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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油茶是侗族地区一个传统和典型的饮食习俗，在天柱侗族人民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侗族油茶作为当地

特色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民俗传统。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文章分析了油茶食俗源起，制作工艺、

食用方式以及与侗族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等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油茶饮用习俗在天柱侗

族地区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油茶习俗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究，为侗族油茶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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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tea is a traditional and typical food custom in the Dong ethnic area,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of Dong people in Tianzhu. As a lo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e, Dong ethnic oil tea 
has a rich history and folk tradition.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production process, eating way of oil te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 folk beliefs, 
festivals, etiquette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drinking custom of oil tea has a 
wide range of social functions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Dong area of Tia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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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oil tea customs can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ong oil te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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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黔东南天柱存在或保留着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油茶。侗族油茶饮用习俗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侗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油茶不是简单地用水泡的茶，而是与油相关的一

种茶。在湘黔地区的侗、苗、瑶等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一年四季吃油茶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油茶文化

体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勤劳热情、纯朴善良的传统美德。 
本文旨在通过对黔东南天柱侗族油茶饮用习俗的探析，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侗族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传承和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本文还将从历史、

民俗、文化等多个维度对油茶饮用习俗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增进对侗族文化的全面了解。 

2. 天柱侗族油茶食俗起源与茶树栽种 

(一) 油茶食俗起源 
天柱油茶的起源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主要原因是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所有的生活生产经验、历史

事件等都是靠当地的侗族语言来进行传递的，目前没有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 
传说起源于唐代，在唐代就有吃油茶的生活习俗。油茶的产生可能与侗族人民的稻作方式也有很大

关系，在油茶的“三料”中炒米是由糯米制作而成的，因此糯米是不可少的。侗族人民自古就有种植糯

米的稻作方式，生产生活中，人民会寻找其他方式来保存和食用它，经过探索发明了油茶。[1]天柱侗族

有喜食油茶的传统习惯，有客人来和逢年过节首先以茶相待，因此，油茶既是待客的传统礼俗食品，又

是家庭日常饮食。[2] 
(二) 茶油树栽种 
做油茶的油一般用植物油如茶油、菜油，其中，由茶油制作而成的油茶品质最佳。用当地的茶油制

作而成的油茶有一种浓郁的香味，吃起来微苦回甘，这是其他品种类的油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茶油是

油茶的基础，真正的油茶是用茶油做出来的。 
在侗族地区，油茶树种植面积很大，如天柱素有油茶之乡的美誉，天柱一直有种植油茶的传统，自

明清起就有栽培油茶的记录，历史悠久，天柱油茶的产生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天柱县位于贵州

东南部的侗族北区，因此也称为北侗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海拔高，气温低，山中湿气重。其次，

当地森林茂密，夏季高温多雨，生长期能给茶树提供充足的阳光和水分，酸性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合茶叶

的生长，油茶苗一般在秋天和冬天进行栽种，到第二年二至三月份进行施肥，到六月份进行第二次施肥，

到十月份的时候，进行第三次施肥。保证油茶树成活以后的肥力供应，促进其更快速的生长及发育。如

今，天柱县被列为全国油茶发展重点县、全国油茶科技示范基地，提高了天柱油茶的影响力，为油茶的

制作提供充足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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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茶制作 

(一) 备茶叶 
茶叶的准备是有很多讲究的。茶树的品种没有特别的要求，有自家栽种的，也可以去山上采摘野生

茶叶来做原料。天柱油茶采用的茶叶是当地的节骨茶、老茶叶，也称土茶叶(如图 1)。 
茶树的种植一般在屋前、屋后或者山上，根据笔者生活习惯及访谈得知，天柱侗族人民一年中采摘

两次茶叶，清明时节左右采摘第一次，谷雨时节左右采摘第二次，在调查过程中，得知谷雨茶是一年当

中品质最好的茶，人们通常在谷雨当天上山采摘，传说当地人认为谷雨茶是一种难得且神奇的草药，能

治病，比如腰酸背痛时，喝谷雨茶水就能恢复。 
煮油茶使用的茶叶通常是含有嫩枝和嫩叶的茶叶，当然也有老茶叶，将新鲜茶叶采摘回来后，用清

水洗一次或者两次，然后放入铁锅里煮，水不宜多，根据茶叶的量来，一直煮到茶叶变软，煮好的茶叶

从绿色变成暗绿偏黑色，用手摸一下，一搓就容易烂就说明茶叶煮好了。将茶叶从锅里面捞出来放到筛

子上，用手揉戳，捏成一个圆形的形状然后用火烤干，茶叶切忌在太阳底下暴晒，因为那样的茶是苦的

不香，煮油茶会影响油茶的口感。 
 

 
Figure 1. Old tea leaves 
图 1. 老茶叶 

 
(二) 备炒米 
天柱油茶离不开炒米，炒米，侗语称为 maot，即晒干的糯米制作而成的，它是油茶中必不可少的原

料(如图 2)。炒米的制作过程是复杂和非常讲究的，制作油茶的阴米一般采用当年新糯米，新米做成的炒

米入茶汤后较为软糯，而陈年旧米则比较硬，不如新米口感好。炒米通常在九月份收成以后制作，用米

筛筛选出大而饱满的颗粒制作，先将糯米加入热水浸泡，直到米粒变长，就将米粒倒入筛子中沥干，沥

干后用茶油或者菜油均匀搅拌再把糯米放入甄子里蒸，之后将蒸熟的糯米饭倒入簸箕或者筛子中，用筷

子将糯米饭拨开、捏碎，然后放在筛子或者簸箕等透气容器中晾晒，要在阳光较好的天气晾两天，再用

锤子敲成扁状，边敲边洒糯米粉，防止粘连，然后用簸箕晾干再保存就成了炒米，存放起来备用。 
炒米一般放在油盖子的木桶里面保存，防虫防鼠，晒干的阴米可以长时间保存。炒米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锅中放入少许油，慢慢放入炒米炒，炒发了以后就可以舀起来装入篮子里，按需要的量反复炒

即可。第二种炸炒米，首先在锅中放半锅茶油、猪油、或者菜籽油，油熟后将晒干的炒米下锅，小火慢

炸，当阴米从锅底慢慢浮上来，由半透明变成白色，再由白色变成金黄色，即可出锅，炸好的炒米颜色

金黄，香气扑鼻，一般一次炸两三天的量，炸多了放久容易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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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ir-fry rice 
图 2. 炒米 

 
(三) 煮油茶 
油茶的制作过程称为“煮油茶”，天柱油茶的种类繁多，丰富多样，有糊米茶、烫茶等。油茶的主要

配料，因季节和节日、喜事不同而变化，因此各不同情况下茶的做法和佐料也不一样。用什么主料，则

称什么为油茶。如主料为玉米，则称包谷油茶；主料为红薯，则称为红薯茶。办喜事和丧事时通常用玉

米、灰碱粑和炒米搭配食用(如图 3)。糊米、饭豆和炒米是生日油茶和日常生活油茶的主要原料。节日煮

油茶主要以米豆腐、灰碱粑为主，这两类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原料。 
 

 
Figure 3. Corn ash soda cake oil tea 
图 3. 包谷灰碱粑油茶 

 
糊米茶最主要的原料就是少许大米、茶叶、炒米(如图 4)。将大米炒焦黄，放入节骨茶或其他茶叶和

油拌炒，加入适量清水，待糊米和茶味熬出，再加入适量食盐和水，煮沸后再放入用糯米粉捏成的糯米

粑、灰碱粑、瓜豆煮熟即可，或者食用时再放入炒米和烤得金黄的糍粑、糊辣椒等佐料。大米炒得越焦

油茶就越苦，即称为“苦茶”，深受老人喜爱。苦茶吃起来非常清凉爽口，同时，它还具有一些药用价

值，例如防止感冒，促进胃肠道消化等。这也是侗家人喜欢吃苦油茶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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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asting rice tea 
图 4. 糊米茶 

 
烫茶的工序则要简单得多，主要原料为油、炒米、茶叶(如图 5)，第一步放少许油进入锅中煎熟，第

二步放入茶叶加入清水煮沸，第三步将茶水舀到碗里，放入炒米和烤焦的糍粑即可食用。 
 

 
Figure 5. Hot tea 
图 5. 烫茶 

4. 天柱侗族油茶食用 

(一) 食用餐具 
在天柱县侗族地区，侗家人常说吃油茶，侗语“介协”，而食用餐具具有独特性，一是茶碗，吃油茶

的碗是很有讲究的，食用油茶的碗用白瓷的碗最好，搪瓷和木碗也属于比较好的碗，但是不能是用来品

茶的一般杯子，也不适合使用塑料和金属制的碗，这些碗会破坏茶的香味，影响油茶的品质。二是茶瓢，

舀油茶的瓢必须是有长柄圆形的传统的铁瓢，有长柄是避免舀茶时被热茶烫伤，舀茶不宜用塑料的瓢，

否则影响茶的口感。三是茶盘，茶盘是一种木制的长方形端茶工具，当吃茶人数多时，将碗放在茶盘上，

逐一递给客人们，在当地这是一种端茶方法，更是一种侗族吃油茶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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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用场合 
天柱油茶的吃茶规模小的时候只有一两人，有时有十几、二十人，喜事丧事等场合上百人，在非正

式场合，吃油茶要吃饱为止，吃多少都可以；在正式场合则有讲究，天柱以前有“茶三酒四烟八杆”、

“茶吃三碗不饱不饿，衣穿三件不冷不热”的俗语，一直流传至今，由此看来，吃三碗油茶是最好的。但

这只是俗语，现代生活中这些习惯已经消失了。在一些其他地区，吃油茶一般是逢双不逢单，连喝四碗，

第一碗表示对主人的尊重，第二碗讨声“四季发财”的吉言。然而，在天柱许多侗族地区，并没有遵循这

种习惯，他们尊重客人的意愿和喜好，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对外地的不熟悉地方风俗习惯的客人，侗

家人希望他们能吃上三碗或三碗以上的油茶，这既是为了避免客人因不好意思不愿意多吃油茶，也是也

展现了侗家人民的热情和友善。 
吃油茶时间因场合不同而有区别。一是款客茶，当家中有客人来时，必须煮茶待客，并喊上隔壁邻

居一起陪客，吃油茶。根据客人的缓急来吃油茶，若着急返回，主人家会立马做油茶给客人吃，若客人

可以停留一晚，则主人家将在第二天早上煮油茶食用。二是喜事丧事，吃油茶则在正席吃饭前完成。三

是逢年过节及生日，在这些场合吃油茶则在早上进行。四是闲聊无趣时吃油茶，当人们下雨天不能出门

干活或者结伴一起闲聊时，煮油茶是一种重要的消遣方式，增进彼此间的感情交流，这时吃油茶的方式

和时间是比较灵活自由的(如图 6)。 
 

 
Figure 6. Eating oil tea at leisure 
图 6. 休闲时吃油茶 

 
(三) 食用礼仪 
吃油茶前，主人必须把客人请到家里的火塘边或桌子边，主人把碗摊放在桌子上或灶台上，将煮好

的油茶舀入碗中，舀茶是很讲究的，必须舀两勺，逢双不逢单。当主人把茶盛好了之后，无论何时何地，

递茶必须是双手，恭恭敬敬地按照长幼顺序依次端给长辈和客人，同时笑着称呼对方后说“嘛，或介协”

(侗语)，1 以表示尊敬与热情。每个人接过油茶后，自觉整齐地摆放在火塘边或者桌子上祭祀祖先，祈求

祖宗保佑居家人丁康泰，事事平安，待祭祀祖先完毕后，长辈及客人会说几句吉利祝福的话语。当长辈

和客人抬起碗开吃之后，晚辈才可以吃。若是在红白喜事，当客人来时，需请客人到家中坐下，妇女们

则用茶盘端上油茶逐一递给客人，以表热情和尊重。 

5. 油茶与天柱侗族习俗 

(一) 人生礼俗中的油茶 

 

 

1嘛：来。或：快。介协：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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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一项重要的饮食活动，贯穿在天柱侗族地区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在日常饮食生活中和节庆活

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与礼仪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天柱许多侗寨，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与油茶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孩子出生不久后，主人就会

以吃甜酒和吃油茶的名义来通知房族、亲朋好友来庆祝，天柱当地有为孩子举办“三朝酒”的习俗，三

朝酒的正酒当天，宾客们会在正餐前会先吃油茶，油茶一般是妇女吃得较多，然后下午至晚上再吃正餐，

当地人的说法是“请外婆吃茶，请外公喝酒”。出月子后，妈妈会带孩子回娘家，当天早上需喊娘家的妇

女们来吃油茶，下午请人吃饭。一起分享油茶同时一起庆祝孩子诞生，寓意着能够孩子健康成长。 
在天柱侗族地区，结婚主要包括迎亲、送亲、回门三个过程，婚嫁中的油茶，是以包谷、灰碱粑、炒

米这三种原料为主。新郎迎亲队伍进新娘家时，新娘的家人及亲人会给迎亲的人端上一碗油茶，当地人

称为“迎亲喜茶”；婚礼第二天，新娘家到达新郎家后，新婚当晚，村里人及小孩会来“闹新娘茶”，流

传于当地的《讨茶歌》唱道： 
“抽烟一袋又一袋，慢慢等妹送茶来，要吃好茶等妹送，问妹舍财不舍财?细茶好吃细咽咽，不知细

茶在哪边?妹出盘缠哥跑路，同去茶山坐几年。妹的油茶正合适，又着二月尖上桑；又着云南的确草，又

着广西白砂糖。吃妹油茶莫讲好，妹放毒药碗中间；哥妹恩情深似海，只怕害哥六十年。”[3] 

新郎家与新娘家对完歌后，若新娘这边的人被征服了，这时新娘会亲自端油茶给来闹洞房的人吃。

婚礼第三天，新郎家需要准备熟糯米、米酒、猪肉，油茶茶叶等作为礼物陪新娘回门。到娘家后新娘家

人需要煮油茶，邀请房族亲人一起食用，寓意着新人会和和美美，通过这些程序一场婚礼才算结束。 
(二) 祭祖仪式中的油茶 
在天柱侗族地区，一年四季每个人过生日，无论对象是小孩还是老人都会在生日那天的早上煮一锅

油茶祭祀祖先，邀请房族亲人来吃油茶。在天柱，生日的庆祝方式可以没有蛋糕，但是不能缺少油茶。

每年农历春节、正月十四及十五、三月三、五月五、七月半、九月九等节日必须要煮茶来祭祀祖先，祈求

祖先保佑，这是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有些祖先生前爱好吃油茶，去世后一样渴望吃油茶，如果在

这些节日中，逢年过节不煮油茶祭祖，则家人就会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外出归来的子女在第二天早上家人也需煮茶祭祀祖先，告慰祖先，孩子已平安归来，望祖先们无需

牵挂。油茶贯穿于天柱的日常生活和每一个传统节日的节庆活动中，人们通过油茶相聚，增进情感交流，

分享生活及美食。每到时令节庆时刻，很多外嫁的女儿都会根据不同的时令特点带着不同种类的礼品回

娘家探亲，一边吃油茶，一边畅聊生活。农耕文明发展体系内的天柱油茶共餐行为，体现了“仪”和“孝”

对天柱侗族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外嫁女儿的约束性影响。[4] 

(三) 油茶与稻作文化 
炒米作为油茶的主要原料，是由糯米制成的。据《侗族简史》记载： 

“据乾隆元年(1736)《苗疆告竣善后事宜疏》说：是时，古州厅郊区的车寨大坝，‘上田一亩可出谷五石(每石一

百斤)，中田可出谷四石，下田可出谷三石’……到了十八世纪中期、黎平、天柱和古州都是著名的产粮地区。”[5] 

侗族居住的很多地区处于高山地带，阳光不足，气温较平原低，而这里的人民经过实践，培育出了

耐寒喜阴的本地香禾糯品种。 
《天柱县民族·姓氏·村镇·文物集成》就有记载：“天柱侗苗农业生产历来以水稻为主，习惯多种

糯谷”[2]。历史上侗族地区基本上都是种植糯稻，直到清代才从汉族地区引进籼米种植，很多地方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才改种籼稻。通过这些文献记录可以得知侗族人喜食糯米是从最初的为了适应自然，即高

寒冷水田只能种糯米，到逐渐成为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日常食物，一方面是生理上的适应过程，另一方

面也是侗族稻作文化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直到今天，侗族的饮食中仍喜食糯米，婚丧嫁娶，各种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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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备糯食。 

6. 天柱侗族油茶食俗的文化内涵 

(一) 团结和谐的社交方式 
天柱侗族人民通过油茶去感知不同环境、解决生活问题，在人与茶长时段的深入互动中，油茶产生

了不同的社会功能。[6]吃油茶是友好互助、乐于助人的体现，在天柱侗乡，遇到婚丧嫁娶、建房上梁迁

新房、生小孩满月酒，或者哪家有困难，寨子里的人都会主动去帮忙，全村的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一边

吃油茶，一起商讨议事，这增强了邻里乡间的和谐团结，这种美德至今盛行不衰。吃油茶是侗族人民联

络感情、沟通感情的重要方式之一。 
油茶在天柱侗族人民的社会情感沟通、情感维系等社会活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油茶作为帮助，

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心通气，消除隔阂。当邻里乡间发生矛盾，主人先煮好油茶，然后让家中的人

请对方来家里做客吃油茶，如果对方不来，则盛上一碗油茶叫小孩送过去表示歉意。小小的一碗油茶，

是人们交往的重要媒介，将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社交性的共饮共食的方式来维系社群团体关系。 
(二) 热情友好的民族性格 
在天柱，无论你走到谁家，主人都会热情欢迎并招呼你坐下，会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开始准备煮油

茶，在天柱人看来，煮油茶就像招待客人时抽一支烟或者递一杯水一样平常，无论来客有或急或缓的事

情，都必须要吃油茶了再离开，哪怕是一杯茶水。煮油茶待客一直以来是人们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饮食

习俗，无论在哪个侗寨，油茶都被作为一种接待客人的常规饮食。不管来宾的数量和次数的多少，姑娘

妇女都会热情地制作味香可口的油茶。 
侗家人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之时，亲戚朋友来临，首先必须以油茶款待。日常生活中，不管是陌

生人还是熟识的人，侗家的每一个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主动地热情打招呼，而主人则会立刻开始

煮油茶来款待他们。每当有客人到访，周围的邻居都会精心准备油茶来款待客人，侗家人以其热情和好

客的态度，使得来访的客人仿佛回到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的家中，体验到了一种极度的温暖和舒适。在城

市环境中，侗族人民展现出的热情好客和善于理解他人的特质已经变得相当罕见。侗族人民有自己独特

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热情奔放的饮食习俗以及丰富多彩的歌舞艺术等，这些都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宝贵

财富，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侗家的人们所展现出的热情，实际上是一种简单且纯粹的情感。 
油茶已经成为了尊重与友情的代表标志。油茶作为侗乡特有的饮品，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用油茶

招待客人不仅是对他们的一种欢迎和尊重，而且通过相关的茶文化活动，也能非常热情和迅速地缩短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6]同时，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也是侗乡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是侗家人相互交流感情的纽带。天柱侗族的居民通过油茶作为招待客人和礼物的方式，将他们的友

善、尊重和喜爱的情感融入到油茶这一活动中，并通过与油茶相关的社交活动来调整族群之间的关系，

从而构建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社会环境。 
(三) 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 
侗族人民非常热爱生活，他们勤劳勇敢，非常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生产的每一种粮食都尽可能多

种方式地使用，例如，在红白喜事中，所剩下的一些菜当地人会通过煮油茶的食用方式来使用它，这既

可以给油茶调味，增添美味，还可以不浪费这些菜肴。在制作炒米之前的糯米淘米水人们会用干净的容

器盛放起来，用来洗碗，它具有去油脂的作用，洗完碗后，洗碗水还可以拿来喂猪，碗里的油脂为猪食

提供了一定的营养价值。糯米水还可以拿来烤红薯酒或米酒，味道醇香可口。更加神奇的是，它还具有

药用价值，对治牙齿、治感冒等一些病状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这种独具民族风情特色的生活细节，

凝结了侗族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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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民俗能留存下来，它常常除了具有原始的功能外还另有新的功能。民俗存在的原因之一

就是：古老的形式能适应其新的功能。”[6]由此得出，侗族人民不仅继承了煮油茶传统功能，还为其注

入了一些新的形式和内涵，使其更好地适应侗族社会的进步发展，因此，这一古老的习俗得以延续至今，

并对当代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文化价值。综上所述，油茶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在促进文化认同感的同

时，也有助于天柱侗族人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7. 结语 

油茶文化作为天柱县的一个文化符号，丰富了当地人们的集体记忆，丰富了侗族文化的内容，也成

为了侗族特有的一个文化标识，天柱油茶诠释了当地人民的聪明智慧，彰显了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本

文通过探究天柱油茶的起源、制作与食用、油茶与天柱侗族习俗及其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油茶从最初的

充饥、解渴的物质属性，发展到成为礼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吃油茶是一种饮食和生活习

惯，更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社会交往和联系的重要媒介，油茶在各类仪式中的特

殊身份使得日常世俗的油茶有了某些神圣性而呈现出特殊的文化内涵。吃油茶礼仪体现了团结和谐、热

情友好、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透过油茶文化，让人们得以进入黔东南天柱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心理。

天柱油茶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应当保护好，进而促进天柱油茶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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