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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人樊绰在其《云南志》一书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
”据著名历史学家尤中先生所著《云南民族史》载，银生城即在今西双版纳一带。
而 “诸山”，茶学界也已形成公论，即旧时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攸乐山、莽芝山、革登山、倚邦山
、慢撒山(今易武山)和蛮砖山。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而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又是茶的源头，据方国瑜、林超民等教授研究发现，
作为西双版纳的原住民，傣族、哈尼族煖尼人和拉枯族，在语言上均称茶为“La”，而与其毗邻的彝
族撒尼方言亦称茶为“ Ia”，纳西族则称茶为“Le”，贵州苗族称茶为“chula”，长期饮用云南茶叶
的藏族亦称茶为“ja”⋯⋯从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 茶始于西双版纳，而后逐渐散射四周各
民族，进而沿长江向整个中原地区传播，并通过诸多渠道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底蕴丰
厚、灿烂辉煌的中华茶学史和中华茶文化史。
     作为追本溯源的不朽的典证，茶叶工作者们曾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南糯山上发现了一株树龄
长达800余年的栽培型“茶王树”，同时，又在该县巴达乡发现了一株树龄长达1700余年的野生“茶王
树”。
这些惊人的发现，不仅否决了原流行于世的“茶生于印度”的虚妄之说，而且还让一批批来自世界各
地的茶的信徒，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勐海，“朝拜茶王”也因此成了西双版纳的又一文化景观。
     茶树，在植物学上属茶科，共约23属380余种，其中云南就占了260余种，并且主要就集中在西双版
纳一带。
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现象呢?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第四纪冰川扫虏地球植物的几次大灾难中
，云南南部很多地方幸免于难，而西双版纳就是其一；第二，西双版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候属北
热带和南亚热带型，有着丰富的热量和充沛的雨水，且无严寒酷暑，无霜，全年多雾，相对湿度大，
光、热、水、土的综合效应，为茶树的繁衍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
基于此，西双版纳得以成为中国茶叶生产的一大重镇，而产于此的“普洱茶”，也因此成了中华茶品
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一文中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
京师尤重之。
”这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工艺发展和品质沉淀，在清朝时期，普洱茶曾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它的
陈香味，它独特的药用功效，它茶道梵境中令人着迷的“茶禅一心”，它让雅逸之士醉心的品味过程
中的水路变化为整个中华茶文化史开辟出的是又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灿烂晴空。
普洱茶之所以越陈越香，屡屡因时间的流失而成为绝品，比如堪称国宝的现存于中国茶科所的“金瓜
贡茶”，据笔者了解，皆因此茶成为成品后，尚有一个“后发酵”的过程。
旧时的西双版纳乃“瘴疠之区”，瘟疫流行，夏秋之季，外人均不敢涉足，产下的茶品，往往要到冬
春之交，方可运出。
因此在其囤积期间，难免受湿气浸淫。
再加之外运路途遥遥，最终形成了“后发酵”。
有人将普洱茶的产销过程，形象地称之为“祖父做茶，孙子卖出”，应该说，这概括非常准确。
由于“后发酵”，普洱茶也就具备了滋味醇厚、后味甘长、香高味美、越陈越香的特殊品质。
     另外一点，在中国的茶叶史上，唐、宋、元三代，据史料载，均产“团茶”，从明代始，方以散茶
为主，惟独普洱茶一直延续其“团茶”特征，这其中是否意味着只有普洱茶因其产地远在边地而继承
了古代茶品的衣钵?记得台湾茶界品茗高手邓时海先生在一篇探讨普洱茶的文章中曾如此写道：“ 唐
宋辉煌的荣事，随着陆羽的茶经，跨越了千百年的时空之后，倘若今天得以藉着普洱越陈越香而再度
发扬，陆羽先生地下有灵，他老人家必会一则喜，一则憾。
喜的是他一手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已干矣。
现在总算有人起之、饮之，越陈越香之；遗憾的是他一手写的茶经，撰述了全国十一省产茶地，惟独
漏列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     云南普洱茶，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在中国港
、澳、台地区，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地广受推崇，这因了产茶地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同时也
因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茶人的艰辛努力，我希望今天的普洱茶人，秉承古老的传统工艺，汲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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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科学手段，励精图治，勇于探索，力争在2l世纪重塑普洱茶辉煌，再展普洱茶风采，把最优秀的
普洱茶敬献给天下每个热爱茶品的人。
     作为普洱茶的一份研究史料，亦作为弘扬普洱茶文化的一本新颖之书，我认为《普洱茶记》的价值
值得肯定。
在茶叶界，这样的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感谢作者的真诚之邀，以此为序，挂一漏万，还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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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平阳，男，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协签约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大家》、《山花》等
刊物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小说作品。
 
    出版有专著《普洱茶记》、散文集《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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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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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意是想写一本关于普洱茶的田野考察之书，并力求避开典籍和旁说，但置身于普洱茶世界，又被其
间浮沉着的诸多需要澄明的个案所激动，遂翻了原意，立了新愿，成了现在这本陈说之书。
编著此书，我的原则是：让事实说话，拒绝充耳盈市的虚妄之辞。
或许也正是因此个人原则，可能会导致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与一些学者、专家的观点相背离，这不是我
有意的，敬望谅解。
因为还消费者以知1青权，是普洱茶之大幸，亦是消费者的大幸．也是众多研究普洱茶的人们所渴求
的。
本书得剑阮殿蓉女士大力协助，日欣然为之作序，不胜感激。
同时，对所列引用的典籍著作人，在此，我深表谢意。
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勐海普洱茶，愿它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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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背雪的人走过，一批又一批。
 驮茶的马远去，一匹又一匹。
 一筐雪融化了，他们又背第二筐， 用雪泡茶?我们耗费了太多的命运。
 深陷此道者，谁都知道这种活计的虚无 和寂静。
融化的雪水淋湿过鞋帮， 累死的马匹堆满天庭， 向西、向北、向南、向东， 一条条道路也一度伸得
很长，漫无边际。
 但现在，除了这与光阴赛跑的茶 一切都变成了灰。
哎，我根本不愿 提及轮回与消亡，可除了古老的悲伤， 不变的健忘。
谁还能陪我， 度过这群峰之上的黄昏? 小雨下在眼前，远处暮色成堆。
 一蓬草，在石缝中死去。
 一根马骨，插在路上， 像根带血的笛子!                                                               ——雷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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