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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戰爭》雖被稱為當下「最牛」的
茶書，業界也笑稱如果哪個茶店開

業沒有擺放一本《茶葉戰爭》就感覺沒有文
化。86歲的香港茶學者陳文懷以「重筆書寫
茶文化，林蔭潤澤茗園地」來鼓勵這位「當
下卓越的茶文化研究與傳播者」周重林。雖
然周重林參與調研的茶文章進入了今年的高
考試題，他的合作研究者不乏高級職稱者，
但他今天仍是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靠筆桿
子養活自己和一個團隊。他的口才與文采甚
佳，各大場合着一身傳統長衫侃侃而談，喜
歡被別人稱為才子，自己也時常自稱「雲南
四大才子之九」。他喜歡開門見山表達帶有
思考的觀點，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是在
貓貓書店——一個以專賣他自己專著和全國
茶書為主的書店裏，沉浸其中，滿滿的儀式
感。

講好中國的茶故事
周重林2014年創辦「茶業復興」時，對這

個新生的機構寄予了狂妄的使命：「整理有
史以來的茶文化以及向後世呈現當下的茶文
化，重塑茶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承前啟
後，文化再造，其心也勃！今天，《茶葉戰
爭》、《茶葉江山》、《茶葉秘密》、《茶
葉邊疆》、《茶葉復興》、《民國茶範》等
復興書系的出版以及數十次在全國各地茶博
會的演講，500多場線下分享活動，與400多
家茶空間建立的合作關係，似乎為這個「狂
妄」作了註腳，八十後的年輕人目標遠大但
也腳踏實地，的確拓展了一番新天地。
香港銅鑼灣的誠品書店裏，周重林的著作
擺放位置非常醒目。《民國茶範：與大師喝
茶的日子》是內地版名，台北聯經版的名字
卻是《民國茶範：張愛玲、胡適、魯迅、梁
實秋、巴金……與他們喝茶的小日子》。內
地流行「大師」，台灣風靡「小日子」，茶
裏乾坤，可大可小，實在有意思。店員說，
《茶葉戰爭》遠流版賣斷貨了。
周重林敬仰陸羽，把他稱為茶文化最大
IP，以解讀《茶經》為最大樂趣。他喜歡徐
霞客，「讓雙腳與土地相連，低到茶根，低
到土壤裏」。自己也像霞客一樣一步一步多
次走遍了瀾滄江流域的茶區，丈量過中國大
地的雲霧山水，訪問了兩岸三地的茶學者，

拜訪過高樓小巷裏的隱世茶德。每次
回到賓館，他都要詳細記下當天的談
話要點和所見所聞，「這樣後人可以
少點奔波」。他的睡眠極少，每天清
晨早早起來讀書，用手機做讀書筆
記。在家裏，他使用兩台電腦，一台
看PDF版古書，一台句讀標點，整理
古籍。有次朋友來訪，見他如此揮汗
如雨，驚呼「手機時代還有這種拚命
的人」。

開放平台分享茶文化
周重林1980年出生於雲南曲靖市師宗縣，

少年早慧，就讀於雲南大學時開始切入導師
課題，涉獵茶馬古道的研究，出任過《普
洱》雜誌主編，之後成為茶馬古道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員，承擔了國家專項課題，積累了
豐厚的田野調查和古籍資料。結題後於2014
年致力於「茶業復興」自媒體的運營，寫書
出書收書，有了5,000餘冊的茶書後今年8月
又舉辦了常設展「看見茶文化」，規模全國
最大。「這個平台面向有志於茶文化的學子
開放，資料共享，成果共創，平台共建，把
茶馬古道的研究接續接力。」周重林深感茶
文化研究目前最缺基礎研究。前輩口號極
多，往往都是喊過便等同於研究過，沒有提
供方法，也沒有材料以及人才。好比都在講

傣家竹樓好看，卻不倡導如何
種竹子、如何蓋樓，只有一幅
水墨丹青。「早上忽然有野
心，出一套真正的茶學經典文
庫。畢竟又會寫又了解茶還出
版的，人不多呀！」在他的著
作《茶道方法論》封底上，他
寫了一句：「要麼成為陸羽，
要麼培養陸羽」。
夜深了，貓貓書店的燈光微

黃欲醺。周重林淡淡地說：
「現在，很少有人說喝茶就只
是喝茶，喝茶其實是一個接

口，是認知的一個接
口。文化就是傳承下來
的倫理習慣，文化就是
明明可以有選擇的時
候，我們卻忠於某一個習
慣。譬如，喝茶。」

普洱茶是新文化運動
「茶馬古道、越陳越香、百年

古樹」是周重林對雲南茶文化和
茶產業研究的濃縮，他的多本著
作均貫穿了這一思考。
茶馬古道首提於1990年，是指以茶為傳
播、貿易和消費主體，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手
段而形成的文化、經濟走廊。20多年以來，
茶馬古道從學術概念變成文化遺產，並成為
國家「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完成了
雲南茶歷史與文化背書，讓普洱茶有了可以
與徽派文化、江南文化相較高下的大文化背
景並把茶文化帶入更為古老的歷史語境之
中，完成了對普洱茶發展至關重要的新文化
運動。
過去千年，談的是綠茶，過去上百年談的
是紅茶，過去幾十年，談的是六大茶類。有
普洱的地位嗎？沒有。「越陳越香」則把普
洱茶從綠茶與紅茶的語境中解放出來，賦予
茶金融與新藝術屬性，完成新產品符號。
千百年的古樹則把雲南大葉種茶帶進新物

種行列，為社會、為產業帶來新品類、新知
識，完成最為重要的消費升級。雲南沒有百
年老茶，但有百年千年古樹。

中國的茶文化中國的茶文化，，多數從陸羽的多數從陸羽的《《茶經茶經》》說開說開
去去，，但缺乏人類文明史的大視野但缺乏人類文明史的大視野，，缺乏政治經缺乏政治經
濟的相互觀照濟的相互觀照，，缺乏多學科的交叉審視缺乏多學科的交叉審視。。而周而周
重林的重林的「「茶葉戰爭論茶葉戰爭論」」一經推出一經推出，，便引發廣泛便引發廣泛
思考思考。。茶葉長城對抗船堅炮利茶葉長城對抗船堅炮利，，究竟是一首怎究竟是一首怎
樣哀怨的亂世絕唱樣哀怨的亂世絕唱？？

周重林對記者稱周重林對記者稱，，十九世紀以來的十九世紀以來的200200
多年來多年來，，茶葉與中英美的國運相聯茶葉與中英美的國運相聯，，小小
小一片葉小一片葉，，重塑了世界格局重塑了世界格局。。
大約大約16571657年年，，倫敦就出現了售賣中倫敦就出現了售賣中
國茶的咖啡館國茶的咖啡館，，英國人把中國茶葉稱英國人把中國茶葉稱
為為「「香草香草」。」。賓漢在賓漢在《《遠征中國紀遠征中國紀
實實》》的序言中說道的序言中說道：「：「這種香草如今這種香草如今
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東在東
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產品中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產品中，，自自17181718

年開始年開始，，茶葉取代生絲茶葉取代生絲、、絹織物佔了首位絹織物佔了首位。。
經濟上的單項依賴讓英國人必須面臨一個巨大經濟上的單項依賴讓英國人必須面臨一個巨大
的難題的難題，，如何支付茶葉費用如何支付茶葉費用？？為了平衡貿易逆為了平衡貿易逆
差差，，東印度公司決定對華輸出鴉片東印度公司決定對華輸出鴉片。。17901790--18381838
年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白銀約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白銀約22..44億両億両。。通通
過鴉片的輸入過鴉片的輸入，，英國人不僅得到了茶葉等想英國人不僅得到了茶葉等想
要的物資要的物資，，還賺了大把的銀子還賺了大把的銀子。。因為鴉因為鴉
片片，，大清丟失不少銀子大清丟失不少銀子，，這就引發清政這就引發清政
府強烈的關注府強烈的關注。。清朝終於意識到鴉片清朝終於意識到鴉片
走私才是白銀外流的真正原因走私才是白銀外流的真正原因，，
為了銀子中國又開始了禁煙運為了銀子中國又開始了禁煙運
動動。。茶茶、、銀銀、、鴉片的循環鴉片的循環，，最最
終引發終引發18401840年鴉片戰爭年鴉片戰爭。。

為減少對中國茶葉的依賴為減少對中國茶葉的依賴，，英國人隨即將目光英國人隨即將目光
轉向與中國鄰近的印度轉向與中國鄰近的印度。。18311831年年，，英國軍人查爾英國軍人查爾
頓在阿薩姆發現土長的茶樹頓在阿薩姆發現土長的茶樹，，英國茶會就此機會英國茶會就此機會
對茶進行命名對茶進行命名，，並且成立了阿薩姆茶葉公司並且成立了阿薩姆茶葉公司，，在在
印度廣泛栽培茶樹印度廣泛栽培茶樹，，經營統管經營統管、、機器製茶機器製茶、、講求講求
良法良法，，印茶競爭力迅速提升印茶競爭力迅速提升。。這對中國的政治和這對中國的政治和
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到了到了18881888年年，，印茶產量印茶產量
高達高達88,,600600萬磅萬磅，，英國從印度進口茶葉的數量遠英國從印度進口茶葉的數量遠
遠超越了中國遠超越了中國。。同時同時，，英國為了向中國就近傾銷英國為了向中國就近傾銷
茶葉茶葉，，發動了侵藏戰爭發動了侵藏戰爭。。18931893年年，，清廷不顧藏民清廷不顧藏民
反對簽訂了反對簽訂了《《中英會議藏印條款中英會議藏印條款》，》，大量英印貨大量英印貨
物物、、印茶進入西藏印茶進入西藏。。
而美國學者烏克斯在而美國學者烏克斯在《《茶葉全書茶葉全書》》中說中說，，就是就是

茶葉引發了美國的獨立戰爭茶葉引發了美國的獨立戰爭。。17731773年年1212月月1616
日日，，在塞繆爾亞當斯精心策劃下在塞繆爾亞當斯精心策劃下，，150150多位茶葉多位茶葉
黨成員將英國人帶來的價值黨成員將英國人帶來的價值1818,,000000英鎊的英鎊的342342箱箱
茶葉全部倒進海水裏茶葉全部倒進海水裏，，這便是著名的這便是著名的「「波士頓傾波士頓傾
茶事件茶事件」。」。此次事件被視為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導此次事件被視為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導
火線火線。。
茶葉是全球化貿易最徹底的物質茶葉是全球化貿易最徹底的物質，，正是有茶葉正是有茶葉

這樣的硬通貨這樣的硬通貨，，晚清才得以立足世界晚清才得以立足世界，，吸引來自吸引來自
全球的貿易者全球的貿易者。。18201820年之前年之前，，中國依靠茶葉等貿中國依靠茶葉等貿
易易，，GDP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歐十幾國的總是西歐十幾國的總
和和。。在鴉片戰爭前後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長期領先世界的地位中國長期領先世界的地位
被替代被替代，，神奇的東方樹葉帶來了衰敗的厄運神奇的東方樹葉帶來了衰敗的厄運，，而而
英國借助茶葉攫取暴利英國借助茶葉攫取暴利，「，「日不落帝國日不落帝國」」稱霸世稱霸世
界界，，新興的美國逐漸走上寬廣的世界舞台新興的美國逐漸走上寬廣的世界舞台。。裊裊裊裊
茶香中茶香中，，國運遽間巨變國運遽間巨變，，硝煙百年硝煙百年。。

八九月正是農產品收穫季節，各地的農民
豐收節正如火如荼地舉辦着。大屏幕上，茶
馬古道鈴聲縈耳，珍稀的古樹茶園與優質的
生態茶園為全世界愛茶人奉獻着唇齒茗香。
鏡頭轉換，雲南青年學者周重林鄭重發出邀
請：「喝七彩雲茶，品百味人生。」這是日
前雲南省慶祝農民豐收節暨表彰十大名茶環
節專題片的內容之一。當然，豐收節的內容
不僅限於茶，豐收節的形式也不僅限於線
下，在「阿里巴巴豐收節」的「堅果周」，
雲南臨滄的澳洲堅果的銷量同比又猛增了
50%，堅果不僅帶動當地農戶脫了貧，更邁
向了小康生活，因此大家把它親切地稱作
「小康果」。

支教教師變「堅果皇后」
30年前，陳榆秀來臨滄支教，親身感受
到這裏的農民窮到什麼程度。幾年後，她費
勁力氣弄來了適合這裏種植、經濟價值高的
澳洲堅果種子。可堅果從幼苗到掛果需要8
年，誰也不敢拔掉還種在地裏的甘蔗。「說

給他聽，做給他看，帶着一起幹」，陳榆
秀把辦公室搬進了大山裏，建起萬噸級的
加工廠，用農民聽得懂的話編印了「技術
手冊」，免費送到田埂上。「前期在甘蔗
地裏套種堅果，農民收入就不斷檔。」
陳榆秀用半輩子時間帶領農民把澳洲堅

果種成了「脫貧樹」。
村民秧志學在種植基地幹了8年，月薪超

過6,000元，和昆明的白領差不多。他在村
口買了地，蓋起兩層小樓，娶了緬甸媳
婦，生了三個娃。另一位農民胡光玉從
2009年開始全家種堅果，貧困戶成了萬元
戶，還添了一輛皮卡車。而最先被陳榆秀
說服種堅果的王習寧，2017年收入超過100
萬元，從開拖拉機換成了開越野車。田壩
村種堅果的農民越來越多，現在幾乎家家
都是萬元戶，戶戶掀掉茅草房，別墅也不
稀奇，多數人家還有小汽車。
陳榆秀被大家公認為「堅果皇后」，去

年，陳榆秀在淘寶開始了二次創業，她用三
天時間就開出了雲南堅果旗艦店，在天貓小

二「保姆式」服務下，一年不到，銷售額已
破百萬，銷量增長了20倍。
去年豐收節，天貓聯動頭部商家和中國堅

果協會一起叫賣雲南堅果，60噸臨滄貨一天

就賣空，銷售額超500萬元。據統計，
2019年6月至今，淘寶天貓上的雲南
堅果商家數量翻了一倍。今年豐收
節，天貓推出了堅果周，雲南堅果銷
量同比猛增50%。《2020天貓堅果消
費趨勢報告》顯示：近兩年來，線上
買堅果已經成為新趨勢，而天貓銷售
增速遙遙領先，是堅果行業增長的主
要驅動力。

打造「雲上茶馬古道」
作為中國農產品上行和品牌打造的第一平

台，今年豐收節期間阿里宣布要打造100個
10億級農產品地域品牌。「阿里與雲南的合

作由來已久。我們期盼越來越多的雲南好貨
走出大山」雲南省商務廳電商處處長楊正偉
在阿里豐收節雲南主題活動上表示。上個
月，阿里巴巴與雲南省簽署深化戰略合作協
議和11個項目合作協議，在數字農業等多
個領域全面展開數字化合作。
除了堅果，咖啡、普洱茶、鮮花這些耳熟
能詳的雲南特產也正通過淘寶加速出滇。目
前，天貓已經和臨滄、保山、普洱等市簽署
協議，打造「雲上茶馬古道」，讓「好貨走
不出大山」成為歷史。截至今年8月底，過
去3年阿里平台農產品交易額超5,400億
元，穩居中國最大農產品上行平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邊境邊境「「淘淘」」出小康果出小康果
豐收節銷量增五成豐收節銷量增五成

八十後學者致力「茶業復興」

「「柔軟的茶葉擁有影響國家興衰的神奇力量柔軟的茶葉擁有影響國家興衰的神奇力量，，1840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實是茶葉戰爭年的鴉片戰爭其實是茶葉戰爭。」。」

當雲南青年學者周重林在代表作當雲南青年學者周重林在代表作《《茶葉戰爭茶葉戰爭》》中提出如此大膽結論時中提出如此大膽結論時，，無異於炸開了窺無異於炸開了窺

探茶葉文明史的一個裂口探茶葉文明史的一個裂口。。而今而今，，這本書已經印刷了這本書已經印刷了2020多次多次，，在兩岸三地暢銷在兩岸三地暢銷88年年，，銷銷

量超過量超過4040萬冊萬冊；；其創辦的其創辦的「「茶業復興茶業復興」」自媒體團隊自媒體團隊66年間相繼出版了年間相繼出版了1717本茶文化專本茶文化專

著著，，他每年他每年5050萬字的出版暢銷文字萬字的出版暢銷文字，，流淌在布滿老繭的腳板下流淌在布滿老繭的腳板下，，也是寒夜也是寒夜

燈下苦讀中思考而就的燈下苦讀中思考而就的，「，「要從茶的符號中解讀中國的精氣神要從茶的符號中解讀中國的精氣神，，講好中國講好中國

茶故事茶故事」。」。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和向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從茶符號解讀從茶符號解讀中國的精氣神中國的精氣神

茶聞於周魯公，興於唐朝，盛在
宋代，成為一種中國式乃至東方式
的精神象徵，留在歷史最長久的話
語體系之中。周重林對記者介紹，
茶是普通人的日常、是中國人的
安身立命之所、是精神避難
處。以前談論「茶業復
興」，側重點在產業；今天
的復興，更多的是講文化。
時下大家都講茶文化，他主
張廣義的茶文化應該包涵這
樣一些內容：
茶學。茶學是由陸羽、皎

然等人開創的。陸羽把唐之
前中國各派比如農、儒、釋、
道等家的一些思想注入茶文化

之中。他們不僅把茶從藥品範疇中剝離
出來，還把茶從其他飲品中剝離出來，
單獨構築了一套與茶有關的學問，並上
升到一種精神層次，成為華夏飲食精神
的縮影。
茶雅。「喝茶便雅」成為中國文化

裏最富有特色的概念，「棋琴書畫詩酒
茶」成為雅文化代表。
茶格。歐陽修、蘇軾、范仲淹等人
把茶的文化內涵提升到人格高度，塑造
了「茶德即人德，茶格即人格」的精神
特質。
茶空間。明代，朱權、文徵明等人
創造出了一個空前的茶空間，讓茶無處
不在。此後，茶文化在日本凝固，在中
國清代衰落，而今卻在全球引爆。

茶葉重塑世界格局茶葉重塑世界格局

茶文化是中國人精神的避難處

■■堅果縣農戶脫貧增收堅果縣農戶脫貧增收，，被稱為被稱為「「小康果小康果」。」。

■■堅果豐收堅果豐收。。■■阿里豐收節期間阿里豐收節期間，，雲南堅果打出第一桿雲南堅果打出第一桿。。

■■周重林常着一身傳統長衫在各大周重林常着一身傳統長衫在各大
場合侃侃而談場合侃侃而談。。

■■周重林周重林（（左二左二））曾參加曾參加20192019香港國際茶展分享活動香港國際茶展分享活動。。

■■周重林策劃周重林策劃
的的「「看見茶文看見茶文
化化」」茶書展茶書展。。

■■《《茶葉全書茶葉全書》》內頁內頁。。

■■《《茶葉戰爭茶葉戰爭》》出版了多個版出版了多個版
本本，，暢銷暢銷88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