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茶之源 

 

 

 

中国是茶树的起源地，从发现和利用茶至今，已有约 5000

年的历史；人工栽培茶树，也有约 3000 年历史。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是唯一的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多雨雾、原生态、气

候温和的茶区，并孕育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都匀毛尖茶。  

那么，“茶”字有何由来？黔南茶叶有怎样的发展史？都匀毛

尖茶名称的由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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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黔南茶字的称呼 

从古至今，茶的名称很多，如荼、诧、荈、槚、蔎、茗、皋卢等。其中，用得

最多、最广泛的是“荼”。随着茶事的发展，从一字多义的“荼”中衍生出“茶”字，

沿用至今。  

“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一个茶字在黔南州少数民族中称呼各异：布依族

普遍称茶为“改”“荈”，长顺、惠水一带的布依族称茶为“者”；苗族则称其为“吉”

“几”“及”，如贵定、龙里、惠水的苗族称茶为“几”，瓮安、湄潭一带的苗族称为

“刷”，都匀、三都一带的苗族称茶为“无及”；都匀瑶族将茶称为“檽记”；黔南侗

族则称为“谢”。  

第二节   黔南茶叶的记载 

黔南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最早见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巴国东至鱼复，

西至棻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茶，皆纳贡之⋯⋯园有芳棻、香茗⋯⋯”，其中

黔涪、棻道，包括今贵州的黔东、黔北和黔南地区，已有人工成片栽培的茶园，且

出产香茗进贡朝廷。  

黔南茶文化积淀深厚，相关记载屡屡见于各类典籍。汉武帝建元六年（135年），

发现夜郎市场上除了僰僮、笮马、髦牛之外，还有茶等商品（汉代《贵州古代史》）。

唐代陆羽《茶经》赞美黔茶“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

佳”。北宋《太平寰宇记》描述土司进献朝廷主要贡品为茶，“夷州、播州、思州以

茶为土贡”。元代贵定平伐少数民族首领的娘携云雾山“狗仔马”和“鸟王茶”觐见

泰定帝（《贵阳府志·贵定县志稿》）。明代洪武年间名茶包括新添（贵定）茶和贵定

云雾茶等 97 种，嘉靖年间番州府（惠水）以茶芽为贡，崇祯元年黔南茶叶被皇帝赐

名为“鱼钩茶”。清代顺治年间程番府（惠水）贡茶芽；康熙年间新添、阳宝山有茶

产出，制之如法味亦佳；乾隆年间为保障贡茶用地，刻石碑界定贡茶产地区域（注：

贵定云雾茶贡茶碑是中国唯一的贡茶古碑，1982 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光绪年间贵州巡抚林绍年进献贵定雪芽茶，曰“贵定茶芽一匣，

老佛爷留用，贵定茶芽一匣，皇上敬用。”1915 年为庆贺巴拿马运河开通，中国应

邀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大奖章、名誉奖章、金奖等 1211 枚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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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黔南茶叶（都匀毛尖茶）就贡献了一枚大奖（注：时隔百年，2015 年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 100 周年庆典暨精品回顾展，“都匀毛尖”经典重现，再次荣获百年庆“特

别金奖”）。1956年 4月，为了感谢毛泽东主席带领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高级农业

社都匀茶农精心制作了 3斤“鱼钩茶”寄给毛主席；6月 9 日收到一封落款为中共

中央办公厅的回信，并附有毛主席的亲笔信“高级农业社都匀茶农：此茶很好，我

已收到，今后高山多种茶，我看此茶名都匀毛尖茶——毛泽东”。  

第三节   都匀毛尖的来源 

一、云雾茶 

平伐（现为云雾镇），位于贵定、都匀、平塘等县交界处。元代的“平伐”地域

远比现今要大得多，人口至少有数十万人，主体就是 3000 多年前从古蜀国迁徙至此

的海皅苗。自唐宋以来，他们开山种茶，自治自理。元代统治者凭恃武力赢得胜利，

但仍然任命的娘镇守当地，为表示臣服须贡献“方物”。的娘和他的手下携带两样“方

物”来到了京都，其一是云雾山的矮马“狗仔马”，其二就是云雾茶，当地称为“鸟

王茶”。这次进贡记录在《贵阳府志·贵定县志稿》中，是自唐宋以来黔南茶又一次

进入朝廷，时值元泰定二年，即 1325 年。  

二、鱼钩茶 

都匀毛尖与崇祯皇帝之间有不解的情缘。明朝天启二年（1621年），贵州安邦

彦举兵叛乱，围攻黔中首府贵阳，丘禾嘉（贵定人）组织地方民团平叛。崇祯元年，

崇祯皇帝破格提拔丘禾嘉，丘禾嘉入朝觐见，进贡给崇祯皇帝黔南茶。丘禾嘉说：

“这是我家乡都匀府出产的茶叶，为我朝贡茶，可惜迄今还没有名字，请皇上赐名。”

崇祯皇帝品后大悦：“卿所贡之茶，历朝有名，生时为枪，熟时似钩，赐名‘鱼钩茶’。” 

三、都匀毛尖茶  

1956年 4月清明期间，都匀县团山乡乡干部罗雍和村民谭修芬、王顺天、谭修

楷等数名青年团员一起集中学习阅读报纸，正好读到《贵州农民报》有题为《人民

热爱毛主席，万里边境送虎皮》的新闻。为了感谢毛泽东主席带领广大农民翻身做

主得解放，几位年轻人精心制作了 3 斤（1 斤=500g，1 公斤=1kg）“鱼钩茶”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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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并附信一封：“敬爱的毛主席，感谢您和党中央领导，让我们当家做主人。

为表心意，我们共青团代表乡亲采制了茶叶，寄 3 斤都匀土特产鱼钩茶请您品尝。” 

6月 9日，茶农社收到一封落款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信件内容大致是：

你们给毛主席的茶叶已收到，经主席批准，寄给你们十六元作成本费。附有几句毛

主席的亲笔签字：“高级农业社都匀茶农，此茶很好，我已收到，今后高山多种茶，

我看此茶名都匀毛尖茶。”（图 1-1）一封简短的回信蕴含着毛主席的褒奖、信任和

期望，都匀毛尖茶由此得名并传沿至今。  

 

图 1-1  毛主席回复信件  

【思考与讨论】 

简述都匀毛尖茶的起源。  

【课外阅读资料】 

中国起源说的证据 

1. 大茶树的发现与分布  

（1）古文献中有许多茶的记载  

陆羽《茶经》：“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巴山峡州，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云南《大理府志》：“点苍山，树之大者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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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生大茶树的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10 个省区近 200 处发现野生大茶树，主要有 4 个集中分

布区：滇南、滇西南；滇、桂、黔比邻区；滇川黔比邻区；粤赣湘比邻区。  

此外，福建、台湾、海南有少量分布。  

云南的野生大茶树最具典型性：分布数量多、最古老。  

野生古茶树王：巴达大茶树（1961 年发现，勐海巴达大黑山原始森林，高 32.12m，

树幅 8.8m，最大干径 100.3cm）。  

2. 茶树原产地的考证  

（1）茶树分布  

山茶科茶属，起源于上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分布在劳亚古大陆的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而我国西南地区位于其南缘，茶树种属集中、分布多。  

世界山茶科植物有 23 属，380 余种，中国 15 属，260 余种，多分布在西南地区。 

（2）地质变迁  

西南地区山川河谷纵横交错，地形多变，气候多样，使该地品种变异多、资源

丰富（植物学家：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当为该植物起源中心）。  

（3）茶树进化  

云南原始型茶树较集中，当属茶树原产地。  

结论：中国为茶树原产地，西南地区为原产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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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茶树起源于中国的理由  

（1）中国西南部山茶科植物最多，是山茶属植物的分布中心；  

（2）中国西南部野生茶树最多（1200 多年前，10 省 /区 200 多处之 70%，云南

特大型、连片，类型之多，数量之大，面积之广，世界罕见——原产地植物最显著

的植物地理学特征）；  

（3）中国西南部种内变异最多（形态、叶型等种内变异之多、资源之丰富是世

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不能相比的）；  

（4）中国西南部利用茶最早，茶文化内容最丰富（历史和文化层面佐证）；  

（5）最早的茶树植物学名；  

（6）茶叶生化成分特征提供的线索。  

以上六个方面事实都证明：茶树起源于中国，中国是茶的故乡！  

【课外实践活动】 

探究茶树形态特征之旅 

一、时间  

根据教学时间灵活安排。  

二、活动地点  

杨柳街苗山。  

三、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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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茶园，了解茶树形态特征。  

四、活动要求  

1. 活动前准备  

（1）请班主任将班级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小组安排小组长，填写“小组安排

表”，活动时以小组为单位活动，将小组长名单告知相应车长。  

（2）各班安排学生，在当天活动前为班级领食物。  

（3）请班主任提前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  

（4）请班主任将所在的车号、上车时间和集合时间准确通知学生，听从小组长

和带班老师的指挥，不得单独行动，服从活动安排。  

2. 集合出发  

（1）根据教学时间安排好时间在操场集合。  

（2）按照要求和班级参与活动的人数，到指定地点领取点心。  

（3）在指定地点排队有序上车。  

3. 车上纪律  

文明乘车，不得大声吵闹，不得随意将头、手等部分伸出车外，不得在车厢内

随意走动，垃圾入袋，服从司机、导游和车长的安排。  

4. 集合回校  

以小组为单位，按时集合，找到所在车辆，向车长报道。全部师生到齐后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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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  

5. 活动反馈  

备注：此次课外实践活动可以与第三章课外实践结合。  

复习题 

1. 简述黔南茶字的主要称呼。  

2. 简述黔南茶叶的主要记载。  

3. 简述都匀毛尖茶名称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