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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到福建元泰茶业有限公司的《话说福建红茶》书稿时，我十分欣喜。
数十年来，各类与此相关的书籍也出版了不少，然而，由于国内红茶消费始终徘徊在主流之外，所以
一直未曾看到专门讲述福建红茶故事的专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
若干年前，元泰茶业的形象代言人安妮到舍下拜访，我偶然间向她提及目前中国红茶的发展现状堪忧
，没想到她却记在心头。
不久以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了一篇《中国红茶什么时候才会红起来？
》的文章，并且开始身体力行地推广起红茶文化来。
等到下次她再从香港回来和我叙旧时，她竟然说她决定开始做红茶了。
安妮女士的认真和执着让我很感动。
现在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重担落在年轻人的身上，但像安妮这样从一个门外汉到进入状态，是很需要勇
气和努力的。
做茶浮躁不得，要的是坚持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付出。
把一个在中国沉寂很久的茶类，重新推出市场是个很艰巨的任务，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
现在看来，安妮及元泰茶业一班有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初步做到了。
福建红茶也称闽红、建红。
世界的红茶源于福建，早在17世纪，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就漂洋过海，远销英伦，至今已有400
多年的历史。
因其风味别致，香醇可口，备受英国贵族乃至皇室的喜爱。
直至今日，红茶仍然是世界首选的茶饮料，全世界茶叶市场80％的份额为红茶。
福建作为世界红茶的发祥地，红茶的发展可谓历尽兴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种种原因造成福建红茶产销每况愈下。
近年来，在福建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茶产业的发展又呈现出了骄人的业绩，喜爱红茶的消费者也
越来元泰茶业同仁们在查阅和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种质资源、制造工艺
、品饮方式和发展前景等方面，结合专业的红茶知识，运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笔触，编写了这本
《话说福建红茶》。
书中洋洋洒洒6万多字，向读者展现福建红茶的概况，让读者对福建红茶能有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这
对于福建茶界乃至中国茶界是件好事。
读者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无不透着一颗爱国之心和一份热爱红茶的真挚情感。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红茶事业，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更付出了无私的爱心，这样的
情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可以说，这种情是对红茶事业的真情和真爱，也是我们茶人治茶需要的精神。
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为促进福建红茶产业的发展以及福建红茶文化的传播，奠定一定的基础。
在本书付梓之际，元泰茶业同仁要我为此书作序，感慰之余，以资鼓励，是为序。
张天福已丑您孟夏于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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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说福建红茶》在查阅和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种质资源、制造工
艺、品饮方式和发展前景等方面，结合专业的红茶知识，运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笔触，向读者展
现福建红茶的概况，让读者对福建红茶能有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您知道红茶的鼻祖是谁吗？
您了解福建三大工夫茶吗？
您清楚喝红茶有哪些讲究吗？
您领略喝红茶的养生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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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穿越百年时空的芳醇一、正山小种：世界红茶的开山鼻祖二、坦洋工夫：驰香饮誉遍天涯三、政和工
夫：凝脂含香紫罗兰四、白琳工夫：来自海东仙山的瑰宝五、福建红茶：再铸辉煌指日可待循着芳香
去遨游一、武夷山：奇秀山川赋奇茗二、坦洋村：自然孕育的繁华三、锦屏村：古银山孕育出“黑色
黄金”四、翠郊古民居：“秀丽皇后”的记忆良种王国中的精英一、土生土长的菜茶良种二、独树一
帜的无性系良种三、也能用来制造红茶的乌龙茶品种工夫红茶真“功夫”一、采摘：香醇味浓的最初
来源二、萎凋：风烟相携的美味前奏三、揉捻≯霸频扭动的婀娜身姿四、发酵：  “闷”出来的甜香
五、干燥：凝固品质的“锤炼”六、烟熏：烟熏火燎出的美味福建红茶的品鉴门道一、选真择优购红
茶二、四大“闽红”各具特色三、“闽红”中的精英四、妥善贮藏防变质让我们来一杯红茶吧一、清
饮：从头到脚的温馨二、奶茶：骨瓷杯中的轻舞飞扬三、冰红茶：冰爽感觉，由我做主四、DIY红茶
：可以品尝的心情五、佳茗还需配美器六、一杯红茶的精彩演绎让红茶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一、红茶
保健功效“哆来咪”二、女性的美丽小秘密三、红茶健康“千金方”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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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坦洋工夫：驰香饮誉遍天涯17世纪初，饮茶之风在欧洲逐步盛行，对茶叶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大。
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量便逐渐增多，这客观上促进了茶园的开辟，福建的茶叶生产得到了
迅速发展。
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喻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由茶商行代办，
禁止民间贸易往来。
由于从福安到广州可以从水路走，这对于茶叶远销十分有利。
聪明的坦洋人，看准了这一时机，纷纷开始垦荒种茶，生产红茶。
相传，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一个来自建宁的茶客来坦洋收购茶叶，将红茶制造工艺从武夷山传人坦
洋。
坦洋村村民胡福四（又名胡进四），以“坦洋菜茶”为原料，试制红茶成功，冠以“坦洋工夫”的茶
标，经广州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20余个国家与地区，很受欢迎。
因而，从光绪七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881～1936）的50多年里，福安每年出口茶叶500多吨，是坦洋工
夫的最鼎盛时期。
坦洋工夫红茶便是通过当时全国三大茶市之一和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马尾口岸运销到国外。
外国商人在品饮了坦洋工夫之后，被它的清甜香和所吸引，便蜂拥而至，来到坦洋求茶，周边的县域
生产的茶叶也争相仿效生产坦洋工夫或将茶叶运到坦洋村加工后运往欧洲。
随着1898年三都澳的开埠和“福海关”的成立，三都澳成为福建乃至中国茶叶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
被称为中国近代东南“海上茶叶之路”。
三都澳北达赛岐港通福安，轮船业的兴起也带动了航运业的勃兴，赛江的内河运输与海上航运相连，
构成了发达的水路航运网络，使坦洋工夫与海外的距离大大缩短，往来坦洋的茶商络绎不绝。
在鼎盛时，福安的茶商甚至斥资成立“福寿轮船公司”，用货轮直接将茶叶运往福州港和三都澳。
坦洋工夫除了水路转运到各国之外，还有一部分则是依托武夷茶步入茶马古道，与万里茶叶之路联通
。
坦洋工夫经由晋商从武夷山运达山西大同，然后分为两路，一路运往呼和浩特，一部分经天镇运往张
家口。
走军台30站向北行14站到库伦，再北行11站到中俄交界被称为“买卖城”、“陆上码头”的恰克图。
茶业的兴旺让坦洋这个美丽的小山村“沸腾”了起来。
据说，每逢茶季，坦洋村街上接踵摩肩，熙熙攘攘，几乎成了茶叶的海洋，热闹非凡。
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道：茶季到，千家闹，茶袋铺路当床倒；街灯十里亮天光，戏班连台唱通宵；上
街过下街，新衣断线头；白银用斗量，船泊清凤桥。
这首民谣是对当时坦洋村繁荣的最真实写照。
据《福安县志》记载，在最鼎盛时，区区1公里长的坦洋街，竟有36家茶行，每年制干茶2万多箱，收
购茶叶的范围却达到方圆几百公里，囊括了七八个县，畅销20多个国家，每年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
据说，当时从国外寄到坦洋的信笺，无需写明省、县的详细名称，只要写个“中国坦洋”，就可以准
确无误地送到收件人手中。
茶业的兴隆也给古老的坦洋村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街上新屋林立，现在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的繁盛景象
。
坦洋的茶行，临街是铺面式，有两层、三层，最高到四层。
底层用来收购茶叶用，二层用来放置各种制茶设备，作为精制的场所，三层用做仓库。
就在这条坦洋街上，有一家元记茶行，以白云山下的岭下村为根据地，收购初制干茶。
茶行由3座房屋组成，共有铺面36间，雇工100余人，拣茶工200多人，一年能制作干茶2000多担。
这家茶行在每年发放“茶银”时，需要70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一路逶迤从坦洋
村挑到岭下村，发放给当地农民。
岭下村的庄稼汉们见到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惊讶地说道：“冬下我们挖的番薯还没这么多哩！
”坦洋工夫的鼎盛时期，适逢饮茶之风在英伦三岛的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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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属东印度公司装载着坦洋工夫的商船，开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皇室贵族杯中的时候，它便声
名鹊起。
根据史料记载，咸丰年间“会英商购买华茶，以坦洋出产为最”。
英国的王公小姐们除了喜爱它清甜醇美以外，也对它所代表的茶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英国女王见到人们在冲泡坦洋工夫的过程中，以扇作为屏风，于是就赐给坦洋茶商一把和扇，成就了
一段“一扇屏风”的佳话。
英国人对坦洋工夫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坦洋工夫红茶以色艳香浓、鲜醇清甘赢得了世人的赞誉，1915年，与贵州茅台酒一起获得了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
19世纪末，因清王朝的各种社会因素，加上英属印度茶园的大面积开辟、茶叶产量增加，致使福安的
茶业逐渐走向衰败，让曾经驰名中外的坦洋工夫陷入低谷。
洋商见到丰厚的茶利而眼红，多采取放“贷款”的形式，在每年旧历二月二前往福州向各国商家收取
“茶银”。
春初，从洋人手里运进一船的白银，春末秋后再给他们运去一船的茶叶。
坦洋人用白银、茶叶为洋人带来了财富和健康，而他们却用毒品毒害了国人。
当时的一条民谚说：“国家举，乌（茶）换白（银）；国家败，白换乌（鸦片）”，指的就是用茶叶
换白银、用白银换鸦片贸易一事。
此后，频繁的战乱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致使坦洋工夫这一历史名茶一度黯然失色，甚至走到了惨
遭废弃的边缘。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茶叶被纳入国家统购统销管理后，坦洋工夫才开始逐步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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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正山小种、坦洋工夫、政和工夫和白琳工夫这四种红茶是福建红茶的当家品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
它们的包容性特别强，既可以清饮，也可以加奶、加柠檬调饮，而且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品饮福建红茶，不仅有益于健康，还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时尚、美丽、浪漫、健康的现代文化。
红茶是最能体现中西文化激荡与融合的一种饮料，是人类的灵魂之饮、健康之饮。
为了普及红茶知识，展示福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茶产业的发展，我们组织编写
《话说福建红茶》一书。
希望为茶叶爱好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了解福建红茶的一个窗口。
本书共为7章，由福建元泰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安妮女士和元泰茶业同仁通力合作共同完成。
由于时间颇为仓促，作者水平有限，因此难免存在纰漏与舛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雅正。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福建光彩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月茶业（福建）有限公司，福安市坦洋茶场，福建政和瑞茗茶业有限公司，福建政和茂旺茶业有
限公司，福建松溪县龙源有机茶厂，福建天湖茶业有限公司，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福建张天福
茶叶发展基金会会长张伟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科学研究所教授级农艺师张方舟，福建农林大学
园艺学院副院长袁弟顺教授、茶学系副主任郭雅玲教授、詹梓金教授以及茶学系各位老师，原福建省
茶叶协会秘书长陈金水老师，福安市茶叶协会会长陈成基，福建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徐飙，政和县委
宣传部李隆智，政和县一中教师杨扬，南平市摄影爱好者张惠娟，《闽北日报》记者黄旭辉等单位与
个人，都给予了鼎力支持与帮助，为本书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提供了大量精美的图片。
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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