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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龙脊位于越城岭山脉西南麓,
 

其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
 

当地居民为适应恶

劣的生存环境,
 

对野生茶树资源进行驯化、
 

种植与加工利用,
 

逐渐形成了遍布于该地区的古茶树群落与古茶园景

观.
 

本研究从时空维度上剖析了龙脊古茶园地理分布特征、
 

古茶园景观形成与演变的文化、
 

生态及社会发展等驱动

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广西龙脊因地理环境、
 

社会经济背景及不同族群文化惯习差异而形成了以“茶 蔬”间作的瑶

族古茶园和以“茶 蔬 薯”立体种植的汉族古茶园,
 

二者在选址布局、
 

养护管理及生态、
 

经济价值等方面皆体现出独

特的风格特征,
 

是当地居民地方性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生态实践智慧的结晶.
 

通过对古茶园景观形成与演变中生态

智慧的解析,
 

可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古茶园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促进农旅融合

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为现代茶园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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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foot
 

of
 

Yuechengling
 

Mountains,
 

Longji
 

has
 

a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is
 

extremely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of
 

tea
 

tre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h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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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environment,
 

local
 

residents
 

have
 

domesticated
 

wild
 

tea
 

resources
 

to
 

plant
 

and
 

process
 

the
 

tea,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ancient
 

tea
 

plant
 

community
 

and
 

tea
 

garden
 

landscape
 

all
 

over
 

the
 

are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and
 

so-
ci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Tea
 

Gardens
 

landscap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habi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Yao
 

people
 

gradually
 

formed
 

the
 

“tea-vegetable”
 

intercropping
 

gardens
 

and
 

Han
 

nationality
 

formed
 

“tea-vegetable-sweet
 

potato”
 

three-dimensional
 

cultivation
 

gardens
 

in
 

the
 

Longji
 

region.
 

The
 

two
 

types
 

of
 

tea
 

garden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site
 

layout,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and
 

eco-

nomic
 

value,
 

which
 

is
 

the
 

summary
 

of
 

local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actice
 

wis-
dom.

 

The
 

ecological
 

wisdom
 

embodied
 

i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of
 

ancient
 

tea
 

gar-

den
 

coul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ecosystem
 

of
 

ancient
 

tea
 

gard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enh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ancient
 

tea
 

garden;
 

landscape
 

formation;
 

landscape
 

evolution;
 

ecological
 

wisdom

生态智慧包含生态理论智慧(Ecosophy)和生态实践智慧(Ecophronesis)[1-3],
 

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存为目的[4-6],
 

强调对生物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及行为多样性的包容[7-8].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仁爱

万物”等哲学思想无一不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体现[9],
 

并蕴藏于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生产、
 

生活和城乡

建设活动之中[10-13],
 

形成地方性生活经验与营建智慧.
 

而茶树种植尤其是古茶园种植体系,
 

更是原著居民

尊重土地、
 

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的重要体现.
 

龙脊位于越城岭山脉西南麓的湘桂边陲,
 

隶属于广西龙胜各

族自治县,
 

其“万山环峙,
 

五水分流”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
 

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古茶树资源.
 

世居此地的

西瓯、
 

骆越部落先民为适应高山密林、
 

寒湿瘴痢的恶劣生存环境,
 

以古茶树资源为基础,
 

以茶叶种植系统

和烹煮文化为核心,
 

将朴素的民族生态智慧贯穿于生产、
 

加工和消费全过程[14-15],
 

进而形成了遍布于该地

区的古茶树群落与古茶园景观.
本研究以龙脊古茶园为研究对象,

 

拟从时空维度上对龙脊古茶园景观形成与演变的文化、
 

生态及社会

驱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剖析龙脊古茶园景观格局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
 

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

生态实践智慧及其科学内涵,
 

从而为民族地区旅游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古茶园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
 

进而实现古茶园景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也为现代

茶园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龙脊古茶园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东南部(图1),
 

地处越城岭大山脉之中,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称,
 

四面高山环抱,
 

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
 

太阳辐射较强且雨天较多.
 

高山云雾、
 

阳崖阴林的自然生

态环境为茶树的生长以及茶叶品质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并形成了龙脊悠久的种茶历史,
 

龙脊茶在清

乾隆年间即为贡品[16],
 

并于2015年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龙脊村落的形成与河流密不可分,
 

壮、
 

瑶

先民迁入之初,
 

村落大多顺应自然地形,
 

或沿河溪而设,
 

或邻近水源.
 

之后再在村落周边开垦土地,
 

建设梯

田,
 

以满足生存需求,
 

并利用上方森林进行水源涵养,
 

同时为村落提供林木资源和天然屏障.
 

从而形成“林
地 梯田 村落 梯田 河流”的格局[17],

 

可见河流及其流域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在村落人居环境及生计形成

中的重要意义[18].
 

基于此,
 

本研究以流经龙脊古茶园的茶寨河流域为研究范围,
 

从流域生态学的角度进行

系统研究,
 

揭示龙脊古茶园分布与山水格局之间的关联,
 

剖析少数民族依山就势改造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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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脊古茶园研究区位

2 龙脊古茶园地理分布特征

利用 ArcGIS
 

10.5对流域地形进行分析,
 

并与古茶园分布点进行叠加分析可知,
 

龙脊古茶园主要

分布在海拔500~1
 

000
 

m、
 

坡度10°~30°的山脊坡地,
 

古茶园临近村落,
 

与山林、
 

村寨、
 

菜园连成一

体,
 

构成了一幅“林间有寨,
 

寨边有茶,
 

茶下有菜”的村落景观.
 

而古茶园分布的坡向没有固定的规律

(表1,
 

图2).

表1 龙脊古茶园分布地理特征

分布地点 主要民族 高程/m 坡度/° 坡向

小寨 瑶族 972 18.8
 

西或西南

大寨 瑶族 878 12.6
 

北

田头寨 瑶族 1
 

067 15.2
 

东北

壮界 瑶族 921 15.5
 

北

新寨 瑶族 826 14.2
 

南或西南

中禄屯 瑶族、
 

壮族 981 10
 

东或东南

龙头山屯 汉族 514 18
 

南或东南

棉花坪屯 汉族 592 20
 

西北

陈家屯 汉族 603 20
 

西北

江头寨 汉族 586 31
 

北或西北

吴家屯 汉族 637 28
 

西或西北

  从平面布局来看,
 

古茶园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北面的大寨、
 

小寨、
 

壮界、
 

新寨、
 

田头寨、
 

中禄屯等瑶族村

寨,
 

流域中部的黄江村龙头山屯、
 

棉花坪屯、
 

陈家屯、
 

江头寨、
 

江茶等汉族村寨.
 

流域内金江村、
 

龙脊村和

平安村等壮族村落基本没有集中连片的古茶园分布(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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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龙脊古茶园研究区地形分析

3 龙脊古茶园景观演变过程分析

3.1 除湿祛瘴———茶 蔬间作茶园的形成

龙脊地区山高林密,
 

地势险峻,
 

自古被称为“蛮烟瘴弥、
 

民不王化”之地[19].
 

早期瑶族先民迁入后,
 

以

耕山为业[20],
 

于稻作梯田开发之前,
 

先进行旱地梯田的开垦,
 

通过种植红薯、
 

芋头等粮食作物来满足生存

需求.
 

与此同时,
 

为适应当地恶劣的气候条件,
 

在旱地梯田边缘种植茶树,
 

用于制作油茶[21],
 

同时作为供

奉神灵和祖先的祭品[22].
 

至明代,
 

壮族与瑶族大量迁入[23],
 

壮族人民根据海拔差异,
 

因地制宜地大规模开

垦梯田,
 

发展稻作农业[24],
 

刀耕火种的瑶族人民学习壮族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
 

在村落周边地势相对平坦

区域进行梯田开垦,
 

最终形成以稻作梯田为主、
 

旱地梯田为辅的农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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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龙脊古茶园与族群分布关系

从整体景观格局而言,
 

古茶园主要分布于

大寨、
 

小寨、
 

壮界、
 

新寨、
 

田头寨、
 

中禄屯,
 

瑶

族人民以稻作梯田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
 

而

将茶作为农副产品种植于村落周边,
 

古茶园

体量相对较小.
 

以壮界为例,
 

在以村寨为中心

所形成的“村寨 古茶园 旱地梯田 稻作梯田

森林”景观体系中,
 

稻作梯田种植体系占据绝

对优势,
 

临近村落分布的古茶园仅以小生态

斑块的形式镶嵌于稻作梯田与森林基底之上,
 

从而增加了景观的多样性(图4).
 

这一时期茶

树主要种植于旱地梯田边缘,
 

少数出现在较

难灌溉的稻作梯田顶部,
 

与稻作梯田景观融

为一体,
 

以达到稳固田坎,
 

防止水土流失的作

用(图5).
 

这是古代瑶族人民为适应恶劣的生

存条件和艰苦的生计方式而衍生出的朴素的

生存智慧的体现.

图4 瑶族村寨 古茶园 稻作梯田 森林景观格局

3.2 出口外销———“茶 蔬 薯”立体茶园的诞生

清中叶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茶叶外销逐渐活跃,
 

种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逐渐凸

显[25],
 

湖南新化一带汉族逐渐迁入黄江村片区,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迁入的汉族人在龙头山、
 

陈家屯、
 

棉

花坪、
 

吴家屯一带开垦旱地梯田,
 

种植茶树[26].
 

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古茶园受地形限制,
 

多集中成片分布

于与村寨相距较远的位置,
 

整体景观系统以茂密森林为基底,
 

古茶园、
 

村落、
 

少量旱地梯田散布其中,
 

形成

“汉族村落 古茶园 旱地梯田 森林”的景观格局.
 

以陈家屯为例,
 

由其村寨周边农业用地分布格局可以看

出,
 

古茶园在汉族农业种植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图6).

汉族聚居区域相较于瑶族聚居区域虽海拔更低,
 

但地势更为陡峭,
 

能开垦的土地有限,
 

且不具备种植

水稻的条件,
 

故而在旱地梯田种植茶叶之外,
 

还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进行粮食、
 

蔬菜作物的种植,
 

以

满足生计需求,
 

因此形成了“茶 蔬 薯”立体栽培结构,
 

即茶树与薯类、
 

蔬菜等主要农作物立体种植(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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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茶 蔬”间作茶园中茶树种植的地理位置

图6 “汉族村落 古茶园 旱地梯田 森林”景观格局

图7 “茶 蔬 薯”立体种植———茶树与粮食、
 

蔬菜作物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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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包产到户———现代茶园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
 

通过供销、
 

外贸部门收购,
 

茶叶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
 

1966-1967年,
 

广西

龙胜县各地区大办茶场,
 

开辟新茶园,
 

并引进茶树新品种;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密植矮化茶园在全国范围

内开始推广(图8).
 

而目前龙脊区域极少有现代茶园存在,
 

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地理环境条件

的限制,
 

龙脊地区地势险峻,
 

交通不便,
 

缺乏大面积种植茶园的土地条件及交通运输条件,
 

二是龙脊山区

以少数民族聚居为主,
 

而身居崇山深处的少数民族受外来民族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
 

茶叶种植

与加工技术水平有限,
 

导致茶叶品质不稳定,
 

经济价值不高,
 

故而缺乏茶树种植的内驱力,
 

三是当地居民

长期形成的传统种植理念和生态观与现代茶园种植理念相违背.
 

当地居民、
 

特别是瑶族人认为,
 

密植矮化

的现代茶树虽然长势快,
 

产量高,
 

但由于群落结构单一,
 

病虫害多,
 

需要施用化肥农药,
 

才能保证其长势.
 

现代密植矮化茶园需要花费更多人力和物力进行病虫害防治,
 

但茶叶质量与遵从自然之法进行管理的古茶

园相比,
 

却不尽如人意,
 

同时还会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相比之下,
 

在伟江乡、
 

宛田

等与湖南交界区域以及与外界沟通更频繁的地区则有大批现代茶园存留.

图8 龙脊古茶园形成与发展时间线

4 龙脊古茶园生态智慧解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
 

龙脊地区不同民族因其所处地理环境特征、
 

历史文化背景、
 

社会经济条件的差

异,
 

导致古茶园景观格局的多样化,
 

而不同的古茶园景观格局恰是不同民族地方性生活经验与生态实践

智慧的体现.

4.1 选址布局智慧

对比分析可知,
 

瑶族与汉族古茶园在选址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并体现出不同的生态智慧.
 

瑶族作

为典型的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
 

其先民最早在唐宋时期定居于龙脊海拔800
 

m以上的中高山区,
 

为适应龙

脊地区湿寒气候而种植茶树,
 

制作油茶以驱瘴除疬,
 

茶树作为农副产品,
 

种植于村寨周边的旱地梯田田埂、
 

坡坎等处.
 

汉族先民于清末迁入该区域[27],
 

定居于海拔500~700
 

m的中低山区域,
 

并受经济利益驱使而

开辟茶园,
 

将茶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和销售.

汉族聚居区域相较于瑶族聚居区域虽然海拔更低,
 

湿寒气候有所改善,
 

但地势更为险峻,
 

坡度更大,
 

不具备大面积开发稻作梯田的条件,
 

可供开垦利用的土地极为有限,
 

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发展形成了在

茶树下种植粮食及蔬菜作物的立体种植格局(表2).

综上,
 

不同族群定居特性、
 

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背景促成了瑶族与汉族古茶园选址布局的独特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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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瑶族与汉族古茶园选址布局智慧

民族 形成时期 建设背景 选址布局 种植格局

瑶族 唐至清末

为适应当地恶劣的气候条

件,
 

驱瘴除疬,
 

作为农副产

品进行种植

古茶园主要分布在海拔800

~1
 

000
 

m、
 

坡 度10°~20°

范围内

临近村寨,
 

茶树种植于田埂或

坡坎,
 

形成茶 蔬间作的种植

格局

汉族
清末至19世纪

70年代

茶叶外销逐渐活跃,
 

茶作为

经济作物而广泛种植

古茶园主要分布在海拔500~

700
 

m,
 

坡度15°~30°范围内

距离村寨较远,
 

茶树一般位于

旱地梯田中央,
 

形成“茶 蔬

薯”立体种植格局

4.2 养护管理智慧

除选址布局外,
 

瑶族与汉族人民在古茶园的养护管理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生态智慧.
 

在育苗方式上,
 

瑶族人通过采挖深山中野生茶树苗进行驯化和栽培种植,
 

如龙脊茶歌中所述:
 

“本地深山得茶秧,
 

育出龙脊

茶树王,
 

传宗接代满山是,
 

岁月悠悠血脉长”,
 

而对于茶园中的成年茶树则采取“天生天养”的态度,
 

既不对

茶树的树势树型进行管理养护,
 

也不特意给茶树施肥;
 

茶叶采摘一直延续《茶经》中“伐而掇之”的采摘方

式,
 

直接将茶树新梢连枝砍下,
 

搬运至家中再进行叶片采摘[28].
 

而汉族人则与之相反,
 

他们主要利用茶园

中的茶树种子精心培育茶苗,
 

对成年茶树的管理上注重维护树形,
 

以促进茶树叶对光照的吸收,
 

同时,
 

定

期为中下层粮食和蔬菜作物施用农家肥、
 

草木灰、
 

绿肥等以改善土壤肥力,
 

促进粮食和蔬菜作物生长的同

时,
 

也为栽植于梯田中央的茶树提供了养分;
 

采摘茶叶时,
 

汉族人采用就地采摘的方式,
 

并非常注重茶树

枝条的留养,
 

保护树势和形成良好的树形(图9,
 

表3).

图9 瑶族与汉族茶树树势、
 

树形对比

汉、
 

瑶两族在古茶园养护管理方面所体现的不同生态智慧主要来自于茶树在其生计中的地位和价值的

不同、
 

两族人民生态观念的差异以及对农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的差异.
 

瑶族将茶作为祭祀神灵的祭品

以及祛湿除瘴的药饮,
 

茶充当着食物与祭品的角色.
 

家家户户皆有种植时,
 

小范围的流动与交换很难创造

出足够的利润,
 

难以驱动人们改进技术和生产方式以提升产量和品质.
 

在生产力有限、
 

知识和技术贫瘠的

条件下,
 

人们认为品质的形成更多地依赖天时、
 

地利,
 

而非技术和机械,
 

故而对其采取更为粗放原始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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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
 

而汉族将其作为经济作物,
 

受经济利益驱使,
 

会更加注重通过精细管理来提高茶叶的品质和产量,
 

相较于刀耕火种的瑶族人,
 

汉族人表现出更加丰富和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和更高的耕作水平,
 

会更加注意

作物的种植结构和群落配置.
表3 瑶族与汉族古茶园养护管理智慧

民族 育苗方式 养护管理 采摘方式

瑶族
采挖深山中野生茶苗进行栽培

种植

“天生天养”,
 

不对树型树势进行养

护管理,
 

不特意给茶树施肥

粗放采摘:
 

砍头采,
 

“伐而

掇之”

汉族 利用栽培茶树种子进行茶苗培育
注重留养树势,

 

维护树型;
 

中下层

作物施农家肥、
 

草木灰、
 

绿肥
精细采摘:

 

就地采,
 

枝叶回土

4.3 种植结构智慧

如前所述,
 

瑶族的古茶园以“茶 蔬”间作为主要结构特征.
 

瑶族人民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
 

将茶树种

植于村寨周边的旱地梯田边缘田埂或坡坎上用以护坎,
 

而旱地梯田中主要种植生姜、
 

茄子、
 

韭菜等蔬菜作

物,
 

并伴生野生草本植物,
 

茶树与蔬菜作物之间没有固定的种植搭配,
 

更多是见缝插针式地进行栽植,
 

具

有一定的随机性,
 

这样的种植结构既可避免与蔬菜竞争水肥,
 

又能为蔬菜提供遮阴,
 

同时起到稳固坡坎,
 

保持水土的作用,
 

同时满足瑶族人民对饮茶的需求.
 

但从组分作物的生态位来看,
 

作物的生态位并未实现

充分的分离,
 

进而无法将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部分作物组合还可能因为种间竞争减产.
而汉族的古茶园中则呈现明显的“茶 蔬 薯”立体种植结构,

 

茶树作为高灌层,
 

可为下层作物提供一

定程度的遮阴,
 

防止过度蒸发;
 

玉米、
 

生姜、
 

芭蕉芋、
 

龙脊辣椒等作为中间层,
 

红薯、
 

南瓜、
 

花生等作为

低矮地表层,
 

同样也伴生野生草本植物,
 

增加了茶园地表覆盖度,
 

有利于土壤温湿度的保持;
 

此外,
 

除

草除掉的野草覆盖于地表以及农作物采收留下的茎秆和枝叶,
 

既可作为茶园的绿肥,
 

又能对土壤起到防

寒、
 

保湿、
 

遮阴等作用.
 

这种立体种植结构能充分发挥人工种植群落的垂直生态位效益,
 

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
 

并增加古茶园生物多样性,
 

提高水、
 

热、
 

光、
 

土的资源利用率,
 

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入[29],
 

在维持

古茶园良好生境的同时提高茶叶品质,
 

规避种植业结构单一带来的生计风险和生态风险,
 

保障了食物多

样性和粮食安全(表4、
 

图10).
由此可见,

 

不同景观格局及种植结构使古茶园具有不同的生态效益和经济价值.
表4 瑶族与汉族古茶园种植结构智慧

民族 古茶园类型 种植结构 生态效益

瑶族 “茶 蔬”间作茶园 茶树+蔬菜+野生草本
避免与蔬菜竞争水肥,

 

为蔬菜提供遮阴,
 

稳固坡坎,
 

保持水土

汉族
“茶 蔬 薯”立 体 茶

园

茶树+蔬菜+薯类+野

生草本

增加生物多样性,
 

提高水、
 

热、
 

光、
 

土的资源利用率,
 

减少化肥和农药投入,
 

维护茶园生境,
 

提升茶叶品质

5 古茶园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借鉴

5.1 古茶园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发扬

不可否认,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居民物质、
 

文化水平的提高,
 

古茶园的建设和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经济效益低下导致当地居民缺乏对古茶园持续建设管理的内驱力;
 

为节约劳力开始使用现代的管理方式

进行施肥、
 

除草,
 

导致茶园土壤污染,
 

茶园生境退化;
 

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导致部分古茶园逐渐荒废等.
 

如何在继承和发扬古茶园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的基础上,
 

挖掘古茶树文化、
 

生态与景观多重价值,
 

提升茶

叶品质,
 

提高茶叶经济价值,
 

同时维护茶园生态系统多样性,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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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生态智慧解析图示

就龙脊古茶园而言,
 

想要维持古茶园朴素自然的古茶园种植与管理体系,
 

延续地方性生态智慧,
 

可从

两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茶叶商品价值,
 

在茶叶加工方面进行技术革新以提升茶叶品质,
 

目前已有相关企业

在龙脊就地建设茶厂进行茶叶生产与研发,
 

对龙脊茶的品质提升与品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而促进

茶农增收,
 

增加种茶积极性;
 

二是茶旅融合,
 

在龙脊梯田风景区旅游开发的大背景下,
 

进行茶文化旅游规

划,
 

整理该地区茶文化特色资源,
 

挖掘区域茶文化价值,
 

形成与梯田景观相互映衬的茶文化旅游景观.

5.2 古茶园生态智慧对现代茶园建设的启发

龙脊地区古茶园建设随地理环境差异、
 

社会经济发展及不同族群文化与习性而逐渐形成了以“茶 蔬”

间作的瑶族古茶园和以“茶 蔬 薯”立体种植的汉族古茶园,
 

二者在选址布局、
 

养护管理模式以及生态、
 

经

济价值方面均具有较大差异,
 

但都是当地居民结合自然环境、
 

族群文化、
 

社会环境,
 

妥善处理人地关系,
 

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结果,
 

是地方性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生态实践智慧的结晶.
 

与现代密植矮化茶园相比,
 

龙脊

古茶园具有更加良好的生态循环体系,
 

古茶园内生物多样性丰富,
 

古茶树与其他作物和生态环境之间形成

有机整体,
 

具有涵养水源、
 

调节小气候、
 

改善土壤、
 

保持水土等多项生态功能[30-31].
 

同时,
 

作为龙脊先民最

早种植的作物种类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与各民族饮食文化、
 

节庆习俗融合在一起,
 

成为彰显龙脊

地域文化特色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些都是注重产量、
 

规模种植的现代茶园所无法替代的.
因此,

 

在现代茶园种植与管理过程中,
 

可借鉴古茶园经验智慧,
 

增加对现代茶园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生

态效益的考虑.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在茶园选址上注重对自然地形地貌的利用与适应,
 

并维护茶园周边自然山水环境,
 

为现代茶园营造

良好的生境;

2)
 

在种植结构方面增加茶园植物多样性,
 

构建立体种植体系,
 

从而改变现代密植矮化茶园单一种植结

构可能带来的病虫害风险,
 

提高现代茶园生态韧性;

3)
 

在养护管理方面,
 

考虑绿肥的有效利用以减少化肥的施用,
 

通过提高生态系统多样性,
 

利用物种间

相互作用达到生物防治的目的,
 

进而减少农药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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