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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立景，盛世修志;历时数载，聚贤集智，几易其稿，终成斯志。

漏潭，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从义泉、夷州、民国中央

实验茶场到生机盎然的今天，一片片嫩绿的茶叶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飘

荡着诱人的清香。漏潭茶史，可圈可点;漏潭茶人，可歌可泣。

是茶，使一个小小的县城，备受茶界关注，成为当之元，愧的黔茶第

一县;是茶，汇集了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桥、等全国重量级的

茶学大师，其科研机构从抗日战争时期延续至今;是茶，吸引昔日浙大

教授，激发创作灵感，吟出一曲中国现代茶业史上的绝唱;是茶，激励

邑人艰苦创业，漂洋过海，大振漏邑之名声;走茶，见证 48 万氏众迈入

致富之康庄大道之可喜历程。

感谢方志办曹前军、傅治淮、张宪忠几位老师，是他们不辞辛劳，

放弃假日休息，查阅众多资料，昼夜伏案，秉笔直书，志稿得以形成;

感谢张宪忠、黄坤利老师，反复认真校对，精心编辑排版，使出版之志

书精益求精，获得全县优秀部门志之称。

以史为鉴，知千秋盛衰更替;以人为鉴，明万代是非得失;以茶为

鉴，晓社会发展进步。展卷细读，知漏邑茶史之厚重，明茶人高尚之情

操。愿斯志存史、资政、育人之功能得以彰显，为世人有益之地情资料。

是为序。

漏潭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201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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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漏潭县茶叶志 >> (以下简称本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

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本着"详今咯古"、"求实存真"的原则，

如实记录漏潭县茶叶事业发展的历史。 着重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漏潭茶叶事业的发展概况，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限。 上不断限，下限止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 。 对下限时

间后漏潭茶叶事业的重大事宜，可以延伸至本志出版印刷前。

三、本志结构 。 列章、节、目，分门类定章，以事类定节、目，力

求层次清楚，记事清晰。

四、本志体例 。 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首立概述、大事

记为志之纲，以志为主体，以图、表、传辅助充实，后缀附录，为志之

尾。
• 

五、本志资料。 来源于现存档案，经筛选后采用，做到资料真实可

靠 。 引文忠实于原文，语言文字力求简洁、朴实、严谨、规范。

六、本志纪年。 按"不属于公元纪年的一律采用汉字"的规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人物记述除外) ，一律用汉字加阿拉伯数

字的公元纪年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阿拉伯数字的公元，纪年。

七、本志称谓。 人物一般直书其名，不加政治性定语。

八、本志人物。 以"生不立传"的修志原则，对漏潭茶业事业做出

突出贡献的在世的人物，采取人物简介的方式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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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

泪潭，因滔江河环绕县城，于城南与漏水河二水颠倒合流，弯环如眉，

汇为深渊而得名。地处贵州高原北部，遵义地区东南。东与凤冈、余庆县毗

邻，南与瓮安县连界，西与遵义、绥阳县接壤，北与正安县相望。地跨北纬

2r 20' 18" --..." 28 0 12' 30" ，东经lOr 15' 36" --..." lOr 41' 08" 。

南北长 96. 5 千米，东西宽 29. 5 千米。建县于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现

属遵义市辖县，县城所在地漏江镇。

县域国土总面积 1844.90 平方千米，平均海拔 900 米，耕地面积达 47. 7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6. 50%，水域面积 1884.53 公顷。全县辖 9 镇 6 乡， 138 

个村〈居〉委会， 3129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47.8 万人。

境地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雨

热同季。年平均气温 15.C ，极端最高气温 37.40.C ，极端最低气温一7.80.C 。

年降雨量为 1100mm --..." 1200mm，年均日照数为 1163 小时，全年无霜期 284 天。

酒潭为典型的内陆农业县，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素有"烟县、酒乡、

茶城、粮仓"之称。先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命名为"全国农

村土地改革实验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粮油高新科技示范区"、"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全国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县"等。

一
一

唐开元元年 (760 年〉底，茶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

经))，其书中所载:"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

佳。"

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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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潭县茶叶志

泪潭原名义泉(以带山泉为名〉。陪大业十一年 (615 年)招慰置义泉县，

隶属夷州，州治子义泉，属明阳郡。后分别更名牢州、义州、智州，川、|治仍设

于义泉。

贞观十六年 (642 年)废牢州复夷州:天宝元年 (742 年)夷州改称义泉

郡:乾元元年 (758 年)义泉郡复称夷州，州治迁绥阳，义泉仍为夷州|所治。

元时，酒潭境内始设锡乐长官司和容山长官司。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年)锡乐平为播州安抚司所领。"容山长官司韩氏。容山长官司，在宣

慰使东二百二十里，元为容山长官司，明因之。播人韩志聪，洪武间征普定有

功，受长官，世袭。" ((<遵义府志·卷三十一·土官)))在《播州传》中有"容

山长官韩宣"的记载。明洪武五年( 1372 年)，贵州地属四川行省，朱元璋将

其地一分为二，以贵、播宣慰使分别治理。播州宣慰使领安抚司二:草塘、黄

平:领长官司六:播州、余庆、自泥、容山、真川、I (今正安、道真境地)、重安

〈今瓮安境地)。

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平播建县，酒潭划属平越府，隶贵州。其县名

沿袭至今，城区内设义泉镇 (1992 年改为滔江镇〉。

接清康熙《漏潭县志》载:"东西相距七十八里，南北相距四百二十里。"

地理的区划，以抵乌江流域江界河的山梁向北延伸 420 里，其一带山梁为湖广

入川的关隘。史书上有明洪武十四年 (1381 年)奢香开容山驿道的记载，当

年翻越山岭的驿道至今完好，其驿道亦是旧时境内茶叶运至播州茶仓的茶马古

道。《水西文史》载有奢香子阿溪陇弟《太学归来》中有"草海名洋披星走，

泪山香茶载月行"的诗旬，"漏山"即指酒潭之茶山。

隋、唐、宋、元时期的夷州，尽管几易州治，却均在其康熙时泪潭版图的

南北四百二十里的区域之内， (<中国古地名》一书中所提及的"夷州，治所于

绥阳"，就在其间。直至民国四年 (1915 年)才由酒潭、凤冈方面商议后拨隶

凤冈。

今泪潭境地，曾是历史夷州的治所，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所提及的

"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少1'(- • • • •• "的夷州，即漏潭境地。

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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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这

漏潭产茶历史悠久，为盛产茶叶的古夷州境地。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载:"夷州土产茶……"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是

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均起源于中国。茶原产于以大委山为中心的云贵

高原，后传入蜀。周武王伐纣时，西南诸夷从征，蜀人将茶带入中原地区。"

洪武五年 0372 年)，播州杨铿归顺明王朝，并"贡方物"，其方物即以马

匹、茶叶为主的土特产。洪武十七年 (1384 年)设容山长官司治理泪潭境地，

治所设于文家场〈今黄家坝镇官堪村)。容山长官司韩、张二氏每年必须将本

地所产之茶叶交播州茶仓，作为播州宣慰使司向朝廷进贡的"方物"。明《太

祖洪武实录)) 254 卷 2 页载:洪武三十七年 0397 年) "命户部于四川成都、重

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使司置茶仓囚所贮茶，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

仍易马，各设官以掌之"。洪武十年 0377 年)，宣慰使司杨铿受命在播州建茶

仓，同时大力发展茶业，一方面向朝延进贡，一方面销往全国而发展播州地方

经济。

《泪潭县志)) (清康熙二十六年知县杨玉柱续修〉载:"酒潭，山川明秀，田

土沃饶，与蜀为近，气候平和，虽寒不严，虽暑不酷，山泽间悉就开垦。山坡

上土多石少，气候无殊于平地。"泪潭西部一带山梁为大委山余脉，境地的土

质、气候宜茶树生长。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年)春，酒潭县令杨玉柱与文士韩应时等同僚游泪水

桥，见泪景"彩球高结，鱼虾争戏"，美景如画，触景生情，遂吟出"两岸踏

歌声，士女采茶工且艳"的诗句。

《漏潭县志》又载:"平灵台，县北四十里，在马煌菁。悬崖四面，攀陡甚

难。上皆茂林，其竹可以为纸，谓平灵纸。顶上方广十里，茶树千丛，清泉醇

秀。" "茶树千丛"即泪潭境地早有野生茶树群。

漏潭的先民为土著人，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平播设流，境地的土

著人因战争而遭"杀戳数千，臭闻十里"，"四牌、七牌之茵遂无遗种"!使

酒潭的人口急剧下降。今泪潭人的祖先均系移民，以江西、湖广、四川为主。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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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潭县茶叶志

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古茶区茶业的发展。乾隆年间，清廷教封的"威武大将

军"一一镇远府镇台曹仲，解组后迁泪潭永兴定居，种植大片茶园，至今其地

名仍叫"茶园"。

距泪潭县城西 4 千米的山脉，为大委山余脉，是茶树原产地的主要地区。

在酒潭兴隆镇境内的云贵山〈亦称银柜山〉等地还生长着古茶树。

泪潭在历史上的数次战争期间，多为宁静的后方，成为名人侠士的归隐

地。明朝遗臣钱邦芭、南明兵部尚书程源、云贵总督范镰等因时局的变迁而

纷纷隐居酒潭。在泪江河的江堵上一一琴洲，他们"扫叶烹若，啸歌自适，流

连忘归"。同治十三年 0874 年)，进士安盘金，在游漏潭清虚洞(今观音洞)

时，留下了"诗笼扫苔石，茶鼎昕松风"的诗句。

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知县吴宗周主篡之《漏潭县志》在"凡例"

中提示:"物产，漏较他邑为备，除五谷外，以山丝家丝为大宗。又产茶、漆、

辣、榕、桐椿各物，民间均沾其利。"在酒潭清代的文献中，将茶列入土特产

之首，并"质细味佳，所产最盛"。

《贵州通志·风土志)) 0948 年)载:"贵定云雾山茶有名，惜产量太少，

得之极不易。石肝、漏潭眉尖茶皆为贡品。 n 泪潭茶不仅产量大，质量好，而

且为贡品。

四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沿海一带进出口商贸受阻，

国家财力急剧下降。民国政府在后方打开一条通往国外的商贸通道一一滇缅公

路，将后方的丝绸、茶叶出口，以换枪炮充实前方军需。 1939 年，民国政府经

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公

司〉联合派遣王淘(中农所人事课长)、张天福(技士、金陵大学学士)、李联

标〈技士、金陵大学学土〉、朱源林(技士、浙江森林专科学校学士)等茶叶

特作专家于 1939 年 4 月在考察了四川、云南之后，又赴贵州安顺、平坝、贵

阳、惠水、瓮安、遵义、酒潭等茶区考察。考察组初选安)1质、平坝交界的天龙

镇，筹建时却遇竹木等建材匮乏。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战前是民国政府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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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后更名为经济部)部长，他熟知酒潭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竹木茂密;民

风淳朴，社会秩序稳定;历史上为眉尖贡茶产地，交通上邻近筑渝公路，工作

联系比较方便。建议中央实验茶场建在酒潭。在吴鼎昌的大力推荐下，考察组

最后选定泪潭，创建了中国首个中央实验茶场。前方战火纷飞，在后方美丽的

小城一一酒潭，一时间套萃了 40 多位国内茶叶、昆虫、农艺、农经、森林等

专家。国民政府委派中农所技正、昆虫学家、留美博士刘淦芝为首任场长。

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漏潭，进行茶叶生产和出口，以换枪炮充实前方抗战之

需。这不仅为古老的茶区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掀开了贵州乃至中国近代茶叶

生产的历史新篇章。

1940 年，浙江大学西迁漏潭，大批教育科学技术精英咸集于此，刘淦芝兼

任浙大农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与民国中央实验茶场的汇合，使酒潭茶经济茶文

化得到更进一步的升华。
• 

五

1949 年 11 月 26 日，泪潭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央实验茶场由贵州省人

民政府接管，几经更名，最终为"贵州省茶叶科学研究所"和"贵州省泪潭茶

场"，始终领引着泪潭县乃至贵州全省的茶业不断发展。

泪潭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古老的茶区焕发青春，茶叶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

的历史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为适应国家对外贸易之需要，在

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支援国家建设、增加群众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

指导下，全县有计划有规模地发展社队茶场(集体所有制)。先后在洗马、团

林、清江、随阳山、茅坝、永兴、流河渡、兴隆、云贵山、金花、协育、凤凰

山等地开辟 1 万余亩新茶园，兴建 10 多座红碎茶初制厂。从而使漏潭的茶叶

生产结构由国营、集体、私人三种形式构成。在全国外贸、供销、农业三部联

合召开的茶叶工作会议上，把漏潭列为全国年产茶 5 万担的产茶大县。

20 世纪 90 年代，中共源潭县委、酒潭县人民政府把茶叶生产作为全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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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产业支柱来抓，对发展"粮、油、烟、茶、果、蔬、药"作出了战略规

划。

21 世纪初，县委、县政府坚持"生态立县、特色兴县、产业强县、旅游活

县"的发展战略，坚持"南烟北茶"的产业布局和"适度规模，整体推进，相

对集中"的原则，全县重点建设 70 个优质茶叶生产基地，着力打造五条茶叶

产业带，规模种植茶园 18 万亩。经过多年努力，至 2011 年，全县茶园已达 35

万亩，有茶叶专业村 32 个、重点村 48 个，涉及茶农 6 万多户 25 万余人， 47 

家茶叶企业及 300 余家个体工商户、加工大户，从而全面提高漏潭茶业的产业

化经营水平和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漏潭茶叶品质优，名牌多，主要有酒江茶、遵义毛峰、泪潭翠芽、遵义

红、贵州针、兰馨、栗香等 30 余个品牌。
• 

在贵州茶叶第一县的现代茶产业发展历程中，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实

施名茶精品工程，全力打造"酒潭翠芽"品牌，通过贵州省技术质量监督局颁

布了《酒潭翠芽茶》地方标准。 2005 年 6 月 14 日，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43

号《贵州省标准发布通告》发布《漏潭翠芽茶》为贵州省地方标准。《漏潭县

翠芽茶》的标准编号为 0852/478 2005。该标准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该标准从产地、鲜叶、产品要求，检验方法，标识等作了严格详尽的要求。县

委、县政府还制定了(("酒潭翠芽"公用品牌推介方案))，采取政府牵头、部门

承办、企业参与、财政补贴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团到全国大中城市和

泪潭茶主销区，开展宣传推介活动，举办泪潭茶业研讨会、品茶会:鼓励企业

参加国内外茶叶展示展销交易会，主办广告、宣传、推介活动;培育"委托代

理商"队伍，借船出海;建立泪潭茶信息网，大力开展网上销售:支持企业和

经营大户到大中城市建立经营网点，开设专卖店，进入超市大市场，构建漏潭

茶叶营销网络。(("酒潭翠芽"公用品牌推介方案》规定，无论任何企业，只要

按标准执行，谁都可以有偿使用"泪潭翠芽"这个品牌。

与此同时，以漏潭县茶业协会为主体，制定<<"泪潭翠芽"管理制度))，严

把"酒潭翠芽"品牌关，规范企业使用"漏潭翠芽"品牌行为，引导企业按标

准组织加工，完善工艺、推广机制、统一规格、提升品质，实现"酒潭翠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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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清洁化。

漏潭现有 100 余支茶产品曾获得过省级以上名优茶称号，为实施品牌战略

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漏潭翠芽"被评为"贵州省三大名茶"，全县举大力推介

"泪潭翠芽"产品，近年在参加"中茶杯"、"中绿杯"和国际名茶评比活动中，

连续荣获金奖。

泪潭茶叶的营销经历了由传统的茶农、商贩自主销售到由外贸、供销部经

营再到茶农、企业、茶商自主销售完全市场化的历史过程。为了适应市场化的

发展态势，县委、县政府组织建设了西南茶城，同时鼓励和支持部分茶叶企业

和茶商在全国知名的茶叶专业市场开设"漏潭翠芽"专卖店。相关乡镇党委、

政府组织修建了以金花茶青市场为代表的茶青市场。目前，占地 345 亩的中国

茶城综合市场正在建设中。

2005 年 8 月 25 日，漏潭、凤冈、余庆与省茶研所联合，在漏潭成立了

"中国西部茶海特色经济联合体"。

是年 11 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茶产业地方贡献奖"评选中，据潭从全

国上百个县中脱颖而出，在获奖 12 个县中，漏潭在西部地区获奖的两个县中

排名第一。

七

中国茶诗，源远流长，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诗人以茶寄情，

以茶遣兴，以茶交友，以茶联谊，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茶诗，脸炙人口。自唐代

以来，众多著名诗人、文学家、学者，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卢全、皮日

休、陆龟蒙、杜牧、欧阳修、苏轼、范仲淹、梅尧臣、黄庭坚、杨万里、陆

游、高启、徐渭、黄宗莲、郑板桥等，都创作了许多精典的茶诗。就连唐代的

唐玄宗、宋代昏庸的宋徽宗都有茶诗传世。清代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是

文治武功卓著的"圣君"、"明君"，对中国茶道、中国的茶艺情有独钟，他们

都堪称茶道专家和茶艺大师。尤其是乾隆皇帝，在接待外国使节或庆贺重要节

日，都要钦点王公大臣能诗善歌者，共品佳若，共赏茶艺，酬唱歌吟，故有不

少茶诗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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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潭的茶诗，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实验茶场场长、浙江大学农学院

教授刘淦芝博士，工余闲暇，常邀约一些著名教授到茶场品若吟诗。刘淦芝与

教育家江问渔、苏步青、王季梁、祝廉先、胡哲敷、张鸿漠、郑晓仓等著名教

授成立了浙江大学"泪江吟社"。"酒江吟社"于 1943 年 2 月至 10 月共集会 8

次，共创作 200 余首诗作，其中茶诗 60 余首。"九君子"爱茶，他们一杯佳若

在手，闻其香，观其色，细吸其昧，于静雅淡泊之间，灵感升华，低吟浅唱，

以茶寄情。他们的茶诗，可谓字字珠矶，皆成名篇。其中《试新茶》和《漏潭

茶场八景))，皆为中国现代茶文化瑰丽的篇章。

八

漏潭是礼仪之邦。邑人好客，以茶为礼，以茶交友。

泪潭文化底蕴厚重，一片翠芽，一杯香茶，都蕴藏着文化的因子。

漏潭对于茶道茶艺的普遍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一批有识之士潜心研

究创作表演茶道茶艺，各种研究论文或道德文章常见诸于专业学术刊物或其他

报刊，各种茶艺表演也常见于茶艺馆和茶文化盛会。不少作品在省内外各种赛

事中获得种种殊誉。

泪潭人善饮茶。因此，县境内茶馆比比皆是，凡是集镇，无处不有茶馆。

民国年间，酒潭的茶馆以永兴场为最多，时有茶馆 15 家，比县城 12 家还要多

3 家。永兴场 1 街 8 巷，店铺林立，茶馆分布于 8 巷 l 街。

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

政道曾就读于西迁至酒潭的浙江大学。他享誉世界后，仍不忘漏潭永兴茶馆。

20 世纪 90 年代，漏潭茶楼兴起于县城。茶楼装修豪华、典雅，文化品位

较高，消受价格亦较高，却备受消费者青睐。

2011 年，全县有规模上档次茶馆茶楼 200 多家。

九

进入 21 世纪，茶叶已经成为漏潭县的产业支柱，已成为全县人民的主要

精神文化生活内容之一。发掘研究发展茶文化，对于促进漏潭茶经济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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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潭文化事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于是，泪潭成

立了贵州省首家专事茶论研究的茶文化研究会。

由此，以茶业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西部茶业论坛" (贵州漏潭)应运而

生。以茶业发展为主题的由省、市主办的茶艺节也先后在漏潭隆重举行，使泪

潭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使漏潭人的凝聚力不断加强。

随着泪潭茶业的迅猛发展，泪潭已成为中国西部的茶叶生态旅游胜地，

"天下第一壶"、"中国西部茶叶第一村"一一核桃坝、中国茶海等正声誉鹊起。

泪潭的茶产业得天独厚，备受世人关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著名的专家

学者，从文艺家到新闻记者，对酒潭茶叶情有独钟。他们缘情而来，缘情而

去，给予泪潭人巨大的鞭策和鼓舞，给泪潭的茶产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泪潭县已被中国茶叶学会命名为首批"中国名茶之乡"。

天时，地利，人和，西部茶乡泪潭的明天必然更加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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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明清时期

唐开元元年 060 年)，茶圣陆羽完成茶叶专著《茶经>>，书中载:"黔中生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1- • • • • .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北宋初期，乐史在《太平环宇记》中载:"夷州土产茶……"

明洪武五年 (1372 年)，播州杨铿归顺明王朝，并"贡方物"，其方物即以

马匹、茶叶为主的土特产。

洪武十年 0377 年)，宣慰使司杨铿受命在播州建茶仓，同时大力发展茶

业，一方面向朝廷进贡，一方面销往全国而发展播州地方经济。

洪武十四年 (1381 年)，奢香开容山驿道。《水西文史》载:奢香子阿溪陇

弟《太学归来》中有"草海名洋披星走，漏山香茶载月行"的诗句，其中"酒

山"即指泪潭之茶山。

洪武十七年 (1384 年)，设容山长官司治理漏潭境地，治所设于文家场

(今黄家坝镇官堪村)。容山长官司韩、张二氏每年必须将本地所产之茶叶交播

州茶仓，作为播州宣慰使司向朝廷进贡的"方物"。

明末清初，明朝遗臣钱邦芭、南明兵部尚书程源、云贵总督范镰等因时局

的变迁而纷纷隐居漏潭，在滔江河畔的琴洲"扫叶烹著，啸歌自适，流连忘

归"。

康熙二十六年 0687 年〉春，漏潭县令杨玉柱与文士韩应时等同僚游泪水

桥，见漏景"彩球高结，鱼虾争戏"，美景如画。触景生情，遂吟出"两岸踏

歌声，士女采茶工且艳"的诗句。

是年，知县杨玉柱主修之《漏潭县志>> (1687 年)载:"平灵台〈今永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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