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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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资茶具从古月港出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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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王阳明杯若平寇置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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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茶叶土市公司 。 大闽食品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茶提取物 、

速洛茶生产商。 华安铁观音、平和白芽奇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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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漳州天福茶庄亲于种植八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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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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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漳州夭福茶庄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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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漳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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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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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茶会，

打造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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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市茶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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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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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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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市供销合作社茶志

漳州市供销合作社茶志编委会编写

漳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漳州市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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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欧阳圣

副主任 田玉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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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漳州市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之邀约，作为《漳州|茶》丛书的

组成部分， ((漳州市供销合作社茶志》编篡成书。这本书反映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漳州茶叶在管理体制和购销加工方式的发展变化状况，涵

盖茶叶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诸多变迁发展过程，同时记录了几

代供销社茶人对发展茶业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 这本书几

经修改订正，史料较丰富翔实，相信能为研究漳州茶文化、推进茶产

业发展提供一段特殊的历史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漳州茶业迅速发展。

1952年漳州市茶叶种植面积 0.47万亩，总产量 126.05吨，发展到

1988年茶叶种植面积16.41万亩，总产量5640吨， 产茶县从4个发展到

8个， 2011年更是发展到种植面积40多万亩，总产量5.07万吨，占全国

乌龙茶产量的 1/4，创产值20多亿元，成为漳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 。 在这期间，虽然茶叶购销管理体制几经变化，但作为政府联结茶

农的桥梁，从发动生产，种植、初制技术指导，到收购、政策执行、

奖售兑现等，供销合作社始终是中坚力量。漳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作为政府茶叶流通和加工生产的主管部门，担负全市茶叶的生产指导

和市场流通的管理职能，长期以来形成以漳州茶厂加工生产为中心，

以县供销社、县茶叶公司和基层供销社为依托的购销加工方式，大力

开展茶叶生产扶持、收购、加工、调拨、销售的一条龙服务，为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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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快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漳州茶产业由供销社"一枝独秀"走向全社会共

同发展的大格局 。 今天漳州茶产业的"百花齐放"有供销社几代茶

人汗水浇灌并延续至今，在品牌创新、技术指导、人才培训11 、渠道拓

宽、理念创新及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均取得很好成效 。 供销社茶

人的奉献精神，如同"和谐包容、敬业奉献、精行俭德"茶文化的历

史沉淀，又如同茶的恬淡隽永，意韵悠远绵长。

借此书付梓之际，向辛勤努力，为漳州|茶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

供销社茶人致以谢忱。

"资政、育人、存史" 。 总结历史，继往开来 。 <<漳州市供销合

作社茶志》的出版发行，将促进"为农、诚信、创业、合作"的合作

社精神发扬光大。我们深信，漳州市供销合作社事业和漳州茶产业将

共同发展繁荣，继续谱写漳州茶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

是为序 。

2016年6月

(作者为漳州市供销合作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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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茶叶管理机构沿革

第一节初建时期( 1952-1957 ) 

1952年 1957年，茶叶购销机构行政管理先后归属中茶省公司、

龙溪专署商业科 0956年后为局)、农产品采购局、龙溪专区供销合

作社，业务管理先后归属中国茶业公司省公司、省农产品采购局和省

供销合作社。

这个阶段通过对私改造，加强国合主导市场分量，国合经济依托

供销合作社开展毛茶代购、预购，开始对茶叶实行计划、物价管理。

供销合作社初步形成县 、 基购销机构，以漳州|茶厂为中心，依托主产

县平和、诏安、长泰、云霄、华安茶叶站等 ， 负责茶叶收购、加工、

调拨、销售。

1950年中国茶业公司华东地区福建省公司成立 (1955年后为中国

茶业公司福建省公司，以下简称中茶省公司)。

1952年2月，龙溪专区合作总社成立(1954年改为龙溪专区供销合作

社)。同年中茶省公司在漳州萝城成立茶叶营业所收购漳州、泉州茶叶

调供。

1953年中茶省公司派员在漳州萝城建销售仓库，派驻人员在平和

九峰和诏安秀篆设立茶叶收购站(以下简称平和、诏安茶叶站) 。 同

年中茶闽南工作组对平和九峰、诏安秀篆、广东饶平、云霄三区的毛

茶进行审评，深入平和九峰、诏安秀篆拼换新茶样，确定平和、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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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种植第二章

第
A

一章

茶
叶
种
植

基

茶叶改进费 据福建省供销合作社志记载， 1952年，贸易部和农

业部决定按收购金额1%提取茶叶改Ir" ← 寸

进费，由贸易部和农业部统筹安排 H

给本省使用 。 1958年起，改由各省

自提自用。省茶叶公司与农业厅经

济作物局规定，按毛茶进茶厂山价

1. 5%收取。交省茶叶公司，由省农

业厅和省茶叶公司统筹使用 。

1961年上半年，省茶叶公司拨

给龙溪专区2000元，用于发展茶叶

事业所需 。 下半年又补拨一次，增 ?

加辅导员经费，推广先进技术的宣 '

传、培训费，推广良种的种苗补助

费，茶机革新、研制所需的费用以

及调研费等 。 茶叶改进费一般由省图2一 1 1965年扶持幼茶育苗化肥文件
茶叶公司每年下拨给各专区，如1964年下拨给龙溪专区5500元(其中

茶改费 3000元、辅导员费 2500元)、 1968年拨 8800元、 1969年拨

5000元、 1970年拨2万元、 1973年拨 12000元 。 再由专区拨给各县(茶

第一节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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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茶叶加王

第一节 加工精制厂历史沿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振兴茶

叶生产，更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建立了中国茶叶公司(即中茶公

司) ，在福建省也建立了福建省分公司。为更好地开展茶叶收购调

拨、精制加工和销售出口， 1950-1954年省中茶公司先后在福建省几

个重点茶区建立了国营茶叶精制厂。漳州茶厂也在此期间建立了。它

是漳州解放后最早建厂厂家之一， 也是全省最老的商办工业企业之

1952年4月，中茶福建省公司在安溪县西坪镇安关庙创建安溪茶

厂 ， 1953年 1月迁往安溪县官桥镇江苏楼，因厂房条件不能适应业务发

展的需要，于 1954年4月迁往漳州新华东路官园巷，机构名称为漳州

(安溪)茶厂，担负闽西南茶叶调供任务。

1954年8月，奉上级决定成立华东区茶叶公司福建省公司漳州|办事

处，安溪茶厂迁回安溪西坪镇属漳州办事处领导，并将原属省公司之

"漳州营业所"改组为该处门市部，中茶漳州|办事处负责闽南乌龙茶

产运销任务，领导安溪茶厂及漳、泉、厦及广东茶叶销售和调拨工

作 。

1956年开始开展社会主义私营工商业改造，取消茶叶私商、私

贩。 茶叶栽培生产、制造，由个体经营走向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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