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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前言

中国的茶文化，在传统上有其连续性，在观念上有其独特性。同时，中国茶文化也有其继承传统，以
及不断争取通过品茶这个活动获得对于人生的新体悟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历史。虽然“茶道”一词
在今天似乎已然成为日本茶道的专用名词，但茶与人生的关系其实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品茶实践之中
。这种绵延的历史传统与持续的创新实践，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观与生命态度。尤其
是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面前，人所面临的人生挑战与生存环境越是峻急险恶，入对于由像
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化的生命态度与生命哲学就越是向往之并起而践行之。由博尚策划的《天地
人茶》系列丛书，其实就是一种综合了自然与文化、从茶文化着手进而打开生命新天地与生活新视野
的努力。从《天地人茶》的丛书名字可见，丛书所提倡的“天地人茶”四字，是把这四种看似相互分
离的事物，以浑然一体、内外相通的方式加以提示，并通过这种努力贴近生活现实、努力契合中国茶
文化的根本的视觉化提示，来达成对于茶的根本性的体悟。而这种努力的最终目的，我想，无非就是
要实现现代人的一种精神超越。本丛书由清丽质朴的文字担负起感情丰沛、基调沉稳的茶文化叙事，
与此同时，由摄影来担当揭示“天地人茶”的一体性以及茶的根本性的视觉呈现的重任。从整体来说
，这就是一个以文字、摄影图像串联起来了的一种联系了自然（天地）与文化（人茶）的、对于人类
生存与生活方式、对于人类文化价值观的新的理解与阐释的文化努力。而且这也是一种打破自然与文
化的二元论式的对立，去除两者的人为边界的一种有益尝试。在现代性的逼迫催促与全球化的大义名
分面前，人类面对的困境是如何在不断的求新与趋前之途中不迷失自我，进入真正丰富的精神境界。
茶，也许因为它所具有的丰厚的集人文自然于一体的蕴籍与气韵，而成为人们与自然对接、与文化对
话、进入自身内面、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之一。作为一个对于摄影有着长期关注的摄影人，我觉得有
必要对于此丛书的摄影说上几句。包括了机械、光学与最新数码科技在内的摄影，经过本书拍摄作者
的灵活应用，将他们对于茶文化独到的理解化解为简洁概括的观看把握与多变呈示，让我们得以更具
体地理解到茶文化的深邃与精义。加上贯穿始终的清澈澄明的文字，“天地人茶”系列丛书，以其通
透的观看与明净的叙述，穿梭于“天地人茶”这四者之间，将存在于这四者间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要
素，统统整合于一个个自然生动的画面与文字段落之中，通过这样的图文的融合无间，将四者整合一
体并且转变成了更为丰富的画面，来给出对于人生与自然的更大的认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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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内容概要

《普洱寻茶》介绍了：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
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普洱茶历史悠久，“一山一味”，汤色红浓明亮，口感醇厚回甘，具有独特的
陈香味，曾为清代贡茶，不仅能养生保健，而且可以投资收藏，享有“减肥茶”、“中国传统名茶”
之誉。
《普洱寻茶》是一本关于普洱茶的行记，通过图片和文字向读者传递了普洱茶文化中的人文情愫。希
望通过《普洱寻茶》的阅读，读者能对普洱茶有更直观、生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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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书籍目录

序缘起茶马古道第一篇  易武藏在深山里的茶马重镇迷失易武老街车顺号的“瑞贡天朝”安乐号的另
一块匾“走西头”的石屏人茶马古镇上的手工茶坊压茶石：被雕刻的时光高山彝族村，魂归何处寂寂
茶马道第二篇  蛮砖蛮砖印象灶台上的碑石“丰家奇案”古茶园寻踪茶膏史话做茶膏的李氏兄弟普洱
七子饼第三篇  倚邦消失的茶市失落的倚邦古道传说中的金瓜贡茶一代土司曹当斋马铃声过第四篇  莽
枝茶山下的千年古寨——曼塞古茶园和橡胶林竹筒茶香骑摩托的小和尚大青树下的红河移民普洱府往
事第五篇  革登茶祖孔明的传说孔明山外：亭子古道上的酒房消逝的茶王树远处的茶山第六篇  攸乐“
丢落”的太阳鼓子民跑着走的基诺人会跳舞的卖茶人喝凉拌茶去飞出大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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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章节摘录

插图：车顺号茶庄是易武老街有名的老字号。来茶山之前，查阅过一些关于茶山的历史资料，但凡提
到易武，资料中都会写到现在易武街老街上仅存的一块“瑞贡天朝”金字牌匾。据说，车顺号茶庄“
瑞贡天朝”这块金字牌匾为道光帝所赐，其创办人车氏家族世祖车顺来是随祖上迁来易武做茶的石屏
人。从石屏来的汉人深受儒文化的影响，讲究诗书传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车顺来自幼十分勤奋好
学，学至十三四岁，报名参加科举乡试、会试，很顺利地就取得了贡生学位。第二年，为了报答知遇
之恩，聪慧的车顺来想办法给朝廷敬献车顺号自制的茶饼，道光皇帝品饮后，龙颜大悦，连连称赞此
茶“汤清醇、味厚酽，回甘久，清心脾，乃铭中之瑞品也！”随即手书“瑞贡天朝”四字赐誉易武车
顺号茶庄，并加封车顺来为“例贡进士品位”。“瑞贡天朝”四个字也由钦命头品顶戴赴云南呈宣，
由云南布政使遣捷勇巴图监制成长七尺三寸二分，宽一尺八寸，厚一寸五分的金字大匾送往易武车家
。例贡进士车顺来迎到牌匾后，在易武老街举行了隆重的迎匾挂匾仪式，并将金匾恭立于宅院门楣之
上，张灯结彩，欢庆了足足七天七夜。后来，因滇西发生战乱，易武通往内地的茶道中断。面对这个
毁灭性的打击，易武镇上大部分茶号倒闭，车顺庄的那块牌匾也被车家的后人束之高阁。20世纪90年
代，有慕名而来的访客找到了车家，车家人想了很久才从积满尘垢的阁楼中翻出这个牌匾，当时已是
金漆脱落，面目全非，车家人也不大记得清楚这块牌匾的来龙去脉了。近几年，随着普洱茶的再次兴
起，据说这块牌匾又重新挂在了车家的门楣之上。顺着老妇指的方向，我们在刚经过的那栋墙面斑驳
的农家小院门口，果然找到了易武老街那块标志性的牌匾“瑞贡天朝”，只不过以前的那个金字牌匾
换成了电脑喷绘的仿制牌匾，挂在屋檐下的暗处，因为时间长了，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一不留神
就错过了。正在思忖是否上去敲门，这时，小院的门开了，一个青年男子嘴里哼着小曲，手里抱着个
小孩儿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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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后记

我爱旅行。在缘起里也曾提到，我并不是一个对普洱茶了如指掌的人，可是我却向往一条路，一条由
马帮踩出的通往西藏的运茶路。几次进入古六大茶山的寻茶之旅对我来说称得上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
。因为这一路走来，这片苍茫大地上，天、地、人、茶四者之间那看似无形却有形的关联无一不在触
动我，让我不断地想去探究，想去求索。但普洱茶如此厚重的历史积淀，对我一个匆匆行者来说不过
是一管窥豹。在此非常感谢博尚能给我这个机会一起圆梦茶马古道之旅。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能
触及其一已很了不起。在合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博尚在推动传统文化方面的诚意和努力，这种坚持不
懈以深入探索的态度进入茶世界的精神也不断地感染着我，让我在边学边写中收获不少，并且为此与
茶结缘，为我的人生添下一笔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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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编辑推荐

《普洱寻茶》是天地人茶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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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寻茶》

精彩短评

1、灰常人文气息的书，怎么就无人知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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