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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为全球第一例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公元10世纪，布朗族先
民迁徙至景迈山，发现和认识野生茶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与后续来到的傣族等各族一起，探索出

“林下茶”种植技术，历经千年的保护与发展，形成这一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独特文化景观。遗产
地总面积19095.74公顷，其中遗产区面积7167.89公顷、缓冲区面积11927.85公顷。“普洱景迈山古茶
林文化景观”是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的人工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由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以及3片
分隔防护林共同构成，至今仍保持着蓬勃生命力，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人与自然良性
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这是一片悠久的古茶林。
史学家在唐代《蛮书》和景迈山的

寺庙经文上发现，公元10世纪以前，
这里已经大规模种植茶园，迄今一千
多年。约公元10到14世纪，布朗族和
傣族先民迁徙到景迈山。传说布朗族
先祖首领迁徙到景迈山时遭遇瘟疫，
偶然被此处一片树叶所救，感上天恩
赐，遂率部落在此定居。61岁的芒景
村布朗族茶农南康说，布朗族人至今
恪守先祖留下的遗训：留下金银财宝
终有用完之时，留下牛马牲畜也终有
死亡之时，唯有留下这茶园和茶树给
你们，方可让子孙后代有吃有穿。

这是一片智慧的古茶林。
先民采用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传承

至今：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茶
林，茶林之间保留森林作为分隔防护。
同时，人们选择性地砍伐对茶树生长

不利的植物，保留遮阴乔木以提供茶
树最喜爱的漫射光；在古茶林中多植
桂花树、多依树，其特有的香味会传递
给茶叶，使茶叶具有天然的香气，同时
也会抑制某些病虫害。茶林最上层是
高大的乔木，中间是以茶树为主的小
乔木和灌木层，地面是草本植物。草
本层和枯枝落叶一起养护着土壤，提
供茶树所需的天然养分；生活在森林
里的昆虫和鸟类，会帮助茶树免遭害
虫啃噬。天然农法使古茶林得以维系
生态平衡——— 这种林下茶种植方式，
让茶树活力十足地生长在立体森林生
态系统中。

这是一片生态的古茶林。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曾在这里对植物多样性进行了详细调
查。长尾单室茱萸、篦齿苏铁、中华桫
椤等14种中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

茶树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古茶林内
共记录种子植物125科、489属、943种
和变种，观赏昆虫16种，陆生脊椎动
物187种，哺乳动物22种，鸟类134种，
经济昆虫21种。良好的植物、动物多
样性一方面使物种间形成相互制约的
关系，可有效抑制病虫害发生；上层乔
木的落叶又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丰富
有机养料，进而有效地维持了古茶林
生态系统的稳定。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
文本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
究中心主任陈耀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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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植方式在当今世界规模化
台地茶种植园主导的背景中十分独
特，显示出了对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伦理和智慧。

智慧生态的古茶林

在景迈山，先有森林，后有村寨。
人们合理利用山地环境：水源地在山
顶，古茶林和村落在山地的中部，外围
防护林可以防止冬天低温和病虫害传
播，而耕地则在水源充足的低海拔地
区，避免种植过程中对古茶林的干扰。

澜沧县博物馆副研究员熊登奎指
出，这样一种“垂直海拔土地利用”让
森林得以利用、茶林得以保护、村寨得
以延续，彰显了先民遵循自然、保护古
茶林的智慧。

村寨规划也秉持着集约用地的原
则：村民们会在建寨之初先设立寨心。
景迈山人认为每个寨子都有守护神，
而寨神的居所就在寨心。为了得到寨
神的庇佑，民居都围绕寨心布局。村
民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建起房屋。
为适应本地多雨潮湿的气候，形成了
底层架空的民居形式，这种类型被称
为“干栏式建筑”，人们在这里从事茶
叶晾晒、揉捻工作。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所
长邹怡情负责对景迈山传统民居建筑
进行修缮及内部适用性改造利用，从
最基础的防水、隔音等问题入手，让老

屋新生，在景观风貌上实现聚落空间
与遗产地的整体协调。

在景迈山，先有茶树，后有居民。
每年三四月，“作春茶”是景迈山

人的头等大事，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
时候。当秋天茶籽成熟，村民会在林
间空地补种茶籽。古茶林是古树、新
树、大树、小树共存，有机更新的古茶
林，与祖祖辈辈景迈山人的建设逐步
形成了“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文
化景观。

澜沧县委副书记、普洱景迈山古
茶林保护管理局局长张丕生透露，为
实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普洱市颁布实施专项法律3
部、规章制度7部，完成对现行177项
相关法律法规的收集整理工作，并编
制了景迈山村庄规划，为遗产区范围
内15个自然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供
依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
标准3和标准5。反映了传统茶祖信
仰基础之上，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相
结合，形成独特的古茶林保护管理体

系。这一体系充分尊重了当地气候条
件、地形特征和动植物种群，实现了对
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展现了山地环境下布
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人民，对自然资
源互补性利用的独创传统，而遗产构
成要素中的村寨与传统民居建筑在选
址、格局和建筑风格方面，也体现了对
生态环境的认识和利用。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
遗历时13年。2010年，针对我国茶主
题世界文化遗产“空白”，国家文物局
首倡景迈山古茶林申遗，并于2012年
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2013年，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
院将“景迈山古茶园”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支持、指导云南省、普
洱市系统提升遗产保护、管理、展示水
平。2021年1月，国务院批准“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作为我国2022
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国家文物局指
导云南省、普洱市，编制提交申遗文
本，克服新冠疫情影响，采取超常规、
闭环方式，顺利通过国际组织现场技
术评估，最终确保申遗成功。

和谐共生的茶文化

77岁的苏国文是云南省级非遗项目“普洱
祭茶祖习俗”的传承人。2004年从澜沧县教
育局退休后回到景迈山的芒景村，他一心投入
到布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中。在他和村
里人共同努力下，2006年，芒景村恢复了布朗
族传统节日“山康茶祖节”“开门节”……布朗
族的“茶魂”理念，在逐步复苏。

接受记者采访时，苏国文始终认为，守住
遗产一定要靠人，一是要办好民族教育，一是
加大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这也是他身体
力行写书的原因。

1984年出生的傣族茶农仙贡现在已是远
近知名的茶人，她不仅在2019年入围第十一
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2021年还被
全国妇联表彰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对于仙贡和许多景迈山居民来说，他们至
今仍留有一份沉重的记忆。早些年从古树上
辛苦采回来的茶叶，似乎并没有更多的经济价
值。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2010年仙贡组建
了景迈人家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品牌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让茶农们不仅
可以通过合作社拿到分红，还可以就近在自家
茶园务工。农户负责种植，保障茶叶品质，合
作社负责收购、销售。这样就扩大了普洱茶品
牌影响力，增加了收入。到2022年底，景迈人
家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27人增
加到229人，茶园面积达9000余亩，茶叶年产
量200余吨，辐射带动周边近500户农户增收。

今年29岁的岩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在
北京求学4年后又待了2年，思乡心切的他得知
景迈山申遗进入冲刺阶段后于2018年返乡，
在翁基村开起了民宿、餐馆和咖啡厅，还尝试
和团队拍视频宣介当地民族文化；刚在昆明读
完大学的叶香回乡仅半年，作为景迈布朗公主
茶厂负责人的小女儿，她打算今后通过互联
网，例如直播或短视频来让更多人认识景
迈山。

“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接受记
者采访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表达了这一观点。“保护
和利用都不是最终目的，传承才是，而且必须
是活态传承。要让文化遗产美起来、活起来，
这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
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有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享用权。”

作为全球第一个茶文化景观主题的世界
遗产项目，陈耀华期待景迈山在茶文化景观遗
产保护领域的前沿探索，能够为世界遗产保护
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与全人类共同
守护好世界遗产。

据新华社、中新网、央视新闻、《云南日报》

申遗唤醒民众主人翁意识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地总面积19095.7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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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洱洱景景迈迈山山古古茶茶林林文文化化景景观观申申遗遗成成功功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57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