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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种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素有“仙茶故乡"之称。
· 蒙顶名茶自唐朝开始，一直被列为贡品。“扬子江心水，蒙

山顶上茶”，至今仍广为传颂。古往今来，诗人墨客赞誉蒙

茶，留下许多华章佳词，使我门能从中领略昔日胜景，对今

天继承和发扬传统，仍有裨益。 -
，

‘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茶叶生产

’蒸蒸日上，制作技术精益求精。广大科技人员和茶农在长规

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把这些分散零星的

史实汇集成册，以资利用，全面系统地反映名山茶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从中了解兴衰沉浮，分析优劣利弊，总结经验．

教训，探索基本规律，特著此书，使领导者“鉴览得其要"，

工作者“发施得其宜’’，有助予“两个文明黟建设。本书在编

写时按照溯古详今，横排纵写的原则，以体现“资治，存史、

教化’’的作用。全书分5章16节，共7．5万余字，并附大事

记和文存，保存重要史料，实属具有专业特色、地方特色和

时代特色的著述。 ．

。

!编辑人员承担此项任务以后，在专业知识贫乏，资料残



缺不全的情况下，知难而进，勤奋工作，查阅档案文献，走

访知情人员，千辛万苦，终于付梓。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强

烈的事业心，令人欣慰，值得倡导。但由于条件制约和水平

局限，所以谬误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批评

指教，俾臻完善。
。

石嘉平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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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现野生茶树，据战国时期(<神农本草》记载，是在

仰韶文化时代，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茶树从云南西南

部原产地向四面八方推移，由于水陆两路交通和政治中心的

不同，传播的先后也不相同。首先传入文化中心的四川，继

而向陕西的通道川西雅州一带而抵达秦岭南面的汉水两岸。

所以蒙山种茶最先记载是在西汉，如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

志》记载，商朝巴蜀就有贡茶。

王象之《奥地纪胜》记载： “西汉时有僧自岭表来，以茶

实植蒙山矽。说明蒙山种茶比岭表迟。名山茶史之初，有待

于今后再发现其它历史文献，才能确证。

名山名茶，蒙山名茶著名全国，我早已向往，因交通不

便，未能如愿。1980年8月，乘编全国农业院校统一教材，在

重庆西南农学院召开审定讨论会之便，偕同与会二十多位同

志一起上蒙顶山峰，实地见习，摄取茶园资料。今接到名山

县送来((茶业志》，阅读后甚为高兴。本书内容丰富，历史记

事中还提及我到蒙山。回忆当时情景，记忆犹新，故为序。

《名山茶业志》的编修结构，与我看过的《茶业志》有所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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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特点有三一大事记以朝代次序就可看出兰、四千年来

的茶史轮廓，尤其是明、清茶史资料比较丰富，可为研究茶

史者补充缺漏。建国前后的大事记，多属全国性的，可为编

写茶志的参考资料。其次是专题为纲，朝代为目，写好了时

至、地至、人至，事至的四至规范，便于探索史实。最后是

搜集历代文人学士赞美蒙顶茶得天独厚的诗文，其优异的生

态，形成外形、内质兼美的蒙顶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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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西)ll是我国和世界上饮茶，种茶的发源地，历史悠久，．

邋迩闻名的名山蒙顶茶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人工种植的茶

叶．。明人顾炎武就说t搿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我国的饮茶活动是由四川传播到全国其它地区去的。古代四

川何地最早饮茶，己不可考，何地最早种茶，则有《华阳国

志·巴志》记载西周时期川东巴地搿园有芳翦、香茗”，并把

茶叶作为贡品。然而西周巴地园中的“香茗拶，是野生或种

植，史无明载，难以判定。唯独汉时名山县甘露寺祖师吴理

真种茶蒙山的记载，才是我国确知最早人工种植的茶树。可

以肯定，由于四川最早饮茶，蒙山最早种茶，历经先秦，两

汉四川饮茶喈种茶活动的发展，至魏晋而普遍传诸东南，才

开创了我国盛行饮茶，种茶的局面。 ‘

·，|。人类学会种茶，加工制作茶叶的工艺随之迅速提高。宋

代以前，蒙顶茶叶一直是我国最好的茶叶，享有9仙茶"之

称，·推崇备至，世所独珍。宋人就认为“陆羽旧《茶经》，一

意重蒙顶糟。迨至宋代，建茶兴起，蒙顶茶才失去了世所独

珍的地位。“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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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

省。蜀茶久无味，声名谩驰骋黟。①尽管如此，蒙顶茶从唐至

清，一直是进贡皇室的贡茶，被誉为天下第一名茶。而且，

在宋代；四川茶叶产量仍居全国第一，名山茶叶产量又居四

川之首。从宋代开始，名山茶叶又为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肉

食乳饮的少数民族所特别喜爱，发展为适合他门饮用的“边

茶"，是历代中央王朝与吐蕃等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专用茶叶。

因此，名山茶叶又成为我国汉族人民同吐蕃等族人民加强政

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在促进各族人民经济文化

交流和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茶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F四川茶叶，

特别是名山茶叶因其在我国茶业史上的独特地位，．又成为我

国历代诗人墨客的创作题材，吟咏对象，写下了许多不朽的

篇章，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自然不能忽视对名山茶业历史的研究和整理。

总之，名山茶是我国历代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是

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的经济和文化遗产。然而迄今为止，尚

无一本记载，总结，研究名山茶、蒙顶茶的专书问世，难免

令人遗憾。名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名

山茶业志))，填补了这一空自，具有开创之功，确属传凿之

作，可喜可贺。在这本茶业志里，较为系统全面地汇集了从古

至今名山茶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特别是建国后

名山县人民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学习外地先进技术，提高和改

良名山茶叶产量质量的资料，基本上反殃出名山茶业兴衰沉

浮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和名山茶业历史，

①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荼》载《宛陵先生集》卷55·



发展名山茶叶经济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
。

长江后浪推前浪。宋代以后，我国东南和其他一些地区的
茶业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名山茶业。名山茶业发展相对缓慢、、

落后的原因，与忽视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学习别人的先进

经验不无关系。《名山茶业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
得思考的问题。随着《名山茶业志》的出版和名山茶业历史研

究的深入，必将促进名山茶业经济的飞跃，用明代以前就流

传下来的搿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力的民谚，奏出新的更

-加悦耳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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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山位于四川盆地边缘，东临蒲江，西靠雅安，南接丹，

棱，洪雅，北壤邛崃，幅员面积614．27平方公里。地势西北
， 高，东南低。境内两山对峙，一名总岗，横亘于南，一名蒙

．山，绵延于北。最高海拔1440米，二山之间，大多丘陵起伏，．

坪岗相连，海拔高度580N750米。低山和坪岗间的丘陵坡地，

．坡度多在25度以下，相对高差20～40米。 ．{

，县境属中纬度内陆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多年平均温度

／5．5℃，积温4773 clC，年降水量1516毫米，蒸发量1017．5毫米，

平均相对湿度82％，年日照时数1053．5小时，无霜期298天。：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j

全县有耕地，林地、荒地75．3万亩(第二次土壤普查统

计)，其中酸性、微酸性土壤48．8万亩，占64．8％。气候，。
土壤非常适宜种茶。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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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名山茶
j

"

名山种值茶树，．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是我国最早文字谴 ．

载人工栽培茶树的地区之一。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

“西汉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今蒙顶茶擅自名师

所植也刀。位于蒙山的甘露寺，在明熹宗天启2年(1622)t 薯

重修时，也立碑记载；“西汉有吴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

师者，自岭表来挂锡兹土，随携灵茗之种而植之五峰"。史

籍和碑文都明确地记述了名山县在西汉时期即已开始人工种

茶。但其中所言口僧”与“来自岭表弦，却是附会之语。因饮

茶之风，初起予佛教徒，蒙茶品质特佳，早负盛名，在科学

落后的年代，一些信佛的文人学士和僧侣之徒，便把吴理其

说成和尚，蒙顶原生茶树说成是搿来自岭表"的灵根仙种，

借以扩大佛教的影响。
4

按蒙顶古碑及清·嘉庆《四川通志》载：‘“祖师吴姓名瑶
真，乃西汉严道即今之雅入也"。盔名山县治十五堕有蒙山，

中顶最高，即种仙茶之处，汉时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所植娩。 ·

实则吴理真是名山人，他在蒙顶山利用当地原生茶树进行骈’

化栽培，开创了名山茶的秭植历史。名山旧县志记载古代老。 ；

茶树遗迹说。 “城北叶公乡香花崖有一大株，老干盘曲，厨．

可合抱，相传为罗登应植弦。1979年1月29日，国营蒙山茶蚜

李家光等人，在蒙山中部海拔1400米处的柴山岗娄子岩，也
发现了四株古老的野生茶树，其中最大株，有九个分枝，主，

千距离地面2．8厘米，树高2．65，树冠面积5．20"-'5．45米，

叶宽2．92厘米，叶长8．23厘米，叶脉7至8对。经鉴定，橼



卜．。。，‘·、_，．．。．’』

畅销子藏，羌地区。朱神宗熙宁7年(1074)，宋朝为了解

决甘肃I|缶洮，临夏用兵需马问题，派三司千当公事李杞入JIl

筹办茶马政事，于成都设置提举茶马司，主管“榷茶"(专

买专卖)博马。当年，李在名山建立买茶场和烘焙作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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