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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宣传西湖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

就，纪念建国六十周年，我们在杭州市西湖区政府办公室

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在完成《杭州市志 (1986-2005) ~有

关西湖区篇目志稿的基础上，编辑出刊了 《西湖区地方志

资料汇编丛书 ~ ，丛书篇目有《西溪简史》和《西湖龙井茶史

话》。

西溪历史悠久，自汉代以来，已有 1800 余年历史 。 在

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西溪湿地综合保

护工程自 2003 年启动以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

2005 年 5 月 1 日一期和 2007 年 10 月 1 日二期开园以来，

更是受到海内外的一片赞誉，盛世编志，将历史上的西溪，

以及将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较完整地反映出来，这是历

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是浙江省和杭

州市重点工程，保护温地、建设生态城市全国瞩目 。 在西溪

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建设中有决策者的胆略，建设者的智

慧，广大市民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中共西湖区委 、 西湖

区政府和中共余杭区委、余杭区政府的领导下，两区的广

大干部群众为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的顺利推进作出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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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因此，编写 《西溪简史》很有必要，以载史流芳 。

西湖龙井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 自古

以来，深得人们的钟爱，是茶中珍品 、历史贡品、茶文化精

品 。 西湖龙井茶因西湖美景的陪衬和孕育，更使其文化内

涵博大精深。 西湖龙井茶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茶主要

是其有"色绿、香郁、味醇 、形美"四绝之美誉。 杭州市西湖

区是"中国龙井茶之乡(区)"，西湖龙井茶主要产于西子湖

畔和杭州近郊西部山区，产地为西湖、转塘龙坞片、留下 、

双浦镇周浦片等镇和街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

来，特别是在 1978 年至 2却0∞0ω8 年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西

湖龙井茶的生产更是得到全新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中国

的"名茶之冠"

丛书 《西溪简史》趴、 《西湖龙井茶史话》略配照片，为内

部印刷刊物，供参考 。

编者

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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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西南龙井村四周的秀山峻

峰，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 自古以来，深得

人们的钟爱，是茶中珍品、历史贡品、茶文化精品 。 西湖龙

井茶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 。 千百年来，多少文人

墨客，才子佳人为之吟咏，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亲临龙

井茶区，亲题"龙井八景"还将胡公庙前十八棵茶树封为

"御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毛

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陈毅等

开国元勋，多次亲临龙井茶区，视察调研，关心西湖龙井茶

的生产发展。使龙井茶的面积、产量、品种、品质、栽培、采制

技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全面的发展与提高 。 尤其在 1978 年

至 200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里，西湖龙井茶的生产

更是得到全新的发展。 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名茶之冠"。

龙井茶区种植龙井茶虽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但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发展还是很缓慢的 。 清末时，龙井茶

的产量"粗叶红叶计之，岁额亦止五千斤上下"产区面积

"即环此三五里山中茶"。 据西湖区农业局资料，以原西湖

乡范围为主，民国时期的 1930 年，产量为 30 吨，茶园面积

95.81 公顷( 1430 亩) ，到 1949 年产量也只有 84.25 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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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35.5 公顷 (3515 亩)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井茶

生产从建国前夕的奄奄一息中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 1957

年，龙井茶的面积达到了 246.96 公顷 (3686 亩) ，比 1949 年

增加了 1 1.46 公顷(171 亩) ，产量达到了 250.05 吨，比 1949

年增加了 2 倍，龙井茶亩产也由 1949 年的 23.5 千克提高

到 67.04 千克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产区扩大，龙井茶的生产

进入快速发展期， 1989 年西湖龙井茶叶产量达到 230 吨，

茶园面积 257.82 公顷 (3848 亩) ;21 世纪初，龙井茶生产进

入了稳定发展期，产区扩大 。 2004 年，产量达到 825.46 吨，

面积 805.81 公顷 (12027 亩) ;2005 年，产量达到了 93 1.45

吨，产值达到 1033 1.39 万元，亩产达到 70.51 千克 ;2009 年

西湖龙井茶保护区产量 807.14 吨，产值达到 1364 1.53 万

JG 。

龙井茶的销售也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 。 历史

上，龙井茶一直以内销为主，出口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逐步扩大了出口，但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每年外

销大体保持在 50 吨上下，约八成销往港澳市场。 1979 年实

行对外开放政策后，随着对外交往、贸易和旅游事业的发

展，龙井茶的贸易也日益兴旺，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年外

销达到 70 吨，成为绿茶名茶中出口创汇大户，市场也由港

澳扩大到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1985 年后，销售量大幅度上升，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年销量 250 吨左右(含内外销) 。 到 2000

年，产销量达到 800-900 吨左右 。 2005 年，产销量达到



93 1.45 吨 。

西湖龙井茶以其优越的品质，赢得了国内外消费者的

喜爱和赞誉，并多次在国内国际茶叶质量评选中获奖 。

1980 年，杭州茶厂的狮峰特级龙井茶经国家质量奖评审委

员会审定，评为国家金质奖 ;1981 年，杭州茶厂生产的西湖

特级龙井(绿茶)被评为部级优质产品; 1982 年，西湖龙井

茶被商业部评为全国 30 种名茶之首; 1985 年蝉联国家金

奖; 1986 年，西湖龙井(绿茶)被商业部评为全国 43 种名茶

之一;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贡"牌龙井茶， 1985

年被评为浙江省优质产品奖， 1986 年蝉联浙江省优质产品

奖并获国家旅游局优质奖， 1988 年获上海"今夏之最"商品

金棕榈奖， 1989 年获全国旅游食品金奖(上海)， 1990 年获

西湖国际博览会金奖， 1991 年获中国杭州国际茶文化节中

国文化名茶奖， 1992 年获轻工部、商业部、国家旅游局全国

旅游商品天马金奖等;西湖龙井茶的茶树新品种一"龙井

43 号"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科学大会奖， 1987

年，被国家认定为国家级品种; 1996 年、2001 年，西湖乡、

西湖区分别被国家命名为"中国龙井茶之乡(区 )";2004 年

4 月"梅"字牌西湖龙井茶在上海国际茶文化新品名茶博

览会上被评为"金奖 ";2004 年 5 月，西湖龙井茶再一次被

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茶叶产业协会评为浙江十大名茶之

一 ;2005 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贡"

牌、"豪"牌西湖龙井茶被评为金奖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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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然环境

西湖龙井茶主要生长在狮峰、龙井、满觉陇、翁家山 、云

栖、虎跑、梅家坞一带，而这些地方又是西湖风景名胜区的

核心景区 。 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气候，适宜的

土壤条件。

位置

西湖龙井茶区，位于杭州市区西部，地处浙西丘陵山

区向杭嘉湖平原沉降的过渡地带。 它东临西湖，南濒钱塘



峰龙井茶的优良品质有密切的关系 。 "西湖龙井茶区的土

壤特性适宜龙井茶的生长，并对龙井茶的内在品质形成起

了重要作用 。

第二节字号产区与品质

龙井茶历史上因产地与品质的不同，产品各具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品质按产地分有"狮"、"龙"、

"云"、"虎"、"梅"等字号的区别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

整为"狮"、"龙"、"梅"三个品类。其中以"狮峰龙井"为最佳 。

龙井茶字号

唐宋时期，西湖周围只有宝云山、葛岭、玉泉、灵隐、天

堂、狮峰等处有产茶，明清时期渐向南山一带翁家山、满觉

陇、虎跑、云栖、梅家坞、龙坞等地传柿发展 。 后来，由于产

地茶园土质、小气候的差异和炒制手艺的高低，产品品质

有优次之分。 清末民初，茶叶商家将西湖龙井茶区分为狮、

龙、云、虎四个字号 。 1921 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应商家申请，

准予龙井茶以"狮"、"龙"、"云"、"虎"四字号为商标注册 。

"狮"字号龙井茶，产地以狮子峰为中心，包括周边胡

公庙、龙井村、棋盘山、上天堂等地。 其茶园土质为臼沙土，

疏松肥沃，含磷量高 。 由于山林植被茂盛，茶树受漫射光、



羊毛茶收购标准，分"狮峰、梅坞、西湖 "三类，各分 10 级 。

1957 年在原来一级龙井茶最高分(100 分)上增设特级。 特

级茶又分特 1 、特 2、特 3 、三个等级。 1965 年 ，采用统一收

购标准样，统称为"西湖龙井" 。 收购龙井茶的标准，分特级

三个等和 1-8 级，每级分 5 个等分 ，共 9 级 43 个等分。

1 984 年，杭州茶厂西湖龙井茶成品分类等级共有 22

种 。 其中外销等级有极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

级及片 ; 内销等级有狮特、梅特、龙特、狮上、梅上、龙上、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及芯、片等 。

节
·

三第 龙井茶的历史

西湖产茶历史悠久，初于南北朝，最早记述西湖产茶

的是唐时陆羽的《茶经》。 据陆羽《茶经》载 "钱塘(茶)生天

肿、灵隐二寺。 "灵隐寺建于东晋威和三年(328) ，天空寺建

于咸和五年(330) ，当时佛教盛行，饮茶成风。 在东晋时期，

其地就已产茶 。 从记载看，其栽种、炒制和饮用都与佛门寺

僧有关。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庆二年(公元 822) 出任杭

州刺史时，经常出游湖山寺院，曾与当时主持灵隐寺后巢

驹坞山的韬光禅师汲泉烹苟，现韬光寺内吕公(洞宾)岩下

即为当年的"烹著井"遗迹 。 说明当时灵隐寺一带就已产

茶。 《淳拓临安志》记载，北宋年间天空寺主持慈云法师(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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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诗:

"天堂出

草茶，因

号香林

茶 ' 。

时下天

栓香林

洞产的

"香林

茶"上天堂白云峰产的"臼云茶"和葛岭宝云山产的"宝云

茶"已列为珍品，属全国名茶之二 。 龙井茶的前身是香林

茶、白云茶，名闻于宋 。 其起源当是唐代的"天堂、灵隐二

寺"茶，都属于二寺僧栽种的佛门山茶 。 据明万历《杭州府

志 · 第二十三卷》载，北宋名僧辩才(1011-109 1)任上天栓

主持 20 年，曾"手植千叶茶二本"于白云峰下的云液池(又

名白云泉 ) 0 ~上天堂山志》中，也有辩才"手植山茶"的记

载。 北宋元桔四年 (1089 )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曾考证过西

湖种茶的历史.认为南朝诗人谢灵运 (385-433 ) ，南朝人，祖

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大康县) ，世居会稽始宁(今绍兴上虞

市南部) 。从天台山带来茶树种子，在此开始种植栽培，按此

推算西湖种茶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 。

唐代以前，茶叶多制成"龙团"到了宋代，有了散茶，

元代以后出现了龙井茶的形状 。 龙井一带所产的茶开始走

出寺院。 龙井茶的茶昧、品质博得了很多文人雅士的喜爱



和称赞。 元代翰林学士虞集(1272-1348 )在《次邓文原游龙

井》 诗中第一次记述了龙井茶的品质和形状及采摘时间:

"澄公爱客至，取水把幽窦 。 坐我蘑葡中，余香不闻噢，但见

瓢中清，翠影落群山由 。 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 。 同来二三

子，三咽不忍漱。 "这里的"翠影"、"黄金芽"是对龙井茶外

形的描述"不取谷雨后"是龙井茶的采摘季节 。 "三咽不

忍漱"是对龙井茶味品质的赞誉。

到了明代，明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天下

产茶之地，岁有定额……昕茶户采进，勿预有司……，不得

碾抒为大小龙团"后 。 龙井茶脱颖而出，其名气不仅超过唐

宋元时期的宝云、香林和白云茶，而且老龙井一带所产的

龙井茶已形成商品茶，颇负盛名 。 山民都种植茶叶出卖 。 明

嘉靖进士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第四卷《南山胜迹》中说 :

"老龙井有水- ~~l ， 寒碧异常……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 。

郡志称宝云 、香林、白云诸茶，乃在灵堂、葛岭之间，未若龙

井之清穰隽永也。 "明高潦在他的《遵生八笼 · 茶泉论》中

说杭之龙1~l茶(即龙井茶) ，茶真者，天池(当时名茶)不

能及也。 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 近有山僧蜡者亦妙。 但

出龙井方妙，而龙井之山，不过十数亩。 "西湖南北"两山种

茶颇蕃"只是龙井茶产量仍然不多。

明代中后期，龙井茶已成为当时全国的六大名茶之

一，与江苏的虎丘、天池、阳羡、安徽的六安、浙江的天目齐

名 。 据明 《嘉靖通志》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

前取一旗一枪，尤为珍品 。 "时人所称"龙井"或"龙井茶"



@井茶史话

专指老龙井一带所产的茶 。 明万历七年(1579)陈善撰写的

《杭州府志》记载"茶，各县皆有，然惟钱塘龙井及老龙井

其品甚高 。 "明代黄一正的《事物泪珠》、谢肇涮的《五杂

姐》、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等，均将龙井茶收入全国

名茶、贡茶名录。

清代，龙井茶声誉益隆。 清雍正年间，龙井茶外形已为

扁形，但当时龙井茶重色、香、昧，对外形不甚讲究。 即使狮

峰龙井，也

是芽叶岔

开，被称为

狮耳形、蝴

蝶形 。 清乾

隆年间，乾

隆皇帝六

下江南，四

a , 

E罩F

飞\吨 |
』丘，三 l

…………·可回……· 骂毛，
, 

""" - @翻越命ita萄街路总 二-
次巡幸西湖天堂、云栖、龙井，观看茶叶采制，品茶作诗。 并

将龙井茶列为贡茶，还亲封"18 棵御茶"和题"不着一相"、

"重岭卷阿"等匾额 。 同时还为"过溪亭"、"一片云"、"涤心

沼"、"风重岭"、"方圆庵"、"龙混涧"、"神运石"、"翠峰阁"

等龙井八景题名，对龙井茶推崇备至 。 使龙井茶的名声更

加显赫，把龙井茶推到了名茶之冠。 并在宫廷里举行茶宴，

将龙井茶分赐百官，据徐两《清碑类钞》的《高宗钦龙井新

茶》记载杭州龙井茶，初以采自谷雨前者为贵，后则于清

明节前采者人贡，为头纲，颁赐时，人得少许，细则如芒 。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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