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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茶树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o’数

千年来，劳动人民在茶的培育、采制、品饮、应用等方面积累的丰富

经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名茶在我国茶业发展的历史

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名茶的发展在早期带动了我国制茶技术的提

高，茶类的创新，品茶技艺的兴起，茶事的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20年，党和政府提出发展经济的号召，

在茶叶生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产茶地区的名优茶生产

迅猛发展，传统名茶扩大了规模，失传的历史名茶得到了恢复，’新创

名荼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全国范围的名茶数量和产值大幅度增加，

在一些茶叶产区，发展名茶生产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1
j

名茶起源于贡茶，贡茶在5世纪就有记载。经过千余年的生产实

践，我国劳动人们利用独有的茶叶资源优势，创造和发展了品类繁多

的名茶。这些名茶，或产自名山名水，或采自名种名丛，或生长条件

特别优越，经过独特的制作，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外形和各具特色的内

质；有些名茶，或经名人名诗举荐，或随名言名句流传，更增加了名

茶品赏的情趣。名茶与中国文化渗透，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中国名

茶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也深受国际友人的赞赏，我国许多名茶

在不同时期在国际上获得各种大奖。因此，中国名荼不仅是中华民族

引以为自豪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也是世界茶业界的宝贵财产o

．《中国名茶志》选题首先由安徽农业大学提出，与中国农业博物

馆共同主持，并得到农业部的大力支持。《中国名茶志》选题很好，

用志书记载中国名茶，以保存我国独有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化新



业绩，这是一项有文化积累价值的科学研究和文化建设工作，它的出

版不仅为中华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对加强名荼技术交流、促

进各名茶产区和名荼消费区域的相互了解起到积极作用，从而达到服

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目的。本书被新闻出版署列为“九五"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的“1200工程”，体现了国家对《中国名茶志》编纂工

作的充分肯定与支持。

本书由中国茶叶学会前副理事长、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王镇恒和中

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王广智主编，各产茶省茶叶生产、销售、教学、

科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工撰写。全书结构设置合理，编纂规范，按

名茶产区行政区划设卷，各卷以综述省域名茶概况开篇，再按每个名

茶撰写，详细介绍名荼的自然环境、名茶产地、茶树品种、历史沿

革、品质特点、采制技术及产销情况。全书内容系统完整，数据翔

实，并配有各种图片。编委们以严谨的态度，求实的作风，献出一部

集科学性、史料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全新的志书。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茶叶保健功

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茶叶作为天然的健康饮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人士的喜爱，中国名茶将以其独特的品质、良好的健康功效、

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更受欢迎，因此，从发展经济的眼光看，它是未来

人类生活中大有发展前途的商品。愿这本在世纪之交诞生的《中国名

茶志》，不仅仅是中国名茶辉煌历史的记载，更是新世纪中国名茶兴

旺发达的开篇o

1999年10月

争0镰。蓐。



寿

我国是“茶的祖国"o饮茶之久，茶区之广，茶艺之精，名荼之

多，堪称世界第一，是我们祖国的光荣。数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

人民创制了丰富的茶类，其中众多的名茶闻名于国内外。近年来，全

国各茶区鉴古明今，在重视历史名茶的同时开创了现代名茶。加之原

商业部、农业部等部门历次举办的全国名优茶评比会，更促进了名优

茶生产的发展。本人凡有机会参加名优茶评比活动，都曾建议将入选

名茶汇编成志，公之于世，留给后代，让此宝贵的文化遗产光耀千

秋。

由王镇恒教授主编的《中国名茶志》使我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部巨著广泛吸取茶叶生产第一线同行们的劳动和科研成果，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对促进茶叶科学的发展、弘

扬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经济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由此，我更加坚信：中国名茶，万古长青。

纭天福
1999年10月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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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书属“物产志"，记载的地域范围包括台湾茶区在内的全

国各茶区。时间无上限，下限为20世纪末。

二、本书分两部分：前置部分包括图、序和凡例；主体部分除综

述外，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既定序列编排，围绕名茶品目铺

展事实，分别记述与之有关的自然环境、茶叶资源、历史沿革、产销

状况以及文化蕴涵。

三、本书编纂工作，立足当代，贯通古今，据事直书，一般不作

评论，引文一律交代出处，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四、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比较频繁，为了不割断历史，原属地域与

现属地域，均予交代，原则是以今为主，兼顾历史。

五、本书不为人物立传，而寓人于事。在记述茶事时，结合介绍

有关人物的业绩。

六、本书各种术语、数值、计量单位、符号、代号、图样、表格

等，按有关国家标准，统一规范。收编1949年后的历史资料，一般

保持原样，不加改动o 1949年前采用历史通用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其他必要的注释一般采用脚

注o

七、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有关省志、州志、府志、县志、县农业

志、县茶业志以及有关茶书和报刊资料o

八、撰稿人姓名以括号标示，置于所撰文末，兼明贡献与文责。

另外，为便于通览，以姓氏笔画为序，集中排列于编委名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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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5d,平在名茶产区——黄山

(1979年7月)

陈谋茎摄



江泽民陪同英国女王在上海豫园荣楼(1987年)

选自《中国——茶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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