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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 甜志

书一具有“资治"功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1 958

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倡编修地方志。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党又重

新提出修志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亲自

抓这项工作。贸易志是湖北地方志的一个专志，是

省志的组成部分，编好贸易志对研究市场历史变

化，掌握商品流通经济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迸一步作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和对外贸易工作，促

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行业志是贸易

志的基础，也是贸易志的组成部分。茶叶是我省的

重要经济作物之一，是传统的出口产品和支边产

品，武汉曾是历史上中国四大茶市之一，1903年出

12茶叶曾达1 00．9万担，占全国出口茶总量60％以

上。居全国首位，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为此，根据省

贸易志编委会的部署，我公司的行业志重点编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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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茶叶贸易志》。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在省贸易志

编辑室和省供销社、经贸厅专志办公室的指导下，

公司成立了《茶贸志》编写组。

《茶贸志》的编修工作，从1 98 1年1 1月开始进

行。首先拟定编写提纲，然后根据编写提纲集中力一

量开展资料搜集工作。针对我省茶叶贸易历史悠

久、涉及面广、资料比较零散的情况，资料搜

集工作，采取了多种途径。一是出外到有关单位调

查抄录，主要单位有省、市图书馆、档案馆、省市

有关业务单位，还派人到恩施、宜昌地区及重点产

茶县和湖南长沙、岳阳等地调查，并走访了一部分

老同志；二是全面查阅解放以来的公司档案(包括

巳上交封存和待销的档案材料)。从1950年起到

1 984年止的公司金部文件档案，都一年一年，、一部

分一部分地进行查阅，对有参考价值的文件资料，，

都一一进行了摘要登记，‘并记下档案号码，供编写

时调档；三是有目标的向有关单位进行函调。先后

三次发调查提纲到重点产茶的地(市)、县烟麻茶公

司和茶厂、及茶叶销区有关单位请他们协助调查，各



有关单位寄来了不少资料；四是从赵李桥茶厂借来

了一部分资料。赵李桥茶厂前些年编写《洞茶今

昔》时搜集了不少资料，我们借来了42本。此外，

公司各有关科室还设立了资料联络员，也提供了一

部分资料。通过以上各种途径，共计搜集茶叶资料

802份，约计410万字。对搜集到的资料，都分门别

类的进行了整理(一部份复印)登记、编号，建立

了专门档案，能够随时查阅，为编写工作提供了比

较充足的“原料”。在资料搜集有了一定基础后，

从l 982年5月起，即采取边写边继续补充资料的方

法，除留少数专职资料员继续搜集资料外，正式

开展了《茶贸志》的编写工作。

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和省贸易志编辑室关于

贸易志分篇立目的意见，在设计《茶贸志》的章节

结构时，我们确定分为生下两篇。上篇记建国前，

从有茶历史可考时起到1l 949年止；下篇记建国后，

从l 9-耋9年湖北解放时起到1 985年止。上篇采取按时

间‘划分的办法，分为鸦片战争前和鸦片战争后两个

阶段。在内容上力求精简扼要，主要叙述历史上茶



叶贸易、茶叶政策的重要事件和重大演变，对不关

紧要的繁文细节不作过多的描述。下篇由于处在社

会主义阶段，基本方面是统一的，因此采取以横为

主，即按事物分类立章，然后在每章之下按时间先

后叙述问题的方法。在内容上力求详尽。

按照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要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统一的要求，在编写时，力求做到条理

清晰，层次分明，有总有分，通过具体材料的逻辑

排比，反映事物的面貌和本质。本着对后世负责的

精神，对每一历史事实的记述，都坚持以材料为依

据，不主观臆断，不用现在观点套材料。引用的材

料，都在可能范围内，经过反复考证，力求真实可

靠。对记述和评价每一历史事实的用语，都力求真

实恰当。对引用的历史统计资料，也进行了反复核

对验算，力求准确可靠。刘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功、

过、得、失，都按实事求是的原则，按当油情况如

实记述。但在记述方法上，一般都遵守“述而不

论”的方志体裁，寓褒贬于材料之中，不在辞句上

作主观评价。



按照贸易志编辑室提出的先近后远的安排，我

们编写的重点是先下篇后上篇。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到l 983年下半年，首先完成了近20万宇的下篇

初稿。并将初稿油印成册，发给省内外各有关单位，

茶叶系统的老干部，老职工，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进

行审阅，提出意见。然后于1 984年4A由公司编委

会主持在咸宁温泉召开了由全省茶叶系统主要

业务技术人员参加的审稿会。省贸易志编辑室、省供

销社、．。省1经贸厅主管修志的同志也到会参加指导。

会议对下篇初稿，逐章逐节的进行讨论研究，提出

修改意见，并对上篇的编写提纲也提出了意见。根

据会上提出的意见，1984年下半年对下篇初稿重新

进行了全面修改，同时对上篇的编写提纲也进行了

调整更动。考虑到上篇历史久远，无人亲身经历，

全以材料海依据，因此未专门召开上篇的审稿会。
；

公司领导对编修《茶贸志》十分重视，编修之

初，原党委书记刘盛宝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公司办公

会议，研究成立编委会和修志专班。几年来虽然公

司业务机构有所变动，但修志专班一直末动，主管



修志工作的副主委原公司副经理李成同志，亲自组

建修志专班和组织安排有关编写工作，离休以后，

继续坚持审编修稿工作。现任经理李春矩同意，虽

然新领导班子成员大大减少，但仍在百忙中经常过

问修志工作。《茶贸惠》的编修也得到了；～赵李桥茶

厂，宜都茶厂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以及省贸易志编辑

室和省供销社、省经贸厅专志办公室的指导。赵李

桥茶厂不仅借给大批资料，还派出了张志荣同志协

助公司工作达两年之久。宜都茶厂在第一阶段也派．

出樊昌亚同意参加搜集资料。其他地县公司都提供

了不少资料。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对《茶爨志》的

完成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茶贸志》的编写有上述

很多有利条件，但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_特别是

史、志方面的知识浅薄，基本上是边学边千，加上

需要的历史资料还不金，因此《茶贸志》的绸戛质

量还不高一缺点--t定刁；!{少，望荼婚秀专家声茶叶工

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茶贸，志：》下篇由李兴铎同、、惠甥；写，上篇唐埘

本照、察兴铎合霉，．金篇由李戚坷。奄统·。修．改；患



稿。

对《茶贸志》的意见请寄：湖北省茶麻公司办
公室。地点：武汉市沿江大道93号

《湖北茶叶贸易志》编委会

198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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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算章：我窜茶叶产销溉况技历史津变一．

‘茶叶是世界兰大传统饮辩之一⋯与咖啡、·可可齐名二1妖茶既

漕色解褐消闷．又能强身洽病，自古以来。茶叶就是国际困内市场

j曹弩曩要商品_-， ‘

≯-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生产茶’叶拘国

一?就一《神农本草经》指出。 一神农尝百草-j日遏七十二毒‘得荼
而解之”(这里的荼指茶)。-、叉最：：；‘苦萘，。一名恭、—名迸j

·—辂辚奢生益州山菠道旁‘：波冬j觎；。曼勇J三：丑采匏一甄说明
趣在公元前2私7-2曲了年的神农时代j我们的祖先，就在四王¨云
璃-带，。发现了野生荣封．发现茶付后的一个枢当长的对期内·
：耕是怍药硐l给入以解毒治病。到了嗣朝(公元前l i世纪轴公

；甓前厦“年)，“茶卧扩大用途而为祭品种．约在，公元前6世纪裙，茶

潜嫩展科既是祭品又是菜食了”@．后来又在茶斗食用的基蔼
疆球；发明了茶叶的饮用。由于茶叶用途越来越广需要量越来越

眵’0野生茶树不能满足要求，大约在公元翦：200年前霜。人们开
殆赭噪茶抒0戢掘野生荣嚣进行繁渤荣错逐步由野生转为人工
ll瞒鼻蹬瘩赛叶霞置也整：芝雨斯增加誓一西!毅肘期≯茶叶密霹瓤l E藏为

瀚衙弘教室彀附。(翁嚣裁海圈薛，。》歪褒的《僮约i》肆，就有?烹
渫瀑暴》斌赧浜荼。。掏j；i记述0说嚼当封豹武阳<今_|四I Jll彰山县．'

岳黪娥荣叶市扬鲁7茶叶形成商品以后，邃涉曲四J{I向长江中下辩

恭【稚瓤虢城发展．在西汉时，茶叶作为四埘构一种特产，遁过进贡

祸渣遗i首先传到了当时韵京城长安-．根据《雨山墨谈》赵飞燕搦荼
韵微：薄、说明西汉时的长安宫廷，或者官宦r之家便E风彳j!落荣@。
羲裴蜜开始饮茶的前后，茶叶生产知识，也髓周内政洽经济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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