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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文华

《风庆县茶叶志》编纂出版了，这是凤庆茶叶发展史上

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

凤庆种茶历史悠久，素有茶乡之称，是驰名中外“滇

红”茶的故乡。得天独厚的宜茶生产自然条件，优良的大叶

茶品种，精湛的制茶工艺，使风庆茶从古到今享有盛誉。古

代绿茶有‘‘云南茶以此为最”和“不殊杭之龙井”的评价；当

代红茶在国内品质与“祁红”并驾齐驱，在国外与印度、斯

里兰卡、肯尼亚茶媲美。明代《滇略》、《徐霞客游记》，清代

《滇南新语》、《滇行日录》、《滇海虞衡志》以及康熙、雍正、

乾隆、光绪《顺宁府志》，民国《顺宁县志》等，都对凤庆茶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然而，有上干年

种茶历史的凤庆茶乡，对茶叶发展历史却尚无系统性的文献，

各类资料如散珠藏玉，不少口碑资料行将散失．因此，编纂

一本社会主义的新茶叶专志，显得十分必要。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业俱兴，政通人和。

在改革开放十余年之际，所逢盛世修志之机，新编《凤庆县

茶叶志》便应运而生了善一方风土，展卷可得f茶乡古今，可

凭籍稽考。 ，’

· 由杨林泽同志主编的《凤庆县茶叶志》，贯通古今，重在

·l‘

·

． ．7



当代，基本上达到了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文风

朴实之要求，并较好地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全志坚

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丰富的资料，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凤

庆茶叶兴衰起伏、发展演变的历史与现状，揭示了凤庆茶叶

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和资治价值。《凤庆县

茶叶志》的编纂出版，对风庆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修志的目的一是存史，二是借鉴运用。因此，切望

全县各级领导认真阅读他、研究他，把他作为了解茶乡历史，

熟悉县情的一部教科书。全县的干部和有阅读能力的群众亦

应看一看，这对于提高全县各级领导的决策水平，发动干部

群众知情出力·都会有较大的帮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一是要坚持马列主义，二是要从国情出发。国家

如此．一个省、一个县亦如此，我们只有准确认识县情，才

能根据实际，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才能把

一个地方的事情办好。 ：
’

、
．

茶叶是凤庆的主要经济优势，是支撑全县经济的骨干产

业，要加快凤庆经济的发展，就要作好发展茶叶这篇大文章。

与此同时，要加大产业调整的力度，．立足自然优势，加快畜

牧、蔗糖、林果、蚕桑、建筑建材生产的发展，形成以茶叶

为龙头，耍好茶、畜牧、蔗糖、蚕桑、建筑建材六大基础产

业这条龙。希望凤庆县的干都、群众，充分发挥志书的作用，

深化对县情的再认识，立足开放，锐意改革，把社会主义的

凤庆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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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出风庆茶业的历史和

现状概貌。 ，

。 。

二本志采取横排纵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总体结

构是。概述”总领全篇，。大事记”分期纪要，下设12章，章

下设节，部分节中列目，章为横排项，节为纵述目。为存史，

章外增其附录。
’、。

’‘

三本志除部分引文外，均用现代汉语以详今略古之原

则记述，除个别事例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四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朝代，按历史朝代年

号沿用统称，并用括号以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记述。 ，

。．五本志文中所指50、60⋯⋯等年代，均指20世纪之年

代．
。

，

‘

．六本志文中所涉及的行政机构、历史地名，在叙述历

史时，多沿用史名，有的加注现在称谓。 ．
，

，七本志所列计量单位，凡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颁布前，均按原计量单位记述，法定计量单位

颁布后，一律按法定计量单位记述。
’

八凤庆种茶历史悠久，但有关史料缺乏系统记叙，为

存史，在有关章节中将茶界权威人士经科学论证之史料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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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之，如种茶史和茶树原产地等论述．

九本志为说明各章重点．在各章开始时，均有非志体

结构的几十字至几百字简述．以便于读者了解。
’ 十本志大事记以对本县茶叶事业中具有较大思想影响

和经济影响的大事、要事、首事、奇事的原则收集，以编年

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记述。． ．

十一本志为求其一目了然，便予了解，所列图、表均

随文而行。 ． ， ．，．．

．

．．，

十二本志人物一章：设传、简介、简历、表录、名录，

坚持生不立传之原则介绍其人物。凡在世的劳动模范、先进

生产(工作)者，以及有较大影响的人员，均入人物表，并

’接表述其简要事迹。入录人员中，少数人员介绍其简历。
， 十三本志文中所述“大跃进”时期指1958年秋至1960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凡

简述“党和政府”者，即中国共产党和入民政府。 、

一，十四本志吏料除来自凤庆茶厂档案室和县档案馆外，

有的章节来自《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和几位全国著名

-茶叶专家论著。 ，．． ．． ： ～

。 十五本志时限上自有史料依据的明代茶事，下至公元

1990年12月，个别事实到脱稿时的1992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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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凤庆原名顺宁。位于东经99。31 7～100"137，北纬24713’

"-'25。OY之间，属滇西纵谷南部、横断山脉余脉、滇西南帚状

山脉中山宽谷区，深协中山地貌．县境东北以黑惠江为界，与

巍山、南涧县隔水相望，东南与云县毗邻，西南与永德县交界，

西北与昌宁县接壤。境属面积东西横距70．8公里，南北相间

89．2公里，总面积&335平方公里。县城距省会昆明605公

里，至临沧地区行政公署驻地临沧县城123公里．境内群山连

绵，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河流分属澜沧江和怒江两

大水系，澜沧江由北至东穿境而过，支流黑惠江、迎春河、顺甸

河纵横切割，形成四大峡谷。海拔最低点为营盘镇三塔河口

919米，最高海拔为雪山黄竹林主峰3 098．7米．，垂直高

差2 179．7米，形成典型的立体气候和立体农业结构．全县土

地面积500．25万亩，其中山地面积473．74万亩，占总面积的

94．7％，河谷、平坝、丘陵面积26．5万亩，占总面积的5．3％。

按种植业区分，海拔1 400米以下为稻谷、包谷、茶叶交错区r

海拔1 700'---'2 100米主要以茶叶为主的茶叶、核挑、杂粮区；

海拔2 100"．-'2 300米为茶、林、牧、杂粮交错区，茶叶垂直分布

于l 400"--'2 300米之间，主要分布于1 700"---2 100米之间。立

体层次明显的特点，促成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是农、林、牧、

副、渔全面发展的好地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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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古为蒲蛮地，故亦称蒲门。两汉(公元前205年～公

元220年)时，属益州郡。三国(220--,280年)时，属益州永昌

郡。唐代(618"--907年)，属剑南道姚州，后复为云南郡地。宋

瓠(960,'-,1279年)，属永昌府。元泰定二年(1325)，顺宁夷长

孟氏(蒲蛮首领)，请求内附，置云远路，泰定四年(1327)，内附

．设顺宁土府，以孟氏为土知府。文宗天历元年(1328)，属大理

路，下辖宝通州庆甸县，大侯长官司(今云县)。明朝洪武十五

年(1382)三月，降为州、属大理府，由明帝认可直接任命知府

管辖，下设管邑州(今昌宁西部)、大侯长官司(今云县)，勐缅

长官司(今临沧)。万历二十六年(1598)，改土归流，设顺宁府。
‘

清乾隆十二年(1747)，增设顺宁厅。乾隆三十五年(1770)，增

设顺宁县．此期间，顺宁府辖有顺宁县、云县、缅宁厅，隶属迤

西道。光绪二十年(1894)，顺宁府改隶迤南道。民国2年

(1913)，废府置县，复隶腾越道(ep迤西道)．民国18年裁道，

直隶云南省府。民国21"--22年‘，原属顺宁县辖之顺宁东北境

的右甸、忙丙、柯漭、明邑4乡及龙马乡、先后划归昌宁及永
7

平。民国24年。全县改为6个区．民国28年，将第五、第六区

·划归耿马。民国31年，顺宁隶属蒙化第五行政督察区．民国

38年隶属蒙化第十二行政督察区。1950年2月22日，顺宁县

。人民政府成立，初属滇西人民行政专员公署，继属大理专区．

1954年经内务部批准，顺宁县改称凤庆县。1956年，改属临沧

’专区(今称临沧地区)，当年将第一区的爱国乡及武伟乡的袜

‘作、利皮2村划归巍山县。1959年初与云县合并称云凤县，同

年10月分开恢复凤庆县名。1965年，县辖之乌木龙、炭山、小

村、新寨、木厂0扎模、邦卖、蕨坝、文化、塔驮、山街11’个小公

社划归永德县。值此，县辖区域固定。1990年，全县共辖15个

乡、镇，189个村(办)，277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人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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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282人，其中：彝、白、苗、回、布朗、傣、佤、拉祜、傈僳、

壮、纳西、满等22个少数民族入口118 986入，占总人口

的29．8％。。 ，t

。
’ ‘’

凤庆，宜茶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属于西部型季风气候类型

的中间地带．具有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之优点，年温差

小，日较差大，雨量充沛；无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之缺点，

无台风、暴雨、寒潮、低温。素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干凉同季、四季如春之美称。年平均

气温16．6。C，年降水量1 i00"--l 700毫米，稳定通过10。C的

．活动积温5 560．ioC，初终间日数318天，无霜期296天，年平

均日照时数2 045．7小时，太阳直射辐射66 956卡／CM2，散

射辐射61．885卡／CM2，年平均生理辐射64 066卡／CM2。茶

树所需的光、水、热、气诸因子，协调配合，恰到好处。他不仅具

有云南四季如春、干湿分明、立体气候显著三大共同特点，而

且还独具一格地有着本县另外三个特点。一是比纬度、高度相

近的东、西部地区更远离滇东北和滇西北两股冷空气路径，山

地气候的逆温带更加稳定而明显．冬季较温暖。二是靠近孟加

拉湾，利于南北冷暖气流交汇而产生较多的春雨，干季并不很

干．冬季旱象轻微。三是雨季雨量充沛且较均匀，夏、秋气温不

太高、具有温和湿润的水热平衡条件。冬半年(ii月至次年4
7

月)，是西部型季风气侯的千季，冬温平均为11。C，最高年可

达12。C，最低年9．6。C，且变化稳定，极端最低气温保持在零

度到l。C之间，霜日少，霜期短，冬温不低。加上海拔l 600"--

2 100米的中山地带，有着深厚而稳定的山地逆温效应，逆温

厚度为400,'-,600米，出现时段主要在冬、春季节，其生消时间

一般在晴天傍晚形成，午夜两点左右最强，中午以前消失。故

’凡有逆温效应地区，夜间降温缓慢，最低气温明显偏高，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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