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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 我的手边放着在中国旅行时买的名茶
叠
碧螺春

-

， 这是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上

  

海市茶叶分公司的产品， 可它正式的名字是
4
洞庭碧螺春

净

， 出产于江苏省苏州地区吴县的太

  

湖周围， 在清朝的崇德五年 （一六四O 年） 曾经作过贡茶① 的。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叫作
‘
蒙

  

顶黄芽
一
的名茶， 这就是用唐代的一种名茶

“

蒙顶
”
之名出现的。

      

这些虽都称作茶， 可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 其中的品种是各式各样 的。 中国 目前 也

  

有六大茶之说， 把茶分为绿茶、 青茶、 黄茶、 白茶、 黑茶、 红茶， 上述的两种茶都是绿茶。

  

说起绿茶， 我国现在饮用的煎茶、 玉露、 番茶、 末茶也可归入这类。 绿茶的特点在于采摘之

  

后立即加热杀灭酵素， 这nL|作
“
杀青

”
。 不过有点区别， 我国杀青时用蒸的办法， 而中国则用

  

锅炒 （我国九州也有炒的茶） ， 青茶一般称为乌龙茶， 是半发酵的茶， 采摘之后并不立刻加

  

热， 而是暂时放一放， 这叫作
4

萎凋
”

，然后与绿茶同样经过揉捻 ，干燥而制成。 黄茶、 白茶是

  

轻度的发酵茶， 黑茶是自然气化以后的发酵茶， 作为一种原料它可放在模子里经过蒸压之后

  

成为压缩茶 （也叫作团茶或砖茶、 边茶） 。 红茶在我国也很常用， 从制法上说是完全的发酵

  

茶， 不加热， 经过萎凋、 揉捻、 发酵 、 于燥等工序制成。 不过下面讲到的唐代名茶， 按以上

  

分类的话都是绿茶②
。

      

在进入正文论述唐代名茶之前， 先就名茶起于何时陈述所见如下。 在辽阔的中国出现冠

  

以各地地名的名茶， 是茶叶普及的重要佐证， 而且只有茶叶流通到遥远的地方才有可能。 特

  

别是下面将要提到的那些有关唐代名茶的系统记载， 也是考察茶叶流通的重要史料。 名茶的

  

最早记录是唐本草， 在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新修本草》卷一八 ， 菜类 、 苦菜注引的《桐 君

  

药录》有：

      

西阳， 武昌及庐江 、 晋陵③茗皆好。

      

这句话在唐陆羽的《茶经 一匕之事> 中是作为《桐君录》引用的 ，最后的
“

茗皆好
”

作
“
好茗

”

。

  

《桐君药录》三卷， 见于《隋书》卷三四 、 经籍三 、子 、 医方条。 矢野仁一氏把它看怍
“
南北 朝 初

  

期 、 宋齐时的书
”①

。 我认为也可看成是晋代的书， 但还没有确证。 ⑤这是因为武 昌、 庐 江

  

见于《晋书》卷一五 、 地理下， 是郡 ， 西阳则见于同书卷一
四 ， 地理上， 是豫州弋 阳 郡 的 属

  

县， 但是还没有确证证明晋陵是晋 i殉郡县 。 然而《晋书 · 地理下>扬州条云
“
又以毗陵郡 封 东

  

海世子毗， 避毗讳， 改为晋陵
”

，据《晋书》卷五九， 东海孝献王越传， 毗之父为越， 越受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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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时是在永康初年 （三OO 年） 以前， 所以可以大致认为是有晋陵郡存在的 ，若将<桐君药

  

录》看作西晋末年以后的书， 并没有矛盾。 仅此虽然尚不足以断定《桐君药聂≥为西晋末之书 ，

  

但上述西阳、 武昌、 庐江、 晋陵作为西晋末之名茶产地的可能性是存在Ff羹』。己外 ，矢野仁一氏

  

论述了这四个地方是茶叶产地， 可是有关西阳地名的断定还有些问题， 矢野氏认为在淮南道

  

黄州， 这就难以确定是在今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还是湖北省黄冈地区黄冈县。 但是哪一处

  

都可看作茶叶产地。
@ 我把见于《桐君药录>的西阳、 武昌、 庐江、 晋陵作为中国最古的名茶

  

产地， 并把其年代上推到西晋末年。 这是因为西晋末年茶已经很普及， 已至于以相当僻远的

  

湖北省为首， 包括安徽省、 江苏省， 或许还有河南省南部各地的名茶曾经名噪一时。

      

在结束本序言时， 再谈谈本文下面将要用到的史料的写作时期。 关于《茶经》已经作了考

  

察， 根据
“八之出

簟
里记载的州县名， 其年代在唐肃宗乾元元年 （七五八年） 至上元元年 （七

  

六O 年）之间⑦ 。 不过以后也可能有所增补。

      

《唐国史补》， 唐李肇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O 、 子部《唐国史补》条云 _
书 中 皆

  

载开元至长庆 （七一三——八二四年） 间事
”

， 可从其说。 所记述事约比《茶经》晚六十年。

      

《膳夫经》⑧ ， 又名《膳夫经手录》， 唐杨哗撰， 据《粤雅堂丛书》所收《续谈助》卷五《膳 夫

  

经》末尾
q
西楼

尊

的记载， 及以此为基础的清阮元《挈经室外集》卷二的提要， 其官为巢县 县 令

  

（巢县为唐淮南道庐州属县， 今安徽省巢湖地区巢县， 接近产茶地） ， 则此书成于唐宣宗大

  

中十年 （八五六年） 。 因而此书所述事的下限又比《唐国史补》晚大约三十年。 绦田统 氏《中

  

国食物史》 （柴田书店， 昭和四十九年）一一二页有关于此书的介绍。

  

二、

  

《茶经》中所见的产地品级

      

考察唐代名茶的状况， 首先可在陆羽《茶经 · 八之出》中看到把各州分为上 、次 、下、 又下

  

的品级。 其中举出了各州所产茶的品级， 在注释中又详细记载了生产县等等。 各州所产茶的

  

品级如附于本文末尾的
“
唐代名茶与产地一览表

”

所示。 陆羽在当时是如何取得这 些 资料 的

  

呢？ 与现存的唐代其他史料相比是很令人惊异的。 要作到这一点， 如没有各茶叶集散地及其

  

流通是不可能的。 此外， 怎样将各州的茶分作上、 次 、 下、 又下的品级也是问题。 而且像此

  

条原注所说
4

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 与峡州、 光州同
8

， 在例举州内生产县的同时， 也举了

  

县内的著名产地， 如这一例中的顾渚山。 顾渚山是比较有名的， 陆羽晚年曾移住于它附近的

  

苕溪， 由此看来他是有可能记述下来的， 有关浙西的此类记载之丰富亦可理解。 但是， 有关

  

剑南 （今四川省） 的相当详细的部分是怎么作到的呢？而且如上例中的顾渚山谷， 与遥远的

  

峡州， 光州相同， 这样的记载涉及到当时茶产地的广大范围， 是如何办到的呢？此外， 后代

  

的地方志也仅仅是引用《茶经》， 而没有对它进行修改以作出全面的评价 ，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茶经 · 八之出》中关于茶叶产地的记载实在是令人惊异的。 然而， 尽管《茶经 - 八之出》中没

  

有从数量上明确记载八世纪后半茶叶生产的状况， 但分析了生产地及品质的概况， 应该说这

  

的确是重要的史料。 可是《唐国史补》《膳夫经》中的名茶在《茶经》中并不全都评为
“

上
”

， 这一

  

点下面就会清楚。 其原因自然要考虑到时代的差别， 但是《茶经》的记载也并不一 定 完 全 正

  

确， 这一点可以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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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见于 《唐国史补》的名茶

     

 g唐国史补》中关于名茶的记叙， 最重要的是出于卷下
“

叙诸茶品目
．
的下面这段文字． 底

  

本为《津逮秘书》、

 

 () 内是原注， (1)(2) …… (16)是笔者为下文叙述方便而加的。

      

风俗贵茶， 茶之名品益众。 (1) 剑南有蒙顶石花， 或小方， 或散 牙， 号 为 第 一
．

     

 (2) 湖州有顾渚之觜笋。 (3) 东川有神泉小团 ， 昌明兽目。 (4) 峡州有碧涧 、 明月、 芳

      

薤 、 荣萸筵。 (5) 福州有方山之露 （一作生）牙。 (6) 夔州有香山。 (7) 江陵有南木。

     

 (8) 湖南有衡I!j。 (9) 岳州有澄湖之岔膏。 (10) 常州有义兴之紫笋。 (11) 婺州有东白。

     

 (12)睦州有鸠坑。 (13) 洪州有西山之白露。 (14) 寿州有霍山之黄牙。 (15) 蕲 州 有 蕲 门

      

（水？ ） 团黄。 (16) 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0

      

关于这个史料， 矢野仁一
， 青木正儿两位已有所阐述@

， 下面就(1)(2) …… (16) 陈述

  

个人见解。

     

 (1) 剑南有蒙顶石花， 或小方， 或散牙， 号为第一
。

      

曩
剑南

”

为唐代十遭、 十五道之一
， 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四川省。

‘
蒙顶

-
即蒙山 之 顶 的 意

  

思。 蒙山在四川省雅安地区雅安、 名山、 芦山三县交界处， 高度为一四五O 米。

  

《茶经 · 八

  

之出》剑南条云：

4
雅州、 泸州下 （雅州百丈县， 名山县@ 、 泸州泸川县者， 与金州同也。 ），

 

 (括弧内为原注 ， 下同。) 《茶经>没有
鼻
蒙顶

，
之名 ，并将蒙顶所属的雅州的茶定为下品。 因而

  

蒙顶茶在《茶经》之后很快出现了。 与《唐国史补》成书时间大致相同的《元和郡县 图 志》卷 三

  

二、 西川下、 雅州条云：

4
蒙山在县南十里， 今每岁贡茶， 为蜀之最。

”
证实了<唐国史补》的

  

记载。 又《膳夫经》日：

4

蒙顶， 始蜀茶得名蒙顶也……，
。 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七 、 剑

  

南西道六、 雅州名州县条说：

“
蒙山在县西七十里。

……山顶受全阳气， 其茶芳香 ，按《茶谱》

  

云， 山有五岭， 有茶园， 中岭日上清峰， 所谓蒙顶茶也， 为天下之称。

’
这段记载较元 和 志

  

详细， 在北宋初也仍然是天下名茶。 上文中的《茶谱》可能是五代的毛文锡所作， 全文已不可

  

见@
。 明李时珍<本草纲 目》卷三二、 果部 、 茗条的集解中

_
时珍日

净
曾提到

_
雅州之蒙顶石火

  

露芽 ， 谷芽第- ，
。 如序言所述现今的名茶中也有

4
蒙顶黄芽

一
， 在《四川茶叶》 （一九七七年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的第十七章，

一几种名茶的制造
a

，
一

、

“
蒙顶茶的制造

摹一节中除了黄芽而

  

外， 还举了甘露， 石花、 万春银叶、 玉茶长春。 蒙山的年平均气温为15 ℃， 年降雨量1800~

 

 2000毫米， 空气湿润 ， 土壤深厚肥沃， 可知现在依然有很好的条件。

     

 4石花
-
之名称未详。 关于

珥

小方
4

， 青木正儿氏认为
_
可能是方形的小饼茶

，

， 我同意这个

  

看法。 所谓-
饼茶

一
就是陆羽在<茶经》

‘二之具
¨三之造

，
中推崇的固形茶， 茶叶采摘后， 用甑

  

子 （蒸笼） 蒸， 用杵臼捣， 再把它放住模子里成形。 可能小方的模子是方面小的吧。 把它干

  

燥后就成为饼茶， 饮用之前先用火烤， 再用木碾压成粉末@
。 这种饼茶是唐代的 代 表 性 茶

  

叶。 关于
搿
散牙

’
， 青木正儿氏说是

4
散茶々

， 我赞同这一观点。 《茶经 · 六之饮>说
H
饮有构茶 、

  

散茶、 末茶 、 饼茶者
”

， 桷 （同粗）茶是粗糙的茶， 即砍伐茶树打下叶子， 经过加热、 干燥

  

而制成的茶， 在我国属于番茶类。 散茶比掬茶高级， 在我国属于抹茶类。 从<茶经 · 一之源》

  

所说
“

笋者上， 牙者次
”

看来， 散牙之
“
牙

”

和笋都是对茶芽的形容。 所以散牙意味着用茶芽制

  

成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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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湖州有顾渚之紫笋

      

顾渚LIj在浙江省嘉兴地区长兴县， 接近太湖南岸。 《茶经 · 八之出》云
4
浙西以湖州上（湖

  

州生长城县瓯渚山谷） 。

”
《茶经》已将顾诸山所在的湖州茶定为上品。 又《元和郡县图 志》卷

  

二五，
，江10 三一

， 浙西观察使、 湖州、 长城县条日
4

顾山， 县西北四十二里。 贞元以后 ，每岁

  

以进奉顾山紫笱， 茶役工三万人， 累月方毕。

静
顾山是顾山渚的略称， 紫笱与紫笋 同。 特 别

  

值得注意的是贞元 （德宗年号， 元年为七八五年） 以后， 开始每年向皇帝进奉， 制茶工人达

  

到三万人。 又据《新唐 =挎》卷四一
， 地理志五 、 江南道、 湖州吴兴郡条， 有以

“
紫笱茶

”

作土贡

  

的记载， 长城县条云
“

顾山有茶， 以供贡
4

， <膳夫经》说
4
湖州顾渚湖南紫笱茶， 自蒙顶之外 ，

  

无出其右者。

”

把紫笱茶作为蒙顶茶的名茶 。《太平寰宇记》卷九四、 湖州条的土产 中有
4
紫 笋

  

菜
4

， 或许是
叠
紫笋茶

斗
之误。 如上所述，

“

顾渚之紫笋
”
作为唐代名茶与蒙顶茶一起出现在 唐

  

代的记录中， 是唐代头等名茶。 此外《唐国史补》卷下的
“

虏帐中烹茶
夸
有

4

此顾渚者
膏

， 下文就

  

要谈到。 顾清茶又常出现于唐代文学作品中， 被黄巢杀死的皮日休的《松陵集》卷四
蠢
茶 中杂

  

咏
”
第二首， 有茶人

4
生于顾渚山， 老在漫石坞

曩

的句子， 在与皮 日休
“

茶中杂咏
，
相酬答 的 陆

  

龟蒙的《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一六， 收有他的自传《甫里先生传》说
4
先生嗜茶舜 ，置小园子顾渚

  

山下， 岁入茶租十许， 薄为瓯横之费。

”
可见当时的风雅人物在顾渚山下有自己的茶园。陆龟

  

蒙是姑苏 （江苏省苏州地区吴县） 人， 那里隔着太湖同顾渚山遥遥相对。

     

 (3) 东川有神泉小团， 昌明兽目。

      

“

东川
”

，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 剑南道下有东川节度使条， 即此东川。 东川节度使辖

  

州有绵州 ， 绵州是今四川省绵阳地区绵阳县。 绵州的辖县中有昌明、 神泉二县， 所以应读作

  

“

神泉的小团， 昌明的兽目
露

。 《膳夫经》中也可见到
口
东川昌明茶

’
之说 ，<唐国史补》中也有

“

此

  

昌明者
”

。 但是《茶经 · 八之出》剑南条云
口

绵州 ，蜀州次（其西昌、 昌明 、 神泉县西山者并佳。）
簟

  

称绵州为次品， 而又说西昌、 昌明、 神泉所产茶为佳。 宋本《白氏文集》卷三六， 春尽日中有

  

“

醉对数丛红芍药， 渴尝一碗绿昌明 （原注： 蜀茶之名也） 。

，

      

宋代杨伯苗《臆乘>茶条有
“

东川日兽目
”

，《本草纲 目》卷三二 ，茗条有
4
东川之神泉兽目

．
，

  

可能是
“

昌明兽目
”

之误， 或者明代另有
“
神泉兽目

”
这一名茶吧。

      

所谓
“

小团
一
可能是小型团茶之意， 当时也许称饼茶为团茶 。关于

叠
兽目

矗
，诸冈存氏认为得

  

名于兽目山的山名 ， 但未见出处。

     

 ( 4) 峡州有碧涧 、 明月、 芳薤、 茱萸策

      

峡州州治在今湖北省宜昌市， 《茶经 · 八之出》日
4
山南以峡州上 （峡州生远安， 宜都 、夷

  

陵之县山谷。 ）
”

峡州茶在《茶经》中亦定为上品， 《新唐书》卷四十 ， 地理志， 山南道 ，峡州条

  

的土贡中有
“
茶

”

。 《膳夫经》日
-
峡州茱萸繁得名 ， 近自长庆 （穆宗年号 ， 八二一～八二五年）

  

稍稍重之 ， 亦顾渚之流也。 自是碧涧茶、 明月茶、 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 夷陵又近有小江源

  

茶， 虽昕出至少， 又胜于茱萸篆矣。

”
可知茱萸繁出于穆宗长庆 （八二一～八二五年）年间，

  

不久夷陵的小江源茶在质量上超过了茱萸策， 虽然数量还不多。 另外， 这段文字中虽也出现

  

了碧涧茶、 明月茶的名称， 但没有芳薤茶。
@ 明孙大绶<茶谱外集》中所收宋初吴淑 （正仪）

  

的《茶谱》
4
碧涧纪号

”

的自注 ， 引用了五代毛文锡《茶谱》：
4
有水江园 （即《膳夫经》中

“

小江源

  

茶
”
？ ） 、 明月纂、 碧涧纂 、 茱莨镣 二 ，

”
这段话里有明月祭、 碧涧祭， 仍不见芳莲。 篆 ，<周礼

  

· 地官 · 牛人》
“
其盆繁以待事

”

下郑司农注里说
“

舞， 受肉笼也4
， 所谓篆就是篮。 或许 在 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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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茶是装在纂 （竹篮） 中运输的， 所以才在茶名上加了豢来称呼的吧。 又如毛文锡《茶谱》

  

中所见， 不但茱萸蔡， 连明月、 碧涧也加上了蔡来称呼， 可能这才是正确的。

      

关于
4
明月

”
这一名称， 《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三、 宜昌府、 山川条有明月峡， 或许是由此

  

而得名的。 若是这样的话，

“
碧涧

”

的得名大概也是同样， 可是还没有明证 。关于
4
芳薤

，及曩
茱

  

萸篆
”

的名称， 眼下还没有线索。 此外， <本草纲 目》卷三二， 茗条云
“
硖州之碧涧， 明月

”

，硖

  

州或许是峡州之误。

     

 (5) 福州有方山之露 （一作生）牙

   

 ~ 福州即现在的福建省福州市， 《茶经 · 八之出》：
q
岭南生福州…… （福州生闽县方 山 之

  

山阴也）
，

， 这个方山当即《唐国史补》中的方山。 《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江南遭 ，福州长

  

乐郡条土贡中有
4
茶

嚣

， 《太平寰宇记》卷-OO ， 江南东道， 福州条里茶也是作为土产， 闽县

  

条下有
4 方山在州南七十里， 周迥一百里， 山顶方平， 因号方山

4

， 即为此方山， 但没有关于

  

茶的记载。 《膳夫经》记述不同， 作
“
福州生黄茶

”

。 宋杨伯凸《臆乘》说4
福闽日生芽 、 日露芽

-
，

  

芽与牙通， 这里露牙， 生牙两种都提到了 ， 与
“一作生

曩

相比 ， 似乎应当作
_
福州有方山 之 露

  

牙， 生牙
’

。 <本草纲目》卷三二， 茗条下有
4
福州方山之集芽

”

， 集芽或许是方芽之误。

     

 ( 6) 夔州有香山

      

夔州即今四川省万县地区奉节县。《茶经 · 八之出》中不见夔州之名 ，大约是《茶经》以后的

  

新产地。 《新唐书》卷四十 ， 地理志， 山南道， 夔州土贡中有茶． 夔州在长江之峡， 《膳夫经>

  

峡州条中
4
峡州香山茶

”

当指夔州的香山茶。

     

 (7) 江陵有南木

      

。
江陵

”

， 《新唐书》卷四十 ， 山南道条有
露
江陵府江陵郡、 本 荆州 南 郡，

……县 八。 江

  

凌 ，
…… ”

， 为今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 <茶经 · 八之出》云
“
山南……襄州 · 荆州次 （荆州

  

生江陵县山谷）
≯

。 定荆州为次品。 《膳夫经》
“
潭州茶

矗
条日

_
江陵南木香茶（凡下）

，
，都没有给

  

它较好的评价。

     

 (8) 湖南有衡山

      

《茶经 · 八之出》说
“
山南……衡州下。

  

（生衡山、 茶陵二县山谷）
”

，据《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衡山属江南道黔中采访使， 是今湖南省衡阳地区衡山县， 作为五岳之一的南岳而闻

  

名 。 因它位于洞庭湖之南， 所 以称为
“

湖南
”

。 《膳夫经》有
“

衡州衡山， 团饼而巨串， 岁 收 千

  

万。

静

饼茶以大串为特征 ，收获量也很大。 宋吴淑《茶谱》
鼻
或侔团月之形

-
自注中引毛文 锡《茶

  

谱》有
口
衡州之衡山……研膏为之 ， 皆片团如月。

净

饼茶形状呈月形也是其特色。

     

 (9) 岳州有澄湖之含膏

      

岳州茶不见于《茶经》， 是《茶经》以后新出现的。 《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江南道黔中

  

采访使条日
“

岳州巴陵郡
”

， 州治在巴陵， 即现在湖南省岳阳地区岳阳市。 《元和郡县图志》卷

  

二七， 江南道三， 岳州巴陵县条云
“

渔湖，

一名翁湖， 在县南一十里。

”
《膳夫经》说

“
岳 州 澧

  

湖所出亦少， 其好者可企于茱萸萘。

”
产量虽少 ， 品质却不错。 宋吴淑《茶赋》亦日

叠
复闻渔湖

  

含膏之作
”

， 直至宋初滔湖茶还有名气。

     

 (10) 常州有义兴之紫笋

      

常州为今江苏省常州市。 《茶经 · 八之出》云
4
浙西……常州次 （常州义兴县， 生君 山 悬

  

脚岭北峰下， 与荆州义阳郡同……）
，
《茶经>虽将常州定为次等， 却还是详细记述了义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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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茶地。 《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江南道 ， 东道采访使条下常州晋陵郡的土贡中有

4
紫

  

笱茶
’

。 《膳夫经>云
“

崇 （常之误） 州宜兴茶， 多而不精
”

。 义兴县至宋代改作宜兴 （《太平寰

  

宇记》卷九二作常州宜兴县， 大约是避宋太宗光义名讳之故。 ）可是虽然多产 ， 却不能 算 作

  

好茶。 唐杜牧 （八O 三～八五三年） 有，题宜兴茶山诗
,

（《杜樊川集》卷三） ，唐代也作宜兴 ，

  

大概是由于和上述相同的理由⑩ 。 宋扬伯凸《臆乘》日
“

湖常俱日紫笱
曩

， 则紫笱茶之名一直延

  

续到宋代。

     

 (11) 婺州有东白

      

《茶经 · 八之出》说
*
浙东……明州、 婺州次 （婺州东阳县东白山@

， 与荆州同） 。

’
以婺

  

州茶为次等。 婺州即今浙江省金华地区金华县。 东白山， 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三一
， 金华府

  

条下日
一
东白山， 在东隅县东北八十里； 高七百三十丈， 周五十里。

”

吴淑《茶谱》
“

香浮碧乳

  

条自注中引毛文锡《茶谱》有婺州的
“

举岩茶
，

， 未提及东白， 或许五代时东白茶已衰亡。 《膳

  

夫经》中亦只见婺州茶， 没有东白之名 。

     

 (12) 睦州有鸠垸 ：坑同坑）

     

 <茶经 · 八之出》有
叠
浙西……睦州 ， 歙州下。

，

作为下等。 睦州鸠坑在今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 《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江南道 、 东道采访使条中 ，睦州新定郡土贡下举有

4
细茶

-

。

  

《膳夫经》有
4
睦州鸠坑， 茶味薄

”

。 《太平寰宇记》卷九五、 江南东道七、 睦州土产 下 提 到 了

  

“

鸠坑团茶
，

， 可知宋初仍保存着这一名茶的名字。 明代《本草纲目》卷之二， 茗条下也有
口

睦

  

州之鸠坑
”

。饶有兴味的是如今在优质茶树品种中，仍然可以举出浙江省淳安县的
q

鸠坑种
，

。@

     

 (13) 洪州有西山之白露

      

洪州茶不见于《茶经 · 八之出》， 《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江南道， 黔中采访使条的

“

洪

  

州豫章郡
4

即指此 ， 州治在今江西省省会南昌市。 《大清一统志》卷二三八、 南昌府条有
叠
西山

  

称南昌山
”

， <太平寰宇记》卷-O 六 、 江南道、 洪州、 南昌县条云珥

南昌山 ， 在县 西 三 十五

  

里， 高二千丈， 周回三百里。
……山中有洪井， 飞流悬注， 其深无底。

，
这 个 洪井， 就是 唐

  

张又新《煎茶水记》所说的
4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

。西山又是道家十二洞天所在地。

“
西山

  

之白露
曩

， 宋吴淑 <茶谱》 作
“

西山白露
，

， 自注中引毛文锡《茶谱》作
“

洪州西山之白露
”

。 同时

  

在
“
柏岩兮鹤岭

’
的自注中所引毛文锡《茶谱》作

“

又洪州西山白露尺 （及？ ） 鹤岭尤佳
”

。 在五

  

代、 宋代仍然是名茶。 此外， 宋代《臆乘> 中也有
“

豫章日 白露， 日 白芽
”

， 豫 章 即 洪 州。 明

  

《本草纲目》卷三二， 茗条也有
“

洪州之 白露
”

。

     

 (14) 寿州有霍 l且之黄牙

     

 <茶经 · 八之出》云：

“

淮南……寿州下 (盛唐县生霍山者， 与衡州同也)
，

， 《新唐书》卷

  

四一
、 淮南道条中云：

“

寿州寿春郡
”

， 其土贡里有
4

茶
8

， 属县中有霍山县 ， 其他有霍山。 霍

  

山县为今安徽省六安地区霍山县。 <膳夫经》日
“

寿州霍山小团， 其绝好者。

”
比《茶经》所说的

  

小品有所提高。 《册府元龟》 卷四九三， 邦计部、 山泽一
日

珥
（元和） 十一年 （八一六年）讨

  

吴元济。 二月 ， 诏寿州 ，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团。

’

可以认为寿州霍山大约有宫廷用茶园。 宋

  

代《臆乘》有
“

寿州日黄芽
净

， 明代《本草纲 目》卷三二、

4

茗
’

条也有
“

寿州霍山之黄芽
’

， 从宋代

  

到明代都保存着这个名字．

     

 (15) 蕲州有蕲门 （水？ ） 团黄

      

《茶经 · 八之出》云
“

淮南……蕲州、 黄州又下。

，
《新居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淮南道蕲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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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郡的土贡内有
“

茶
”

。 由于其属县中有蕲水县 ， 《膳夫经》又有
“

蕲州茶、 鄂州茶、 至德茶。

  

以上三处者并方斤厚片……蕲州蕲水团黄， 团薄饼， 每斤至百余片。

嚣
因而

4
蕲门

”

或许为
_

蕲

  

水
，之误。 蕲水为个湖北省黄冈地区浠水 （改名为蕲水） 县。

4

蕲水团黄
簟
是

“
方斤厚片

”

、

叠
团

  

薄饼
”

这很难解。 方斤可箭是说块状茶的形状为方形吧。 关于
“

团黄
”

， 青木正儿氏◎ 将 黄 与

 

 <茶经 · 五之煮》的
“

其色缃 （淡黄） 也
4

联系起来解释， 可是我以为这个缃是指沏 茶 时 的颜

  

色， 其团黄应看作块状茶的颜色。 《本草纲目》卷三二， 茗条中有
“
蕲州蕲门团面

”

， 大概
“

门
’

  

为
“
水

”
之误，

“
面

黟

为
“

黄
”
之误。

     

 (16) 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
‘
焉

’一本作
“
第8) 。

     

 <茶经 · 八之出》中未见浮梁的记载， 但是《新唐书》卷四一
， 地理志， 江南道， 黔中采访

  

使， 饶州鄱阳郡属县中有浮梁县 ， 饶州土贡内有
珥
茶

’
。 其地在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元和郡

  

县图志》 卷二八、 江南道四 ， 饶州、 浮梁县条云 4
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 税十五余万贯

’

，

  

与其说浮梁是茶产地， 不如说是茶的大集散地。 见于< 白氏文集》卷一二的有名的 《琵琶行》

  

中， 昔日长安倡女今日商贾妇人叹道：

“

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 去
嚣

， 即 指此 事。

 

 <膳夫经》说
“

饶州浮梁茶，
……其于济人 ， 百倍于蜀茶， 然味不长于蜀茶。

嚣

产量虽多 ， 味并

  

不佳。 式宋会要》食货二九中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一一六二年）的产茶额， 饶州的鄱阳、 浮

  

梁、 德兴三县为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 与此相比同属江南东路的宁国府为—一二万斤，

  

徽州为二一七万斤， 至南宋时浮梁茶似乎有所衰落。

      

下面举<唐国史补》卷下
“

虏帐中烹茶
”

中所见的记载。

     

 (17) 常鲁公使西蕃， 烹茶帐中， 赞普问日：

“
此为何物'4 鲁公日：

“

涤烦疗渴 ，所谓茶

  

也。

”

赞普日：

“
我此亦有。

”

遂命出之， 以指日 ：
“
此寿州者 ， 此舒州者， 此顾渚者， 此蕲门

  

者， 此昌明者， 此潜湖者。

”

      

“

常鲁公
一
被解释为姓常而受封为鲁国公的人。 常衮 《<旧唐书>卷一一九、 《新唐书》 卷

  

一五O) 没有出使过吐蕃 ， 并且他是河内郡公， 而非鲁国公。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 吐蕃传

  

‘

F 、 德宗建中二年 （七八一年） 十二月条有
4 入蕃使判官常鲁

”
的名字 ，所以此文中

4
常鲁公

尊

  

“

鲁公
”
之

“

公
”

字大约是衍文。 若果是常鲁的话 ， 这段记载就是建中二年的事情。 唐封演 <封

  

氏闻见记》卷六说茶
“

始 自中地， 流于塞外， 往年回鹘入朝 ， 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 亦足怪焉。

’

  

封演为天宝十五年 （七五六年）进士 （《登科记考》卷九> ， 建中时或许尚在世， 此记载为开

  

始向回鹘输入茶叶的情况。 因而 ， 此时吐蕃已输入茶叶并不足奇 ， 然而吐蕃赞普收罗了这样

  

多的中国名茶却让人惊讶 ， 这里所举的名茶可以看作当时名茶的史料了 (a) 寿 州 即上 述

 

 (14) 中寿州霍山之黄牙 ，

 

 (b) 舒州即《茶经 · 八之出》淮南条所说的
“

舒州次
’

（安徽省安

  

庆地区潜山县） ，

 

 (d) 顾渚【lIj (2) 中所述湖州顾渚之紫笋，

 

 (d) 蕲州是 (15) 中的蕲

  

州薪门 （水？） 团黄，

 

 (e) 昌明为 (3) 所述东川的昌明兽目。

      

要之 ， 《唐国史补》中所见的名茶除去浮梁有十六种 ， 本文末尾与《膳夫经》的名茶一道编

  

入
卫
唐代的名茶及其产地一览表。

”

  

四 、

  

《膳夫经》所见名茶及其流通

  

关于唐代的名茶， 《膳夫经》是仪次子《茶经》、 《唐国史补》的重要史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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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据之了解名茶流通地的大致状况。本文所用《膳夫经》的版本以清末方功惠《碧琳琅馆丛

  

书》 丙部 （简称《碧>））所收的为底本， 参粼粤雅堂丛书》三编第二十三集 （简称《粤》）及十

  

万卷楼丛书》三编 （简称《十》）所收《续谈助》卷五， 举其主要异同， 摘其要点。

 

 (1) 、 (2)

  

…… (20) 为笔者所加。

     

 (1) 茶古不闻食之 ， 近晋宋以降， 吴人采其叶， 煮是为茗粥。 至开元天宝之间，

      

稍稍① 有茶 ， 至德大历遂多， 建中已后盛矣， 茗丝②盐铁管榷存焉。 今江夏以东， 淮海

      

之南 ， 皆有之 ， 今略举其尤处 ， 别为二品总焉。

      

【异同】①稍稍——《碧》作
4
稍

，

， 《粤》、 <十》作
4
稍稍

”
。 ②茗丝——《粤》作

珥

名丝
”

，

      

《十》作
“

名系
”

。

      

这里首先须注意的是把茶的普及定为
4
晋宋以降

々
， 而未言及汉代饮茶之事。 而且把茶煮

  

出来的东西称为
4

茗粥
，

。 这个资料可以说明《茶经 · 七之事》中引用的西晋傅成
立

司隶教
廿

中

  

以

茶粥
”

就是
搿
煮茶

-

。 其次认为关于唐代饮茶的普及是在玄宗的
4
开元天宝之间

，
渐渐普及， 肃

  

宗、
- 代宗的

4 至德、 大历
”

年间增多， 德宗的
4

建中以后
，
盛行， 所述饮茶普及的详细过程为他

  

处所未见。 另外， 将产茶地说成江夏 （湖北省武汉市） 以东、 淮海 （《尚书 · 禹贡》有
“

淮海

  

惟扬州
’

， 淮海为江苏省扬州市） 以南地区， 这里不包括江夏以西， 特别是蜀 （四川省） ，与

  

后面记述亦有矛盾。

     

 (2) 新安茶， 今蜀茶也， 与蒙顶不远。 但多而不精， 地亦不下 ， 故析而言之 ， ， 犹

      

必以首冠诸茶。 春时 ， 所在吃之皆好。 及将至他处， 水土不同， 或滋味殊于出处。 惟蜀

      

茶南走百越， 北临五湖 ， 皆自固其芳香 ， 滋味不变， 由此尤重之。 自谷雨以后， 岁取数

      

百万斤① ， 散落东下 ， 其为功德也如此。

     

 [异同]①数百万斤-< 碧》作
“

数百斤
尊

， 《十》、 《粤》作
4
数百万斤

9
。

      

这是把蜀茶称为
4
新安茶

”
的最早史料。 在《唐国史补》中， 称蜀茶为蒙顶 茶， 又 称 东 川

  

茶。 新安茶不知产于何处 ， 但既与蒙顶不远， 那么也可知大概了。 不过， 新安茶产量虽多 ，

  

品质却并不好。 这一条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新安茶
口

南走百越
”

， 因而可到蜀南的少数民族居住

  

地区 ， 北方
“

临五湖
”

是指什么地方呢?
薯五湖

”

与
4

百越 -
对举， 可能也是

- 五胡
，
之误， 可是笼

  

统地从
“
五湖

扫

看是弄不清楚的 ， 似乎不是指蜀的北方， 据说其间滋味不变。 而且谷雨 （阳历

  

四月二十 日） 以后左右 ， 每年有高达数百万斤的产量。 它
4

散落东下，
， 这句话也不好解， 与

  

后面所述的流通地区比较， 看来并未流向蜀以外的地方。 我根据这一条认为， 蜀茶大体以蜀

  

（四川盆地） 为流通中心， 尚未到达现在的湖北省或者陕西省。

     

 (3) 饶州浮梁茶① ， 今关西山东闯阎村落皆吃之， 累日不食犹得， 不得一日无茶

      

也。 其余济人， 百倍于蜀茶， 然昧不长于蜀茶．

      

【异同】①浮梁茶——《粤》无
“

茶
”

字。

      

关于浮梁茶， 请参照《唐国史补》 (16)
“
浮梁

”
条． 这里令人吃惊的是浮梁茶 的 渗透 情

  

况。 甚至于关西、 山东的
4
闯阎村落

”

都吃它， 而且“
累日不食犹得， 不得一日无茶也

”
， 这说

  

明原书著者杨晔很注意表现饮茶的普及与渗透情况， 同时也对浮梁茶流通到今天的陕西、 直

  

至河南 ， 河北、 山东各省农村的各个角落而感到吃惊。

     

 (4) 蕲州茶、 鄂州茶、 至德茶， 以上三处出处者， 并方斤厚片， 自陈蔡以北， 鳃

      

并以南， 人皆尚之。 其济生收藏榷税， 又倍于浮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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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蕲州茶
，

， 请参看《唐国史补》 (15) 。 鄂州在今湖北省咸宁地区武昌县。 关于
一
鄂

  

州茶
，

， 《茶经 · 八之出》中江南条日
4

未详， 往往得之， 其味极佳
”

。 <膳夫经》后文内有
“
鄂州

  

团黄
静

。 而
“
至德茶

静
在《茶经》、 《唐国史补》中皆无记载。 关于至德， 据《新唐书》卷 四 一

、 地

  

理志、 黔中采访使 ， 池州属县条载， 至德二年 （七五七年） 分鄱阳、 秋浦两县而设置的。 蕲

  

州、 鄂州、 至德三地的茶以方形饼状较厚为特色。 此三茶的流通地区为陈、 蔡， 即今河南省

  

南部驻马店地区的确山、 遂平、 上蔡、 汝南、 新蔡各县附近以北， 幽 （北 京 市 附近） 、 并

  

（山西省太原市附近） 以南的广大范围， 而其数量比浮梁茶有成倍的扩大。

     

 (5) 衡州衡山， 团饼而巨串， 岁收千万， ① 自潇湘达于五岭， 皆仰给焉。 其有②

      

先春好者， 在湘东皆味好⑧ ， 及至湖北④ 滋味悉变⑤ ， 虽远自交趾之人， 亦常食之， 功

      

亦不细。

      

【异同】①千——《十》作
“
十

’
。 ②有——《碧》无此字， 《粤》、 《十崤。 ③味皆好- 《粤》

  

作
4
甘味

”

，《十》作
．
甘味好

”
。 ④湖北——《碧》无此字， 《粤》、《十》作

‘
湖北

，
。⑤

一
变

膏
字下妖粤》、

  

《十》有
“

然
”

字。

      

有关衡州衡山茶， 请参看《唐国史补》 (8) 湖南衡山。 此种茶的特色是大串的饼茶， 产

  

量亦很高。 其流通地区， 从潇湘即湖南省零陵地区的潇江与湘江的汇合点， 到五岭即广东、

  

广西境内， 甚至到达交趾， 即今越南南部， 这也是最早的史料。

     

 (6) 潭州茶， 阳团茶 （粗恶） 、 渠江薄片茶 （有① 油苦硬） ， 江陵南木香茶 （凡

      

下） ， 施州方茶 （苦硬） ， 已上四处， 悉皆味短而韵卑。 惟江陵襄 阳， 皆 数 千② 里 食

      

之， 其他不足记也。

      

【异同】①有- ．《碧》作
4

由
，

， 《粤》、 《十》作
4

有
”

。 ②千——《十》作
‘

十
”

， 《粤》作
“
千

”
。

      

潭州为今湖南省长沙市。

4

潭州茶
一

的记载不见于《茶经》、 《唐国史 补》，

4
阳 团 茶

开

亦 未

  

详。

4
渠江薄片

曩

见于宋吴淑《茶赋》， 渠江流经今湖南省黔阳地区靖县 、 会同县 ， 注入沅江，

  

此茶当产于这一带。

“
江陵南木

打

请参看 《唐国史补》 (7)q 江陵南木
，

． 关于鼻施州方茶
”

，

 

 <
茶经》、《唐国史补》皆未载。施州为湖北省恩施地区恩施县。 方茶可能是方形的饼茶。 这四种

  

潭州茶味均不佳。 其流通情况是从江陵， 即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推广到襄阳， 即上溯汉水

  

到达襄阳地区。

     

 (7) 建州大团， 状类紫笱， 又若今之大胶片， 每一轴十余斤。 将 取 之， 必 以 刀

      

刮， 然后能破。 味极苦， 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 不知其所以然也。 或日： 疗头痛。

      

未详 。

  

（已上以多为贵）

      

关于建州， 《茶经 · 八之出》岭南条举有建州， 云 4

未详， 往往得之， 其味极佳
4

。

  

《新唐

  

书》 卷四一
、 地理志 、 江南东道采访使条有

4
建州建安郡

’
， 是今福建省建阳地区建瓯县。 至

  

宋代， 这里的北苑成为著名的宫廷茶园， 北宋末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有详细记载。 紫

  

笱同紫笋， 《唐国史补》 (2)4 湖州有顾渚之紫笋
，

、

 

 (10)_ 常州有义兴之紫笋
”

， 《膳夫经>

 

 (9)
“

湖南紫笋茶
”

与此相当。

“

大团
”

也许是说团饼的特色是大。 此建州大团据称为
“
广陵、

  

山阳
”
两地人所喜好。 广陵即今江苏省扬州市， 山阳为江苏省淮阴地区淮安县， 可知建 州 茶

  

流通于这两个地方。

     

 (8) 蒙顶 （自此已降， 言少而精者） ， 始蜀茶得名蒙顶也① ， 元和以前， 束帛不

      

能易一斤先春蒙顶。 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 以规⑦厚利。 不数十年间， 遂新@ 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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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岁出千万斤。 虽非蒙顶， 亦希颜之徒， 今真蒙顶有鹰觜牙、 白茶供堂， 亦未尝得其

      

上者， 其难得也如此。 又尝见书品论展笔工， 以为无等可居第一
。 蒙顶之列茶间， 展陆

      

之论 ， 又不足论也。

      

【异同】①也——《碧》作
4
於

”
， 《粤》、 《十》作

4 也
，

。 ②规——《粤》作
4
视

簪
。

 

 @新——《粤》、 《十>作嘞”

。

      

关于蒙顶茶， 《唐国史补》 (1) 已有所述。 至于
“
元和以前 ，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

，
，

  

是了解宪宗元和 （元年为八O 六年） 以前蒙顶茶价格的重要史料。 所谓！束帛
”

， 是见于 《仪

  

礼 · 士冠礼>的聘问用礼物， 据注疏说其数定为
“

十端
”

， 《周礼 · 春官 · 大宗伯》
“
孤执皮帛

”

  

条唐贾公彦疏云“

束者十端， 端丈八尺
摹

， 十端为十八丈。 四丈是一匹， 所以十八丈为四点二

  

匹。 贞元十年 （七九四年） ， 绢一匹为一千五百文～一千六百文@ ， 因而若一匹为一千六百

  

文， 则四点二匹高达六千七百二十文， 而一斤先春蒙顶价值帛十端 （四点二匹） 以上。 唐代

  

一斤一般是五九六克， 由此可以判明蒙顶茶价高到什么程度。 然而如 <膳 夫 经》 (2) 中所

  

见， 这种蒙顶茶的数量不过几十年之间就被叠
新安茶

，

压倒。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条里的
搿

新

  

安草市
，

， 从这一词语中可以看出茶叶草市的例子@
。 上品中难得的

“
真蒙顶

劳

中有
‘‘

鹰 嘴 牙
净

  

和
4
白茶供堂靖

。 唐薛能 (大中末年， 八六O 年， 书判入等)  <薛许昌诗集》卷七四说
“

蜀 州郑

  

使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
4

， 鸟觜牙大约是和鹰嘴牙同样的。 白茶供堂是
“
白茶

”

与
“

供堂，
，

  

还是
“
自萘供堂

4

还不清楚。

     

 (9) 湖州①顾渚， 湖南紫笱茶。 自蒙顶之外， 无出其右者．

      

【异同】①《碧》作
“

湖顾渚
尊

， 《十>×<粤》作
4
湖口顾渚

，
， 据今意改作

“
湖州顾渚

-
。

      

关于此项请参照《唐国史补》 (2) 。

“

湖南
”

的说法可能是因为地处太湖之南。 可知这种

  

紫笱 （笋） 茶是次于蜀蒙顶茶的天下第二名茶。

     

 (10) 峡州茱萸第得名 ， 近自长庆稍稍重之， 亦顾渚之流也。 自是 碧 涧 茶、 明 月

      

茶、 峡中香山茶， 皆出其下。 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 虽所出至少， 又胜于茱萸萘矣。

      

关于峡山茶， 请参照《唐国史补》 (4) 。 此条虽例举了未见于<唐国史补》 (4) 的
4

峡州

  

香山茶
，

， 但这可能与<唐国史补》 (6) 的夔州茶为同一物。 又提及最近 （宣宗大中十年 ，八

  

五六年） 出现的夷陵
4

小江源茶
”

， 这或许如<唐国史补》 (4) 所述， 与毛文锡<茶谱》的
4
水

  

江园
’

为同一物。 小江源茶产量虽少， 但引入注意的是质量胜于茱萸繁。 夷陵作为茶叶 生 产

  

县见于《茶经 · 八之出》， 即今湖北省宜昌市。

     

 (11) 舒州天柱茶， 虽不峻拔遒劲， 亦甚甘香芳美， 良① 可重也。

      

【异同】①良——《碧》无， 《十》、 《粤》作
“

良
”

。

      

关于舒州茶， 请参照《唐国史补》 (17) 。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 淮南道三， 舒州， 怀

  

定县条云“
潜山县在县西北二十里 ， 其山有三峰，

一天柱山。

¨
天柱茶

”

或者因此得名。 唐末

  

韦庄的《又玄集>卷中， 薛能条有
q

谢淮南刘相公寄天柱茶
”

诗， 其句为
4
两串春团敌夜光 ，名题

  

天柱印维扬
，

， 维扬即今江苏省扬州市， 因此， 这种天柱茶也许就标志着它是从舒 州 ， 即 安

  

徽省安庆地区潜山县运往大运河中心地带扬州去的。
， 可是这首诗未载于《唐人八家诗集》本的

  

《薛许昌集》。 此外， 唐秦韬玉 （中和二年， 八八二年及第）的 《采茶歌》 （《文苑英华> 卷 三

  

三七、 歌行、 草木、 茶） 中有
-
天柱香芽露香发

一
句， 天柱茶是唐代名茶。

     

 (12) 岳州渔湖， 所出亦少， 其好者可企于茱萸篆。 此种茶性①有异 ，唯宜江水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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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井水煎② 即赤色而无味。

 

 (13) 蕲州蕲水团黄， 团薄饼， 每斤至百余片③ ， 率不甚粗

      

弱。 其有露消者， 片尤小而味甚美。

 

 (14) 寿州霍山小团， 其绝好者， 止④于汉美。 所

      

阙者， 蓉花颖脱。

 

 (15) 睦州鸠坑， 茶味薄， 研膏绝胜霍山者。

    

一

    

旷

      

【异同】①性- 《碧》作虬睫
”

、 《粤》从虬陛
”

。 ⑦煎——《十》、 《粤譬无，
．

< 碧》同。 ⑤片——

  

《碧》作
“

斤
”

， 《粤》从
“

片
”

。 ④止——《十》作
“
上

簟
。

      

有关 (12) 岳州漕湖茶，

 

 (13) 蕲州薪水团黄，

 

 (14) 寿州霍山 小 团，

 

 (15) 睦 州鸠

  

坑， 请分别参看《唐国史补》 (9) 、

 

 (15) 、

 

 (14> 、

 

 (12) 。

     

 (16) 福州生① 黄茶， 不知在彼味峭口。 上下及至岭北， 与香山， 明月为上下也。

    

． 【异同】①生——《十》怍
“正挣

。

      

关于福州茶， 请参看《唐国史补》 (5) ， 但其中未记述
“

黄茶
”

。 此条中说
“上下及至岭

  

北
’

， 岭北是相对岭南而说的， 所以可 看 作今江西省湖南省南部一带。 据此可以了解福州茶

  

的流通地区。

     

 (17) 常①州宜兴茶， 多而不精， 与鄂州团黄为列。

 

 (18) 宣州鹤② 山茶， 亦天柱

  

之亚也 (19) 东川昌明茶， 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异同】①常州——《碧》、 《十》、 《粤》皆作
“

崇
嚣

， 今据意改。 ③鹤——《十》、《粤》作
“

鸭
”

，

  

《碧》作
“

鹤
”

。

      

有关
“

常州宜兴茶
”

， 请参照《唐国史补》 (10) 。

“
宣州

”

在< 茶经 · 八之 出》中 为
“
宣 州

  

下
尊

， 即今安徽省芜湖地区宣城县。 《茶经》宣州条注云
4
宣州生宣城县雅山， 与蕲 州 同

”
， 此

  

雅山疑又称鹤山， 尚未明确。 《太平寰宇记》卷-O 三， 江南西道、 宣州、 宁国县条 有
“

鸱 山

  

出茶， 尤为时贵， 《茶经》云 ， 味与蕲州同
’

， 由此可见雅山又称鹂山。 宋吴淑《茶赋》说
“

柏岩

  

兮鹤岭
尊

， 疑鹤岭即鹤山， 但尚无明证。

群
东川昌明茶

”
之事请参照《唐国史补》 (3) 。

     

 (20) 歙州、 婺州、 祁门① 、 婺源方茶， 制置精好， 不杂不叶。 自梁宋幽并间， 人

      

皆尚之， 赋税所入， 商贾所赍， 数千里不绝于道路． 其先春含膏， 亦在顾渚 茶 品 之 亚

      

列。 祁门①所出方茶， 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异同】①祁——《十》、 《粤》、 作
“

祈”
， 祁门、 祈门同。

      

关于歙州茶， 《茶经 · 八之出》
4
浙西

9

条下作
4

歙州下
-

。 歙州为今安徽省徽州地区歙县。

  

关于歙州茶， 请参看《唐国史补》 (11) 。 婺州即今浙江省金华地区金华县。

4
祁 门

”

又 写 作

  

“
祈门

”
， 在唐代是江南道， 西道采访使歙州的属县， 于永泰二年 （七六六年） 新设置。

 

 <茶

  

经》 中还未见祁门茶的记载。 祁门即今安徽省徽州地区祁门县。 至今祁门红茶 （祁红） 仍然

  

作为中国红茶中的最优产品而闻名。 婺源在唐代是歙州属县， 关于婺源茶， 《茶经 · 八之出》

  

的
叠
浙西歙州

’

条说
“

歙州生婺源山谷， 与衡州同
”

， 即今江西省上饶地区婺源县。 以上四地的

  

方茶在梁 （河南省商邱市） 、 宋 （河南省洛阳地区临汝县） ， 幽 （北京市附近） 、 并 （山话

  

省太原市）等地很受欢迎， 商贾贩运不绝于道路。 这如实地展示了茶叶通商于遥远外地的情

  

形。 诸家◎ 已经引用的《文苑英华》卷八一三， 张途的《祈门县新修闻门溪记》云 “

祈之茗色黄

  

而香， 贾客咸议， 愈手诸方。 每岁二三月， 赍银缗缮素衣求市， 将货他郡者， 摩 肩 接 迹 而

  

至。

p 这条史料所反映的运销何处的情况也很引入注意。 而且张途在咸通三年 L八六 二 年）

  

任歙州司马@ ， 可以认为上文的写作时间与《膳夫经》约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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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 首先将见于《茶经 · 八之出》州别的上 、 次 、 下、 又下的品级， 见于《唐 国史

  

补》卷下的
4

 7i：渚茶品 目
”

和
“

虏帐中烹茶
”

的记载， 见于<膳夫经》、 《新唐书 地理志》
薯土贡

肇

  

条茶的史料 哩关于唐代名茶的情况， 制成
“

唐代的名茶及其产地一览表
4

（本刊从略） 。

      

掘这个-  -l’鑫衰， 在< 茶经》中定为上品茶的产地， 而《唐国史补》、 《膳夫经》和《新 唐 书 ·

  

地理志》
“
土贡

”

中未见记载的州有淮南道的光州， 江南道越州， 剑南道 彭 州。 相反，

  

《茶

  

经》 定为
‘‘

下
” “

又下
”

等级， 而《唐国史补》、 《膳夫经> 。 《新唐书 · 地理 志》
“土 贡

”

中 出 现

  

的， 有山南道的金州：梁州。 淮南道寿州在《茶经》中品级为
“
下

，
，但《唐国史补》、 《膳夫经》、

  

《新唐书》
“土贡

霜
亦有其名 ， 与此相同的又如蕲州， 也被《茶经》定为

“
又下

霜

。 此外， 江南道睦

  

州在《茶经》的品级作
“
下

”
， 可《唐国史补》、 《膳夫经》中有鸠坑茶之名 ， 又载于《新唐书》

4 土

  

贡
”
中。 还有江南道的宣州， 《茶经》中作

“
下

珍
， 而<膳夫经》中记有鹤山茶， 同样的又如歙州 、

  

《膳夫经》中怍歙州茶、 祁门茶 、 婺源茶的产地。 衡州也是如此， 虽在《茶经》中定为下品， 可

  

（／唐围史补》、 《膳夫经》有产衡山茶的记载， 施州未见于《茶经》， 而《膳夫经》则有施州方茶的

  

记载。 剑南道雅州在《茶经》中作
“
下糟

， 可是在《唐国史补》、 《膳夫经》中却是蒙顶茶的产地，

  

又见于《新唐书》
“土贡

”

。 这当中有许多是在《茶经》之后迅速出现的， 蒙顶茶即为一例。

      

《膳夫经》中有关茶的记载， 几乎未提到前代已有的史料， 所以可以举出几点新的内容。

      

首先， 关于中国饮茶普及的过程： (1) 其普及不始于汉代， 而始于晋宋以 后 的 畏 人。

 

 (2) 唐代茶叶的普及可分作①开元天宝年间， ②至德大历年间， ④建中以后三个阶段。 最

  

后例举了未见于《茶经》及《唐国史补》的新名茶： ①新安茶， ②至德茶、 ③潭州茶、 ④建州大

  

团 、 ⑤峡中香山茶、 ⑥小江源茶 、 ⑦天柱茶、 ⑧祁门茶。 另外， 有关蒙顶茶每斤高达六千七

  

百二十文的史料也很重要。

      

《膳夫经》的史料最重要的是可判明名茶行销的八条路径。 这八条路径是： ④新安 （四川

  

省）茶北向五湖、 南往百越的流通， 如同现在四川边茶。 五湖虽尚未明 （或是五胡） ， 但既

  

说百越， 不是指流通到长江下游或其他地区， 可理解为蜀茶仅流通于剑南。 当然， 象蒙顶茶

  

那样的名茶也有少量流通得广一些。 ②至德 （安徽省南部） 茶、 蕲州茶、 鄂州 （湖北省） 茶

  

从陈蔡流通到幽 （河北省） 及并 （山西省） 。 ③衡山 （湖南省）茶向南方流 通到 湘 潇 、 五

  

岭 、 交趾。 ④潭州 （湖南省长沙）茶向江陵、 襄阳 （皆湖北省） 流通。 ⑤浮梁 （江西省）茶

  

广泛流通于关西 、 山东。 ⑥歙州、 婺州、 祁门、 婺源 （浙江省 ， 安徽省交界一带）茶从梁、

  

宋 （河南省）流通于幽 （河北省） ， 并 （山西省） 。 ⑦建州 （福建省）茶流通于广陵、 山阳

  

（江苏省北部） 。 ③福州 （福建省）茶向岭北 （江西省， 湖南省南部） 的流通。 以上八条道

  

路图示如
“

唐代名茶流通路线图
”@

。 至于这八条道路具体经过的路线虽还不甚明嚎， 但可以

  

根据唐代的交通线作大致的推断◎
。 由于这些流通路线是各产地茶叶特定的， 可能与一般物 、

  

资流通于远方的路线有所不同吧。 但是唐代物资的流通路线， 运销远方的实际情况， 还不能

  

说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前未注意的《膳夫经> 中的这些路线， 今后也可作为判明唐代商

  

路的一个重要史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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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农业辞典》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八0 六页．

      

②关于六大茶的分类， 请参照安徽农学院主编 <制茶学》 （北京、 农业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第一章茶叶分类。

      

⑧ “晋陵”
的 “陵” 字， 据 日本的传抄本 《篓喜庐丛书> 本难以识读。 《茶经 · 七之事》 中多写作 “昔陵

”
，

  

《睨抄

  

说郛》 （民国十六年、 上海， 商务印书馆） 卷八三作 “晋陵”
． 是正确的。

      

④矢野仁-I

 

 <<关于茶的历史》 （创元社 <<茶道全集》 卷一
、 茶说茶史篇）六三页，

      

⑤布 目潮讽：

  

岱茶经》 （平凡社 东洋文库 《中国的茶书》 ）一二六页．

      

⑥关于 “西阳” 地名的断定， 请参照 <晋书注》 地理志的条目。

      

⑦布且潮讽：

  

《茶经著作年代考》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创设三千周年纪念论集> 昭和之二年） ．

      

⑧关于 《膳夫经》 ， 德田统 《中国食物史》 （柴 田书店、 昭和四十九年）一一二页有介绍 ．

      

⑨ “唐代的名茶及其产地一览表
” 所依据的 《茶经》 ， 以谈交社 《茶道古典全集》 第一卷 （昭和三十二年） 所收的拙

  

稿 《茶经》 中的 《宋咸淳刊百川学海本》 为底本， 各种版本有所不同， 取其可从者。 以下 《茶经》 引文同此。

      

⑩ 《津逮秘书》 一本 “焉一 作 “第”
。

      

⑧见矢野仁-  <关于茶的历史》 六九页， 青木正儿 《中华茶书》 （全集第八卷）

  

“茶事拾遗” (B) 中有唐代诸茶 品

  

的 日语译文及注释。

      

⑥ 《茶经》 中此条原文有错乱， 据意改。 请参照 <<中国的茶书》 一四O 页。

     

 @关于 《茶谱> ， 请参看青木正儿 《中国茶书》茶谱条。

     

 @关于 <茶经》 中所见的饼茶， 请参照拙稿 《中国的茶书》 - 五页， 以及同书 《茶经》 的 一二之具一
，

  

“三之造 -
．

      

⑤见诸冈存 <茶经评释》 卷二（昭和十六年、 荣业工会中央会议所）一八二页。 本书有出版科学工会研 究所的再刊本．

      

⑩ “纂”
， 青木正儿氏 《中华茶书》 茶谱 （辑佚）条作 “萘”

， 字典中无此字 。

      

⑥宋代陈思 《宝刻丛编》 中有 “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 这条史料 ， 与 《茶经》 所述也有矛盾 ， 这里仍使用 。

      

⑩ 一c东白山”
， 《茶经》 各本均作 “东目山” 或 “东自山”

， 都是
“东白山” 之误。 参照拙稿 < 中国的茶书》 - 四=

  

页及注 (9) 。

      

⑩见前注 《农业辞典》 七八七页 。

      

◎见青术正儿 《中华茶书》 茶谱 ．

 

 (11) 蕲门的团黄的注 (2) ．

      

⑨见佐藤武敏 《中国古代绢织物史研究》下 （风间书房、 昭和五十三年） 四九二页。

      

⑧日野开三郎 《续唐代邸店的研究》二O 八页说 “未见茶市的例子
”

， 这个 “新安草市” 不就是例子吗？

      

⑧见日野开三郎前书的=O 七页。 又见斯波义信 “宋代徽州的地区开发” （《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榘》 山朋出

  

版社）二二五页。

     

 @见 < 全唐文》卷八O 三 ， 张途小传。

      

⑤此路经图， 是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院生妹尾达彦君据笔者意图所作的。

      

⑧关于唐代的交流道路 ， 请参看青山定雄 《唐宋时代的地志地图研究》 （吉川弘文馆） 第一篇．

4
唐宋时代的交通

”
．

  

箔一
，

  

“唐代的陆路 ”
。

  

劣：吣抖黜¨∞吣∞．：尝

 

 0农史动态 e

  

骝吣孙：∞¨∞m ：∞- ．：懦

  

福建筹建茶艺馆

      

福建省博物馆等 4 个单位共同筹办的福建茶艺馆 ， 已接近全面竣工 ， 并于今年 9 月间作

  

预备性内部开放 。

      

福建茶艺馆首期工程占地面积 400 平方米 ，主体建筑为反映各主要茶区特 色的一楼四厅 ，

  

馆 内还设置蔡襄的《茶录》碑亭， 反映著名 惠安石雕艺术的
茹
乌龙喷泉

”以 及用福建名 茶
“铁 观

  

音
挣

、

“ 大红袍”
等神话传说为素材的大型茶事壁画 ， 直径达1.  25米的世界最大的德化瓷茶壶 ，

  

集中海内外书画名 家以茶文化为主题的
“
茶艺画廊

，
等景观。

      

此外 ， 馆 内还将展出反映福建茶史和历代 民间饮茶风 习的文物、 照片和音像资料。 配合

  

展出， 训练有素的茶艺小姐将为客人表演有浓郁地方 色彩的福建民间品茶艺术， 如“
闽南

”工

  

夫茶
”

、

“
将乐擂茶

”
、

“
福州花茶

”

等品茗艺术。

  

（陈龙）

  

· 310 ·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