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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景迈山？
本期视点

景迈山古茶林申遗
视
点

中国茶种类那么多，为什么产普洱茶的景迈山可以作为中国首个申遗的古茶山？
我们，一起感悟景迈古茶林悠久历史，探讨景迈山申遗的意义，共同守望景迈山古

茶林，共同期盼景迈山申报世界遗产成功。
申遗，是认知，去感悟，更是去保护，去传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雪英胡雪英 摄摄））

““云南的西双版纳云南的西双版纳、、临沧等临沧等
地有着那么多的古树茶地有着那么多的古树茶，，为什么为什么
是景迈山是景迈山？？””古茶树保护与可持古茶树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续利用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西西
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教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教
授蓝增全多年前第一次得知景授蓝增全多年前第一次得知景

迈山古茶林要申报世界文化遗迈山古茶林要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时产时，，从事茶生态文化研究多年从事茶生态文化研究多年
的他内心充满了疑问的他内心充满了疑问。。当他亲当他亲

身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身来到景迈山古茶林，，心中的疑心中的疑
惑顿时解开了惑顿时解开了。。

为什么是景迈山？

“一进到景迈山古茶林，我就
很震撼，它和我们见到的其他古
茶园不一样，森林结构保持得如
此完好，人茶林和谐共生。”蓝增
全认为景迈山申遗是非常适合
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是目前世界上发现连
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
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面积
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距
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我带日本茶学家去景迈，他
们说从没见过世界上有这么多的
古茶树，这里真是天然茶叶博物
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
问黄桂枢研究普洱茶已有 30多
年，景迈山古茶林的茶树形态令
他惊叹不已。

景迈山，保存了各种阶段的
茶树形态，这里又被世界茶学专
家称为“人类茶文化史上的奇迹”

“世界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
是名副其实的“茶树王国”。特殊

的地理区位使景迈山所在的中国
澜沧江流域成为全球重要的茶树
起源中心，区域内相继发现了宽
叶木兰化石（3540万年）—中华木
兰化石（2500万年）—野生茶树
（2700年）—野生—栽培过渡型茶
树（1700年）—大规模人工栽培型
茶树（1300年）的实物系列，普洱
市因此于 2013年被国际茶业委
员会确认为“世界茶源”。

在蓝增全眼中，景迈古茶林
森林结构保持得很完美。整个森

林结构中，上层是高大的乔木，
其中有伟乔、大乔、中乔、小乔，其
下的灌木层和地被层都很完整，

“伟乔——树高 31 米以上的乔
木，这在古茶林中是很难得一见
的。”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景
迈山古茶林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远
高于天然林、新式茶园。”蓝增全
说，传承千年的茶种、良好的生态
环境构成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独特
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在纪录片《云南密码》导演李
成才的眼中，景迈山古茶林的密
码是和谐共生。

据统计，目前在景迈山发现
有高等野生植物（维管束植物）
130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 14种、脊椎野生动物超
200种、保护野生动物超 150种。
李成才认为，正是各种植物、动
物、微生物构成的生物多样性场
景，让景迈山古茶林充满了活力
和可持续性。

景迈山布朗族和傣族先民以

古茶林为核心，对山区土地的集
约利用和合理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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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山地
人居环境。水源地在山顶；古茶
林和村落在山地的中部，外围分
隔防护林防止冬天低温和病虫害
传播；耕地在水源充足的低海拔
地区，避免了开垦和种植过程中
对古茶林的干扰，保证了当地社
会和经济一千多年的稳定发展。

蓝增全说，景迈山古茶林形
成了“林—茶—人”三位一体的环

境关系和生态关系，正是因为生
长在这样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
共生关系中，才造就了“清香温婉
细腻”高品质的景迈茶。

景迈山遗产地涉及 4个行政
村 15个自然村寨，茶园面积 7万
亩，人均拥有茶园面积 11亩，年
均干毛茶产量约 1260－1480吨，
农业产值约 5亿元。其中：古茶
园面积2.8万亩，古树茶干毛茶年
均产量约 260－280吨，农业产值
约 3 亿元；生态茶园面积 4.2 万
亩，干毛茶年均产量约 1000－

1200 吨，农业产值约 2 亿元。
2020年，景迈山遗产地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2万余元。

千百年来，景迈山上各族人
民和谐相处，世代与茶共同繁衍、
共同发展，谱写了边疆各族人民
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
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
谐、人与人和谐的朴素生态伦理
和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典型示范，迈上了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之路。

可填补茶类世界遗产空白

“景迈山古茶林有五大特点：
古老、智慧、生态、人文、活力。”
澜沧县委副书记、普洱景迈山古
茶林保护管理局局长杨春高介
绍，该遗产要素由 5片古茶林、9
个传统村落、3片分隔防护林构
成。申报遗产区面积 7167.89 公
顷，缓冲区面积 11927.85 公顷。

迄今为止，古茶树的种植历
史已有千年之久。世居民族长期
探索逐步根据土地垂直利用特
性，形成了智慧林下茶种植技术，
根据普洱茶特性，为茶树创造了

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
条件，保证了普洱茶品质。古茶
林之中，乔木层 - 茶树层 - 草本
层的立体群落结构形成完整的自
然生态系统，有效防治病虫害并
为茶树提供天然养分。

“给你们留下牛羊，怕遭灾死
光，给你们留下财宝，怕你们花光
用光，就给你们留下茶树，让子孙
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尽，你们要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相传
这是数千年前布朗族先祖帕哎冷
留下遗训。古茶林林下种植的方

式和传统通过延续至今的社会治
理体系、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茶
祖信仰”保存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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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自 2010 年 6 月启动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工作以来，历时 11年，于
今年 1月份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作
为 2022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
目。

“景迈山申遗成功能够填补
世界遗产中茶类世界遗产的空

白。”杨春高认为，景迈山申遗一
是填补茶类遗产空白，至今为止，
全球三大非酒精饮料尚无茶类世
界文化遗产。二是维护国家文化
权益和文化安全。中国是茶叶种
植和茶文化大国，景迈山古茶林
申遗成功，能有效维护中国茶文
化在世界种茶、制茶及饮茶领域
的发源地和主体地位，有利于确
定云南作为世界茶树起源的地
位。三是能够推动旅游的融合发
展。

（来源：云岭先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仙杨丽仙 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雪英胡雪英 摄摄））

申遗之路
●2010年，启动申

遗工作。

●2012 年 3 月，向
国家文物局提交了申报
文本初稿。

●2012 年 6 月，通
过了国家文物局对景迈
山古茶林进行的现场考
察评估。

●2012 年 9 月，普
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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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HS）
保护试点。

●2012年 11月，普
洱景迈山古茶林成功入
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申遗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2012年 12月，中
英文两个版本《预备名
单提交表格》已填报国
家文物局，并递交到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年，被国际

茶业委员会确认为“世
界茶源”。

●2013 年 5 月，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 10月，被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示为
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

● 2014 年 3 月 28
日，与省市一道将《申报
文本》和《保护管理规
划》上报国家文物局报
备。

●2019年，正式向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提交申报。

●2021 年 1 月，国
务院正式同意景迈山古
茶林作为中国政府2022
年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申报项目。

●2021 年 5 月，申
遗文本已通过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格式和内容
审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雪英胡雪英 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仙杨丽仙 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仙杨丽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