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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坝协商”凝聚保护共识

日前，一场以“弘扬茶马古道
精神 建设和谐美丽乡村”为主题
的院坝协商议事会议在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糯扎渡镇大歇场村召开。

大歇场，顾名思义就是昔日茶
马古道上马帮队伍歇脚打尖的地
方。“近年来，我们立足历史文化
资源优势，着力建设茶马古道上的
特色村寨，成功创建3A级旅游景
区，以乡村旅游的‘金钥匙’开启
了乡村振兴的大门。但仍存在发展
理念陈旧、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旅
游接待能力不足、文创产品开发滞
后等问题。”糯扎渡镇党委书记万
国林介绍说。

对此，在普洱市政协指导下，

由县政协搭台，组织政协委员、村
民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一
堂，就大歇场如何利用好茶马古道
资源优势，将传统民居、传统文化
与乡村旅游、文创艺术相融合，走
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积极建言
献策。

“大歇场作为茶马古道上典型
的驿站，要从民族文化、马帮文化
的传承、挖掘和弘扬，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全面规划，打造亮点，向
4A级旅游景区方向努力。”

“来我们村的游客停留时间都
比较短，且老百姓没有固定的商
铺，售卖土特产品时运输不方便。
希望相关部门支持在草皮街安置一
些活动商铺。”

“大歇场小组现在只有5家民
宿，接待能力弱，住房设施需进一

步完善。”
……
会上，各方代表积极反映问题，

提出建议，通过热烈讨论，最终达成
了要充分利用好茶马古道资源、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等思想共识，并形成了
问题清单，交办到各责任部门。

参加会议的普洱市政协主席陆平
表示，要抓特色、抓规划、抓项目、
抓统筹、抓招商，把大歇场村建成
茶马文化、返乡创业、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院坝协商的示范村。要
通过“院坝协商”推动大歇场文旅
产业发展，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美丽
乡村。

这仅是一个缩影。工作中，市政
协通过“院坝协商”工作，积极助力
茶马古道的开发保护与发展。今年3
月市政协指导宁洱县政协在那柯里召
开的“那柯里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协商议事会上形成的共识，已进入了
普洱市委立项督办的任务清单，相关
建议已得到落实。

■委员发声争取各方支持

走进普洱市政协陈列馆，在众多
的文史资料中，《普洱古树茶》《普洱
府史料》《普洱茶马古道》三本书显
得格外醒目，这便是由市政协组织编
撰的“普洱茶文化三部曲”。

“‘普洱茶文化三部曲’的成功
编撰，为进一步弘扬普洱优秀历史文
化、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
化，提升普洱作为普洱茶文化之源和
普洱茶马古道之源的影响力起到了积
极的推进作用。”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主任张国华介绍道。

作为参与市政协普洱茶马古道文
化研究工作的一员，张国华多年来积
极通过提交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为
茶马古道的保护与发展发声。近年
来，他先后提交了《关于建立普洱茶
马古道博物馆的建议》《关于制定普
洱市茶马古道保护条例的建议》等联
名提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协的
重视。

其他委员也积极建言发声。“普

洱茶马古道的研究还处在一种自发的
状态，没有形成研究的系统性、全面
性，研究深度不够。”在市政协五届
一次会议上，龙麟等委员联名提交了
《关于加强普洱茶马古道文化研究的
建议》，呼吁应成立普洱茶马古道研
究中心（或研究会），有效整合市内
外、省内外、国内外研究资源，开展
联合研究攻关，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
研究成果的建议。

在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胡艳
兰等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弘扬茶马古
道文化的相关提案，提出了做好茶马
古道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建设普洱
茶马古道起点方志馆等建议。

“普洱有着清晰的茶马古道历史
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遗址基础，推
动茶马古道保护和利用工作，可以为
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重要
支持。”在第四届普洱市政协副主席
师跃看来，普洱已经有了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
经验，不论是从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
的提升，都可以作为茶马古道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借鉴。

师跃介绍，为助力茶马古道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普洱市政协向市委、
市政府提出了实施“九个一”行动的
建议。即通过制定一个茶马古道保护
条例、建一个茶马古道博物馆、举办
一个茶马古道节、制作一部茶马古道
宣传纪录片、撰写一部茶马古道小
说、创作一首茶马古道歌曲、拍一部
茶马古道的电影或电视剧、创作一部
茶马古道舞台戏、编写一本茶马古道
史料图书，让这条古老的茶马古道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让委员们备感鼓舞的是，在此次
市委立项督办的任务清单中，明确提
出了将由市委宣传部、普洱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市文化和
旅游局牵头加强茶马古道、马帮文
化研究，成立研究会。加强茶马古
道保护，制定保护条例，建设博物
馆，加强茶马古道文化弘扬、文化
展示等事项。大家表示，今后将继
续履职尽责，持续助力茶马古道的
保护和发展。

着力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
——云南省普洱市政协助推茶马古道保护和发展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陈维 金晓雪

众所周知，云南是普洱茶的发
源地，但那时的云南交通不便、人
烟稀少，被称为“蛮荒之地”。唐代
人樊绰在《蛮书》中记载，“茶出银
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
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有趣
的是以前的人们喝茶是加上生姜、
花椒等重口味作料煮着喝的，虽然
与现在喝茶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可
以确定的是早在唐代时期，云南就
生产茶叶，只是当时没有“普洱
茶”这个称呼，也没有系统的采摘
方法。

明代的谢肇淛在 《滇略》 中说
过：“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
人不得采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
之节……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
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这是“普洱茶”第一次作为专有名
词出现，谢肇淛认为普洱茶的制作
粗略，称不上是好茶，难登大雅之

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那个
时候，云南就已经“士庶所用，皆
普茶也”，不管是有身份的人，还是
普通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在喝普洱
茶了。

到了明朝末年，普洱茶有了一
定的制作方式，并且对外销售，在
明朝的方以智撰稿的 《物理小识》
记载：“普雨茶蒸之成团，西番市
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按：普
雨，即普洱也。”当时的制作方式
就是“蒸之成团”，即把晒青的普
洱茶放在蒸笼上蒸制，然后再压制
为 茶 块 或 者 茶 饼 ， 销 往 现 在 的
西藏。

清朝是普洱茶发展的一个顶
峰，那时候普洱茶已经名满天下，
成为名茶，有了具体产区的划分。
如清代的阮福在 《普洱茶记》 中写
道：“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
枝、蛮专、曼洒六茶山，而倚邦、

蛮专者味最胜。”这就是后来我们耳熟
能详的六大茶山。

不仅如此，普洱茶还有了等级的
划分，有了能上台面的珍品，一个产
品成名后，就会相应的出现仿制产品
来“蹭热度”，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
如张泓《滇南新语·滇茶》写道：“滇
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
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
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
劣。”可见，原来“仿制”也是我国自
古有之，而且还是“高仿”，尽管如
此，正品始终还是正品，它与仿制品
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稍稍一验，就会

“原形毕露”。
在清朝，普洱茶的样式已多种多

样，如人头式、团式、膏式、饼式
等，制作方法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有采摘烘焙、揉捏、拼配、紧压等，
有些方式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甚至在
明代著名学者李元阳 （白族） 在 《大

理府志》就记载道：“点苍茶树，高二
丈，性味不减阳羡，藏之年久，味愈
胜也。”这里已出现了普洱茶“越陈越
香”的记载，可见，古时候有些普洱
茶的制作技术到今天仍在传承。

普洱茶有消食、解渴、化痰、醒
酒、提神、明目等多种保健功效，如
明代兰茂在《滇南本草》中写道：“滇
中茶叶，主治下气消食，去痰除热，
解烦渴，并解大头瘟……”清代吴大
勋在 《滇南闻见录·下卷》 中提到：

“团茶产于普洱府属之思茅地方，茶山
极广……团饼大小不一，总以坚重者
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其茶能消
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
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
为独胜。”

以上的古书简单地记载了普洱茶
的功效。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人们
对于一个事物的功效只能通过亲身体
会或是口口相传，肯定不如现在的实
验研究出来的多样、精细、具体、准
确。现在的科学实验，也都表明普洱
茶具有降低血脂、减肥、抑菌等多种
保健功效，或许这是那么多人爱喝普
洱茶的原因，也是普洱茶一直能在众
多茶类中占有一席之位的原因吧。

（茶业复兴）

普洱茶，古人怎样看？

本报讯 （记者 李冰洁） 12
月7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委统
战部（侨联）在长兴县龙山街道茶
文化交流中心开展“之江同心·
共品茶韵”视频连线活动，视频
另一端，是远在大洋彼岸的来自
美国 6所高校的教师代表。此次
活动以茶为主题，旨在畅谈长兴
茶文化宣传视频观看感受，并围
绕“茶文化体验、无我茶会、制
茶体验、茶产品研发、茶文化传
播”等话题进行交流。

活动现场，湖州市政协委员、
长兴县侨联副主席张文华现场演示宋
代点茶，引来屏幕内外各教师代表点
赞。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高
地湖中学张老师说：“这次茶文化交
流活动让我和更多美国师生对点茶文
化有了深入理解，希望这类茶文化交

流活动能持续开展下去。”
“向海外传播茶文化，一直是我

们在努力践行的事情，很高兴有这样
一个契机，可以将点茶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作为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负
责人，张文华介绍，2022年以来，
交流中心依托省级华侨国际文化交流
基地，结合非遗展示，始终致力于茶
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持续向国内外茶
文化爱好者推送中国的茶文化。

茶，也是长兴县侨联关注的重点
内容。近年来，长兴县侨联深入推进

“侨文出海”行动，以网络为媒，通
过传统文化、科普文化、乡愁文化三
个维度，发挥侨界基地在文化交流方
面作用，围绕“爱国”“乡愁”“茶文
化”等主题举办各类活动，不断丰富
对外文化交流内容，如指导长兴茶文
化交流中心等侨界大咖直播厅等。

浙江湖州长兴县侨联开展
“之江同心·共品茶韵”茶文化视频连线活动

茶叶是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的大
宗商品，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因茶马
互市而闻名，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
茶叶之路。

钱塘江是浙江人的母亲河，这
是一条以“唐诗之路”闻名的水
道，虽然入海那一段有汹涌无定的
潮水，钱塘江依然是一条交通要
道，舟楫来往，日光帆影，映照着
这条黄金水道的辉煌岁月。特别是
西接安徽的中上游航道，历史上承
载的茶叶交易量甚至超过一些著名
商道。所以，钱塘江也是一条茶
路，一条还不太为人知的重要茶路。

钱塘江发源于安徽休宁，中下
游基本都在杭州境内。钱塘江流域
位于北纬30度左右，全域都适于
茶叶生长。从祁门红茶到西湖龙
井，沿江两岸的好山水，孕育出无
数产量或多或少、名气或大或小的
好茶。

钱塘江茶路是一条内贸与外贸
兼修的茶路，产自安徽与浙西山区
的茶叶，顺江而下，被贩卖到杭
州、宁波、上海等大城市。茶叶与
木材、盐巴等货物一道，成就了一
代传奇的徽州商人。在18世纪欧洲
兴起饮茶之风后，钱塘江上运输的
茶叶通江达海，经陆续开埠的通商
口岸继续向远处传播，钱塘江茶路
也成为一条具有全球意义的商道。

中国由海路销往欧美的茶叶有
三大主产区：福建崇安、安徽徽州
和浙东。徽州茶经由钱塘江、浙东
运河运往宁波、广州、上海，再装
船出海。仅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
录就能想象当年的交易繁忙：

“1786 年，公司运出绿茶 54476
箱，其中徽州产的松萝、屯溪茶

26726担”。产于安徽休宁的松萝山
的松萝茶，色绿、香高、味也浓，是
欧美人热捧的中国绿茶，一担松萝茶
的出口价最高达30两白银。

欧洲人爱上中国茶，却不想每年
为购茶付出巨量白银，他们千方百计
想获得中国的茶树和茶叶技术，钱塘
江边的茶园也曾是他们觊觎的地方。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东印
度公司在行前的训令中说：“如果能
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茶树，是我
们最惬意之事，希望阁下务加留
意。”当年11月 12日，马戛尔尼的
使团船队航行在自严州府至兰溪县的
钱塘江段上，看见种在岸边高地上的
茶树，马戛尔尼欣喜不已，由于船行
水路不靠岸，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后
来到了常山上岸，陆行至江西玉山县
境内，才获得了几棵茶树活株。这几
株茶树在使团随带的植物专业人士的
精心呵护下，经广州运到印度，种在
加尔各答附近的Sibpur植物园。

前几年，万里茶道，即起自中国
福建武夷山市，经江西、湖南、湖
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至蒙
古国乌兰巴托，再到蒙俄边境恰克图
的茶道，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另外，国家文物局
确定了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牵头
城市，联合南京、宁波、江门、阳
江、福州、漳州、丽水等城市进行海
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钱塘江
作为中国茶叶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通
道，应当在万里茶道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申遗文本里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更多的人知晓她的端详。

（作者张治毅为杭州市政协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陈江明为杭州市政协
教科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鲜为人知的钱塘江茶路
张治毅 陈江明

在武夷山的每个茶桌上都能听
到啧啧有声的啜茶声，看似不雅，
实则是技术与享受的过程，太幽雅
地品饮岩茶是不够味的，岩茶茶汤
入口后直接吞咽和在口腔舌面舞动
后再吞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品鉴岩茶茶汤的滋味，包括厚
薄、浓淡、弱强、爽涩、鲜滞、纯
异、刺激性、收敛性、回味等特
质。茶汤咽下后，喉咙感觉到的润
滑、甘爽等，也是品味的重要标准。

那么要如何品茶呢？
首先要学会啜茶，即舌头的姿

势要正确。把茶汤吸入口中后，舌
尖顶住上层齿根，嘴唇微微张开，
舌稍上抬，使茶汤摊在舌的中间部
分，再以腹式呼吸用口慢慢吸入空
气，使茶汤在舌上微微滚动，连吸

二次气之后，辨滋味，即闭上嘴，舌
的姿势不变，从鼻孔呼气。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品鉴滋味，
也是在感受香气。啜茶过程中，茶汤
吸向咽壁，茶汤的气味成分通过鼻后
部到达嗅味区，使我们能清晰地品鉴
中水含香。

品鉴的温度以40~50度为宜，若
高于70度，味觉器官会受到热度刺
激，影响评味结果；而低于40度时，
味觉器官品评茶汤的敏感度将下降。

品茶时，每一口茶汤以5毫升为最
适宜，过多时在口中难以回旋辨味，过
少时不利于辨别。我们说品茶，一杯
15毫升的茶分三口来喝，才叫“品”。

品味的时间要掌握得好，一口茶
汤在舌口中回旋两次，一杯茶品味三
口即可。 （平杰）

品鉴岩茶，有三个诀窍！

日前，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军一社区老街坊议事厅，各支部书
记和社区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开展围炉煮茶话新年活动。该活动旨在将中国
茶文化融入社交活动，提供全新的温暖社交方式，进一步凝聚社区合力。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围炉煮茶聚合力围炉煮茶聚合力 共忆初心话新年共忆初心话新年

“古道蹄声响，入梦那柯里。”隆冬时节，走进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镇那
柯里村，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漫步，马帮的铃声
似乎又在耳边响起。

那柯里，傣语意为小桥流水、沃土肥田、岁实
年丰的理想人居之地，是一个世居彝族、哈尼族、
傣族的村落。历史上的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
重要驿站，也是距离茶马古道起点最近的驿站。

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普洱全市上
下牢记嘱托，扛牢责任，多措并举，推动普洱茶马
古道的保护和利用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那柯里
村抓住机遇，打响了以茶马古道文化、民族风情
文化等为特色的乡村生态休闲旅游品牌，依托交
通条件的蜕变驶上旅游发展的“快车道”，年可接
待游客9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千万元。

这背后也离不开普洱市各级政协组织的倾
力助推。近年来，普洱市政协积极联动各级政协
组织，通过调查研究、院坝协商、编撰文史资料、
办理提案等工作方式，积极推动茶马古道的保护
和开发、利用，相关建议事项已进入普洱市委立
项督办任务清单。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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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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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柯里是古普洱府那柯里是古普洱府
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
站站，，至今仍保留着茶马至今仍保留着茶马
古道遗址古道遗址、、百年荣发马百年荣发马
店店，，那柯里风雨桥等众那柯里风雨桥等众
多历史遗迹多历史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