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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玉四境“融·自然”溯源之旅正式开启 

 

我们一直在思考，一家银行服务品牌， 

如何带给客户不同的精神引领， 

和“财富之上”的更多支持。 

2020年，尚玉中国基于对全球高净值人群的敏锐洞察， 

结合中式的哲学思考，提出了“尚玉四境”。 

从自我、事业、社会、自然的四大维度， 

和尚玉人一起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和探索。 

汇丰尚玉在全球 50 条丰裕人生体验中精选“茶马古道” 

我们实地带尚玉客人走进自然，体察人和自然的关系， 

开启尚玉四境“融·自然”的探索。 

 

（溯源——礼赞——共生） 

 

彩云之南，寻源茶马（上）——溯源·自然对人的馈赠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追溯深远。祖先们怀抱

着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上天的景仰，在自然中建立秩序、繁衍生息，开创了一脉传承的

华夏文明。 

当尚玉人穿越繁华，回溯依赖土地的生活，一草一木皆焕发新的生机。 

 

当地人：欢迎、欢迎 

 

李峰：其实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次机会来做这么一项，可以说是在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

做过的这些事情。首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有这么个机会去回馈我们的客户，和回馈我

们的表现优秀的客户经理，与此同时的话也是希望他们共同来参与、共同来成就我们

的“尚玉四境”，尤其是最后一场所谓叫“融·自然”。 

 

阿依：那今天的话就是非常开心，大家是来到了普洱茶的故乡，就世界上第一棵茶树

诞生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大家来这里找到普洱茶，相当于真的就是回到了普洱

的故乡，所以的话李峰先生还是请您来宣读一下任务卡 

李峰：这任务卡还是要宣读一下。任务卡——这次我们是叫溯茶之旅。那么在接下来

的品茶大会中，我们将对各位成员，以抽取民族图腾卡的形式，进行两两分组。然后

我们的小组成员们需要带着收集好茶的任务，参与采茶、制茶、压茶饼等整个制茶流

程的体验。每个小组将在体验过程中间收集到的好茶，于明天上午的斗茶宴上拿出来

冲泡，进行斗茶比拼，然后评选出咱们汇丰尚玉自己的茶王。 

 

阿依：刚好是给大家要分一个小组。来，首先我们就是北京来的客户，给了你们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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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你们说是什么 

北京组：哈尼族 

阿依：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哈尼族的小组 

阿依：看看这是什么 

李峰：拉祜族 

阿依：下面是什么 

李峰：宝葫芦 

阿依：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朋友。好你们看下这是什么 

上海组：布朗族 

 

尚玉人的溯茶之旅，从一场品茶盛宴拉开序幕。布朗族土生土长的叁文老师，带着他

对茶文化朴素的理解与对普洱茶深厚的情愫，以茶会友，与尚玉人展开了一次茶味品

鉴与分享 

 

叁文：我们的祖先，就告诉我们留到现在，就算我们给你们留金银财宝，你们都会吃

光用完；给你们留牛马羊，会在自然灾害病死。不如留给你们这片茶园，用之不竭取

之不尽，这样下去。很多人都认为，它普洱茶是正在发酵而在转变。但是呢，对于布

朗族人来看待茶的话，它是在成长，它是儿童到了白发，慢慢地在转变。我们当地的

茶农，说是懒人茶，不打农药不施肥。等整个叶子茂盛了，然后去采回来，然后卖的

钱比过去还多。 

李峰：是！我们上次跟孟导谈的是“慢”，今天跟我们叁文老师谈的是“懒”。这两

个字，其实是跟我们讲的时间的价值，都有异曲同工。 

 

李峰：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把我们“尚玉四境”这样一

个先锋金融的品牌，能够不断地去拓展、不断地延伸、不断地坚持下去 

 

茶艺师：我们现在就准备泡一号茶，一号茶的话就是龙珠，这个是一款景迈山的古树

茶。我们在加工工艺当中没有散茶，就做成八克的龙珠，大家冲泡出门也比较方便，

不用茶刀来取嘛。然后小何那边给你们冲泡的是二号茶，它是红茶，它又是散料没蒸

压过的，红茶特点香甜，然后茶汤的话是红艳的。三号也是一款普洱茶，也是古树的

原料，生普，但是它的外形跟刚才喝的龙珠不一样，这个是压成大饼的。你可以拿起

来闻一下。普洱茶必须是乔木型的大叶种，在澜沧江流域一带，按照普洱茶的加工工

艺，以晒干为主才叫普洱茶。李峰：只有五号是熟茶是吧 

茶艺师：对 

李峰：来来，看看，红酒（色） 

茶艺师：很漂亮很清亮很清透 

其他人：有股枣味和糯味／糯米味／哇，有股红枣的味道／对呀，真的有红枣的味道 

茶艺师：小何冲泡的是六号是那个普洱的生普，它年份久了。普洱茶的生普可以随着

时间的存放，叫自然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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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鉴了数款各有千秋的特色茶汤后，以民族图腾卡分好的尚玉小组，各自挑选了自

己心仪的 2款茶品，最终在斗茶宴上进行分享、比拼。 

 

李峰：好！来！我们奔赴下一站是吧！ 

 

接下来，他们将离开酒店，前往当地普洱茶的产地景迈茶山，对茶的产出工艺进行更

加深入的了解与体验。 

在经历了一段土石山路的颠簸后，尚玉人抵达布朗民族的聚居地 - 翁基古寨。 

 

阿依：这里就是整个布朗族平时做祭祀、重大的活动，这里是以前的皇宫，当然它很

久以前就不用皇宫的作用，而成为了大家祭祀重要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是当地非常

神圣的一个地方 

阿依：里面是他们平时做活动和祭祀的地方 

李峰：还在还用哦？ 

阿依：一直在用。然后他们觉得在里面就是尊茶神、七公主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祖先，

嫁给了布朗王子。 

 

布朗族人世代与茶相依相伴，他们在冥冥的指引下，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棵茶树。驯化、

栽培、饮用，民族的命运自此与茶相生相依。他们在自然的险峻中开辟生机，将得来

不易的馈赠，与由茶衍生的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 

 

阿依：一千年前，他们的整个都是围栏柱子，以前下面就是养鸡啊养猪啊，然后上面

就住人。 

李峰：现在上面还有人住吗？ 

阿依：都住人啊。这些家家户户都是就这样生活的，就住在这里。 

李峰：往回走 

阿依：我们往回走，慢慢的 

李峰：我们去拜访苏国文老师，我们去见那个布朗王子 

 

待转到村子的上头，布朗文化园里居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是本次尚玉人特意

登门拜访的对象，也是布朗族末代头人苏里亚的儿子，景迈山布朗族最后一个王子 - 

苏国文老先生。 

 

阿依：苏老师，你好 

苏老师：欢迎你们 

李峰：苏老师，我们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您 

苏老师：谢谢 

李峰：我们的尚玉的一个小礼物 

苏老师：我这里头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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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好，好 

 

苏老师：布朗族为什么对茶道的感情那么深啊，因为茶曾经救过我们布朗族的命。我

们布朗族，原来是在昆明滇池，后来那个北方的族群，不断地往南压下来的时候，因

为布朗族这个人口太少，收不住自己的家园，就往南迁徙。那在往南迁徙的过程当中，

布朗族遇到了两件灾难，战争伤亡太大。更厉害的就是，遇到了一次大的瘟疫，传播

的这个面太广了，男女老少都感染了这个病。那么在我们布朗族的这个生命处在很危

险的光头的时候，快要绝亡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村民，他是不

知不觉地从头上采下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面，不知什么原因，慢慢慢慢慢慢慢就睡

着了，最后他醒起来了，睁开眼睛看，明亮，什么都看得见，走起步来走得动了，走

动了，然后他喘气马上很顺畅，马上把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告诉给那个祖先。那个祖

先，就马上把所有病倒的村民都叫起来，整个族群那个疾病，就慢慢地消除了。这棵

树，就变成了。布朗族唯一的药品。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茶树，它就是我们的祖先，

就是从一棵开始种植，到数棵种植；从零星种植，到连片种植；从一座山种植，到几

座山种植；最后经过几十代人的劳动，形成了这样一个壮观的古茶园。它茶与林共存，

与千花万草共长，吸收了万物丛林的精华。我们布朗族是把茶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来

种植、来传承、来制作、来发展，这个是其他民族没有的。 

李峰：真正跟自然融在一起 

苏国文：诶，对 

 

从老先生笃定的眼神里，尚玉人真切得感受到——茶叶，已成为揉进布朗民族血液里

的骄傲。 

陆蓉：其实我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位耄耋的老人，他能够把现在的这个，他的这个

民族的文化，并且我也了解到他跟不同的其他的民族，也通过他力所能及所做的这些

教育领域和传承领域的这些工作，把不同的民族融合到了一起。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的地方。 

带着满怀的尊敬与感慨，我们挥别了苏国文先生，踏上追溯世界茶文化根脉与源头的

征程。 

女主人：因为这里它都是没有农药的，它就会比较生态一些。所以要打着点蛇啊。 

李峰：这个一个个马蜂窝像一个个鲍鱼一样 

阿依：然后我们现在把小竹篓给大家发一下。任务有点，采自己的，然后大家都采满

吧。 

女主人：我们普洱茶标准的采摘方式的话，是一芽两叶。您可以看一下，对，我们掐

的是一芽两叶，这叶下面一片不要它。对对，可以不要。 

阿依：人家正在学习的时候，杨姐已经采了很多了。 

李峰：杨姐是个熟手啊 

其他人：杨姐很快，真的很快啊杨姐／是哦／杨姐你真是快的 

杨姐：我带你们去哪里多，过来 

李峰：走，跟着杨姐走 

其他人：她一眼望去都能采，然后我们都在摸索／我被吐槽太慢了／你跟杨姐比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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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快满了／哇塞，真快 

杨姐：上山下乡过干过农活，不像你们，这，对吧 

李峰：我们一个环节就已经把茶王选出来了 

李峰：我获得了采茶姑娘的青睐 

阿依：大家觉得谁摘得最好 

大家：杨姐 

阿依：我们待会就顺着原路走回去，然后大概再走十分钟到那个制茶厂，我们亲自去

制作茶 

制茶师傅：第一步来到厂里面是萎凋，然后咱们先去厂里面看看。这个是萎凋完了，

这个水分是在 30%到 40%就可以拿去杀青了。 

（萎凋——炒茶） 

制茶师傅：动作要快，动作要快一点 

阿依：要快，不然会糊 

制茶师傅：要用一点力 

众人：可以／弄出来了／这个是个技术活，看起来很轻松／不容易 

制茶师傅：一半就行了，然后第二步就这样，这样翻一下 

李峰：我早觉得不太对劲 

制茶师傅：你要分为两次来翻就行了 

 

采茶、萎凋、炒茶、揉茶、摊青。传统的手艺，在布朗族人手里，得以传承创新，也

在尚玉人手中，变成一项深入、趣味的体验。 

（揉茶） 

 

汪玉娅：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杀青的一个过程，看到师傅其实信手拈来，非常非常轻

松，但是到我们手上的话，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需要去慢慢锤炼的一个过程。  

田耀芝：首先我觉得茶呢，是自然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馈赠，因为茶文化，它意义非常

的丰富，经过人类的一个辛勤劳作和碾茶啊、杀青啊，每一步非常困难的一个步骤，

那么才能制成这个茶。 

 

暮色降临，摊青的茶叶需经时间的沉淀，方得最佳口感。 

而茶园主人南康书记家，炙热的火塘已经升起，等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南康书记：古树生普。朋友们，这个火塘烤茶，这个茶它是新茶，它有寒气，它是苦

涩。不苦不涩不为茶，不叫古茶。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用什么呢，用这个火，

用这个火来解决一下，用这种东西是把那个茶叶啊，用火和普洱茶，烤在一起的时候。

茶和炭，粘在一起时，把它煮进去，实际上这个茶那个碱性度，已经达到那个药用的

意思 

 

人们围坐在火塘边，将烧热的火炭放入木制瓢中与茶叶混合抖动，再放入一个小陶罐

中烤热，最后加热水饮用。这样烤出来的一罐茶，茶叶焦黄、茶香溢出，茶的酽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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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烈酒三分 

 

南康书记：要先吹一下再吸茶，要有余香 

其他人：这个响了噢，必须得要这个／诶，真的吹一口就不烫了／完全不一样 

 

一口饮下不仅令人身心愉悦，茶余交谈间，人心之间的距离仿佛也被拉得更近。 

 

李峰：我们在自然的庇护中建造家园，依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繁衍生息，又从自然中

撷取灵感、抒写文明。对于勤劳的人们，大自然从未吝啬过他的馈赠；但那群守着山，

守着树，守着茶的人，用他们的坚守提醒着我们，唯有懂得付出与珍惜，生命才能生

生不息。 

 

善良、淳朴、智慧的村民们，精心使用大自然赐予的每一寸土地，运用先人们留下的

朴素智慧，在兢兢业业的劳作中，守护着人与自然千百年来共守的和谐契约。 

 

“融·自然”之旅——溯源·自然对人的馈赠 

与你，成就更多——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