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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茶之源

(代序)

陈 荥

《湖州特产志》第二辑(茶叶专辑)出版了，我认为，农业区赳

为湖州市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湖州茶的历史悠久，相传汉朝在长兴茗岭之阳，已有“课童艺茶"

的传说(见《洞峙茶录》)。三国时期孙权之孙孙皓在湖州当乌程

候时，就已经以茶代酒(《吴志·韦曜传》)。东晋吴兴太守陆纳宴

请官至司徒的谢安时，准备的也是茶和水果(见《晋·中兴书》)。

到了南北朝，湖州温山御荠已列入贡品。武康小山寺有个七十九岁的

和尚叫法瑶，每次吃饭!必饮茶，．南朝齐武帝(公元483—493年)曾下

诏到吴兴，请他去京城(见《释道该说·续名僧传》)。这说明在一

千四百多年前，湖州茶叶已很出名，在群众中饮茶已很普遍了。唐

朝，湖州茶业进入了盛期，这要归功于茶圣陆羽。唐至德初(公元

756年)陆羽到湖州，先后寓居于杼山妙喜寺、碧浪湖畔的苕溪草堂

和青圹门外的青圹另0业等地。相传他考察武康时还居住过上柏黄前岭

下的一个小村庄，所以，黄前岭原名鸿渐峰，而鸿渐村一直沿用至

今。陆羽对湖州茶区作过大量的调查，并在湖州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

关于茶的专著《茶经》，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和烹饮



方法及茶具等；在对浙西茶叶品质的评价中，极力推崇湖州，认为

“以湖州上"。也由于陆羽推荐的缘故，使湖州紫笋贡茶名遐全国。自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长兴顾渚山麓置贡茶院后，历任湖州刺史每

年都要亲往监制。最盛时，贡茶院和焙制茶叶的场所有一百三、四十

间，焙制茶叶工匠有千余人，．采摘茶叶工役达三万人(次)，贡茶数

量高达二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厅，列为全国之冠。湖州茶业之盛，历时

数朝。历代湖州名优茶的品种繁多，有温山御荠、顾渚紫笋、丹邱仙

茗、莫干山芽茶、洞山茶、罗界茶、玉蕊茶、梓坊茶、碧岘春、金狮

茶，以及近年开发的莫干黄芽、安吉白片、三癸雨芽、菰城旗枪
五打
守0

我们迫朔历史，日的为了充分发挥湖州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和

开发潮州传统的名优茶生产．，为振兴瑚州茶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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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陆羽生人间，

人问相学事新茶。

一一北宋·梅尧臣

陆羽和湖州名茶※

丁克行

引 言

陆羽(公元733—805年)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 自称桑苎

翁，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提出茶的采造煮饮方法，写出人类历史上

笫一部茶叶经典著作《茶经》的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家，被人们举为

“茶神"。陆羽和他的《茶经》在世界茶业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

是人们所熟知的；但陆羽和他的《茶经》与吴越古邦、文人荟萃的湖

州紧紧联系在一起，却鲜为人知。

大量的史料说明，湖北省天门县是陆羽的第一故乡，浙江省的湖

州市则是陆羽的第二故乡。

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人，出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

(公元733年)，是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的一个弃婴。以《周易》口I---

卜，得语“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用“陆"作姓，以“羽”

为名， “鸿渐"为字。陆羽的童年是在古刹深院中度过的，常为积

公煮茶，对茶颇有兴趣。后去一个杂戏班子，当过丑角，演过戏，为

※本文曾得到浙江农业大学庄晚芳教授审阅、指导，谨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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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太守李齐物所赏，赠以书藉，指点他研究学问。还在唐诗人、竟陵

司马崔国辅的熏陶下，潜心诗赋。所以，陆羽成年后，善诗能文，又

精于茶的采造煮次，常和友人品茗吟唱，述志杼怀。：．

二、隐居湖州苕溪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肃

宗至德初(公元756年)陆羽避乱过江南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崇

峦远峰，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亭皎彻的湖州①当时他年仅二十四

岁，正当风华正茂，一下子被“桑麻环沃浪，鱼池涌银波"； “卞峰

照城郭，震泽浮云天"②的丰富物产和迷人景色所吸引。陆羽到了溃

州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③登门拜访了慕名已久的诗僧皎然④。 皎然

见他谈吐高雅，精经史，博杂学，好诗赋，性嗜茶，两人情趣相投，
，，‘、rJk，，‘、，Ih，一_、、一，‘、，Jk，，--，‘-’●，、’，‘、，_‘-一．‘，，_‘_-，一．‘'，‘、，一-‘’一．‘、，●-●，I-’，●、，J--●_．、’，．●、r，‘‘-·

①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其西部山区属天目山余脉，山地面积2980平方公里，占湖州市

总面积的51．9％，天目山在我市分东北两支，海拔一般在400—1200公尺左右，千米以上山

峰有七十多座，最高为龙王山，海拔1587．4公尺。

双溪，指东、西苕溪。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南麓，西苕溪发源于天日山北麓，合汇后称

管溪，注入太湖。

《吴兴掌故集》明嘉靖元年(公元1527年)刻本载：《陆文学自传》“洎至德初，秦人

过江，子也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陆羽又称陆文学。

②弘F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矽句，引自苏东坡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任湖州太守

时所作的《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诗。卞峰，即湖州城西北郊的弁山，震泽，即太湖。

③杼山，因夏后杼巡狩停此，故名。妙喜寺始建于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541年)于金

斗山， “帝以东方有妙喜佛国，因以名之。”唐贞观元年(公元632年)移妙喜寺于杼山。

宋治平二年(公元1064年)妙喜寺改称宝积禅寺，故杼山也改称宝积山。寺已久废，旧址

现为学校。

④皎然，姓谢，名清昼。湖州人。是南朝开文学史上山水得一派谢灵运的十世孙，主

持杼山妙喜寺，与刺史卢幼平、颜真卿、于由页和陆羽等诸名士为友，经常唱和往还，诗多送

别酬答之作，情调闲适，语言简淡。“唐室缁流中以诗名者皎然为冠’’。皎然著有《杼山集'

十卷，另撰有诗论：《诗式》、《诗议》、《诗详》，其中以《诗式》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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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结为忘年之交。遂邀陆羽寓于妙喜寺，“清谈终日，耻于文章⑤。"

是年重阳，陆羽和皎然在寺院内尝菊品茗。皎然作《九日陆处士羽饮

茶》诗一首记事：

九日山僧院，
‘

东篱菊也黄。

．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一 直至上元初(公元760年)陆羽仍_隐乌程之杼山⑥"。在他寓

杼山妙喜寺期间，经常外出寻访t山寺茶区，皎然常液对明月，思念故

人。一次陆羽归，皎然很高兴，作《待山月》诗二首：

’夜夜忆故人，

长教山月待。

今宵故人至，
、

山月去口何在?

此后陆羽还隐居过妙西(喜)龙山⑦和上柏黄前岭下一个小村庄：
”

龙山与杼山妙喜寺甚近，相距约三公里。皎然有《赋得夜雨滴空阶送

陆羽归龙山》诗一首：

闲阶祖雨滴，

偏入别情中。

断续青猿应，

淋漓候馆空。
·--，‘～__●～-，‘～--·、-—‘～-—～●_。～●—·～-—‘。、_—·～-—‘、．—●’’_—●、．—-、__—。。～·—●、-—●、—，—‘’——-、——、’，—‘、—’●、’—-‘’，—-‘·—。‘、_

⑤《吴兴掌故集》载： “皎然湖州谢氏子，有逸才，与颜鲁公、于由页诸郡公交，惟陆羽至，

清谈终日，耻于文章”。耻，耻愧之心。《书·说命下》： “其心愧耻，若挞于市”。

⑥引自乾隆刻本《湖州府志》。皎然《待山月》诗，见(清)陆心源辑《吴兴诗存初集》。

⑦妙西乡龙山村现属湖州市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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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令溉虑散妒

时与早秋同，。

归客龙山道，

东来杂好风。

上柏乡黄前岭原名鸿渐峰，’相传陆羽考察武康茶区时曾在此居住

过。后人为了纪念他，逐以“鸿渐"名村、名岭。至今仍叫鸿渐村。

鸿渐峰和环境幽雅，泉清谷深，云雾变幻，览胜无穷的莫干山遥遥相

望。与杼山约距二十八公里左右。

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午)@陆羽移居苕溪草堂。“苕溪草堂在府捩

南⑨”。明代张羽诗云：“天下草堂多处所，无此玉湖浮玉山。"苕溪草

堂在湖州安定门外，位于南郊二公里岘山东北麓风景秀丽的碧浪湖

畔。碧浪湖又紧依东苕溪。《碧兰湖浮玉》是岘山八景之一。因“碧

浪湖中有石出水二、三尺，径仅十丈，状如浮玉，故名"。元代大书

画家赵盂j顷⑩诗曰： “玉湖流水清且闲，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过尽暮

山碧，惟见白云自+往还。"明黄玢作有苕溪草堂歌： “苕之水向东

流，君家草堂溪水头。一空小圩溪上舟，清风满屋长如秋。⋯⋯”。

陆羽隐居苕溪草堂， “闭门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

"。时皎然、皇甫曾◎等多次往访，吟唱品茗，谈宴永日。

皇甫曾《寻陆处士》诗：

几年人不见，．～—、^_—、—、—’—’—’—一’■—1■—’—1●—’—’■—’—1■—’—’—’—’_
⑧《湖州府志》载：皎然《苕溪草堂涛序》云， “大历三年夏新营洎秋及春，弥境胜记

其事"。

⑨引自《湖州府志》

⑩赵孟兆{(公元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

元朝书画家、文学家，官至集资直学士、翰林院学士承旨，封魏国公。玉湖。碧浪沏。

⑩引自《吴兴掌故集》；陆文学自传。

◎皇甫曾，唐涛人，明列入《唐五十家诗集》，天宝进士，当过御史，和陆羽等交厚·，



林下掩柴关。

留客当清夜九‘

逢君话旧山。

隔城寒杵急，

带月早鸿还。

南．陌虽相近，+

其如隐者闲。

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诗

千峰待遵客，

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

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

野饮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

相思磬一声。

皎然《访陆处士羽》@诗

太湖东西路，

吴主古山前。

所思不可见，

归鸿自翩翩。

‘^—’’——～——h^——一-——’—’1—’1—’1—'’—’'—’'——-．——h—一'、——、——、—'、——、—’'—’·
⑥太湖东西路，湖州以北滨太湖而得名。浩翰无际的太湖沿湖州自东向西长约六十余公

』里。吴主古山前，湖州西南有吴山，是“吴王送女至此，故名。’’何山即金盖山，位于苕溪

草堂南六公里处，苏东坡有何山诗“今日何山是胜游，乱峰紫转远沧洲。力悠然一钓船，徐

，费诗： “浮玉山前路j：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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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山尝春茗，

何处弄清泉。
。

莫是沧浪子，

悠然一钓船。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以后⑧，陆羽迁居湖州迎禧门(俗称青圹一

门)外的青圹村。青圹村位于湖州西北部一点五公里。三国吴景帝孙依一

(公元256—260年)筑青圹，自迎禧门西抵长兴数十里，村据圹而得名。

青圹村在弁山之阳，凤翅山之侧，面临东西苕溪合汇通向太湖的尾⋯

闾。’叶梦得有诗云： “山势如冠弁，相看四面同。归乌县门近，苕詈i。

水源通⑩。"唐贞元年(公元627年)这一带又是“蚕桑随地可兴，而。

湖州独甲天下⑩"， “湖州家家种苎为线，多者为布⑥”。所以， 陆+

羽“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⑩”。

陆羽定居青圹别业后，李萼、皎然和权德舆等都去过那里作客，．

和主人一起酬唱饮茶，甚至“夜坐道旧”。

皎然《同李侍御萼李判‘宫集陆处士羽新宅》诗：

素风千户敌，

’—■■’——■■—■■——¨■——■——■’———’——■’——¨’—，■—，¨’——■———■——■’—■—^——■——■'——■’———■———’——■■———’——■——■'——’—●■’—■¨。■■一一

⑩皎然《同李侍御萼李判宜集陆处士羽新宅》的诗题中提到李萼，据《湖州府志》载，

李萼曾当过殿中侍御，大历八至十一年任湖州副团练。从诗题和李萼在湖州任职时间推算，

陆羽迁青圹别业应在大历八年以后。

⑤叶梦得(公元1077一1148年)南宋文学家，绍圣进士，徽宗时累迁翰林学士。归鸟县一

门近，湖州府所在地分属归安和鸟程两县，民国并为吴兴县。苕雷水源通，《吴兴合壁》：

“湖州四水，源从南来者余不溪、日前溪、日北流水(统称为东苕溪)，三水汇于岘山漾而’

入安定门。从西来者回苕溪(即西苕溪)自清源门丽入，四水总聚于江子汇。刀“江子汇耆’
即四水汇为著溪处也。”徐仲谋诗： “四水交流雷蓄声”。

⑤引自《湖州特产志》； “湖州蚕丝’’篇。

⑥引自明崇祯未张履祥辑补的《沈氏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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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陆生能。。

借宅心常远≥-ii弩

移篱力更弘。

钓丝初种竹，

衣带近栽藤。

戍佐推兄弟，

诗流得友朋。

柳阴容过客，

花径许招僧。

不为墙东隐，

人家未到曾。

皎然《寻陆鸿渐不遏》诗：

移家虽带郭，

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

秋年未著花。

叩门无犬吠，

欲去问西家。

报到山中去，

归来每日斜。

皎然《春夜集陆处士居》诗：

欲赏芳菲不待晨，

无情人访有情人。

西林岂是无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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