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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1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面对国内外茶叶市场激烈竞争的态势和国内东茶
西移的大好时机，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快贵州茶产业发展》的建议，并通过研究会中的省政协委员，
向省政协提交了正式提案。
在被列为省政协主席建议督办案之后，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召开专题会进行专题研究，并下发了会议纪
要。
根据省委的要求，省政协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全省最大的一次茶产业调研活动，同
时派员到外省取经，并写出扎实全面的调研报告。
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于2007年3月，以黔党发[2007]6号文件
，出台了《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把加快茶产业发展
作为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工作，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作为落实生态立省战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重
大举措来抓，认真分析茶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增强加快茶产业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把茶产业培育成贵州省重要的特色优势产业，推动茶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政府6号文件下达后，激发了全省农村种茶积极性，激发了贵州数十万茶
业工作者改变茶业现状的决心。
为了引导全省茶产业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
2007年9月，省委领导主持召开了全省茶叶生产专题汇报会；2007年10月，遵义市召开实施百万亩茶业
工程推进大会；2008年1月，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在全省茶产业发展现场会上提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总结经验，做优做强做大我省茶产业，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通过
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茶园面积发展到500万亩”的目标。
为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发展茶产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力争把我省建成中国高品质绿茶的原
料基地和加工中心，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有机茶的重要生产基地，力争使我省成为在规模、品质
和品牌上走在全国前列的茶产业大省。
　　省委、省政府大幅度扩大茶园规模的部署，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凭借贵州省优良的生态环
境和绿茶综合品质在全国第一的优势和适应西部大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它抓住了盛世饮茶、东茶西移的新机遇。
贵州省是国内唯一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兼具的茶区，海拔高度、年均气温、曰照时数、空气湿度
、年降雨量、土壤酸碱度等，都特别适宜茶树生长，有利于生产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
贵州茶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茶、生态茶、安全茶、健康茶。
　　随着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茶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环境受
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承接“东茶西移”，是我们加快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我们要抓住国际国内绿茶消费增长和国内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资本向内地转移的良好机遇，从贵州
的实际出发，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来定位茶产业的发展。
贵州茶是特色产业。
做优、做强、做大茶产业，是我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力发展茶产业，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我省特色农业和高效农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种植结构的调
整和优化升级，提升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而且有利于保护
生态环境。
茶树根系发达，固土能力强，四季常绿，一旦普遍种植，对于保持水土、优化生态环境，都能起到积
极的作用。
发展茶产业，既符合农民增收的要求，又符合生态建设的需要。
实行退耕还茶、林间种茶、荒山造茶等，完全可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农民增收致富的最佳结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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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真正意义上有机地结合起来。
　　贵州是茶树的原生地和古老茶区之一，1980年发现的晴隆茶籽化石，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发现
的茶籽化石，它标志着贵州茶的历史至少在100万年以上，全省现有各种类型的茶树品种资源600余种
，是我国保存茶树品种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历史上，数千年前的古黔濮苗茶俗沿袭至今，早在唐代，产于思州、播州、夷州、费州的贵州优质茶
便已扬名天下。
务川都濡月兔、贵定云雾茶、思州银钩茶、湄潭眉尖茶、织金平桥茶、金沙清池茶、贞丰坡柳茶、都
匀鱼钩茶、大方海马宫茶等，都是历史上曾经形成的一批各具特色的“贡茶”。
1915年，都匀鱼钩茶和贵州茅台酒、玉屏箫笛一起，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贵州茶开始走向世
界。
进入新世纪，不仅贵州有机茶园面积居全国前列，而且形成了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羊艾毛峰等一批
知名品牌，在2007年10月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凤冈县的“雀舌报春”、“明前翠芽”和
湄潭县的“兰馨雀舌”、“湄潭翠芽”获得金奖，占该次评比中12个绿茶金奖的三分之一。
　　绿茶生产是我国茶叶生产的主流。
贵州绿茶在全国占有的位置日益重要。
省委、省政府6号文件提出：要认真研究贵州茶叶的悠久历史、品质特征、文化内涵，要在产品定位
、品牌塑造、宣传推介和市场拓展上下工夫，着力培育一批全国性的知名品牌，努力提高“黔茶”在
国内外的知名度。
名牌的内涵是文化，名牌要形成产业，根本在品质，关键在文化。
必须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要把茶产业宣传作为对内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树立“黔茶”新形
象，充分挖掘茶与历史、文化、名人、健康、饮食等诸多元素的相关性，提升“黔茶”影响力，加快
我省茶产业发展，建设茶产业大省，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奋斗的目标。
　　《贵州茶》的编写，意在弘扬黔茶文化，提高贵州茶的知名度，通过对贵州茶文化历史、贵州茶
现状和前景的阐述，全面展示贵州茶的风采，用以坚定贯彻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2007]6号文件、做
大做强做优贵州茶产业的信心，促进贵州茶快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营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长江后浪推前浪。
贵州茶面对“东茶西移”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大踏步地走向全国，携手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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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高原是一片神奇多彩的土地，早在100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茶树生长：经过若干年贵州各族
人民的辛勤劳作，贵州名茶大量涌现，并已成为老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贵州茶业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目前，贵州人满怀豪情，正向产茶大省逐步前行。
　　《贵州茶》的编写，意在弘扬黔茶文化，提高贵州茶的知名度，通过对贵州茶文化历史、贵州茶
现状和前景的阐述，全面展示贵州茶的风采，用以坚定贯彻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2007]6号文件、做
大做强做优贵州茶产业的信心，促进贵州茶快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营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贵州茶》是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主持编撰的第一本介绍贵州茶文化历史的通俗读物。
从深层次看，它是贵州省数十万茶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心血和智慧孕育出的第一个以文字和图片形式
描绘出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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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庆芳，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
中共党员。
1941年5月生，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
当过中学教师、新闻干部、记者、编辑。
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曾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编辑部主任、广播研究会
副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钻研茶道为终身业余爱好，曾组织采访和全面宣传贵州烟、酒、茶，出版有关图书多本，主编《中国
茶典》、《中国药茶大全》，在全国有关刊物发表茶论文多篇，茶诗词数十首。
现为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茶韵》主编。
已出版各类图书30本，计1000多万字，并有部分作品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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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7.安顺茶叶企业与旅游牵手共谋发展8.贵阳开展“万人品茗”活动促产销见面9.凤冈茶业实现历史性
跨越10.2008年上半年又快又好的茶叶生产发展态势附录一、丰富多彩的民族饮茶习俗二、贵州茶诗词
和其他文化艺术作品辑录1.古人茶诗词2.贵州部分民歌、采茶歌选录3.报刊选用的茶诗、茶联等艺术作
品4.《茶韵》刊用诗词联作品选录5.“环保与茶文化”诗联获奖作品选录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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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平旧州回龙荼　　据黄平县旧州镇西中街82岁的朱大爷说，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收茶叶
搞贸易，从回龙寺茶园每年收的毛尖茶均在百斤以上。
一斤毛尖干茶至少有5万芽头才能制成，100斤毛尖干茶至少需要500万芽头。
没有大片的茶园，是做不出那么多茶的。
可见当年回龙寺僧侣之多，以及香火旺盛情况了。
相传，在明朝时期曾经将回龙茶选送为贡茶。
虽只是传说，但是，回龙茶品质优异却是人们公认的。
因为回龙茶的产地，即旧州万亩大坝东南两侧的秀峰，其天然的生态环境，的确是可以生产好茶的适
茶环境。
回龙寺一带，海拔在1000米以上，云雾多，日照少，无污染，雨量充沛，又近临河水旁的万亩大坝。
春天，正是产茶的黄金季节，此时，万亩大坝上油菜花灿烂开放，鸟语花香伴采茶。
况且，这里由砂页岩风化形成的砂质黄壤上生长出的茶树叶质肥厚，内含物特别丰富，使回龙茶品质
更上一筹。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论及茶质与土壤关系时说：“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烂石，即风化形成的砂质黄壤。
可见，回龙寺的回龙茶品质之优异，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由当地的小气候生态环境所决定的。
　　回龙寺茶园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早已消失。
只有东去的潕阳河水在回龙寺脚绕了一个大弯后缓缓流淌。
据说，当年回龙寺就建在这弯道的山坡上，而附近的茶园也早已变成了产粮地块。
坡顶地势平坦，丛林中几户人家。
回龙寺则是1955年便被拆毁，茶园是用拖拉机犁掉的。
现在变成了油菜地。
只有田坎上还保留着三两株茶树，这些茶树也都是从砍断的树桩上生发出来的。
枝叶茂盛，芽头柔嫩，树桩多为20公分直径。
可以想见当年茶园的繁茂景象。
　　茶园没了，但是，留在乡民们有关回龙寺贡茶的记忆仍然存放于脑海之中。
老人们常常指着回龙寺茶园的旧址，讲述着陈年往事。
特别是关于道士在原茶地挂幡超度时，始终挂不了幡，因为这里的茶是曾经献给皇帝喝过的。
皇帝饮品过的茶园，诸神都得回避。
幡挂不起，自然不能作法。
最后道士只得收拾行头，仓皇离去。
类似的传说还有不少。
这反映了当地百姓对回龙寺贡茶的珍爱。
作为后人，美好的东西，不去恢复它，其心何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历史名茶，又是后人义不容
辞的职责。
　　贞丰坡柳茶　　《贵州通志》(1948)载：“黔省各属皆产茶，⋯⋯铜仁之东山，贞丰之坡柳，仁
怀之珠兰均属佳品。
”贞丰县坡柳村自古产茶，清咸丰3年所编《兴义府志》云：“茶，产府辖的北乡、屯脚诸处，即毛
尖茶是也。
”屯脚就是今天贞丰县龙场镇坡柳村。
这里早在清朝，就能生产多种别具特色的名茶。
一是用木模压制的“沱沱茶”，一是用手捏成毛笔头状的“状元笔茶”，这状元笔茶，因为采制工艺
之独特，名气很大。
而更多奇趣的是坡柳一带作为贡品的“娘娘茶”。
即在布谷鸟没有叫之前，由坡柳村的姑娘采摘，并亲手加工成干茶，在市场上出售后，作为姑娘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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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茶。
关于娘娘茶，在贞丰还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是姑娘出嫁前，事先采制几把茶叶带到婆家的茶。
还有的说是从坡柳的“堡堡”上采摘的茶，更有人说是姑娘披着晨光采茶时，不是用手摘茶，而是用
嘴摘下来的茶叶，所以特别珍贵。
总之，坡柳茶是神秘的茶，也是让人留下美好享受的茶。
　　不过，可惜的是，娘娘茶也好，沱沱茶也好，状元笔茶也好，其工艺制作早已失传。
据书载，坡柳茶的制作工艺独特，造型上独树一帜。
坡柳茶是大叶茶，在制作状元笔茶和娘娘茶时，要采摘一芽四叶、长度15厘米的苔茶，杀青后用双手
搓揉，揉紧成条，然后抖直茶条，理顺成把，双手边旋转边捏紧，逐渐塑造成毛笔头形状或辫子形状
，用白棉纸包扎好，夜烤日晒，百芽一支，十六枝为一束。
这种方法费时费力，很难大规模生产，作为礼品茶尚有存在的可能。
　　安龙御茗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于1652年从广西南宁迁贵州安龙后，国破家亡，郁郁寡欢。
暮霭低垂，落叶萧萧之时，他常到三清殿禅房与高僧月幢问道谈经。
月幢来自江苏，深谙茶道，精于采制。
永历帝来临，他都要献上自制的安龙香茶，以茶助谈。
永历每次饮茶都觉清香馥郁，透彻肺腑，不亚于在京城时喝的那些贡茶。
于是一时兴来，就将这种茶列为宫中饮品。
就是这种茶，伴随着他度过在安龙的六年。
六年后，李定国护驾迁居昆明。
不久，月幢圆寂。
安龙香茶的采制工艺也随之失传。
好在建国后，安龙人在步人市场经济时代后，以敏锐的眼光，看准了恢复历史名茶安龙香茶的经济意
义。
新桥茶场建立了，他们荟萃专家，求访民间，经过三年多的探索，更具特色的“安龙御茗”诞生了。
它不仅吸取了月幢的制作工艺合理部分，而且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一连试制出御茗系列产品七种：
“群舸雪芽”，外形扁平匀直、茸毛披伏；“奎尖”外形芽叶肥壮挺直有峰；“银峰”外形挺秀如枪
，色泽绿润；“竹叶青”形如竹叶扁平俊俏；“菊花茶”形如菊花，色似墨绿；“鸳鸯茶”形如春笋
色绿显毫；“银珍”形状似针，满披白毫。
一个仅有3000多亩的茶场，短期内生产出“安龙御茗”的七个系列产品，而且都别具特色，让人喜欢
，真是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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