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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 “彩云之南”，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

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

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

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

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

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

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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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

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

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

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东巴

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

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 “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

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

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运动；这里，曾

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

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

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

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

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

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

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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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

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

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

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

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

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

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

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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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越千载的普洱茶

１高山云雾出名茶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

来，达官贵人、文人骚客、挑夫走贩、布衣百姓都将饮

茶作为日常起居生活之需。

从植物学角度看，茶树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

物纲，原始花被亚纲，山茶目，山茶科，山茶属。据考

证，茶叶所属的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代早期，由此推断

茶叶生长在地球上已有６０００万年～７０００万年的历史。

茶树原产地之谜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茶经》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兴起

和传播的源地。然而，从１９世纪初，关于茶的原产地

在何处却出现了争议。

１８２４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 （Ｒ·Ｂｒｕ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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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北部阿萨姆邦沙地耶 （Ｓａｄｉｙａ）发现野生茶树，

于是他对茶起源于中国提出了质疑。随后引发了国际上

持续上百年的有关茶树原产地的争论。勃鲁士在 １８３８

年又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列举了他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

的多种野生茶树，其中在沙地耶发现的一株野生茶树高

达１３１１米，径围０９１米。为此，勃鲁士断定，印度是

茶树的原产地，而非大家普遍认为的中国。之后还有英

国人贝尔登 （Ｓ·Ｂａｉｄｏｎｄ）在其撰写的 《阿萨姆之茶》

中 （１８７７年）提出茶树产于印度；布莱克 （Ｊ·Ｈ·

Ｂｌａｋｅ）所著的 《茶商指南》（１９０３年）、勃朗 （Ｅ·Ａ·

Ｂｌｏｗｎ）所著的 《茶》 （１９１２年）、易培逊 （Ａ·Ｉｂｂｅｔ

ｓｏｎ）所著的 《茶》，以及林德莱 （Ｌｉｎｄｌｅｙ）和日本的加

藤繁等都指出印度有野生茶树，而中国尚未发现野生茶

树。印度阿萨姆茶树长得 “野”，树高叶大，而中国茶

树材矮叶小。据此断定印度茶树是原种，印度是茶树的

原产地。

在印度发现野生大茶树不久之后，印度茶业委员会

组织了一个科学考查团，其成员植物学家瓦里茨 （Ｗａｌｌ

ｉｃｈ）博士和格里弗 （Ｇｒｉｆｆｉｃｈ）博士在对印度发现的野

生茶树进行多次实地勘察研究后，确定印度阿萨姆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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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属于中国茶树的变种。同时，

许多著名的学者通过多年对茶树细胞染色体的研究和比

较，都确认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如美国学者瓦尔茨

（Ｊ·Ｍ·Ｗａｌｓｈ）所著的 《茶的历史及其秘诀》 （１９８２

年）、美国学者威尔逊 （Ａ·Ｗｉｓｏｎ）所著的 《中国西南

部游记》、俄国学者勃列雪尼德 （Ｅ·Ｂｒｅｌｓｃｈｎｃｄｅｒ）所

著的 《植物科学》（１８９３年）等。

神
农
氏
尝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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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生
大
茶
树
　
　　有大量的史料记载了我国先民发现并利用野生茶树

的历史。我国早在秦汉时所成的辞书 《尔雅》中就有

“槚，苦荼” “茗，苦荼”的记载，槚是古代对茶的一

种称呼，而唐代之前都将茶称之为 “荼”。我国最早的

诗歌总集 《诗经》中有 “谁渭苦荼，其甘如荠”。三国

（公元２２０年～２８０年）《吴普·本草》引 《桐君录》中

就有 “南方有瓜芦木 （大茶树）亦似茗，至苦涩，取为

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的记载。陆羽在 《茶经·一之

源》中称： “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

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祖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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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由此推断，我国先民早在

４７００多年前的神农时期就已经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跟农业、植物相关的事物起

源都最终归结于神农氏。饮茶起源于神农氏的说法也因

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茶是神农氏在

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

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脑，以神农

氏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这是有关中国

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另有说法则是从语音上加以附

会，说神农氏有个水晶肚子，可以直接看见食物在胃肠

中蠕动的情形。当他尝茶时，发现茶在肚内到处流动，

就像在肚子里来回巡查一样，把肠胃洗涤得干干净净，

因此神农氏把这种植物称为 “查”，后转变成 “茶”

字，因而成为茶的起源。

我国是野生大茶树发现数量最多、年代最古老的国

家，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和华南地区，有横断山脉

分布区 （位于２２°Ｎ～２６°Ｎ，９８°Ｅ～１０１°Ｅ，即云南西南

部和西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延部的横断山脉中段）、滇

桂黔分布区 （位于２３°Ｎ～２６°Ｎ，１０２°Ｅ～１０７°Ｅ，地跨

云南、广西、贵州三省）、滇川黔分布区 （位于２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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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Ｎ，１０４°Ｅ～１０７°Ｅ，是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合

部，也是云贵高原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带）、南岭山脉分

布区 （沿２５°Ｎ线的长形分布带，地跨南岭山脉两侧）

四大分布区域，共计约 ２００多处。明代云南 《大理府

志》记载： “点苍山 （下关）……产茶树高一丈。”云

南省分布的树干直径在１００厘米以上的野生茶树就有十

多株。普洱市镇沅县九甲乡千家寨发现的野生茶树群落

占地数千亩，其中一棵古茶树的树龄约为２７００年，这

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古老的茶树，已经被列为

国家保护植物。在西双版纳南糯山、巴达山等地也发现

了有树龄约１７００余年的茶树。这些野生大茶树可谓是

当今世界茶树之最了。

有无野生大茶树固然是判断茶树原产地的重要依据

之一，但是发现有野生茶树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茶树的原

产地。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文明古国，目前两国都有野

生大茶树的存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当印度人

还不知道种茶和饮茶、更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有茶树的时

候，中国发现茶和利用茶却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云南六大古茶山和其他著名的茶山

南诏国时期，设有金生城和银生城。方国瑜先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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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家
寨
野
生
大
茶
树
　

证：“樊绰 《云南志》卷七曰：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

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按：银

生城界者，即银生节度管辖界内，今所称云南普洱茶

者，实产于倚邦、易武、勐海各地……则银生城界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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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著
名
的
茶
山
　
　
茶诸山，在今倚邦、易武、勐海等处可知也。”

蛮砖山、莽枝山、革登山、倚邦山、易武山和基诺山

（攸乐山），俗称云南普洱茶的六大古茶山，它们是普洱茶

的核心发祥地，更是茶文化的 “故宫”。除此以外，不可忽

略的还有代表布朗族文化的布朗山及象征哈尼族文化和在

现代普洱茶历史上具有开辟性地位的南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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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砖山

蛮砖山东接易武，北连倚邦，面积约 ３００平方公

里，清代有茶园万亩以上，从磨者河边到曼林山顶六十

里路，沟沟壑壑都是茶。曼庄、曼林、曼迁、八总寨过

去都是大茶村，各村产茶都在２０００担以上。曼林的古

茶园目前在勐腊县境内的五个茶山中保存得最好，有

１０００多亩成片的古茶园，其茶树树围大多在１００厘米以

上。蛮砖山茶园虽多但茶号少，清末民初易武的茶号都

到蛮砖茶山买原料，蛮砖的茶农说： “易武七子饼一半

是蛮砖茶。”

曼庄和曼林是蛮砖茶山的心脏，它们哺育了当地的

原著居民，也哺育了历代因军屯、商屯和民屯而来的汉

人。在这座山的惠泽下，经过千百年来的洗礼，这些汉

人早已将自己的灵魂融入大山，忘却了原本是从何处而

来，只当自己是彝族或是基诺族。

据詹英佩女士所著的 《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记

载，曼庄村是蛮砖茶山的中心大寨和人口最多的村，它

的兴衰直接影响着茶山的兴衰。从明末到清初，蛮砖茶

山的茶叶集散地和中心大镇就是曼庄。曼庄在史书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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