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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深厚
济南创建有底气

济南是文脉绵长的历史文化
名城，自古就有“海右名郡”“天下
泉城”美誉。张马屯遗址的发现，
证明9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
生息。4600多年前的城子崖遗址
被誉为“中国考古圣地”，是中国
文化本土起源自证地。

济南有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
遗产。全市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43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3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61处，国有馆藏文物20余万
件。比如，泰山北麓的灵岩寺列中
国四大名刹之首，寺内四十尊彩
塑罗汉像被誉为“海内第一名
塑”；四门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单
层亭阁式石塔，被称为“华夏第一
石塔”；齐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
之父”；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是我国
现存最早地面房屋式建筑，其汉
代画像被历代金石学家、学者和
美术家视为艺术珍品。

济南有独具韵味的名士文化

资源。李白、杜甫、曾巩、赵孟頫等
大家曾在济南游历或工作，李清
照、辛弃疾、张养浩等名人生在济
南，马可波罗、泰戈尔等国际名人
曾在济南驻足游历。

济南还拥有互学互鉴的文化
基因。1300多年前，济南僧人义净
远渡重洋取经，是“三大求法高
僧”之一。一代词宗李清照、词中
之龙辛弃疾在东亚国家备受推
崇。近代以来，济南自开商埠，创
造了内陆城市对外开放先河。

“如今我们的友城和友好合
作城市已达79个，人文往来、经贸
交往持续深化。文化是泉城济南
鲜明的标识、宝贵的资源，传承保
护、挖掘阐释好这些历史文化，向
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重任。”济南市委副
书记、市长孙述涛表示。

努力共建共享
济南加快交流脚步

自2019年成为候选城市以
来，济南开展了强化顶层设计、组
建专家智库、成立工作专班等“十
大创建工作”。其中，依托历史文
化街区、国际潮流文化街区等优
秀文旅资源，先后建立百花洲、绿
地、融创文旅城、悦立方、国际时

尚创意中心、华润万象城、富力凯
悦酒店、华侨城欢乐荟、海尔产城
创、舜井国际社区等10个创建基
地。建立了亚洲时尚联盟、丝路国
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亚洲联盟、
亚洲城市艺术发展联盟和济南文
旅海外交流驿站等4个常态化国
际文旅交流平台。

先后举办了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暨首届中国文化旅游博览
会、第二届“泉城风尚”国际时装
周、“和动力——— 首届济南国际双
年展”、“异域·同天”中日韩高校
摄影邀请展、毕加索真迹2020全
球巡展济南站、CBD全球顶奢珠
宝艺术展、“与世界，共欢乐”文旅
欢乐盛典、山东首届国际球鞋潮
流嘉年华暨东亚国际文化交流
展、“文化济南·国际艺术沙龙”、

“世界百名杂技明星聚集斯图亚
特艺术节”、“第十二届中国—葡
语国家文化周”、“信尚·东亚文化
艺术季”等40余项文化交流活动，
让异彩纷呈的世界文化在济南展
示魅力、交流互鉴，有力提升济南
文化和旅游的影响力。

先后在荷兰、德国等国家成
立10个“济南海外文旅交流驿
站”，开展“Spring For You———
济南国际文旅志愿者行动”，聘请
国际知名人士为济南文化和旅游
交流大使。在海外重要媒体发布

文化济南对外交流活动信息，在
海内外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文旅产
业合作等4个项目被评为山东省
文旅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并入
选全国项目评选，济南国际风尚
创意中心等9个项目被评为山东
省“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此外，充分发挥济南市旅游
联合会桥梁纽带作用，先后联合
创建“东亚文化之都”创建志愿服
务总队、文创联盟、文旅综合体联
盟、老建筑联盟、旅游美食联盟、
电影院联盟、新闻媒体联盟、工业
旅游联盟等10个“东亚文化之都”
窗口行业创建联盟，广泛动员社
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创建工作，
得到文旅部高度评价。

“用国际视野传播推广济南
个性，即使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
我们持续探索交流新渠道、构建
文旅新合作的脚步也从未停下
过。”济南市文旅局局长郅良说。

实施三年创建方案
将举办百场文旅活动

自2013年启动“东亚文化之
都”评选以来，每年各国评选出1
至2个城市，包括新当选的济南在
内，迄今有29座城市摘得桂冠。其

中，中国有泉州、青岛、宁波、长
沙、哈尔滨、西安、扬州、绍兴、敦
煌以及温州、济南共11座城市，日
韩则有奈良、京都、大邱、釜山等。

按照相关要求，当选城市将
以“东亚文化之都”名义开展形式
多样的文化和旅游活动，重点通
过文化交流与合作、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文物保护利用与城市
规划经验交流与共享、旅游推广
等，带动城市和市民更积极地参
与东亚区域文化和旅游合作，带
动城市文化建设，激发城市活力，
扩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
切实实现以文惠民，以文兴城。

下一步，济南将认真实施“东
亚文化之都”三年创建方案，在已
有创建联盟、创建基地、海外驿站
等平台基础上，将进一步强化与
高校等专业机构合作，成立东亚
文旅传播研究院等平台，加强专
业引领，突出内涵建设，深化联合
共建。以“东亚文化之都·中国济
南活动年”为主题举办各类文化
活动，体现多元化、广泛化，突出
传承、交流与创新。

2022年的100场文旅活动正
在策划中，还将设定10个主题，优
选10个区县进行联动，形成“月月
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东亚文
化之都”促进季系列活动。

8月30日，中日韩三国共同发布2022年“东亚文化之都”当选城市，济南位列其中。“东亚文化之都”是落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促进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倡议的重要举措，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发起的亚洲第一个国际性文化城市命名活动，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人会议人文领域的
重要成果和东亚区域文化合作品牌。济南成功当选，意味着“文化济南”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开启国际化建设新新征程。

□戴永夏

有一年春节到朋友家做客，欣喜
地喝到了他自制的莲花茶。那茶清香
扑鼻，氤氲入胸，余韵至今犹存。

朋友住在大明湖畔。盛夏时节，
湖中万荷竞放，花艳似锦。阵阵荷香
飘向小院，院中处处香气扑鼻。得此
天赐佳境，朋友心满意足，遂将小院
命名为“荷香居”，并将唐代诗人刘长
卿的诗句“荷香随坐卧，湖色映晨昏”
书作楹联，挂于壁上。每到荷开时节，
他常邀朋友三五来此小聚，边饮碧筒
美酒(一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即将酒
包在荷叶中啜吸)，边闻醉人荷香，实
在惬意非常。

可此时，处处地冻天寒，湖里冰
厚盈尺，莲荷凋枯，哪里闻得到荷香？
于是我调侃说：“湖中不见荷，坐卧无
荷香，你这荷香居也名不副实了。”朋
友听了，笑而不答，转身回到里屋，不
多时便端出了刚刚沏好的香茶。

香茶盛在一把古色古香的紫砂
壶中。朋友略焖片刻，捧起壶来，将几
个细瓷茶碗一一斟满。就在这一刻，
随着袅袅升腾的水烟，小屋里飘起淡
淡的荷香。端杯浅酌，细细品尝，更觉
莲味悦口，齿颊溢香，香气直透心肺。
我不禁惊呼：“这是什么茶啊，把荷花
的香魂也给牵来了？”朋友非常得意：

“没喝过吧？这叫莲花茶，是用大明湖
的荷花熏出来的。这方法，还是从古
人那里学来的。”接着，他便讲起了莲
花茶的制作典故。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经学大师
阮元任山东学政时，就住在济南大
明湖南岸。他非常热爱济南山水，对
大明湖尤其钟情。公务之余，他经常
泛舟大明湖上，赏览湖中美景。当夏
天湖中荷花盛开时，他还常借花制
茶。因为荷花有朝开夜合的习性，他

便将茶叶用纱囊包好，趁日暮荷花
合瓣时置于花心，让它在荷花的香
怀中美美地睡上一夜。待翌晨荷花
乍醒、荷瓣初展时，取出纱囊，茶叶便
染上了浓浓的荷香，故名“莲花茶”
(又名“莲心茶”)。有了这样的好茶，还
要配以好水。阮元自谓“教收荷叶三
宵露，供我瓷瓯午后茶”，他是收集荷
叶上的露水来烹莲花茶的。这样烹出
的茶清醇润洁、馨香飘逸，荷香与茶
味冉冉于齿颊间，滋味妙不可言。阮
元的这种制茶方法很快传至民间，众
皆效法。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式微，
当代更是鲜有人知。朋友也是在读了
阮元的《小沧浪笔谈》后，才按照书上
说的如法炮制。

听着朋友的介绍，我的思绪也仿
佛插上了翅膀，飞向旧时的明湖———
那满湖荷花，铺锦叠翠，朝开夜合，香
远益清，已够迷人的了，又有一叶扁
舟荡漾湖上，清水扬波，莲动花摇。高
士乘舟往还，出没荷丛，边低吟浅唱，
边抚弄花枝、制作香茶。真是花解人
意，人如花痴，这是一幅多美的水墨
丹青啊！从这画中捧出的莲花茶，也
满含诗情画意。即使不喝，闭眼想一
想也会心醉的。

辞别朋友，我挟着莲花茶的余
香，回到家中。在翻看旧书时，意外
发现清人沈复在其自传体散文《浮
生六记》中也有莲花茶的记载。该书
卷二《闲情记趣》中写道：“夏月荷花
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即沈复妻
陈芸 )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
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
尤绝。”这制茶情景，这艺术妙思，跟
阮元的“杰作”如出一辙。

沈复跟阮元是同时代人，都是将
生活艺术化的文坛高手。他当时跟爱
妻陈芸虽然客居异乡，生活清贫，却
情趣高尚，洁身自好，把简朴的生活

打造得高雅别致。他们对莲花茶情有
独钟，虽处境清贫仍乐此茶道，使之
成为他们恬淡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继而我又想，阮元跟沈复夫妇远
隔千里，互不相识，对莲花茶的嗜好
却如出一辙。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
有共同的师承？带着这一疑问，我继
续从书中求索，发现莲花茶古已有
之。阮元他们所做的，是对古代制茶
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早在元代，著名书画家倪瓒就制
出了莲花茶。陆廷璨《续茶经》卷二转

《云林遗事》云：“莲花茶，就池沼中于
早饭前，日初出时，择取莲花蕊略绽
者，以手指拨开，入茶满其中，以麻
丝缚扎定，经一宿。次早，莲花摘之
取茶，用纸包晒，如此三次，锡罐盛
贮，扎口收藏。”

明人钱椿年、顾元庆编校的《茶
经》也记载说：“于日未出时，将半含
莲花拨开，放细茶一撮，纳满蕊中，
以麻皮略絷，令其经宿。次早摘花，
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烘干。再如前
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
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读了这些历史的碎片，我对莲
花茶更加刮目相看。莲花茶不但蕴
含着诗情画意，闪耀着高雅气质，更
沉淀着历史的厚重，一如其味道，清
香飘逸中不失悠远醇厚。古人常从
茶中看人生，把名茶比作美女，宋代
诗人苏轼就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
名句。有人则把四大名茶比作四大美
女：龙井茶比作西施，乌龙茶比作王
昭君，茉莉花茶比作貂蝉，白牡丹茶
比作杨玉环。而莲花茶呢？那更非一
般美女可比了。她来自万荷丛中，出
自艳荷怀抱，沐荷之香，承荷之韵，吸
荷之精，得荷之魂。她，不就是一位风
姿绰约、超凡脱俗的荷花仙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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