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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普洱地区 , 传承 了上千年的古茶园不仅是当地布朗族 �傣

族 �低族共同生活的家园 , 并且还是数以千计的动植物物种以及

数万种微生物的世居地 �

森林中的第二空间

族 �拉枯族等14 个世居民族的生计依靠 �如果你在古茶园里走

一走 , 就会惊讶地发现 , 一群群斑驳多姿的占茶树周围 , 长满了

高大躯干的乔木 , 有木毕 �漆树 �水青岗 �楠木 , 种类不一 , 但都

高高在上 , 人要仰头才能看到树冠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 蜘蛛

网被雾气打湿了, 茶树静静地生长在树冠下, 享受清晨散射进来

的阳光 , 茶树下面是无数的小花朵和灌木 �

十曰
�正

到普洱茶 , 人们常常第一印象是普洱茶的独特发酵口感

和保健作用 �不过 , 在普洱地区 , 如果你和这里的人聊

起古茶树和古茶园 , 马上就会发现 , 在普洱茶人心中, 更令他们

自豪和自信的 , 是普洱地区古茶树和古茶园生长的顶级环境 �

�远看是森林 , 近看是茶园 ��这是外来人对普洱古茶园的第

一印象 �世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出 , 斓沧江中下游的古茶民有这

样的智慧:把古茶树种在大森林里 , 利用森林生态系统的巨大

平衡功能 , 帮助 占茶树吸收阳光 �驱走虫害 �制造养分, 呵护着

这些古茶树的生命 �

这种森林生态系统暗含了一个认体的空间结构:高大乔木和林

下灌木一起构成了系统的第一和第三立体空间, 古茶树身处在

两个空间中, 构成森林中的第二空间, 享得巨大的护佑�茶树喜

湿 �喜阴 , 林间乔木的第一层树冠帮它们阻挡阳光的直射, 让它

们快乐成长 �林间的第三层灌木草本在秋天伏下身子 , 倒在地

上 , 化为腐殖质 , 维持茶园土壤的肥力 �

仅在澜沧县景迈山的千年万亩古茶园 , 就有数量超过5川)万棵

百岁以上的老茶树正在林间生长 �这是当地傣族 �布朗族 �低

茶叶精灵里的野性与原生性

�一片幽深的茶叶, 从无尽 的源头长 出��  

千百年来 , 茶是澜沧江中下游少数民族的主要生计, 也是衣食住

行的主要内容 , 茶叶是何种灵物 , 让人如此钟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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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足对 � {ll 术1卜常敏感的物种, 就像在 �}_活中,

茶叶的包 沁不能川松水 , 台则茶叶 会尸: }一_松

否, 茶叶才�能放在肥活少了, 否则就会丫.}l } 肥 l让

, 创味.这u匕涛足1川为茶叶吧含了汁李殊的物质.

很齐易跟 ��气中的具他物质结介)J父签含物 所

以 , 在景迈山 , 人们常讯说这}}!的普刀}茶发畔

后有独特的竺花香, 其,{, 奥秘也泊跟达吧声}几比

了l超过3呵 ,!,的 �科杭物有关

不只是 �花 , ��)地茶民还保留 J� 各种有 �}一或伴

厂日勺植物 , 有时足鸟巢威.有时是齿瓣了i解 , 了丁

时足琴叫 咪 �仁.....总之 , 这此有l�J 岁年龄的艺

树足寄 �{几杭物最点欢的 �刻司 甲日球 ��l]b 红色

花朵常�爪娇滴滴地在茶树 创冶}{头来 , 齿瓣丫l

州的粉色花朵应{分娇陋.拍花季 , 人乔木本

的花朵香味弥{L星在整个林间, LI_茶树周日朽勺;

漫若说不 呀的舌}}关气执 待到别}茶花汗, 茶川

J.�i] !{J{也弥漫着八�J舌}!�郁敌的滋!{术 茶111 如此敏

锐 , 在林 卜正间的光合伯)IJ与叶片}抑甲吸中, ��

这此香 � �分子发厂!_J 积{勿均义流

}.扫司11 �保存 J� 日:�常多的遗传资源 , {义了{_景迈山 }一, 景边 �._景

的 {{茶lu] 和人然林中, 侧叮什中丁杭物125科 �招叫巧��少43种扫}变

种 许多珍贵的乔木如泣南红!,叼己�{}如}{龙眼 �毛叶怀烤在人然

林中都很准见到 , .当茶园却保留了这u一匕物种, 身处钧达此珍贵乔

木的周�}�. 梅山左受它们的从齐和优印 , 茶叶一足也按受 f类似

的2又质点内 , 古茶树的外围是 一个多个} �}生的们卜界, 其!勺部也形成

了 一个独特{�勺Jj1] 有动柏物多市�汁1的环境.足 一个独 �l成体系的

森林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上},, 茶树从原生到过渡到栽培.超过

上下年}}勺年龄_ {{勿戈了 4个干年I七茶囚})勺世界 这丰润自系统独任

钧人地之中 , l侧人地本献了呈淡优质的 �}态服务

远远看去 , 荔蜷若虫 (上图 , 摄影/雷波/丁N C /旧压)更像是一堆

美丽花纹而非一只虫子 �这种打乱 身体轮廓的魅惑视觉设计正

是它的生存秘诀之一 �荔蜻若虫吸食植物并传播病毒 , 它们总是

试图逃脱天敌 的眼睛 �金蛛 (右上 , 摄影/康宁 )是茶园里的保护

者之一 , 每天它们捕食大量对茶树 有害的其他昆虫 在古茶园的

优 质生态系统 中, 美丽的兰科 植物齿瓣石解 (右下 , 摄影/王牧 )

也在快乐生长

万物川司伯川�孕化{}{来的叶 子成 为唯找}�}然精华的典){一J.也lJt

为扣几动人类的史又明{均.几要物种

相生 �相制 �相应的精灵世界

洁展的雾 �又缭绕 ,}, , 漫步在景迈山的占茶园咀 , 随 于从茶树土

掐 一片嫩芽放丫}_嘴里叭.先足流的味道.涩味之后一嘴里井始回

{}一甜 很舒展洁透的酬卜这鲜嫩的 {抓甘使得 茶树成 为古茶园里

7川勿都六欢的物种 , 不仅人六次它 , 昆虫也湃欢亡 景迈山气

候 �地质的独特性 , 了J�厂了了利}_间罕见的千年 }�茶园 从洲洲 多

力�年前{1勺地质还动及地球气候的顶化 , 到在森林}{�构建的 �}丁茶

园 , 茶树 � �具他物种共 �1一处 , 形成 r 天然 �和诺的 �}一态 系统

达 一系统的重要卜仁和历史性很快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发挥最为

厂泛和 卜要的七乡呵 其人山 �J森林 �.}茶园 �{七茶树及那一片被

初晚.景迈山周围的仪幕 �1!透析了�蕊色f}洲亡{ 这足月完 卞:辉 日勺

色彩 仪幕的,{执箫一均l亏. �介吊足另 个 �日几劲勃11}.卿]{J 擎华少曰 }

吃茶 叶的虫

小绿111 蝉 }卜趴在一课茶树 l一_, 津 津有l]+ 地 吸食汁爪 , 达 仲通 体

绿色的蝉类足南力股常见的一种小民虫. 已们川独特的 �{器刺

入茶叫 的幼嫩组织 . 大吃特吃 小绿111 帅 一年.1几丈产出13代 {

孙 , )龙人数 }l幼勺繁门意味价巨人的食{;{



半翅}{昆虫筋蜷也了{_用�已川;针竹似的尖{卿吸食匀针对 {液项饱J]l

广, 有时, 这种{}及食会传播杭物书i�;,汗.给茶园日�的茶树带来毁火

之灾 只 卷象科昆虫!叼柳lIJ 抓�川长向灵活的jj片侧il1 !{叶 J�.

卷象干似硅虫川叶 J� 卷出 个绿色的行婴汾 , 然后在11 �向产甲.

幼虫狮化出来以后就可以在甲lflI 吃叫 J�. 小川毕��再价外 , 叻加

J存 .亏率 _在南万 , 达种低冲杭食性昆虫的数{l!巨人 , }今刀日也日

红十!}勺.佰含 水},{也给 �已们带来使利 红 }_以通的含水{.{足夕}}此之

高.以下十 } !:冬儿下存不们水_ }{卜内 , 地护�就会形{J父各种水

网 试州氏等昆虫姐铆的一 �} 来沉 , 水意i味老�川一始 , 音味石机会

水虾 的幼虫丫叶1=][ 1付丸速 �卜{几

茶园中的生死较量

拜非所有的 �}�翅日民虫都计茶民夕�疼.引11州:不牡以�足茶民六欢的虫

J�之 一猎虾:足典吧的抽食性昆虫.它们含有能分解星虫体l).J 组

织的阶 , 捕食效一书很.岛_一11 遇到万{宁蜷 , 万{专物儿 九逃 �扫 ,价巨, 歹{{姑

只需轻轻叮百台物 个 , 不 一会猎物体内就月始济解成液体_圳氏虫

也是茶园里的i石客.七们目�足聚集在一起铺食烟虫, �肌虫能人{t{

进食蚜虫个体 遇到蚜虫时 , 瓢虫忧分泌费洛蒙(夕卜激索)吸引}司

伴, 人群的弧虫 眨聚向来 , 摘食一群 �乙尤还玉之力的蚜虫 , 不川] -

会, 蚜虫就被吃得讨 }一净泞卜

价_古茶园里.蜘蛛网走最 汀见的景观 �漏斗蛛得名工�曰沟织网{{孚

状 , 这此漏牛旧沟网既是它们捕食的上具, 也足�别 以, 树护卜蛛 {来

只集结成一片, {芍宣时川备伏 }, 卜网的虫了 �L劝 �]的捕食效书很两 , 几

乎不愁吃喝 不过tIJ _�!叫�料, 漏斗蛛也学会J精打绷劳一过}!j7, 响时

遇到猎物较多, 漏斗蛛只足把影夜注进去预消化.L}_猎物 .,{以多韶

几天 遇到哪人捕食1叫难, {}时巴虫 臼匕到川 户甲

寄生蜂台时只有}毫米大 , 较少\型的姬蜂 �业沙爷也属 �飞扁 触爷, ,标

峨是茶园里危否较人!}勺昆虫 , 它的寄生蜂很多.向且区区一两川�

米大的 ,坏蛾 竞能养话数白只存生蜂 , 如此循环布 �{~, 尸l多的�!, 蛾

也能被消灭殆尽 �

励 海少以专叶司卜兀所的注云网�研究 白)护诉我们: �},今洱地 �火_的昆虫

种类很多, 否习{有4() 6不�{,, 益�{有3加利,, 益虫水远比否虫多 所以 ,

{茶囚地区从来没有曝发过人规悦的病虫 l:, 厂J然 �{态 系统的微

砧环总能维持 在一种了J效的 �卜衡 ,} �

微生物加入生态链

散生物足这个地球 日浸容易波忽略的生物.它们 如此 微小.数 {l}

又极其呢人 茶园里的微生物很 多, 比如 真131 , �匕们了日坟妙地彩

恻着茶匡{�卜态系统的 �卜衡 , 护佑茶叶的精灵之光 甸 4条土物过

J}�同组成一个21一物链网 例如:蛾 类幼虫取食杭物叶 六 某此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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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肯址会取食纂树叶 子.像叶甲, 跳 �11 �认 这此有尸r �卜物 {以作为 一个 ,_物证 �,}走底!_:

的上物.捕食匕们的是猎蛤 �蝉烈.达此就是高它们一级的捕食者, {丫�{几比厄们高-

级的 �}_物链的地位 那么有没有{{乞这此尔内{向呢? 俗�邵兄:嫦血于llj蝉 , 洁雀在卜亏�抽

食它们的是 �一勺类 , 逐渐日 卜升.报高者},愉旨足猛禽 戈者哺乳动物 , J三是 一条十物涟

从日妞沫{到蛾 类足 少}一条 �}一物链 日姗l石是茶{匕J甲最 成见的 内菌 , 被寄产日勺昆旦{石起 来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 }川子细吞就会发现 , �匕已经死 止 }川死的昆虫叶 }一尖 石 层自粉, 邵

足已经成熟的�{旧菌袍子, 袍了}Jt �准后会闰打故 , 苟尹}到新的昆虫呀上 丫�一类1六染叫

虫的贞菌 , �已了{个形象的名厂叫 �饱草姗 � , 指的足丫洲于外, �俗常石到 一只日虫艾名其妙

袍在中}死么.月口正足被典菌感染后的今k状

被 白僵菌寄生的蛾类幼虫 �右一 ,

摄影/计 云 )和螃蟹脚 (右二 , 摄

影/王牧 )是古茶园生命世界的常

见物种 此外 , 在普洱地区的无量

山中 , 黑冠长臂猿 (上图 )终生不

下树 , 每天从早到晚觅食 , 它的食

物有20 多种 无量山中遍布的野

生古茶树也可能是它的食物选择

之一 (供图 /景东县委宣传部 )



普洱地区的昆虫种类很多,

害虫有320种 , 益虫有406种 ,

益虫永远比害虫多�

所以, 古茶园地区从来没有爆发过

大规模的病虫害, 自然生态系统的微循环

总能维持在一种有效的平衡中

真菌 �昆虫�鸟都与古茶树共生, 组成无形中错落交织的生物

链 �有时, 人也成为古茶园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寄生植物扁枝

棚寄生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在云南地区, 由于气候比较湿润, 有利于一些真菌细菌的繁衍和传

播, 这些真菌刑人类影响不大, 但能明显限制一些低等昆虫的繁衍�

扁枝榭寄生的另一个名罕叫螃蟹脚 , 它由一节一节的肉质绿枝节组

成, 很像一个缩/J了10 倍的热带仙人掌�螃蟹脚自己不能制造养分,

它喜欢趴在老茶树上, 持续吸取老茶树的营养�

古茶园的鸟

鸟是近年来颇受生态学家关注的生物 , 鸟类会根据食物链的状

况 , 自然地将种群控制在一足规模内�如果鸟类在某地大量聚

集, 说明这里能提供足够的食物, 也代表了当地生境的健康 �

茶园的鸟绝大部分是雀形目的鹏类, 最典型的是画眉鸟 �茶园

里可以见到超过6种访花的凤鹃, 而地表灌木丛觅食的是雀鹃�

茶园里有相当数量的鸟和蛇出现 , 所以一些小型猛禽会光顾茶

园, 例如蛇雕常常在天罕盘旋�

螃蟹脚的可怕之处在于, 它的传播性很高, 作为寄生植物, 螃蟹脚有

特化的细胞和组织, 一旦有第一株螃蟹脚在茶树上生长 , 螃蟹脚的

根系就像锥子一样开始钊人植物内部, 在同一棵茶树的不同枝十上

不断繁衍出新的枝芽, 吸取老茶树的营养�有时, 鸟啄食了螃蟹脚,

飞到附近的树上, 排出的粪便如果落在茶树上, 也很快生根扎入茶

树里 �在很多地方 , 螃蟹脚都是成片生长�

茶山上的几个少数民族:布朗族 �傣族 �低族 �拉枯族都种植茶园,

他们了解螃蟹脚是很好的药材,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茶民们很喜欢

螃蟹脚, 不过他们也清楚, �茶树上的螃蟹脚不能太多, 多了茶树就

刽 占死, 需要拿掉一点��  螃蟹脚是很好的药材, 可以配到药里��

人也是古茶园生态系统中的物种

在茶园的生态系统中, 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物种一 人,

或者具体点儿说� 茶民 �

在占茶园所处的森林生态系统中 , 各种乔木 �灌木 �寄生植物 �

对于稳定而从容的古茶园来说, 如果没有人的参入, 繁衍迅速的螃

蟹脚将会给古老的茶树生命带来摧毁性的伤害�人通过对古茶园

其他物种的选择, 维护了古茶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参与到生态循

环中的人类也是大自然生物链的一个环节, 而且成为古茶园生命

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