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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攸乐-普洱茶的八座山和一座城》

内容概要

从2000年开始，我就一直行走在盛产普洱茶的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上。这六座古茶山，分别是基诺山
、莽枝山、革登山、蛮砖山、倚邦山和易武山。来自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边缘政治学的诸
多资料告诉我，它们是茶叶的核心发祥地，更是茶文化的“故宫”。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和经济学家认
为，起始于云南澜沧江流域，沿青藏高原边缘，直达中亚并连通世界的茶叶贸易之路，是人类历史上
的第一条茶路。这条茶路的开通时间，与人类的文明史同步，远远早于一些普洱茶专家测定的一千七
百年前。因为此路状若一张长弓，被命名为“茶文化之弓”。原计划只写古六大茶山，后来又加入了
南糯山、布朗山和宁洱城。至于书名取《天上攸乐》，因为基诺山古称攸乐山，“攸乐”词意不错，
若取之“天上基诺”，意思就偏了。基诺，基诺语，汉译“舅舅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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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陪我一一浏览这些地方，我真的不忍心看着小村庄变成大城市，看村民骑着摩托车，开上汽
车。慢慢的生活哦节奏加快。
2、以游记方式记录普洱风土人情，穿插茶历史茶文化，我能搞到作者对人心不古的悲痛，更能感觉
到作者对普洱历史和文化被践踏而丢失的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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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天上攸乐，更多的说的是地上普洱，天上，大概是要说曾经恢弘的普洱茶历史、矿历史不在，云
南先兴于矿，后兴于茶，但曾经的兴盛早已衰退，只剩如今断壁残垣，作者不解，为何如此，我们也
不解为何如此，大概只有那沉默的古六大茶山和曾经倾尽心血守护茶山的祖先们才知道吧。今日之普
洱，虽兴犹败，不是因文化而兴，确实因利益而兴，曾经世世代代守护的茶，现在的人们没有敬畏，
没有感恩，更没有融入情感，皆被茶之价格，茶所带来的利益蒙蔽双眼，悲哀悲哀。天上攸乐与其当
成游记看，不如当成文化看，与其说它是一本深度游记，不如说它是作者对文化的反思。石先生给我
们推荐书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过分地区感受书的文学美，重要的是弄清楚古六大茶山，然而我并没有做
到，我确实被文学之美吸引了，犹如作者书中所说陶先生被民族女孩吸引。全书关于古六大茶山的地
理位置描述甚少，多引用古志，文献，关于茶山位置多写于开头，更多是写了作者一路所见所闻并由
此产生的想法。作者平静地写完全书，传达给我们亦悲亦喜之感。
2、这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游记。之前一致对普洱茶有着深深的好感，觉得仅仅是一块茶饼上就
能承载着许多的历史岁月，有着深厚的时间刻度。小小的村庄，我实在是喜欢那种缓慢的生活节奏，
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不像现在人，对于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心怀敬畏，也无从感激之情。其实我还是希
望这样的村子能够保留原貌，不要都市化，不要高楼大厦，不要放眼望去全世界都是一个样子。我甚
至愿意他的外来人口永远不要超过本地居民，虽然我就是个外来户。那种祖祖辈辈一脉传承的东西，
沉淀下来的东西。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流水线，不要现代化。我更喜欢一双鞋纳一个月，穿着妈妈或
者是姐妹或者是老婆做的千层底，而不是什么硬邦邦时髦的皮鞋或者是UGG。不要聪明机灵，而要老
实淳朴。很多时候我觉得纯手工的老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一体化。毫无个性
化的批量生产。希望这种东西不要最后只能在书上或者是电视上看见，只能当做一个传奇来解读。觉
得这些山上的人们过的才真的是我们向往的奢侈生活。
3、这书算深度游记吧，所写的山们位于西双版纳与缅甸交界处，有多个民族居住。这类题材，可以
想见的写法有边疆猎奇、户外历险感受等等成分。这本书不是上述套路，而是着眼于这些山作为普洱
茶山的角色，也就由此具备了多种角度切入的可能性：文化史，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
。而我列举并期待这些，完全是出自我个人趣味；如果作者不对上述学科进行涉足，则是无可厚非的
；或许可以反驳说，作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人，活生生的人。遗憾的是，作者运用了这方面的一些观
念和他人研究资料（甚至在书后列出了“主要参考书目”显得比较严谨），但其用法的科学性值得商
榷，往往是在主题/主观先行的不断跳跃，以史注“我”之情感。而谈论到普洱茶这个波澜丛生的行业
，若是一味动之以情、缺少晓之以理，那么尽管作者的感情是人道主义的、尊重原住民的，我仍然觉
得其缺乏说服力。一味抒情，即使是用“史料”外套包裹起来的抒情，在此处总难免滥情之嫌。比如
，由于当地民族的文字语言资料匮乏，作者要想搞清楚各座山与其山民们的渊源及变更，就不得不借
助于外来者汉族（官员、游客）的记述议论，作者以“批判”的、俯视的态度来处理这些材料，俨然
成竹在胸，但他自己也有时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的信念或推断。在当地民族的眼
中，这些茶山是神圣的，这出于他们的民族感情自然值得尊重；而作者若只是沿袭这种视角，而何必
多所考证？另外，有一点我替作者小遗憾，虽然并不算作者主观的疏失：人们所受的自然博物教育太
少了，看起来作者似乎除了茶树，对山上的植被基本上毫无概念，在我印象里只能够指认一种俗名“
飞机草”的草本（我查到是菊科泽兰属、原产中美洲；一搜就能搜到，但作者并没兴趣去多了解它，
只是机械的记下俗名），和一种木本——构树，而后者在全国分布甚广，北京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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