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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淳安县茶业志》几经寒暑，筚

路蓝缕，现在终于成书问世。这是淳安茶业史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淳安是一个古老的茶区，产茶历史悠久，茶叶生产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即产

茶，品质优良。唐代鸠坑茶即列为贡品，成为古代浙江省最早的重要贡茶区。清

末，茶叶涉洋过海远销国外，享有盛誉至今。千百年来，淳安茶区人民发扬中华

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传统美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淳安光辉灿烂

的茶叶历史和茶叶文化。

鉴往可以知来，承前方能启后。《淳安县茶业志》尊重历史，通贯古今，详今

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淳安茶叶生产，初精制茶叶，以干岛玉叶为主的各类名

茶加工，内外贸、经营管理，技术推广服务及茶文化等基本情况，充分反映出淳

安茶叶的发展历史过程，既有历史渊源，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是

一部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纂而成的茶业志，为认识淳安茶情，探索规律，

正确决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对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使

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对于激励今人，启发后代，继往开来，振兴淳安茶业，都

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部科学和史料价值兼备的茶业志书，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文

献资料，它的出版，必将为淳安茶叶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

依据。

值此志书问世之时，对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志书编纂、审核人员，对所有指导、

支持茶业志书编纂出版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愿全县人民在建设茶叶特色产业化，发展效益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不

断进取，再创业绩，载入茶业新史册。

霉裟羹麓芸羹张启煌淳安县名茶协会会长
一⋯’

二0 0 0年八月



凡 例

一、《淳安县茶业志》(简称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坚持志在历

史、发展今后的编辑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努力体现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及其他附录组成。概述综述淳安茶业状

况、绕贯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记述唐代以来千

余年全县茶业大事、要事；专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共分七编二十八章三十三

节二十六只表格，每编专志前冠以提纲式无题小序，具有真实性、实用性和完备

性。

三、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断限上起所志事物之发端，下限一般截至1998

年底，部分章节的内容延至志书定稿之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

五、今淳安县行政区域由原淳安、遂安两县于1958年合并而成。本志在记述

1958年前史实及建置沿革、大事记时，为尊重史实起见，根据资料原则上两县分

述，标明淳安、遂安字样。

六、统计数据，1949年5月后一般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有部分章节

采用有关部门、单位提供的数据。度量衡和货币，一般按各时期原计量单位。

七、本志采用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县志办公室和县级有关部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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