打造品牌效应，同时融

合艺术和诗词文化的方式，提升绍兴茶产业品质[1]；有学者通过对绍兴地区

茶叶特色村庭院生态景观营造的探讨，探索绍兴特色茶文化道路[2]；有部分

学者分析绍兴茶产业现状，并提出绍兴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3]；又

有些学者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并分析绍兴城乡居民茶叶消费行为，指出

需创新发展绍兴茶文化来进一步促进居民茶叶消费[4]；也有学者对绍兴获奖

纪录片《越地茶韵》进行研究，认为利用自然风貌与人文元素的有机融合更

能使绍兴茶文化焕发生机[5]；还有学者认为创建美丽茶园，发展绍兴茶旅游

不仅可以实现茶产业兴旺，还口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新业态[6]；更有些学

者从安昌古镇的茶馆茶廊对绍兴茶文化进行研究，挖掘在茶文化影响之下的

水乡聚落滨水空间风貌[7]。 
然而，鲜少有人研究传播绍兴茶文化的具体方式。绍兴自古以来便是产

茶区，研究绍兴茶文化传播方式，有利于促进茶文化与茶产业的发展，在提

高茶农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茶叶经济的增

长。绍兴作为重要的茶叶出口地，产品远销各国，研究绍兴茶文化传播方式，

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力，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代表性符号，凭借着独特的文化魅力促进着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

跨越国界的精神文化桥梁，营造友好和谐的文化交流氛围和环境。据本组问

卷调查(含多选)显示，约 62%的俄罗斯外教平时经常喝茶，其中最受欢迎的

茶叶品种为乌龙茶(这一项的选择率为 100%)，其次选择红茶、绿茶和花茶的

都为 61.54%，白茶最少，为 38.46%。此外近 54%的外教对于绍兴茶叶的种类

有些许了解，其余则一点也不了解，可见向俄罗斯传播绍兴茶文化的道路依

然任重而道远，但同时潜在价值也是巨大的。在对茶历史或茶文化的了解方

面，有约 23%的外教表示一点也不了解。通过该问卷中，我们得知俄罗斯外

教最想了解中国茶文化对俄传播的历史以及茶的品种与制茶技艺，并愿意通

过书籍报刊、社交网络、视频网站和电视新闻或影视作品来了解茶文化。这

表明了当今自媒体短视频的影响力甚大，大学生可以以此为契机向俄罗斯传

播绍兴茶文化。 
在“一带一路”与“万里茶道”的融合下，要想以茶文化为先导，抓住

新机遇，通过新媒介向俄罗斯传播绍兴茶文化，丰富和发展茶文化，讲好绍

兴茶文化故事，可利用自媒体短视频这种深受大众欢迎、传播范围广泛的手

段来实现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绍兴拓宽沿线国家茶叶市场，

让绍兴茶走向世界。以俄语为媒介，用短视频的方式讲好绍兴茶文化，在促

进丰富绍兴茶文化、推动绍兴茶产业的升级和拓宽其发展的新途径的同时也

能积极推动俄罗斯人深入了解绍兴茶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树立文化自信。

当代大学生是民族文化建设的主力军，高校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阵

地和文化创新的策源地，以绍兴茶文化为蓝本聚焦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

展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建立文化自信，增强大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从而增加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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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文化对俄的传播现状 

本文的调研主要以问卷调查(含多选)、访谈实录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

前期主要对俄罗斯留学生、俄罗斯外教和俄罗斯人进行网上问卷调查收集。

通过论坛平台、社交平台等网络媒介，最终发出问卷 30 份，收回问卷 30 份，

有效问卷 28 份。该问卷由 9 个问题组成，分别从喝茶频率与茶叶品种选择、

对绍兴茶文化和历史了解程度与倾向、以及希望通过哪些渠道了解茶文化等

几个方面进行调查。通过统计，小组成员发现：在喝茶频率方面，约有 61.54%
的人经常喝茶；茶叶品种选择方面，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乌龙茶，而选择

白茶的仅占 38.46%，为被选择最少的茶叶品种；绍兴茶文化和历史了解程度

与倾向方面，有 92.31%的人对茶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其中仅有 7.69%的人

对茶文化有多方面的深刻了解。而根据问卷数据显示，76.92%的人愿意了解

茶叶品种与制茶技艺，61.54%的人则对中国茶文化对俄传播历史感兴趣；了

解茶文化的渠道方面，76.92%的人和 69.23%的人分别通过社交媒体和视频网

站了解中国茶文化，而 84.62%的人希望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了解茶文化。同时，

课题组采用访谈的方式，采访在校的四位俄语外教老师，与他们进行深入的

沟通，探讨俄罗斯人的饮茶习惯和方式，并记录他们对于茶文化的认识和看

法。尽管中俄在饮茶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中俄悠久的茶叶贸易历

史，大部分外教老师都表示他们对于绍兴茶文化，尤其是茶叶品种与制茶技

艺抱有极大兴趣。此外，小组成员前往绍兴市嵊州市和新昌县进行实地考察，

对当地居民进行了采访，了解当地茶叶特色，以及人们对绍兴茶文化、茶历

史的了解程度。我们发现茶叶已经在当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大多数人的

生活都与茶产业息息相关，绍兴茶文化不仅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与传承，更顺

应时代的需求进行了创新，迸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经过走访和调研，对所有内容和资料进行整合，我们发现：绍兴茶文化

的对俄传播少不了新媒体的加入。首先，为响应乡村振兴政策同时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绍兴市积极发挥地理与人文优势，文化兴茶，通过打造品牌与茶

旅结合，使绍兴茶文化重获新生，但作为中国的茶叶出口大市，绍兴茶叶近

年来也陷入了市场萎缩，出口品种单一的困境，对外宣传绍兴茶文化已经迫

在眉睫；其次，根据调查与走访，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俄罗斯人对于绍兴茶文

化知之甚少，但他们也表示十分愿意了解绍兴茶文化；最后，近九成俄罗斯

人都是通过社交网络与视频网站来了解茶文化，新媒体以速度快，多元化的

优势作为茶文化的急先锋发挥着对外传播的作用。 

3. 用俄语讲述绍兴茶文化的方式：短视频 

3.1. 编写脚本 

当今时代，短视频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内容

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内容则能对大众产生极强的互动性与冲击性。本项目确

定以短视频的方式来讲好绍兴茶文化。希望利用短视频产出优质内容，能让

大众更多地了解茶文化，对茶文化的传播和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有着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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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产出茶文化内容，在拍摄前期少不了精准的脚本编写工作。在整

合所有调研资料之后，对于琐碎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找出绍兴茶文化的

特点和俄罗斯人对绍兴茶文化感兴趣的方面。编写脚本过程中，项目组成员

主要对于视频内容进行确认。每个人都提出各种想法并在筛选后填入脚本表

格中，大致编写和描述出每个视频的具体内容以及画面，最终筛选更好的方

案。在成员们的讨论下，脚本主要以时间线为基础，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模

板。在“过去”这一部分中，视频风格类型更为古风，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

讲述千百年来绍兴人的品茶文化以及茶文化、茶产业发展，进行历史故事内

容呈现。同时结合地理位置特点，讲述绍兴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湿润的气候孕

育出各种品种的茶叶，对绍兴茶的特点进行科普；在“现在”这一部分中，

视频类型更为现代化，主要展示绍兴茶文化的现状。内容主要从人文方面出

发：包括拍摄制茶品茶、对茶馆茶客与当地居民采访以及茶旅融合的片段。

最后，针对完成后的脚本内容，小组成员翻译成俄语，并向外教询问和征求

意见，对于俄语句子中的一些语序语病等语法问题进行修改，对于一些文化

冲突进行删减，对于不足的部分进行优化。 

3.2. 拍摄视频 

在拍摄过程中小组成员对照脚本进行取景，尽可能拍摄多段不同角度的

视频，并且拍摄时长尽量更多一些。拍摄的方法主要以远景、全景和近景为

主。远景呈现绍兴的地理情况以及当地茶园的生态环境，全景主要表现茶农

采茶、制茶、售茶的画面，近景则用作采访时的画面。除此以外，对空镜进

行多方面的采集，能够在后期视频的剪辑中填充画面，使视频内容更加丰富。

拍摄视频需要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小组成员一起行动，每一个需要的画面从

不同角度拍摄多个片段，使拍摄视频更加高效快速地进行。 
其中，通过对绍兴茶文化的历史追溯，以绍兴茶历史的时间线索：“始

于汉，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唐，旺于宋元和明清。”来讲述每个时代的绍

兴茶文化发展状况，并且以书籍、古诗、历史故事等来展现绍兴茶文化历史

悠久以及茶叶种类丰富。其次，通过展现绍兴茶文化与自然山水融合，孕育

出绍兴好茶好文化。以水元素展现绍兴茶文化细腻，渗透民间的特点。以山

元素展现绍兴茶文化不断积累，底蕴深厚的特点。并且介绍越窑青瓷茶具，

来展现绍兴的饮茶文化。介绍绍兴“四时茶俗”，以及绍兴人根据节气变化

所演变的饮茶习俗，来体现绍兴茶文化对民间的影响。以“四时茶俗”为例，

大年初一饮元宝茶，招财进宝；清明前饮明前仙茶，福泽深厚；端午饮端午

茶，百病远走；鬼节饮盂兰盆会茶，告慰先人。 

3.3. 传播视频 

小组成员对后期制作出来的短视频进行分类，制作模块并按计划去投放

视频。小组成员通过研究主流媒体平台对视频发布要求以及审核标准，投放

相应的视频，主要通过抖音(针对大学生等年轻人)、TikTok (针对俄罗斯年轻

人群体)等平台发布。 
投放后播放量与点赞量的数据可观，具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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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短视频投放后的播放量与点赞量统计 

序号 投放平台 作品数 投放时间(天) 总播放量 平均播放量 点赞数 平均点赞数 

1 抖音 10 60 55,274 5527 3989 399 

2 TikTok 10 60 36,491 3649 2261 226 

3 B 站 10 60 44,236 4424 3698 370 

4 小红书 10 60 40,821 4082 3004 300 

 
同时通过评论区，我们发现用户对于绍兴茶文化有很大兴趣，并且更想

了解制茶过程，饮茶习俗与茶旅融合的具体内容。根据后台数据与评论区留

言显示，通过俄语对茶文化进行传播，确实更利于俄罗斯人了解茶文化；而

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多板块多层次地介绍茶文化，极大地激发了用户的兴趣

与热情，使其更加深入地了解绍兴茶文化的内涵。 
在传播后期，小组成员认为需要在视频里增添语句，使视频更具人文情

怀与思想深度，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发人深省。我们希望视频不但能够体现蕴

藏在茶文化中的儒雅、谦和、中庸，也能够展现出绍兴茶文化的新生，更能

彰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4. 用俄语讲述绍兴茶文化的内在价值 

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非遗名录的背景之下，茶文化

作为中国独特的一张文化名片正在吸引着国内外的注意。绍兴素有“茶都”

之称，其孕育而生的茶文化也正在寻找新模式新方法重获新生。当今时代下，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服务科技、文化建设等功能，还具有推进社会政

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动力的功能；更具有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为我国

的现代化建设直接提供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功能。高校应积极探索培养人才，

文化建设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后备力量。推动绍兴茶文化的

深入研究，在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展现了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

分，是展现全面性人才的平台，是鼓励学生敢于创新的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

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作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有责

任也有义务去运用新媒体形式，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对绍兴茶文化进行宣传

传播，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和新媒体技术融合，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坚

持文化自信，推动茶文化走出去。 

而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绝佳阵地，蓬勃发展的新媒体

是当今世界开发化与多样性文化交流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成为了传统文化适

应网络时代的绝佳途径。而大学生早已成为互联网的主力军，从学习到生活，

从观念到思维，无不深受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新媒体的宣传与推广形

式也有着敏锐的神经与独特的见解。 
本文基于在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实践能力，挖掘绍兴茶文化的内涵，

运用俄语与短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讲述绍兴茶历史。在拓宽传播绍兴茶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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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式的同时，追寻中俄共同茶文化基因，推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往来。

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方式，让传承千年的茶文化在新时代之下迸发

生机与活力，丰富茶文化内在价值，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现绍兴茶文化的魅力，

并通过短视频这把钥匙，对外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纵观本文对“用俄语讲好

绍兴茶文化”的阐述与实践，主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有助于传播绍兴茶文化。可由汉代追溯起的绍兴茶文化，背景深

厚，产业完整，曾凭优质的茶叶品种名扬天下，也曾凭首创的炒青之法“开

千古饮茶之宗”。令人惋惜的是，调查问卷显示，正是有着茶道起源地这样

头衔的绍兴，茶文化却长期处于寂寂无名的状态。人们大都只知其名，却没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究其原因是苦于没有具体的传播方式。小组成员通过实

际探究，丰富了绍兴茶文化的内涵，推动绍兴茶产业的升级，拓宽传播绍兴

茶文化的新途径，更为讲好绍兴茶道提供新思路，开发绍兴茶叶国外市场的

同时，树立了文化自信。 
第二，有助于俄罗斯人深入了解绍兴茶文化。万里茶道为中俄茶文化的

交流拉开了序幕，持续数百年的中俄茶文化交流由点到面地辐射到了两国其

他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最初的茶文化影响力日渐式微，而绍兴与俄罗斯

之间的地域差距，更致使绍兴优质的茶文化难以向俄传播。本文通过问卷调

查，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到茶文化对俄传播现况，同时积极发挥俄语生的

专业语言优势，采用短视频形式用俄语讲好绍兴茶文化，不仅推动绍兴茶文

化走向俄罗斯，走向世界，也为未来其他绍兴茶文化传播方式提供借鉴经验，

更加彰显我国的文化自信，吸引更多国内外人士关注并了解绍兴茶文化，展

现中国文化的魅力。 
第三，有助于将专业知识融入实践。本项目研究如何采取短视频的方式

用俄语讲好绍兴茶文化，让俄语专业的学生学会如何将学到的俄语知识和技

能转化为语言实践能力，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课题开展的诸多环节

当中，调动高校大学生创业创新能力，拓宽未来就业道路，充实自身语言运

用经验，切身做到文化自信，讲好绍兴茶历史，培养其成为创业创行的综合

性人才，为弘扬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文化强则国强，文化兴则国兴，文化是一个民族永立民族之林的重要支

柱，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促进国家不断向前发展。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标志，成为中国人

品德的象征。当代大学生作为先进文化的主要引领者以及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力量，只有通过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使其

真正成为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承载者，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重任。这不仅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共筑“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借鉴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5. 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

播绍兴茶文化的载体，更是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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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的国家诉求与文化自信的民众导向之下，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创新理

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而且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兴媒体传

播优势。“用俄语讲好绍兴茶文化”正是依托短视频平台这种新兴媒体，通

过故事讲述来激发大学生对于绍兴茶文化的兴趣，并在国际范围内传播绍兴

茶文化。在项目的实际调研、资料整理、编写脚本，故事创作中，充分调动

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的能力，增强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合理组织学科资源，

激发强大价值，培养造就更好的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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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用俄语讲好绍兴茶文化 

摘要：当代高校的科技创新项目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地方文化，深

挖地方文化资源，探寻开拓文化资源的输出形式，目的是传承文化根脉，铸

造文化自信。“用俄语讲好绍兴茶文化”立足新时代背景，收集整理绍兴茶

文化资源，深入探寻绍兴茶文化背后的历史文化，创新传播绍兴茶文化途径，

旨在运用专业知识，讲好中国故事，继承、发扬并传播绍兴茶文化。本文围

绕绍兴茶文化展开，以历史为骨架，故事为骨血，俄语为媒介对外讲好绍兴

茶故事，展示中国魅力。 

关键词：绍兴茶文化，俄语，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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