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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茶丛书

总序

漳州依山傍海，山水交融，云雾缭绕，气候温润，适宜茶树生

长，是著名的生态之城、茶叶之乡 。 茶山蜿蜒起伏、苍翠欲滴，千年

"南方嘉木"古茶树散落在溪畔山野、村头水口，各式各样的茶肆 、

茶馆 、 茶楼、茶座遍布城乡，散发出沁人的茶香，弥漫着这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漳州茶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底蕴深厚。 早在唐朝，漳州首任刺

史陈元光的诗作《龙湖集》就有"采茶喜钻新榆火" "茶壶团素月"

等茶诗佳句，蘸郁的茶香伴随开漳将士开疆拓土，伴随无数先人过台

湾、下南洋、闯世界，成为漳州子民世代铭记的原乡味道 。 云霄火田

大帽山一带至今仍保留有唐代的古茶树群落，面积 5000 多亩，最大

茶树基茎1. 13 米 。 宋代朱嘉任漳州知州时，在州府百草亭园圃种植茶

树，亲自撰写 《劝农文 ~ ，倡导推广茶叶，使种茶、制茶 、 煮茶、宴

茶、斗茶、咏茶之风迅速遍及州县 。 明清以降，漳州茶业薪火相传、

推陈出新，优质名茶声誉日增漳芽漳片"被列为贡品，大批

漳州茶叶 、 漳瓷茶具从古月港出航，远渡重洋，销往欧亚，为上流社

会 、 皇室贵族所追捧，月港海丝之路也因此有了漳州茶路之称。 关于

漳州茶的名人轶事，更是枚不胜举，诸如王阳明杯著平寇置县，黄道



周吸茶著书讲学，林语堂用英、汉双语向世界传播漳州茶文化，等

等。

今天漳州人仍传承古老的种茶、制茶、品茶传统，街头巷尾 、 市

井田间，随处可见三五成群呻茶聊天，茶成了待客之礼、日常之需。

近年来，漳州致力加快茶产业发展，大力推广良种、改进技术 、 培育

品牌 、 更新业态，形成茶叶 、 茶食品 、 茶机具研发 、 茶生产加工销售

及茶旅游教育 、 茶文化传播等全产业链，呈现出产量高、品质优 、 业

态新、效益好的良好态势，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点产茶大市。 目

前，全市茶园面积近 50 万亩，茶叶良种覆盖率 90% 以上，年产量 7

万多吨，较大规模茶企 180 多家 。 天福集团是全球最大茶叶连锁公

司，全国首家茶叶上市公司 。 大闽食品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茶提取物 、

速溶茶生产商。 华安铁观音 、 平和自芽奇兰、诏安八仙茶等一批品牌

驰名中外。 全市茶产业从业人员 57 万，年营销产值 80 多亿元，占全

省114，每年出口 3200 多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漳台一衣带水 、 血脉情深，两岸茶业更是树同根 、 种同源 、 艺同

师 、 技同门 。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十分关心 、 重视海峡两

岸合作共赢。 1996年10月 17 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

在漳州天福茶庄亲手种植八仙茶。 漳台以茶为媒，携手合作，硕

果累累 。 特别是近年来借助花博会、 农博会 、 海峡论坛，举办平和茶

会、漳州茶会等活动，深化了两岸茶业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漳州茶产

业进入品质提升 、 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深入挖掘漳州茶文化，做大茶

文章，提升茶产业，意义重大 、 影响深远。 基于此，漳州市海峡两岸

茶业交流协会和市方志委积极征文物、访胜迹 、 考风俗 、 辩传说，通

过广征博采、精选编篡而成漳州茶丛书 。 丛书涵盖了漳州茶树生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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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区域分布、品种更新，茶叶加工技艺、品牌创新、营销贸易，茶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逸闻趣事以及茶人、茶企、茶事等，内容翔

实、图文并茂，是研究宣传推广漳州茶文化的一部珍贵文献资料。 读

者可从中系统领略漳州茶的缘起、演变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享漳州

茶的独特芳香与福泽 。 藉此丛书付梓之际，让我们继续携手同心，以

茶为媒，共举茶事，齐拓茶道，振兴茶业，让漳州茶香飘两岸、溢满

神州、享誉四海。

是为序 。

共漳州市委书记陈军毛

1996年10月 17 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乎在漳州天福茶庄亲手

种植的八仙茶。 (八仙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新选育的国家级乌

龙茶良种)



漳州茶丛书出版说明

漳州茶丛书由 《漳州市茶志 》 和所属的有关产茶县的茶志等汇集

而成。

丛书记叙茶在祖国东南边睡的漳州，初期开发利用有文字记载的

可追溯到初唐;经唐 、 宋两朝的发展(元朝无考) ，明朝达到高峰 ;

清朝饮茶风气极盛，千年以来茶文化由文士引领风骚的局面发生转

变，民俗饮茶成为主流，与日常生活 、 伦常礼仪结合起来，成为普遍

的民俗习尚 。 清末之后，相当一段时间的战乱，茶的发展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恢复初期，百废俱兴。 茶叶定为二类物

资，列入国家计划生产，统购统销，迎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并为国家

出口创汇作出积极贡献。

1990 年以后，随着城乡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国家经济快速增长，

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食品供应无比丰富，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深

刻变化，茶叶需求应运而生，顺应市场，呈现蓬勃发展，带动茶叶加

工、包装 、 运输、直销店、连锁店 、 网络电商以及茶文化等茶行业发

展，茶产业链形成、提升。 这 20 来年，是漳州茶产业发展史上辉煌

的一章。

茶叶经前阶段为时不长的追逐包装广告、高价格高利润;近年崇

尚简朴归真，粗茶淡饭。 茶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创新期 。 市委 、 市政府

连续两年主办第七 、 第八届海峡论坛(平和)茶会和(漳州)茶会，

打造以白芽奇兰为代表的漳州茶，促进质量与效益全面提升。

2015 年 6 月，福建省政府决定编撰 《福建茶志 ~ ，海峡两岸茶业



交流协会全力组织协调、推动;漳州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

求同时编撰《津州市茶志 } ，漳州市海峡两岸荼业交流协会具体抓落

实;相关产茶县县委、政府同样表现出很高热情，积极支持编写县级

茶志 。 因而，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同时编撰茶志的良好局面。

在手头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为编写好茶志，编写人员从翻阅历代

府志、县志记载;查找古书籍，寻找漳州涉茶遗墨;挖掘古茶具遗

存;寻访民间茶艺茶俗的茶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无不尽力;对于新中

国成立以后，茶产业发展状况、有关茶政、茶管理的沿革等资料的收

集、整理，牵动了市、县多个涉茶相关部门;凝集了诸多涉茶历史文

化方面的专家、茶专业人士和编写人员的心血。 终于形成市一级的

《漳州市茶志 } {漳州茶史略} {漳州市供销合作社茶志 } 3 册;所

属产茶县形成《华安县茶志} {南靖县茶志} {平和县茶志} {长泰

县茶志} {诏安县茶志} {云霄县茶志} {漳浦县茶史话 } 7 册 。 这

些志书史书详今略古，虽从不同层次，以不同体例，但各具特色、详

实、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市、县茶产业的发展过程。 为留史存鉴，同

时也为方便研究人员比较全面了解漳州整个茶产业全貌，把这10 册汇

集成漳州茶丛书，以飨读者。

漳州茶历史悠久，但史料多已散轶。 圄于人力原因，史料收集广

度，实地调查深度有限，在编撰漳州茶丛书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差错

之处 。 我们诚盼有机会读到这部丛书的您，不吝赐教，以共同呵护

"漳州茶"这棵千年老树更加根深叶茂，焕发新姿。

编者

2016 年 12 月



华安县茶志

林雄毅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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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闽南华安城关，古称"茶腔"亦称"茶烘" 。 这里人文积淀深

厚，生态环境独佳，滔滔不绝的九龙江北溪孕育了韵味绵长、古今闻

名的华安茶。 纵观华安千年茶史，茶文化底蕴厚重，茶风清新，茶人

辈出，茶技精湛，世代传承，饮誉世界。

华安种茶制茶历史悠久，远可追溯到唐代，至北宋在朝中掌管茶

道的张睿轩(其后裔在今仙都送坑)所作《张睿轩做茶诀》即是例证

之一:近可查知明代官方史志中称华安县城华丰为"茶腔市"清代

茶业发展达至鼎盛，茶邦、茶行经营的茶叶经由茶烘、新吁古渡口行

水路运往海澄月港，销往全国各地及南洋、西欧等地，新吁古渡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新中国成立后，华安茶叶得到恢复性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后期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从提出到持续实施"兴茶富民"发

展战略，华安铁观音茶产业步入一个提速发展阶段。 在各级领导、专

家和茶业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华安艰苦创业，敢闯敢试，开拓创

新，精心打造，荣膺"中国名茶之乡" "全国重点产茶县" "全国特

色产茶县"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铁观音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等

多项国家级荣誉"华安铁观音"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中

国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有机、绿色的华安生态茶在国内大

型茶叶赛事中屡获"茶王" 一批品牌茶企转型升级为省、市级龙头

企业，一批优秀茶人脱颖而出成长为制茶师、拼配师、评茶师。 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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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观音成为富民支柱产业，走在福建乃至全国乌龙茶的前列，华安多

次荣获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

北溪承古韵，茶烘展新姿。适逢福建省政府组织编修《福建茶

志)) ，华安县茶叶协会以此为契机，成立编写办公室，广泛召集专业

人员，深入调查了解，认真查证史料，编著完成《华安县茶志》一

书。它是华安茶的活字典，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华安茶叶的历史与现

状、起源与演进等茶史茶事:它是华安茶的百科书，翔实准确地叙述

了华安茶叶的栽培与管理、制作与营销等科学知识;它是华安茶的新

史诗，独运匠心地勾勒了茶与健康、茶与风情、茶与旅游的瑰丽画

卷。

可以说((华安县茶志》既回眸茶史，又话茶论道，不仅有资政

存史的作用，而且有茶禅合一的意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这是

华安古今茶人创业创新的佳话，也是全县部门单位通力协作的结晶，

更是全体编修人员辛勤努力的成果。值此付梓之际，谨向为志书的出

版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员表示真诚的谢意!

华安醉生态，全域茶观园。在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优美的新华安征程中，我们期待勤劳智慧的华安人在茶业这片广阔

的天地里，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破浪前行，谱写更加优美的茶

曲，书写更加灿烂的茶史，建设绿意盎然、茶香四溢的活力华安、和

谐华安、生态华安、魅力华安、幸福华安!

女 书记 2万宝

2017年7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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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乡含寨官含村雾景

茶乡仙都镇区迎宾E各



华安高山族采茶女

仙都镇市后村天福集团华安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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