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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迈 山 靠 什 么 走 向 世 界
——来自云南省普洱市的调查

本报记者 管培利 胡达闻

透过一片叶，望见一座山。在我

国的西南角，云南的峻岭崇山间，景迈山已静立

千年。茶因山而生，山因茶而兴，绿水青山与万

亩古茶林交相辉映。

刚刚过去的春茶季，景迈山比往年更热闹

了。去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5 届世界遗

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

世界文化遗产，这是景迈山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

春茶季，游人更多了，当地各族群众更自信了，未

来发展之路更清晰了。

当氤氲着茶香的景迈山向世界张开双臂，积

淀上千年的厚重茶文化魅力初绽。景迈山靠什

么走向世界？持久的魅力来自何处？申遗后“沉

淀”了半年多的景迈山有什么新变化？未来如何

发展？记者近日走进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

祜族自治县的景迈山，进茶林，访古寨，串农户，

再探景迈山的魅力。

林茶共生 人地和谐

“远看像森林，近看是茶林”，到过景迈山后，

很多人对茶林和茶园的既有印象就被颠覆了。

走进景迈山大平掌古茶林，初见是树林，细看是

茶林。景迈山保留延续了“林下茶”的传统种植

方式，与江南等地的茶园不同，这里不见整齐低

平的茶树。

沿步道慢行，左右两侧，自上而下，高大粗壮

者如樟树、榕树，中间是古茶树和灌木，再往下是

草本植物，乔木、灌木、草本的立体群落结构和生

态系统，层次鲜明。在这样的茶林中，挂着铃铛

的黄牛悠闲吃草，茶农采摘茶叶，游人欣赏着在

别处见不到的风景⋯⋯

“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中发现野生茶树，于

是在景迈山定居。他们在森林中建寨，在寨子周

围栽培茶树，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

大乔木下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后与傣族

等世居民族一起，延续千年的保护与发展，形成

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澜沧

县博物馆副研究员熊登奎说。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区包括 5 片规

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茶林，分布其中的 9 个传

统村落，以及古茶林间的 3 片分隔防护林。“这是

景迈山世居民族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

并与自然长期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是可持续发

展的典范。这里平均海拔高度在 1400 米左右，

山高林茂，地形、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普洱

茶生长。”熊登奎说。

“保存完好的景迈山古茶林，反映出世居民

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生态智慧。”北大国

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与遗产研究所所长

秦芳认为，景迈山古茶林拥有独特的“森林—古

茶林—村落”空间结构，与天然林相似的茶林生

态系统、特殊的茶祖信仰以及世居民族文化，创

造了宜居的山地人居环境，促进了古茶林的千年

传承和茶山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景迈山独具“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景

观格局。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副局长

周天红介绍，景迈山世居民族用智慧创造了茶在

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

林外的山地人居环境，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用地

的合理分配和可持续利用，是山地森林农业文化

景观的杰出代表。

景迈山的魅力离不开各具特色的 9 个古村

寨。站在糯岗古寨的高处远眺，在森林和茶林

包围中的整个村庄尽收眼底，干栏式木结构建

筑房屋紧凑地围绕寨心展开，傣族文化和原始

古村落原貌较好地保存着；而翁基古寨则传承

了布朗族原生态文化，寨心、古树、干栏式传统

房屋保存完好。布朗族村寨屋顶上有一芽两叶

的图腾，家家门前晾晒或摆放着茶叶⋯⋯茶是景

迈山的主角，走在景迈山的村寨，茶元素处处可

见，当地群众的生活围绕着茶展开。

去年申遗成功后，走向世界的景迈山有了更

高的知名度，其独特魅力吸引着更多人关注。“知

道景迈山的人越来越多，到景迈山来的朋友也越

来越多。我们也欢迎更多人来景迈山，融入

我们的生活，体验这里的生态和文化。”芒

景村翁基古寨村民叁文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祝彦春已是

第九次到景迈山了，“第

一 次 到 景 迈 山 时 ，光 是

在茶园里走走看看就很

激动，就像曾经梦见过的

地方似的。这里独特的民风民俗、人们对自然的

敬畏之心，深深吸引着我”。

今年年初，家住北京的陈鹏宇、白雯雯通过

媒体报道知道了景迈山，查阅了很多资料，对这

里产生了浓厚兴趣。今年“五一”假期前，夫妇俩

决定到景迈山休假，“别的地方不去，就在景迈山

待 5 天”。

“景迈山没有让我们失望。这里淳朴的民风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古寨里，家家有茶

室，坐下来喝茶聊天十分解压，让人心情舒畅。

景迈山就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白雯雯说。

世代保护 久久为功

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景迈山

独具魅力并非“自然天成”，而是得益于世世代代

的传承和久久为功的保护。守护好古茶园，保护

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已成为景迈山人的

共识。

在景迈山的古茶林深处，有一棵很有名的

“蜂神树”。巨大的榕树树冠上，六七十个蜂巢星

罗棋布，隔着数十米的距离依然可以听见蜂群争

鸣，蔚为壮观。当地人介绍，生长于其上的大蜜

蜂对周围的生态环境要求十分严苛，因此“蜂神

树”也被视为景迈山生态环境优良的典型例证，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

“我 要 是 给 你 们 留 下 牛 马 ，怕 遇 到 灾 难 死

掉，要是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也怕你们吃光用

完，所以只给你们留下茶树，让子孙后代取用不

尽⋯⋯”居住在景迈山中的人们世代牢记并传承

着“茶祖遗训”，守护着古茶林和整个家园，最终

让景迈山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景迈山。

“我们订立了一系列村规民约，比如，不使用

化肥农药，不过度修剪。伴随申遗过程的推进，

村民们从中受益，更加自觉地按照世界文化遗产

的理念保护周围的森林、茶树和古建筑。”景迈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岩赛乱说。

在景迈山下的遗产综合展示中心，各

族村民捐赠的生活用品、民族

服饰、农具乐器等，

作为展品的一部分向观众展现着当地特色，这是

他们参与保护景迈山、推介景迈山的见证。芒景

村委会翁基村民小组副组长张光明告诉记者，现

在村民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茶叶

只采春秋两季、不采夏季，让茶树得到更好的休

养生息。

从相对原生态到按照世界遗产理念加以保

护和延续发展，当地政府、群众和专家共同参与

其中，精心守护这份独特的文化遗产。

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

事长姜波多次到访景迈山，见证了景迈山申遗走

向世界的过程，目睹了景迈山的变与不变，“10 多

年来，旅游业发展和茶叶生产给当地群众带来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要继续提升他们对遗产保护的

自觉意识。这不仅是景迈山的遗产，也是全世界

的遗产”。

据介绍，为将古茶林等的保护落到实处，当

地不断完善相关法规，修订出台《普洱市古茶树

资源保护条例》《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保护条例》《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保

护条例实施办法》等系列规章制度，确保古茶林

科学管养、传统村落风貌管控、茶叶市场管理等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景迈山是有机演进的文化景观，兼具历史、

文化、生态、经济等多维度价值，通过景迈山可以

认识中国的茶文化和茶文化景观遗产。”北京清

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所长邹怡情认为，通过多年摸索，景迈山建立

了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和社区参与的多元遗产保

护管理机制。景迈山的保护传承切实践行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探讨生态保护、促

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在翁基等古村寨行走，不时可见农户房前的

消防水缸。景迈山遗产区 9 个传统村落

的建筑为干栏式木结构传

统 民 居 ，消

防安全至关重要。为守护好这些宝贵的传统民

居和群众安全，普洱消防在景迈山编织了集人

防、物防、技防于一体的消防安全“守护网”。

“世世代代生活在景迈山的人们，都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家园。我们也要全力参

与其中，保护好这份世界遗产。”澜沧县消防救援

大队大队长王杰思介绍，近年来，消防救援机构

抽调精干力量下沉到景迈山，并招录村民作为专

职消防队员，共同组成消防服务队，驻守在当地

的微型消防站和消防救援所，全天候守护景迈山

的消防安全。

联动融合 增添活力

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迎来金山银山。在景

迈山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和保护管理机

构不断提升和完善遗产地的基础设施、交通网

络、通信网络，并通过注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打

造“景迈山”“普洱景迈山茶”等品牌，景迈山古树

茶价格得到大幅提升。

“山上做减法、山下做加法”，是景迈山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具体思路。

“我们积极构建山上原生态保护、山下开发

利用的空间发展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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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山上”

以重要的遗产地保护和文化体验场所为主，“山

下”作为遗产价值综合展示、茶产业融合发展、旅

游综合服务配套的区域，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

系，实现山上山下互补演进、联动发展。同时，保

护好遗产地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在合理环境容

量下发展体验式文化旅游和观光生态农业。

在山上保护、山下发展、茶旅融合的发展思

路引导下，当地建立了“投融建管营”主体平台，

创新迭代景迈茶生态产业。利用景迈山申遗的

辐射效应，引进知名文旅企业到景迈山周边投资

兴业，促进文旅融合、茶旅融合。

景迈山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需要年轻人，

需要“新玩法”。这些年，回到景迈山的年轻人多

了起来，让古老的景迈山更加年轻有活力。

“00 后”仙金的家在景迈村糯岗古寨，她是当

地最早尝试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并推介景迈山的年

轻人，“景迈山申遗成功以来，我们迎来了更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以前只有在节假日才会有一

些游客，现在景迈山每一天都是旺季，古寨里随处

可见拍照打卡和在村民家里喝茶买茶的游客”。

“我想通过直播的形式讲好景迈山的茶故事

和茶文化。如今，越来越多年轻茶农加入直播带

货行列，通过镜头向世界推介景迈山。”仙金告诉

记者，她还计划开客栈，目前已在装修中，“希望

把更多人留在景迈山，体验这里的千年茶文化”。

观云海、看日落、品美食，位于芒景村翁哇组

的布朗玉呢客栈因独特的视野和安静的环境，受

到很多游客的追捧。老板玉呢曾经外出工作，返

乡后经营起了这家客栈。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后，为了让客人吃好、住好、玩好，有更好的

原生态体验，她们开发了“达拉宴”创意餐，让游

客深度体验当地的日常生活。

“如今，随着景迈山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各地

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客栈

和茶叶生意也越来越好。”玉呢说。

从小耳濡目染茶文化的布朗族姑娘叶香大

学毕业后也回到了景迈山，在自己家的布朗公主

茶厂工作，传承传统制茶工艺，积极传播景迈山

茶文化，持续提升茶叶品质，把景迈山的茶卖到

世界各地。“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森林、

保护茶林。”叶香说。

延伸拓展茶产业链、创新发展文创产业、积

极发展生态研学旅游⋯⋯景迈山的发展有更多

可能。张丕生表示，景迈山将依托得天独厚的茶

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生态

旅游、研学旅游、科考旅游，推动遗产保护与茶产

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景迈生态文化

旅游模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对景迈山的未来，大家也有更多期待：

叁文说，自己要把茶叶做好，做高品质的茶

叶，做一点茶就要为一点茶负责；

岩赛乱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景迈山，搞直

播、做电商，向全世界推介景迈山的好茶、好景、

好文化；

“我还会再来景迈山，也希望更多人能来深

度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来自苏州的丁小

萍已经来过景迈山 5 次，

并不断把景迈山推荐给

身边的亲戚朋友；

⋯⋯

景迈山已经敞

开怀抱，景迈山正

在走向世界。

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

遗产，云南景迈山的自然之美、人文

之美吸引着八方游客。在悠长岁月

中，景迈山世居民族与茶相伴，以茶

为生，创造出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

独特文化景观。近年来，当地在保

护好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同时发展茶

产业、文旅产业，促进文旅融合、茶

旅融合。这座曾经“养在深闺人未

识 ”的 宝 藏 秘 境 靠 什 么 走 向 世 界 ？

申遗成功后有了哪些新变化？未来

发展之路怎么走？

独具特色和辨识度的古茶林，保存修缮

较好的古寨风貌，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生态

智慧，世代传承的淳朴民风民俗⋯⋯景迈山

不会让来过的人失望。

文化传承、生态理念，是景迈山历久弥

新、走向世界的内在支撑，是景迈山延续千年

仍充满活力的内在动力。景迈山填补了世界

文化遗产中的茶文化主题项目空白，以独特

的形象和内涵，向世界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画卷，更直接地证明了坚守“认识

自然、尊重自然、可持续利用自然”的价值

所在。

坚守文化传承，坚持生态理念。景迈山

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年轻的、有活力的，既保

持了特有风貌，也展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

积极探索多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景迈

山，走出了绿水青山世代相传、点绿成金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去年，景迈山入选“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走向世界的景迈山，必然面临着诸如旅

游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等更多保护与发展的

新课题。持久守护好景迈山的独特魅力，就

要坚持一体推进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对自然生态和传统

文化坚持干扰最小化原则，持续健全遗产保

护、管理和监测体系，完善古茶林、传统村

落、遗迹遗址等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积极

探索与一般性景点定位不同、具有差异化的

产业发展路径，积极发展以生态游、研学游

为主要内容的旅游形式，着重吸引追求深度

体验的游客，实现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双

赢。同时，要将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旅游

等产业有机结合，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景迈

山的自然和人文之美。

守护好宝贵文化遗产
管培利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刘辛未 美 编 高 妍
在景迈山糯岗古寨，当地年轻人通过直播推介景迈山茶。 贾 翔摄

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

沧县的景迈山翁基古寨。

贾 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