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作为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拥有众多

著名历史茶园，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一些著名

茶产地也被消费者如数家珍。今年 9 月 17 日，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第四十五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全球第一座茶文化景观遗产。看似寂寂无闻

的景迈山，何以脱颖而出？

将茶树发展成为可堪
饮用的茶叶，这是古代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

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要义是“人与自然共

同的作品”。认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

价值，先要了解它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条

件。经过 100 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学界已基本

形成共识，认为中国西南及邻近地区是世界茶

树植物的自然起源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的景迈山就处在起源地

的中心地带。

茶树的历史远比人类古老。在大约 300 万

年前的第四冰川纪，全球气温下降，众多生物

遭遇大规模灭绝。因横断山脉阻挡了北边的

寒流，又有南边的海洋提供水汽，中国西南地

区成为全球第三纪古老植物庇护所之一，茶树

的祖先得以幸存。

数百万年以来，茶组植物进行着自然传播

与演化，从中国西南到华南，经澜沧江、长江、

西江等河流传播至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经

多国学者的理论推演和调研实证，中国是栽培

型茶树的原产地，今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

茶，源于中国南方的山茶科、山茶亚科、山茶

族、山茶属、茶亚属、茶组植物物种及变种，以

及它们之间杂交而成的品种。

中国人最早驯化栽培茶树的实物证据，是

浙江余姚田螺山考古遗址出土的木材遗存。

这些遗存为山茶属的同种树木，与栽培茶树的

木材结构一致，而且诸多迹象表明这些树木系

人为种植，表明 6000 多年前在浙江地区生活的

先民已经人工栽培茶树。陕西汉阳陵出土的

茶叶残渣证明，生活在这里的西汉皇室已经形

成饮茶习惯。公元前 59 年王褒《僮约》记载的

“煎茶尽具”“武阳买茶”，说明当时在四川，茶

叶已是比较普遍的商品。由此可知，早至汉

代，中国西南及长江流域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茶

树种植，茶叶具有药用、饮用和祭祀等功能，逐

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人最早发现茶树并将其驯化，通过制

茶技艺和饮茶风俗将茶树发展成为可堪饮用

的茶叶，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林下茶”种植方式及
其森林生态系统，直观体
现了中国茶文化观念

与中国诸多历史悠久的茶产区相比，景迈

山有何特殊？

晚唐樊绰《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

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

饮之”。这是最早明确记录云南产茶历史的文

献，说明云南不晚于 9 世纪已有茶树种植、茶叶

制作和饮用。银生城当时的管辖范围包括哀

牢山和澜沧江中下游地区，景迈山就在其中。

茶树成为一种经济作物，人工栽培形成大

规模茶林或茶园，与茶产区茶农定居开发历史

有着直接的关系。景迈山不仅种茶历史悠久，

尤为可贵的是种植茶树的族群没有改变。傣

族、布朗族部落定居景迈山，在此繁衍生息历

千年光阴，逐步形成芒景 5 个布朗族村寨和景

迈 4 个傣族村寨，共约 5000 人。这 9 个村寨被

5 片古茶林所围绕，5 片古茶林又被 3 片分隔防

护林隔开，形成“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景

观格局。

茶树是从森林走出来的植物，其天性决

定了森林是它最适应的生长环境。而中国人

在此过程中，认识茶树特性，对其进行选育培

育，形成了从乔木—半乔木—灌木的性状演

化，也形成了不同的茶园管理方式和不同特

征的茶文化景观。景迈山最为难得的是保留

延续了“林下茶”的传统种植方式，可以说是

世界茶树种植的“活化石”。景迈山古茶林为

全球留存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典型的早期

茶林景观遗产。

根据布朗族口述历史，他们在迁徙途中发

现野生茶树，无意中口嚼茶叶，却医治了染疫

病的族人，遂决定在此定居，逐步建寨、开辟茶

林。先民采集茶籽种植在森林，逐渐形成了景

迈大叶种这一本地群体种，即由当地原生茶树

自然繁育形成的混合品种。

为保证茶树的生长空间，先民选择性地砍

伐觊觎茶树生存空间的植物，保留有益于茶树

生长的高大乔木，以提供茶树喜爱的漫射光，

茶树得以在灌木层形成优势群落。而草本层

与枯枝落叶一起滋养着土壤，提供茶树生长所

需的天然养分，林间的昆虫和鸟儿则保护茶树

免受病虫害侵蚀。秋天茶籽成熟时，茶农种下

新的茶籽，形成了小树、大树和古树共同生长、

有机更新的古茶林。

景迈山“林下茶”传统种植方式最大程度

地保留了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茶树提供了完

美的生长环境，也成为孕育生物多样性的天

堂。陆羽《茶经》对茶树种植环境的评价是“野

者上，园者次”，而景迈山的“林下茶”种植方式

无疑为“野者上”。漫步在景迈山古茶林，可以

嗅到浓郁的森林气息，混合着泥土、草木的芳

香。自然的菁华都被茶树吸收，成就了景迈山

茶的独特风味。

茶，“人在草木间”，汉语的造字法传神地

阐明了中国人对茶的理解。景迈山茶农所采

用延续的“林下茶”种植方式及其森林生态系

统，直观体现了中国茶文化观念。

茶叶贸易促进景迈山
茶产业发展

景迈山传承的是中国云南特有的乔木型

大叶种茶树制成的“普洱茶”。制茶是景迈山

每位茶农的看家本领，是每个家庭世代传承的

手艺。直至今日，景迈山茶农依然采用古法制

茶，清晨去茶林采摘鲜叶，赶回家中将鲜叶置

于竹席上，经过数小时的萎凋后，再用柴火铁

锅进行炒青，使得茶本身的芳香物质得以很好

地挥发出来。茶叶摊凉之后，就可以进行揉

捻，揉捻不仅有利于茶多酚等物质的析出，也

有利于制成外形漂亮的条索。之后就是将经

过加工的鲜叶进行晒青，这是普洱茶制作不可

缺少的一道工序，此工序也是“晒青毛茶”这个

名称的来源。经过这几道工序制成的是初制

茶，还需要进行筛选、拼配、蒸压、包装等精制

工序。景迈山地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国家

标准规定的保护区域内，茶农按照该标准规定

生产制成的普洱茶，就可以标注“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理标志”。

景迈山的古茶林面积共有约 1120 公顷，促

使茶农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进而形成“万亩古

茶林”的，正是一定规模的茶叶贸易。景迈山

因茶马古道与外界发生联系，向外联通的道路

不仅带动了茶叶贸易，促进了茶林的开辟和管

理，还给景迈山带来文化技艺和各种生产生活

物资等。中国茶叶通过各种商道源源不断地

运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各地“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茶文化。

千百年来，在景迈山，每一棵茶树，都取

自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片茶叶，都源自茶

农的辛劳。景迈山成为中国第五十七处世界

遗产，景迈山和普洱茶更成为世界了解中国

茶文化的一扇窗口。景迈山的保护传承践行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对当今世

界探讨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

意义。

（作者为清华同衡遗产中心遗产地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所长）

图①：景迈山上的嫩茶叶。

图②：景迈山茶林。

图③：被 森 林 和 茶 园 环 绕 的 景 迈 山 翁 基

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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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东 方 故 乡

——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

史》展 览 亮 相 国 家 博 物

馆。依托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丰富馆

藏 ，展 览 通 过 220 余 件

（组）文物、解说详实的图

片资料，再加上各类场景

还原和多媒体技术手段，

生动展现了从猿到人的数

百万年活动历程，也全面

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在古

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

古 DNA 研究等领域的重

要成果。

刚进展厅，一具巨大

的恐龙骨架就如磁石般牢

牢吸住人们的目光。关于

人类起源进化的展览，为

什么会有恐龙？“一方面为

了引起更多观众尤其是孩

子们的兴趣，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开拓展览的深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

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本次

展览策展人邓涛介绍，展

览的第一单元相当于“人

类 前 传 ”，有 了 这 部 分 内

容，才能完整呈现古脊椎

动物“从鱼到人”的漫长进

化之旅。恐龙，正是进化

旅途上的一条分岔路，丰

富了旅途的风景。

对人猿揖别的实证追

溯，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

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19
世纪以降，在生物进化论

学说的广泛影响下，南方

古猿、能人、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等远古人类在

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探

寻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序幕

从此揭开。

诸多展品中，有一块

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

下颌骨模型，它来自世界

上 最 早 的 类 人 猿 —— 曙

猿。曙，意思是“黎明前的

曙光”，从这个名字就可以

看出它在人类起源进程中

的重要地位。最早的类人

猿 约 4500 万 年 前 出 现 在

中国和东亚地区，古人类学家在江苏溧阳和山西运城

都发现了曙猿遗存。“在约 3400 万年前，全球气温急剧

下降，其他地区的类人猿大都灭绝了，只有迁徙到非洲

这一支活了下来，逐渐进化，此后多次走出非洲，向全

球扩散。可以说，灵长类尤其是类人猿是在东亚起

源。”邓涛说。

寻找人类和灵长类化石殊为不易。相比其他哺乳

动物，灵长类族群数量较少，且主要生活在森林中，在

这一环境下，遗存很难形成化石。中国是世界上古人

类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从 1929 年周口店遗址发

现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化石起至今，我国境内已有 70 多

处遗址发现了史前人类化石。分布在广袤中华大地上

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诸多

古人类化石，连同大量伴生遗存，共同构成了人类演化

发展的直接证据。泥河湾盆地人类遗存密集分布，其

中逾百万年的遗址就有约 40 处，最古老的马圈沟遗址

更接近 200 万年，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这些历

程都在展览中通过代表性文物得以呈现。

制作工具曾被视作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展览陈

设了出土自各遗址的大量石器。可以看到，这些石器

的制造工艺始终停留在较为原始粗糙的阶段。当代东

亚人中铲形门齿的比例极高。从展出的牙齿化石和模

型可以看到，从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到五六十万年前

的北京人，再到距今十几万至几万年的晚期智人、万年

以来的新石器时代东亚人，铲形门齿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现象也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学说、“东亚现代人

本土起源”学说提供了支撑。

许多有趣的展品诉说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精神世

界。发现于山东沂源、距今三四十万年的一颗牙齿化

石上，显示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剔牙行为，证明当时

的人类吃到了很多肉食。一截距今约 4 万年的田园洞

人趾骨，十分纤细，被学者认为是穿鞋造成的，这也是

东亚古人最早的穿鞋的证据。距今 3 万多年前的山顶

洞人可以用自己磨制的骨针作为缝纫工具，佩戴由兽

牙、细小的石珠、鱼骨、贝壳等钻孔后串成的装饰品；约

1.1 万年前，宁夏水洞沟的先民会为了获取羽毛作为装

饰品而捕获猛禽。“美”，成为古人生活的一种追求。

目前，越来越先进的科技手段尤其是古 DNA 技术

的应用，让中国在人类史研究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

果。这些成果在展览中也得到呈现。研究表明，中国

南北方古人群在万年以前已经分化，至少约 8300 年前

起分化程度和遗传差异性开始减少，呈现出双向迁徙

和交流融合。远古与现代、原始感与高科技在展厅奇

妙交融，让参观者驻足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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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00 多年的研究与
探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中国西南及邻近地区是世界
茶树植物的自然起源地。

景迈山保留延续了“林
下茶”的传统种植方式，可以
说是世界茶树种植的“活化
石”。景迈山古茶林为全球
留存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
典型的早期茶林景观遗产。

景迈山传承的是中国云
南特有的乔木型大叶种茶树
制成的“普洱茶”。制茶是景
迈山每位茶农的看家本领，
是每个家庭世代传承的手
艺。直至今日，景迈山茶农
依然采用古法制茶。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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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山西运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全国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102 处 ，在 全 国 地 级 市 中 数

量最多。位于闻喜县的“仇氏碑楼建筑群”就

是一处值得细品的国保单位。

该建筑群位于郭家庄镇郭家庄村，在村口

呈南北向分布，长约 130 米，共有 5 座碑楼、1 座

牌坊、1 通石碑，为清同治、光绪年间所建。这

些建筑均为石质材料，建于块石垒砌的台基之

上，遍布雕刻装饰。这些雕刻采用了阴刻、线

刻、浮雕、镂雕、双面雕等不同手法，内容有龙

凤、花卉、飞禽、瑞兽、人物等吉祥图案和颂扬

主人的楹联、石匾、题额等，碑刻量大，工艺精

湛，自成格局。尤其是其中两座奉旨所建的碑

楼牌坊，景象威严，德行高彰，充满了丰富的人

文内涵，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仇 氏 一 门 自 清 乾 隆 年 间 就 南 下 四 川 经

商，延绵上百载，家底殷实，富甲一方。据记

载 ，仇 氏 家 族 在 当 地 多 有 善 举 ，经 常 修 桥 铺

路、赈灾济困，尤其在遭受流寇侵袭时，仇家

子弟奋力抵御，保护村民，在当地享有很高的

声誉。

位于最北面的仇毓镜神道碑楼建于光绪

九年（1883 年），坐东朝西，现高约 7 米，内立

“覃恩奉政大夫、湖北黄州知府同知、岐亭清

军水利司、乡饮正宾、秦宝仇公神道碑”，下有

霸 下 相 驮 。 这 个 碑 楼 是 该 建 筑 群 所 涉 人 物

中，官职、辈分最高的一位，乃其重孙辈奉旨

所建。碑楼前有一对石狮望柱，雕刻细腻传

神。该碑楼建筑风格十分别致，为十字歇山

顶，分为两层，一层为主碑，碑下兽头出栏，两

旁为八字巨幅石刻画屏，上有重檐歇山盖顶

和花脊盘龙。画屏下有花边石墩，画屏四边

有镂空花边连环图案，图案有高山流云、高台

立凤、小桥流水、青松古屋等。人物有佩刀武

士捧诏报喜，受禄者躬身接诏，还有童子扶老

荷 杖 者 ，孝 男 为 长 老 捧 食 者 ，妇 人 携 雏 抱 婴

者，或坐或动，姿态各异。二层是四柱顶山，

八梁相关，中间有一竖式匾额，格外庄严。额

的上方有蝙蝠展翼，下有蜗牛卧底，四角卷龙

镶边，左右饰有珍禽荷花梅花等图案。牌楼

如此精美，足见清末石雕工艺水准之高。

仇 氏 三 兄 弟 德 行 碑 建 于 同 治 九 年（1870
年），该碑坐东朝西，单檐歇山顶，石质仿木结

构，建于石砌台基上。三座碑由北向南分别

是：诰赠盐课司提举仇季公藏真德行碑、诰赠

黄州岐亭清军府仇长公静堂德行碑、例赠布

政司理问仇仲公操斋德行碑。额枋浮雕装饰

图案，石柱镂刻楹联。

仇氏石牌坊及碑亭建筑群工艺精美，雕

刻细腻，格调高雅，气势壮观。其中，仇毓镜

神道碑与石牌坊在全国石质古建筑群里也堪

称经典。随着岁月变迁和风雨侵蚀，几个碑

亭都受到一定的破坏和损伤。2013 年 5 月，该

建筑群被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6 年又争取到国家资金予以修缮并加

以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散落在晋南民间的

碑 楼 、牌 坊 ，涉 及 当 时 社 会 的 政 治 、经 济 、文

化的方方面面，也是道德教化和家风传承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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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出的西藏尼阿底出土石器。 张晓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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