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世界遗产世界遗产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3年10月16日 星期一

看·世界遗产看·世界遗产

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饮品之一。2019
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21
日设立为“国际茶日”，以赞誉茶在经济、社
会和文化等领域展现出的重要价值。

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古人栽培茶
树的历史可追溯至 6000 多年前。陆羽 《茶
经》 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
周公”。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面积广阔且生
态条件复杂的茶产区、繁多的茶树品种和茶
类……种种因素相互作用，造就了中国茶文
化遗产内容丰富，类型多样。

近年来，“茶”蕴含的文化遗产价值日益
受到重视。中国农业农村部陆续公布的“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包含“云南普洱
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在内的 3 项与茶相关
的项目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成为最适合将“茶”申报为世界遗

产的国家之一。

2010年，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遗产工
作拉开序幕。2012年，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

但是，将“茶”申报世界遗产面临许多
难题。“最主要的难点集中在缺乏合适的价值
阐释方法。”邹怡情是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自
2013年开始，她就一直参与景迈山古茶林申
遗工作。

“茶文化涉及的范围极广，贯穿于茶树和
茶叶的栽培种植、生产制作、贸易运输、消
费品鉴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又都有不同的
研究视角和重心并衍生出各自对应的学术
圈。”邹怡情分析说，“由此出现了中国茶文
化研究长期以来各自埋头钻研，缺乏沟通交
融的现象——这导致中国学者的研究不能从
整体上把握中国茶文化特点，难以将其放入
世界遗产评估框架中去准确论证。”

“于是，在‘茶’申遗时，就需要一种新
的研究方法。”邹怡情说。

茶、葡萄酒和咖啡被视作全球最受欢迎的
三大饮品。早在1999年，法国圣艾米伦区葡萄
园文化景观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
已有多处葡萄园文化景观和咖啡园文化景观
成功申遗。那么，可否借鉴葡萄酒和咖啡的价
值阐释方法，申报“茶文化景观”呢？

“文化景观”是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有
其独特的价值评估体系。“如果我们以文化景
观研究方法来认知和研究茶相关的文化遗产
地，评估该遗产地反映的可持续性土地利用
的特殊技术，以及反映的人与大自然特定的
精神关系，这样不仅能研究茶文化涉及的各个
环节，还能将这些研究结论联系起来，综合评
估‘茶’的遗产价值。”邹怡情分析。

在中国景迈山古茶林开始申遗时，世界
上尚未出现应用茶文化景观申遗的先例。

201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策划开启
全球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项目并将重点放在
亚洲地区，明确为“亚洲茶文化景观主题研
究”。中国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部分是重头
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研究员解立是
该研究项目的中国工作组负责人。她介绍：

“该研究项目使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概念，
为茶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整合原有跨学科、
多领域知识的新工具和方法。”

“在这项研究的推动下，多个亚洲产茶国
列出潜在的茶景观申遗项目，中国报告也首次
运用文化景观研究方法，对中国丰富多样的文
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使得景迈山作为
茶文化遗产地，以一种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方
式，在中国、亚洲以至全球的价值定位得到了
更好的证明和凸显。”解立回忆说。

茶文化景观研究方法推动了具体的进

展。围绕着“茶文化景观”，形成了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文本。在“列入理
由”中，文本提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是世界上现代茶园种植技术普及前，传统的

‘林下茶种植’方式保存至今的实物例证和典
型代表。”“这一种植传统通过延续至今的社
会治理体系、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茶祖信
仰’保持下来，传承千年且依旧充满活力，
是森林农业开发和人类茶种植模式的典范。”

景迈山古茶林申遗历程为茶文化景观研

究方法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机会。中国也由此
成为应用茶文化景观研究方法最多的国家。
邹怡情参与编制了多项景迈山古茶林遗产保
护管理有关技术文件。她介绍：“事实上，景
迈山古茶林是首个进行申遗的茶文化景观，
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借鉴。因此，基于茶文
化景观研究方法，保护理念、工作机制和保
护措施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景迈山古茶林是有机演进的文化景观遗
产。在那里，“人与自然”“人与遗产”互动
关系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的需求会不断扩张，非常容易出现人地
矛盾。”邹怡情说，“比如村民期望大规模扩
建房屋，但这会挤压森林、茶林空间，文化
景观的格局和特征就可能遭到破坏。要想保
障遗产价值的延续，‘人’是关键。”

在遗产保护专家建议和参与下，云南
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各级政府采
取了“以人为中心”的保护理念，建立了各
方协商决策的工作机制，让当地村民参与遗
产保护管理的决策、实施过程，以期提高遗
产保护的可持续性。

2015年，邹怡情和团队开始在景迈山负
责传统民居建筑修缮。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
村民苏国文找到邹怡情，提议在修缮同时，
为该村民居砌上“一芽两叶”装饰。“布朗族
作为景迈山上生活的世居民族之一，一直有
将‘一芽两叶’装饰砌在屋脊两端的传统，
象征我们对普洱茶最高采茶标准的尊重。”村
里一些民居的装饰在风吹雨打下磨损毁坏，
民族特征难以辨识，心系布朗族民族文化的

苏国文深感可惜。
仔细分析之后，邹怡情和团队认为应支

持这一需求，帮助芒景村补砌装饰，强化传
统民居建筑的民族特征。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需要兼顾自
然和文化两大领域的价值保护。景迈山上有
古茶林、村落格局、宗教建筑、民居建筑、
遗迹遗存、古树名木等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也包含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普洱制茶工艺和
民俗、民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
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了 《景迈古茶园文
物保护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涵盖了
景迈山文化遗产地的各项遗产要素。

自古以来，景迈当地的世居民族形成了
规范生产生活行为的诸多行为准则。其中，
许多“乡规民约”体现了他们尊重自然和爱
护茶林的价值观，是林下茶种植传统延续至
今的制度保障。因此，邹怡情和团队在编制
技术文件时，通过 《规划》 将“乡规民约”
纳入遗产管理体系和村寨管理制度，让传统
知识和智慧在当代遗产管理中继续发挥作
用。各村寨制订的新时期乡规民约，也都加
入了“禁止在古茶林、古茶园和生态茶园中
使用农药和化肥”“在古茶树采摘中，只采
摘春、秋两季，让古茶树得以休养生息”等
内容。

“公元 10 世纪左右，先民迁徙到景迈山
时发现野生茶树，于是在森林中建寨，在村
寨周围人工栽培茶树，探索出独特的林下茶
种植技术并世代传承下来……”9 月 15 日，

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的同时，在景迈山
景迈村，傣族村民仙贡正向公众介绍当地茶
文化。时间回到 10 多年前，在景迈山古茶林
开始申遗时，仙贡还对文化遗产“一窍不通”。

2010年，仙贡成立了茶叶农民专业合作
社，一心想着经营茶叶生意。“当时，我压根
不懂申遗是什么，也不懂申遗意味着什么。
我只关心‘茶价会变好吗’。”仙贡说。

“有必要让当地村民认识到申遗的意义，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相关工作安排。”邹怡情在
实践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和团队进入景
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当地工作人员对
村民普及遗产相关知识。

景迈山古茶林申遗之初，一些村民受普
洱茶销售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想拆除自家
的传统民居，改建大型茶厂，扩大生产规
模。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村民、原党总支书
记南康对村民进行劝说。村民颇不服气：“我
的房子，为啥不能拆？”

南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就拿出《规
划》，逐字逐句对照着向建茶厂的村民解释，

‘你家房屋是传统民居保护建筑，属于景迈山
的物质遗产价值载体，根据 《规划》 第 86
条，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

“只是做到让人了解申遗并不够，还得能
让村民把景迈山的故事讲出来。”邹怡情和当
地申遗工作组从村落中挑选出近百名能讲普
通话、口才好又了解热爱本民族文化的村民，
组成讲解团，为慕名前来的游客讲述“景迈山
申遗那些事儿”。“在一遍遍讲述中，村民对景
迈山的认同感不断加强。”邹怡情说。

随着申遗工作开展，景迈山“茗”声逐
步远扬，往来茶商络绎不绝。南康介绍，申
遗前，景迈山茶叶乏人问津，村民要把茶叶
运到别的村子才能卖出去。“现在，不仅茶叶
卖光了，蜂蜜、古茶树上寄生的珍稀植物

‘螃蟹脚’等产品也随之销量攀升。”南康说。
如今，仙贡的合作社已从成立之初的 27

户社员增至 229 户。亲眼见证申遗带来的经
济发展后，仙贡感叹：“以前觉得‘申遗’是
个很大、离我们很遥远的事，其实它和每个
景迈山村民息息相关。”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实践，也推
动了国际范围内对茶文化遗产的认知变化。
参加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解立收到了
来自日本、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代表的祝
贺。“他们感谢中国对茶文化景观研究、保护
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国家的茶文化遗产各具
特色。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成功、由中国大力
推动的 《亚洲茶景观主题研究》 成果发布，
这些都使得茶文化景观研究方法体系更加完
善，各国以‘茶’申遗的前景也更‘有戏’
了。”解立说。

如何借鉴景迈山古茶林的申遗经验？邹
怡情指出，目前，一些地区仅仅把茶园作为
经济产业，没有挖掘和保护茶园的遗产价
值。她建议这些茶园也运用茶文化景观研究
方法，先着手系统梳理茶文化景观遗产，申
请“省保”“国保”单位，把当地茶文化及其
物质载体——历史茶园保护起来。

中国的茶文化已走向全世界。邹怡情
认为，未来，中国要继续运用茶文化景观
研究方法，系统整理有价值的中国茶文化
景观并提升保护管理水平。“可以考虑采用

‘打包’申遗的策略，选择中国其他地区具
有代表性、保护管理状况较好的茶区，申
请新的茶系列遗产。”邹怡情说。

符合标准（v）：
申报遗产地是世居民族保护并

合理利用山地和森林资源的典范。
世居民族利用因地制宜的土地平
面、垂直利用技术和村寨选址、建
设技术等传统知识体系，通过以古
茶林为核心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
地的合理分配和可持续利用，创造
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
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的智慧的
山地人居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山
地森林农业文化景观的杰出代表。

链 接

符合标准（iii）：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

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
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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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的
村规民约，以及互敬互爱的风俗习
惯，实现了人与茶、人与自然的高
度精神联系，保证了这种传统延续
千年并依然充满活力。

——摘自“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文化景观”申遗文本（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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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传统的景迈傣族干栏式民
居建筑面积 100 到 180 平方米。底层
为架空层，轻盈通透；二层由前廊、
堂屋、晒台等组成。

下图：传统的景迈布朗族干栏式
古竹楼建筑面积 60到 160平方米。传
统民居一般由底层架空层、楼梯等组
成。遇不规则地形时平面组织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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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月举行的第月举行的第 4545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
议议，，将中国将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列
入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茶文化景观茶文化景观
申遗历程申遗历程

陈渡归

一次另辟蹊径的一次另辟蹊径的

中国最先将“茶”
申报为世界遗产

与全球遗产研究同步
使用了茶文化景观方法

在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时
进行了大量实践验证

茶文化景观研究方法
带来全新的认知

茶文化景观研究方法
带来全新的认知

我在2020年8月前往普洱和澜沧，在景迈周边停留了2
周。游人稀少时，恰能尽享真实的风情。人们用香气扑鼻
的绿色百香果和吟唱整晚的歌声迎接远方来客，带着我在
房前屋后采摘各种植物香料，制作各具民族风味的佳肴。
村落整齐干净，林下古茶园与台地茶田在山峦间交织延
绵；茶叶、蜂蜜，还有不知名的土特产品就摆在村寨的路
边、窗前，任由路过的人们自己扫码挑选……地质多样、
生物多样和文化多样，世居民族的善良与美好憧憬再叠加
申遗工作者的智慧与坚信，共同塑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茶主
题文化遗产景观。

景迈山古茶林经历了13年申遗历程。在进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时，只有极少的专家学者看出它蕴
含着“极佳的品相”。而到了 2023 年，人们对它的认知又

进一步演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全球反思世界
遗产“下一个 50 年”发展目标时诞生的首批项目之一，
承载着全新的阐释视角：作为世界遗产，其在社会发展
中展现的“韧性”及示范意义是怎样的？这首先蕴含在其
自身价值中。作为古茶林的种植者和维护者，景迈山的世
居民族保护了森林-古茶林-村落的空间关系；通过林下茶
种植传统和技术，使得这一景观传承千年而依旧充满活
力；独特的茶文化，也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
果，我们只将目光盯在风景和申遗带来的产业功能，没有
刻意阐释、传导和提升公众相互包容理解、相互尊重的
信心与技能，那就减弱甚至丢掉了这一遗产所能展现的
全新意义。

景迈山古茶林的申遗过程，开创了应用“茶文化景

观”申遗的方法并进行了大量实践，代表了中外茶文化
景观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成果，得到亚洲及世界各地与茶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和认可。于是，另外一种“韧
性”——一个茶文化景观的思想库所能提供的交流和对话
途径也就自然而生。

茶、葡萄酒和咖啡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三大饮品。在全
球范围内，各国的“茶遗产”已逐渐被视为一个共同整
体。在中国政府提交的申遗文本中，景迈山遗产地与印
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斯里兰卡、老挝等其他
国家重点产茶地区都进行了比对。申遗成功后，我们也希
望继续努力，将景迈山茶文化景观的申遗实践，进一步提
供给所有参与“茶遗产”主题研究的伙伴，以此推动国际
范围内对茶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

茶
文化景观的
深层意义

齐 欣

右图：8 月的清晨，景迈
总是被云雾环绕，呈现出壮美
的人与自然交融风貌。典型的
布朗族村寨中，建筑屋脊上都
装饰有典型的“一芽两叶”标
识。 齐 欣摄

景迈各个村
落的居民善良热
情。走在村中，
可以看到茶叶、
蜂蜜，还有不知
名的土特产品就
摆 在 路 边 或 窗
前，任由路过的
人们自己扫码挑
选。 齐 欣摄

南座是一座佤族村寨，位于“景迈山古
茶林文化景观”缓冲区内。村民自豪地将全
村一起盛装合影的大幅照片悬挂在村中的活
动中心入口处。

齐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