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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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树散落在读畔山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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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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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坚茶具从古月港出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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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顿茶著书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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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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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创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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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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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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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靖，古称兰水县，置县于元至治二年(1322) ，迄今己有近

700年的历史;地处福建省南部、漳州市西北部，九龙江西溪上游，全

县总面积1962平方公里，人口36万，辖11个镇、 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园，共200个村(居) ;是原中央苏区县、国家生态县、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福建土楼南靖景区是国家队级

旅游景区 。

南靖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2 1"C ， 年降雨量1700mm，无霜期340天以上。境内山峦起伏、森林茂

密、云雾缭绕、溪涧纵横、土地肥沃，特别适直茶叶的繁衍生长，是

福建重点林区县，也是福建省十大产茶县之一和闽南乌龙茶的第二生

产大县。

天赐甘霖，地蕴奇珍。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发展历史造就了

区域特征显著、品质特有、质量特定的南靖优质茶叶。数百年来，在

南靖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勤劳智慧的南靖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

中，摸索总结出一整套独特的种茶制茶技艺，培育生产出许多品质优

良的茶叶产品。早在元代，南靖人就常有采制饮用野生茶的习惯:明

朝万历年间，南坑镇村雅村等地开始连片种植茶叶，并被列为进贡朝

廷的贡品 。 明朝中叶，每年从漳州月港出口的茶叶达数百吨，其中不

少茶叶就产自南靖。清朝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奎洋镇上洋村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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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己初具规模，生产的铁罐精装茶叶畅销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优越

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南靖茶叶滋味醇厚、香气清纯、形美色优的独特

品质。据权威部门检测，南靖茶叶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生化成

分，特别是南坑、书洋、梅林等地土壤富含晒元素，出产的茶叶具有

显著的保健功效，深受人们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靖茶产业得到突飞猛进

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把发展茶产业作为振兴

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引进优质品种、改造老茶园、拓展对外市场等，有力推动茶产业快速

发展。至2015年，全县茶叶种植面积12万亩，年产量2万多吨、产值达

16亿元以上，涵盖了铁观音、丹桂、本山、毛蟹、黄旦等30多个品

种。其中，南靖铁观音、南靖丹桂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是南靖茶叶的主打品牌。南靖铁观音滋味醇厚甘鲜，香气清芳高雅，

以天然的兰花香和特殊的"观音韵"而区别于其他乌龙茶:南靖丹挂

内质中带有特殊花果香，且香气浓郁、昧甘醇厚，是福建乌龙茶中的

珍品。近年来，南靖铁观音、丹挂、土楼红茶等品牌在国家、省、市

等各级茶叶评比中屡获佳绩，美名享誉海内外。

历史，又翻开崭新的一页。随着福建土楼申遗的成功，古老的土

楼为南靖开启了一扇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

的游客前来领略南靖土楼和南靖生态茶园的神奇风采，品饮南靖茶叶

的独特韵味。在此之际，南靖县委、县政府和县农业局高度重视茶产

业发展，为充分挖掘南靖的茶历史、茶文化，主持编撰了图文并茂的

《南靖县茶志》 一书，记述了南靖茶叶的种植历史、制作工艺、风味

特征、生产规模、品牌创建、销售状况等，它对人们了解南靖悠久的

茶叶发展历史、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和丰饶的物产资源都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 随着《南靖县茶志》 一书的出版，南靖茶叶将更加深入世人

的视野和生活，南靖茶产业也必将进一步焕发生机和活力 。

是为序。
ι 

钟科

2017年 10月 25 日



凡例

一、本志编写原则:根据史料，忠于史实:立足当代，详今略

古: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二、本志撰写资料来源:南靖县农业、供销、外贸、统计、方志

委、档案馆、文化、 《南靖县志)) <<南靖县统计年鉴)) <<南靖文史资

料》等涉茶有关部门和史志资料，以及闽星集团汇全茶业、漳州御品

茶业等重点茶企业提供材料。

三、本志编写内容:茶树生长的生态环境、区域分布:茶树栽

培:茶叶加工、贸易、品牌商标、市场:茶事活动:靖台茶业种植交

流、茶文化等。

四、本志上追述到元代，下限断于2015年。经济数据截至2015

年。

五、有关数据资料， 2007年以前以《南靖县志》为准， 2008年以

后以县农业局和县统计局为准:计量单位:历史资料按原历史计量数

据。

六、本志表达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照片随文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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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南靖茶业历史沿革

第一节地理自然环境

一、概述

南靖县历史悠久，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南朝 · 梁天监

年间( 502-519) 属兰水县，古县城"兰陵"即今天的靖城镇靖城

村。隋朝开皇十二年 (592) 并入龙溪县管辖。元至治二年 (322) 在

古兰水县的旧境上，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在今

平和南胜镇。元至正十六年 (1356) ，因旧时县治地僻多瘁，县治又

迁到双溪之北兰陵，由于地处福建南障，又屡"寇"不静，故改名为

南靖，以兆佳祥。明正德十二年 (517) ，划出清宁里、新安里分建

平和县。从此，南靖县版图基本确定下来。

南靖县属漳州市，地处福建省南部，漳州市西北部，九龙江西溪

上游。介于东经117 0 0' 12" 一117 0 36' 36" 、北纬24 0 26' 20" 一

24 0 59' 58" 之间，东与萝城区相连，西与永定县交界，南与平和县

毗邻，北与漳平市接壤，东北界华安县，东南界龙海县，西北界龙岩

市。境内南北长62. 2公里，东西宽61. 4公里，土地总面积1962平方公

里，折合2945945亩，其中山地面积2138088亩，耕地面积298279亩。

总土地面积中，林地面积2138088亩，占总土地面积72 . 57%; 非林地面

积810206亩，占27. 5%。整个地形四周环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自然生态优美，是全省首批国家生态县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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