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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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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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罢E茶具从古月港出航， 远渡重洋，销往欧亚，为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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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王阳明杯若平寇置县 ，黄道



周 I殷茶著书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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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三五成群叩茶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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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市茶同面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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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0 多家 。 天福集团是全球最大茶叶连锁公

司，全同首家茶叶上市公司 。 大闽食品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茶提取物、

速榕茶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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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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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合作共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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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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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文并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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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漳州市委书记 陈军 4

1 996年 10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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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荼丛书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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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漳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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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漳州市茶忐 ~ ，、漳州市海峡两岸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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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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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干书籍， 寻找漳州涉茶遗墨;挖掘肯茶具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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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成立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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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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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云霄历史悠久，据云霄列屿墓林山贝丘文化遗址 ， 4500年前就有

人类聚落 。 秦代属南海郡 : 汉代属南海国、南越国揭阳县: 晋代 ， 置

绥安县 : 隋代属龙溪、万川县 ， 分别隶泉州 、 潮州 。 唐垂拱二年(公

元686年) ， 陈元光在境内建置漳州， 属漳浦县 : 宋代为漳浦县安仁乡

浦东里:元代为漳浦县安仁乡修竹里、新安里:明初为漳浦县六都 :

请乾隆元年 ( 1736年)驻漳浦县亟 : 清嘉庆三年 ( 1798年)建立云霄

抚民厅(俗称漳州|分府) ; 民国2年 ( 191 3年)建立云霄县。至2015年

末，云霄有 10个乡镇(经济开发区) ，计生统计常住人口 439329人 。

云霄县地处漳州南部 ， 是开漳发祥地，地理位置特殊 。 北依漳浦

县，西邻平和县 ， 南连诏安县 ， 东眺波澜壮阔的海洋 ， 东南临东山半

岛 。 大臣山、将军山矗立于县城东西两旁，让人有"同心共力" "将

相和"之感 。 国道324线、沈海高速铁路、厦深铁路穿境而过， 交通便

捷 。 乌山红色旅游区、梁山自然风景区、漳江出海口国家级红树林湿

地自然保护区万亩红树林、金汤湾海水温泉、将军山公园、魏妈文化

园等，就像宝石镶嵌于云南这青山绿水之上 。

云霄山清水秀，种茶品茶历史悠长，自唐代开漳建漳期间就有文

字记载，近年来，在火田镇大帽山发现的古茶树群印证了云霄悠久的

种茶历史 。 相传，唐将陈元光曾用大帽山古茶治愈将士所染痒病之

病，故民间称之为"陈将军茶"在陈元光 《龙湖集》里 "采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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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新榆火" "茶壶团素月"诗句，字字珠矶闪烁 ， 采茶、榆木:培茶、

月下雪天品茶的情境浮现于前 。 据 《大明漳州府志》 记载，宋代、明

代， 云霄梁山茶质优昧醇闻名于世:明代中期， 梁山茶已经销往台

湾，出口西欧诸国 。 清代、民国期间，种茶、制茶技术工艺一脉相

承，还引进武夷岩茶和安溪茶进行栽种、加工和经销 。 新中国成立

后 ， 云霄种茶、制茶业迅速发展 。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平农场曾年

产茶叶350吨，出口创汇40万美元，成为福建省"八大"茶叶种植基地

和"八大"茶叶出 口创汇基地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政策转型，茶叶从二

类物资转为三类物资，茶叶市场放开，云霄茶产业适应不了市场规

律，茶叶的种植加工曾一度低潮 。 但是，云霄人继承种茶、制茶、经

销茶的优良传统，茶业界能人攻坚克难 ， 不辞辛苦地与武夷山、安溪

茶业界的能人共谋茶业发展之道 。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云霄茶业

界不断引进高优新品种，改善种植环境，改进种植技术，提高技术工

艺，引进先进设备，创立新品牌，开拓经销渠道，推广茶文化，使云

霄茶产业又逐步回升 。 至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种茶 1 1088亩 ，

产量 1451吨， 主要种植品种是单拟水仙、八仙茶、金宣、金牡丹 、 本

山 、金观音、黄观音、铁观音、毛蟹、肉桂、 大红袍、自瑞香、黄

旦、梅占、白鸡冠、矶山甜茶等。 云霄较大的茶商年销售茶叶150万公

斤以上，产值超3亿元 。 全县有登记的制茶、销茶企业(公司 、 茶庄 、

茶苑、门市、合作社) 294家，固定用工3000人，季节用工上万人，其

中年加工销售茶叶5万公斤以上的茶企业 10多家 。 如协成茶业有限公

司 、国展义发茶叶有限公司 、 云夷茶业有限公司、红集香茶业有限公

司、 一叶茶叶有限公司、大茂山茶业有限公司 、沁之韵茶叶有限公司

等。 批准的注册商标90个 (家) ， 其中 ， 福建省著名商标有"一叶"

和"燕顶" 漳州市知名商标有 "兰花底" "棕叶" "红集香 " " 金



山 " u 大茂山" "沁之韵 " u玉龙谷"等7个 (家) 。 而大茂山牌茶叶

是于2006年8月 ，在古茶"陈将军茶"的基础上， 经科研成功开发的茶

产品 ， 2015年5月， 获第七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金奖 。 云霞的茶产业

己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

云霄有悠久的种茶、市IJ 茶 、 经销茶历史， 有特殊的茶叶经营平

台 ， 茶产业己具有一定规模，成为云霄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和山区人

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 。 云霄县政协本着 "存史、 资政、团结、育

人"的宗旨 ，组织相关乡镇(甫美、和平、下河、 马铺、火田、东

厦) 、相关单位(县农业局、县供销社、县统计局 、 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 县方志委) 和县文史员 ，从茶树生态环境、 采摘加工与茶机品

鉴 、 包装与品牌、 营销贸易、 茶政管理、茶文化传承和云台茶缘8个方

面进行系统的征集撰写，编篡成 《云霄县茶志》一书，这对云霄茶产

业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云霄经济发展和山区人民致富 。

《云霄县茶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武夷山市政协、武夷山市委

官传部的支持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中时即记乡后7问
2016年 12月|



凡例

《云霄县茶志 》 编写原则 : 根据史料，按照史实，立足当

代，详今略古，突出本县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

二 、 《云霄县茶志》 资料来源 : 农业、供销、市场监督管理、统

计、方志委、经信、林业等部门，甫美、和平、下河、马铺、火田、

东厦等有种茶的乡镇 ， 一叶、义发、云夷等10多家茶企业。

三 、 《云霄县茶志》内容 : 茶树生长环境、古今茶树分布区域、

茶树栽培管理、茶树病虫害防治、茶叶采摘加工制作、茶的品尝评

鉴、茶叶包装、品牌商标、营销贸易、茶政管理、茶文化传承和云霄

与台湾、武夷茶缘等。

四、资料的收集时限 : 上限不限年份，下限至2015年 12月 3 1 日 。

五、有关数据资料，以统计局为准 。 计量单位在统计法公布之前

的历史资料按历史计量单位。

六、内容编排 : 分章、节、目、子目等层次记叙，各层次字体大

小有别，重要事项字体加粗。

七、表达形式 : 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照片 。

八、涉茶的参访人士，本县内种茶、评茶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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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茶树生态环境

云霄县地处福建漳州南部 ， 位于北纬23 0 45' ~24 0 14' ， 东经

11 7" 7' ~ 11 7" 33' 。 东南与东山县隔海相望，南与诏安县接壤，西

与平和县相连，北与漳浦县毗邻 。 全县总面积 1166平方公里，全县土

地总面积156. 15万亩，非林地42. 03万亩，耕地 18.02万亩，山地103万

亩，海岸线长48公里。属丘陵、合地、低山结合地带，背山面海，地

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东西宽约31公里，南北长约38公里。主要山脉

有乌山山脉，其最高峰西山源海拔1117米 ; 梁山山脉，其最高峰大帽

山海拔1080米:矶山山脉，海拔1075米，出海口屹立石矶I苔，威震海

疆。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平均气温2 1. 3 'C ， 1月份平均气温

13.4 .C , 7月份平均气温28. 2 'C ， 最高气温38.1 'C ， 最低气温零下2

℃ 。 无霜期347天 。 常年平均降雨量1730 . 6毫米， 4~5月份雨量较多，

夏、 秋季常受台风影响，最大风力达 12级 。全年日照时数2098 . 8小

时，日照百分率47，太阳辐射量 122. 50 5~ 6月平均相对湿度84%~

85% , 11月至次年1月，相对湿度72%~74% 。

云霄自唐代发现茶树，开始种茶、饮茶、品茶，宋代、明代梁山

茶曾名盛一时，清代、民国期间种茶、售茶没有间断 。 新中国成立

后，茶产业有极大发展，至2015年，全县种茶11088亩 ， 产量 1451吨 。

云霄茶树主要种植于甫美、和平、下河、马铺、火田、东厦6个乡

镇。 甫美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己不再种茶。

~飞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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