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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克荣在亚运村展示点茶文化彭克荣在亚运村展示点茶文化

景迈山景迈山““人人、、地地、、茶茶、、林林””的独特山地景观的独特山地景观 董荣蓉董荣蓉 摄摄

9月 17 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
化景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标志着首个茶文化世界遗产的诞
生，这是普洱市、云南省、全中国乃至全
世界的一件大喜事。

作为在云南边疆普洱市搞文物考古
茶文化研究至今、已有88岁的笔者来说，
这更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此次申遗历经
13载，其实，我们对于景迈山古茶林的重
视，这些年来都未曾间断过。回想笔者研
究普洱茶文化并参与考察论证申遗工作
也已有30年，有许多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94 年 1 月底，日本著名茶学家
松下智先生及翻译一行5人，拿着名片
来思茅找笔者，说是要参观我们这里的
古茶树。经汇报后安排，我们在澜沧县
茶办、景迈山茶农陪同下，带领松下智
先生一行，参观考察了景迈山古茶林。

松下智先生赞叹不已地对笔者说：
“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大茶树和古茶林，
是一座天然茶叶博物馆，通过这次实地
考察看来，茶树原产地中心，应该是在
思茅地区（今普洱市），你们这里实物
证据很多，很说明问题。”（见 《思茅

报》1994年 2月 26日报道） 他当年说的
话，如今已得到了全世界的印证。

仅在一年后，景迈山古茶林又迎来一
拨国际友人。当时，笔者担任第二届中国
普洱茶叶节组委会宣传组副组长，负责组
织景迈山茶文化考察，有41位中外专家
学者参加。其中，还有一位老朋友——曾
在6年前出席中国民族学国际研讨会的美
国人类学家约翰·奥伯利博士。在古茶林
参观结束后，深受震撼的他写下了《普洱
茶乡行》一文。文中这样写道：“古茶树
不仅仅是好奇的源泉、历史的佐证，还是
历代精神与智慧的结晶，此地何处寻？那
就是景迈山，一个地球上少有的、几乎不
受发达工业世界世俗潮流污染的地方。”

这样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者中并不
鲜见。在1997年“第二届中国普洱茶国
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期间，我们在澜沧县
举行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研讨会。当时作为
副秘书长的笔者，负责考察和论文交流，
最终与会专家得出一个共同评价：“景迈
山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是一份

珍贵的农业遗产资源。”
而笔者自身也积极投入到研究工作

中。2000年，笔者的论文 《论思茅地区
的古茶树遗产应申报联合国“世界自然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先后发表在省内外刊
物上，在台北也发表了我的论文《世界茶
源在普洱市考证》，引起了海内外关注。

2010年，澜沧“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申遗启动时，我也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当年7月撰写的论文《论澜沧景迈万亩古
茶园在旱地梯田茶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
已在海内外发表，并出席“首届世界梯田大
会”作交流。13年来，经过国内外各方各界
的支持努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
遗成功了，笔者由衷地感到欣慰。英国的中
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
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
类的第五个贡献。”茶叶给世界送来了健
康，送来了和平，如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值得热烈庆贺。

（作者系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研究员）

我参与景迈山“申遗”的幕后故事
黄桂枢

这盏巨瓯，釉色青
褐、外径达47cm，堪比
一人肩宽。此时，国家一
级评茶师、杭州市上城区
茶研会特聘专家彭克荣却
气定神闲，只见他投入
10克茶粉后，持茶筅注
汤击拂，仅仅两分钟，一
层绵密厚实的沫饽便升腾
而起。随后，他下汤运
匕，轻堆乳花，不觉间，
沫饽上赫然出现一个大字
——“亚”。

他抬起头，面向将其
团团围住、不停拍摄的中
外嘉宾，笑着介绍：“这
是一盏出现立体画面的
茶，一盏能在舌尖上跳舞
的茶，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宋代人对美的极致追求和向往之中。”

9月16日，杭州亚运村正式开村，身为点茶非遗传承人的
彭克荣也随之进入“亚运时间”。开头的一幕，正是他上会的第
一班岗。当日上午10点，在亚运会技术官员村的文化屋内，他
为中外嘉宾呈现了一场仿《撵茶图》的点茶表演。

“中国的点茶文化博大精深，宋代点茶内容更是丰富多元。
我从中特意选了一个小切口——仿《撵茶图》点茶来作为落脚
点，让中外友人以管窥豹，感受点茶魅力。”不仅如此，彭克荣
还在场馆内用心布置了一幅《撵茶图》屏风，让体验者可以在历
史画作与现实观感中体悟传承。

“《撵茶图》由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公元1127年北
宋南迁，宫廷点茶在杭州得到空前发展，并成为宋代宫廷文化与
社会文化融汇的产物。”彭克荣说，在当下，人们若关注点茶活
动，会看到大家多用小盏。而《撵茶图》中的用瓯，是专门用于
大型茶宴的点茶器皿，直径比头大，与肩宽，算是巨瓯。图中品
茶盏与盏托同时出现在茶艺师的右前方，向人们描绘了“釜中点
茶，杓茶到盏，盏托随盏，奉茶到位”的操作流程。

“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来试一试。”彭克荣热情招呼着，他话
音刚落，就有两位嘉宾分别接过他手中的竹筅，同时尝试起来，排
在后面等待体验的嘉宾，忍不住先探进头来，学习观摩着。

“你们有没有感觉，击拂时，不像打在茶汤上，而是像打在
棉花糖上。”彭克荣的比喻一出，人们更觉形象和亲切。“这不是
我的原创，是一位小朋友在点茶体验时说的，现在点茶文化已经
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在各年龄段、各行各业都有爱好者。”

在表演尾声，品饮又将现场氛围掀至新高潮。每位嘉宾都分
到一盏茶，只见乳白色的沫饽在盏中像一座云雾缭绕的小山，光
是视觉上就充满美感。有的嘉宾不急着品饮，而是选择先用相机
记录。也有的嘉宾连喝两碗，并笑着分享，“泡沫在口腔中破
碎，确实像在舌尖上跳舞一样。鼻尖是清香，味蕾又是乳香和茶
香，特别清爽。”

时间倏忽间来到当晚8点，第二场面向中外技术官员的点茶
表演又提上日程。

彭克荣在现场也有惊喜发现，他笑着说：“这十余年来，杭
州一直致力于推广点茶文化，南宋斗茶会已举办十届，每年都有
国际友人参加比赛。在表演时，我询问外国友人对点茶的了解，
没想到，他们都知道点茶，可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在彭克荣看来，中华民族的非遗传承，是全人类的财富。
“‘一带一路’把中国东方文明奉献给全人类，试想一下，让国
际友人穿起丝绸制作的服饰，手捧精美的瓷器，坐下来品茶论
道、共叙美好，这是一幅多么友爱和谐的人类文明景象！茶伴随
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走进文明世界，茶也必将伴随人类走向未
来。”彭克荣说。

作为点茶传承的行家里手，这段时间彭克荣都不准备外出。
“我现在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听从亚组委安排，随叫随到！”彭
克荣笑着说，“非遗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人人都有责任去传承和
推广。亚运会是推广点茶的重要舞台，我们也想借此机会，通过
这一盛事，让更多中外友人品饮点茶的清香，体验宋代的生活美
学，传播点茶的美好和杭州的韵味。”

亚运村开村首日：

中外友人共饮舌尖上“跳舞”的茶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馆外秋高炙热，骄阳似火；馆内茶香四溢，茶姿百态。参观
展的人络绎不绝，纷纷在湖南第十五届茶博会暨黄金茶推介会上
驻足，品饮着这杯湘茗带来的独特体验。

黄金茶，有句响亮的口号——“一两黄金，一两茶”，可见
其品质之优越。它产于黄金纬度带北纬28°左右，茶园海拔大
多在500米至1200米。山间云雾缭绕，林茶交错，赋予了黄金
茶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滋味和口感，回甘悠长，“爽味”十足，氨
基酸和其他内含物质要比普通绿茶要高出一倍。

在“精准扶贫”发源地的湘西，茶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重要产业。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也曾在履职中，以湘
西黄金茶的发展为代表，对解决产业发展中相关瓶颈问题提出见
解，并曾多次去保靖县黄金村，听山村茶农讲起黄金茶的悠悠
岁月。

湘西茶叶自古有名，东汉时就有产茶的记载，唐朝时即有名
茶入贡。龙山县里耶秦简博物馆中的8-1541号简牍，记录了
2200年前湘西人民采购售运茶叶的情况，被誉为“中华茶业第
一简”。目前，保靖县黄金村还有2057棵古茶树，茶树王树龄达
417年，黄金茶被称为“可以拿来喝的文物”，为此“保靖黄金
寨古茶园与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黄金古
茶、古丈毛尖制作技艺、古茶茶俗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如今，四寨三组的黄金村有着5000多亩茶园，已成为文旅
融合、“三茶统筹”的典范，更成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此次在茶博会现场，我还遇到了一位村友——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大代表、当地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龙秀娇。和她
攀谈后我了解到，当地已在制作黄金茶绿茶的基础上，又开发了
红茶和黑茶。只见这红茶新品形如针、色如金，把“花蜜香，甘
鲜味”的茶品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禁感慨，如今黄金茶产
业空间倍增、效益倍增，它的未来更令人期许。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原一
级巡视员）

黄金茶，为这杯湘茗沉醉
李云才

业视点茶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
世界遗产。”9月17日晚，一则喜讯跨越万
里从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地沙特
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回，位于中国西南部
的云南普洱景迈山举山沸腾，人们身着盛
装、欢呼雀跃，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地庆祝
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花
落中国。回望十三载申遗之路，离不开无数
人的默默付出，而最早把景迈山古茶林“申
遗”呼吁带上全国“两会”的委员中，第十一
届至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普洱市政协委
员何春便是其一。

“作为一名亲历者和积极提案者，景迈
山申遗成功的消息让我倍感亲切，万分喜
悦！”获悉喜讯，身处景迈山200公里外的
何春内心振奋、百感交集。作为拉祜族同
胞，她既为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
功由衷喜悦，也为自己久久为功的努力深
感欣慰。

缘起，茶山儿女的初心与坚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和饮
用茶的国家。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为何能在万千茶山中脱颖而出成功
申遗？在何春的讲述中，景迈山的前世
今生被娓娓道来。

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进入景
迈山，便进入了“人、地、茶、林”所
构成的独特山地景观。由两条河流和陡
峭山谷围合形成的独立的地理单元中，
包含5片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茶
林，其间又由3片防护林分隔。茫茫的
林间、深深的云端，芒埂、勐本、景迈
大寨、糯岗、翁基、翁洼、芒景上寨下
寨、芒洪9个传统村落安然而居。“山
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诗意画卷铺
展眼前。

何春的家，就在景迈茶山脚下。
“景迈山独特茶文化景观的形成，有很
多特定的自然因素，这里平均海拔
4000米，年降水量1400-1450毫米，
年平均气温18℃，四季气候温和，夏
无酷暑，冬无严寒，但更为重要的是当
地群众把茶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来种植、
传承、发展，人茶共生、生生不息。”
何春说。

正如申遗文本中的描述：“传统的
‘林下茶种植’方式保存至今的实物例
证和典型代表”“彰显了人与自然和
谐、人与人和谐的朴素生态伦理和智
慧”，这项新晋世界文化遗产向世界展
示了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追溯景迈山的种茶历史，至今已有
千年。据史料记载，公元10世纪以来，布
朗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发现并驯化栽
培了茶树，又因地制宜，与后来的傣族先
民共同栽培繁育了古茶林。此后，这里渐
渐聚居了哈尼族、佤族、拉祜族等多个少
数民族的居民，他们与茶相伴、以茶为
生，将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丰
富多彩的茶文化，建立起了一套尊重自
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古茶林生态系统。
目前，景迈山拥有古茶林面积2.8万亩，
有古茶树320余万株。

“在景迈山，保护茶树，就像保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何春介绍，每年4
月，景迈山都要举行隆重的茶祖祭祀仪
式，呼唤茶祖灵魂，祈求茶林安全，祝
愿百姓安康；芒景山的每片茶林还设有

“茶魂树”，作为茶祖的代表守护每一片
茶园。群众还用村规民约规定，只采春
茶和秋茶；遇到一芽有三四片叶子的，
要保留一片叶子；不用除草剂，而用传
统的刀、锄头除草……

正是当地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社会
治理体系、独特的茶祖信仰、以“和”
为核心的当地茶文化、互敬互爱的风俗
习惯，使得茶树被一代代传承下来，爱
茶护茶敬茶的优良传统早已根植于每个
景迈山儿女的内心。

缘深，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茶山的儿女，何春对景迈山总
有一种莫名的牵挂，用她的话说就是

“一种难以磨灭的情愫早已深刻在骨子
里”，这从她的成长经历便可窥见一斑。

1981年，16岁的何春顺利考入云
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大学
期间，她就常常和同学分享着景迈山的
故事，言语间充满自豪。1985年大学
毕业后，她毅然回到家乡普洱工作。
2007年，她回到澜沧县担任分管经济
的副县长，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景迈山的
保护与发展。

2008年 3月，何春第一次作为少
数民族界别中拉祜族代表人士，以全国
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此后，她连
续担任了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作为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
委员，我深切感受到政协委员既是荣誉
更是责任。全国政协为委员资政建言搭
建了很好的平台，这段经历将是我一生
的宝贵财富。”

履职的15年间，何春心系边疆发
展、情牵民生福祉，积极履职尽责，不
遗余力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金
点子”。期间，她提交的总提案数已超
过百件，很多提案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
重视并给予及时反馈和落实，而最让她
自豪的是，她连续10余年提交关于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的提案，为景迈山申遗添砖加瓦，有力

地助推了景迈茶山的申遗工作。
“茶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周边

一些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等正在申报
茶园类遗产，但目前尚且没有以茶文化为
申报主体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对我国
来说是个机遇。英国有下午茶文化，日本
的‘茶道’历史悠久传承完整，如果我国
的相关部门不尽早采取行动，可能会让我
们有优势的传统文化项目旁落他国。”谈
起当初提交提案的初衷，何春如是说。

同时，何春认为，景迈山古茶林是目
前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
久远、茶林景观最典型、文化内涵最丰
富、人与自然关系最和谐的古茶林，具有
重大的科研、景观、文化和生产应用价
值，这种世界级的茶园理应得到世界级的
呵护。

在各方努力和何春委员的持续呼吁
中，景迈山申遗得到一步步推动落地：
2010年，景迈山古茶园申遗工作启动；
2012年 9月，景迈山古茶林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公布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
点，当年11月，又成功入选《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7年相关部门对景迈山古茶林的
申遗工作进行了考评……直至2023年 9
月17日申遗成功。

缘续，见证“中国茶”走向世界

在历时13年的申遗工作中，何春见
证了景迈山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融合发
展取得新成效、保护促民增收取得新进
展、村庄建设取得新突破、民族团结展现
新面貌……

相关数据显示，景迈山古树茶均价由
2010年的每公斤500元增长到现在的每
公斤800—1200元。茶产业的提质增效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服务业，景迈乡村振兴
示范园、景迈古树茶小镇等项目先后启动
建设，中旅、柏联等知名文旅企业相继进
驻，带动周边2600余名农民就业增收。
2022年澜沧县旅游人数615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62.4亿元。

此外，当地政府还出台传统村落和传
统民居建筑保护奖补办法，对670栋传统
建筑挂牌保护和奖补，形成了自觉保护文
化遗产和“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良好
氛围。2020 年以来，奖补资金 339 万
元，截至2022年底，景迈山居民人均纯
收入2.03万元。

“此次申遗成功对于景迈山、全国乃
至全球茶界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有助
于进一步确立我国在世界茶文化的中心地
位，也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
实施，更有助于保护传承好祖先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
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展望未来，何
春充满信心。

“申遗成功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更大的责任还在后面。游客怎么引导，如
何在保护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平衡，
这些课题还亟须深入研究。”对今后景迈
山的发展，何春建议要加强宣传，让村民
自觉参与到保护中来，合理采摘古茶；做
好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在保护中发展；政
府要加强管理，做好服务等。

何春表示，下一步，要用自身行动宣
传好景迈山，让更多人了解景迈山，亲近
景迈山；继续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坚持
保护和发展并重的原则，为景迈山古茶林
保护和产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何春委员连续10余年为景迈山申遗鼓与呼履职记事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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