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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勐海国艳茶厂十周年庆典举行茶品拍卖，并将所得善款全部捐赠给勐海县勐混镇曼果村

贺歪小学。图为勐海国艳茶厂董事长董国艳（右四），总经理周昆（左一），广东茶促会会

长、天德茶业董事长蔡金华（右三），国艳普洱东莞营销中心总经理黄颖德（右二），国艳

普洱北京经销商王家喜（右一）向贺歪小学爱心捐款（左二至左四为贺歪小学的三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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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国艳茶厂董事长董国艳（二排左四）与海内外经销商代表合影



      勐海国艳茶厂总经理周昆（左一）与勐海县副县长何青元（左四），以及战略合作单位

云南农业大学知名教授邵宛芳（右三）、吕才有（左三）、龚加顺（右一）合影

国艳普洱经销商代表在布朗山实验基地、老曼峨及曼龙初制所留影



西双版纳 , 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这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森林密布，土地肥沃，阳光充足，特别适宜茶树生长。这里生长

着大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茶，它们饱经岁月的洗礼，历尽

沧桑，顽强生存下来，同时也吸收了天地精华和热带雨林的滋养。

今天我们喝的每一饼古树茶，都承载着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每饼茶都有一个故事。

近十几年来，我们深入茶山找好茶，发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西双版纳茶区一些偏僻的深山老寨稀有古茶，有超常的品质，独

特的口感。作为西双版纳的本土茶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西双

版纳古树茶的精华奉献给天下所有爱茶之人。

《西双版纳古茶在探源》汇集了 60 余款古树茶，60 多个鲜为

人知的古树茶村寨及其美景，让大家在喝茶的同时享受到大自然

的美。我们将古树茶纯生态、无污染的优美环境呈现在你的面前，

让你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只为还原古树茶的真实秉性。

序

感悟与传承

2014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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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朗和，哈尼语，吉祥、如意、安康之意，位于勐海县东部，东部和东南

面与景洪市嘎洒镇接壤，西南面和西部与勐海县勐混镇相连，西北部与勐海镇

交界，北抵流沙河与勐海县勐宋乡隔河相望，是一个以哈尼族为主体民族的民

族乡。最高海拔 2196 米，最低海拔 600 米，平均海拔 1596 米。格朗和全乡辖

南糯山、苏湖、帕真、帕沙、帕宫 5 个村民委员会。茶叶是全乡的主要经济来

源和支柱产业之一。全乡现有茶叶种植面积约 5 万亩，其中古茶园面积约 1.5

万亩，遍及全乡 5 个村委会，面积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南糯山、帕沙、帕真三个

村委会。

第  一  章

格朗和：吉祥如意之地



帕真村委会位于乡政府东边，是个较大的村委会，辖 14 个村民小组。相

比较其他以茶叶为主的村寨而言，帕真古树茶较少，粮食、甘蔗、茶叶均有种植，

各有侧重而不偏废。帕真现有古茶园500多亩。2006年，经茶叶界专家实地考察，

初步确定有 600 年以上的历史。整片茶园分布在 5 座山林上，间隔 4 个山凹，

其中较大的古树茶主要集中在芹菜塘。古茶树最高的一株高约19米，径围1.95

米，两人才能合围。茶树枝干都比较高大，需要攀爬上树或架楼梯才能采摘。

随着造访的茶客越来越多，帕真古树茶这几年也上升极快，几百亩的古树茶基

本不用出寨子即可销售一空。

黑龙潭是格朗和的一面镜子，辉映着四围的村庄和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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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班章没有声名鹊起之前，南糯山是勐海当之无愧的头号招牌。即使被

老班章后来居上，南糯山依然不掩其王者风范。老班章的大名大在价格上，大

在有限的茶友圈子里，大在老班章的拥趸里。而南糯山的大名是大在更广阔更

厚重的时空里，不仅于茶，还有学术价值，标本意义。

王者风范，其来有自。

其一，地理位置上，南糯山位于景洪去往勐海的路上，是去勐海的必经之路，

近水楼台先得月。

其二，村口矗立的那块巨大广告牌上的口号底气十足，是为明证南糯山，

中国古茶第一村。拥有 1.2 万亩古茶园的南糯山，雄踞全国第一，当之无愧。

其三，无论是已经仙逝的茶王，还是如今的茶王，都是全球各地专家、茶

友朝拜、参观、考察的必经必到之地。南糯山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光客和

朝拜者。

其四，南糯山是整个西双版纳，乃至云南近现代茶叶科研、机械制茶的摇

篮和发源地。无论是最早的思普茶业试验场，还是后来的云南省茶科所，都为

云南培养和输送了无数的制茶人才和科研人才，南糯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基脉。

其五，南糯山茶种是云南后来很多特异品种、省级良种、甚至国家级良种

的母本之源。比如，紫娟。比如，国家级良种云抗 10 号、14 号。省级良种更

是不胜枚举。

南糯山隶属于格朗和乡，村委会建制，是勐海乃至西双版纳哈尼支系之一

僾尼族的最大聚集地。位于勐海县城东部，距勐海县城 20 多公里，东与景洪市

接壤，南与勐混、西与勐海、勐遮镇交界，北抵流沙河与勐宋乡隔河相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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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节上穿着民族盛装的僾尼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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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糯山茶厂

1938 年，白孟愚在云南省财政厅的支持

下，在南糯山创办了“思普茶业试验场”，

从省内外聘请了技术人员，开展种茶、制茶

试验，设立南糯山种茶场、制茶厂，新辟茶

园 1100 亩，在云南首次从印度购进揉捻机、

切茶机、烘干机等制茶机器，收购鲜叶或晒

青毛茶，加工成红茶、普洱茶，销往境外。

这是制茶机器首次进入佛海，也是勐海茶业

现代工业的开始。南糯山茶厂为勐海茶叶的

发展燃起了星星之火。当年的老厂长杨开当

如今健在，就住在老厂上面几十米处，老厂

长的儿子说，老人家前几年还耳聪目明，能

为来客讲解茶厂当年的历史，如今耳朵有点

聋了，但身体还不错。

糯山村委会辖 30 多个寨子，大多数寨子都有古茶树，古茶树较有名且较多的寨子主要集中

在姑娘寨、石头新老寨、丫口新老寨、半坡新老寨、多依寨、竹林寨等。其中，价格最高

的莫过于拨玛，而名气最大的当数半坡老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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