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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人文

中国对茶叶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晋常璩
所著的《华阳国志·巴志》中。周朝初立，分
封居住在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一带的僰人
首领建立“僰侯国”，僰侯为感谢周武王的恩
泽而进贡土特产，当时“桑蚕麻苎、鱼盐铜
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证明在 3000
多年前，僰地就有茶叶产出了。

以昭阳区靖安镇凌子口为界，有一个
极为独特的气候现象，从昭通中心城区到
凌子口一路艳阳高照，穿过 900 米隧道往
北前行却是阴雨绵绵，一路北上入川的关
河峡谷两岸常是云雾缭绕。云深之处大
量分布着一种名叫“川小叶”的茶树，茶叶
外形紧细，金毫显露；香气馥郁，滋味鲜醇、
回味悠长，因此被很多人喜爱。

唐朝茶马互市过程中，大关茶便已参与
其中。南宋时，宜宾茶马互市机构的主要工
作就是组织用大关、筠连的茶叶换取战略物
资“乌蒙马”。成千上万的马帮沿着五尺道，
过叙府（今宜宾）、经大关、达乌蒙（今昭通），
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五尺古道上留下无数
的足迹和马蹄印。

明朝初立，洪武四年（1371年）决定开展
“改土归流”，于是彝族首领编张起兵反
抗。而在北方草原产马地区仍被元朝残余
势力（北元）占据。在西南以茶换马、以马
攻打北元迫在眉睫，明朝一边平定“编张
叛乱”，一边抓紧征收茶叶。据《明实录》
和《巴蜀商道》两书记载：洪武初，设成都
茶局三所。一在灌州（今四川省都江堰
市），收茶 74 担；一在安州（今四川省绵阳
市安州区），收茶 130 担；一在筠连，收茶
2900 担，专供茶马交易之用。筠连茶局的
茶叶来源主要是筠连县和一山之隔的大关
（今大关、盐津一带），大关茶叶沿五尺道而
下交货到筠连征茶局，再汇集到成都茶
局。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今大关辖区
随乌蒙府从四川调整为云南布政司而隶属
云南。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划归四川布
政司而隶四川，原因之一也是受茶叶这一战
略物资征收的影响。

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完成东
川、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的“改土归
流”。整个北方被整体纳入清朝的版图。统
治稳定后，茶马互市战略作用已不再突显，

清朝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市场交易兴
起，五尺道上，马帮、背帮、挑夫络绎不绝，沿
途客栈、茶馆、饭店生意兴隆，达官显贵、商
旅名人不再满足简单用茶解渴，品茶鉴茶之
风渐起，产自大关翠华的茶叶逐渐打出名
号，成为沿途商旅馈赠亲友的佳品。虔诚的
赶马人，把翠华茶用于礼佛贡品；翠华寺僧
人前往四川峨眉山朝拜时，也把翠华茶作为
贡品；昭通知府精选翠华茶进贡慈禧太后。
翠华贡茶由此而来。

有学者对翠华茶缘何能够脱颖而出并
成为精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翠华茶产于
北纬 27°36′—28°15′之间的黄金产茶带上，
加之大关地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
过渡地带，内陆南下的干冷气流与北上的印
度洋暖湿气流因凌子口山脉影响而在大关
地域交汇，形成了大关多阴雨、湿雾绵绵的
气候特征，故造就了翠华茶产区独特的小气
候，也成就了翠华贡茶精品。1915年，翠华
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人文科技界
的诺贝尔、影视文艺界的奥斯卡和工商界的
巴拿马，并称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三大奖项）
品评会上获二等商标荣誉；1917年，在巴拿
马赛会上以“色味俱佳”获二等商标奖状。

《中国茶经》记载：“大关翠华茶是云南
省的历史名茶，品质特点是外形扁平、光滑、
匀整、色泽黄绿、香气清香馥郁，滋味甘醇可
口，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嫩绿成朵。”新中国
成立后，翠华贡茶得到进一步发展，1955年
10月，浙江杭州农学院茶叶专修毕业的聂爱
中到大关专职从事茶叶生产技术指导，于
1956年在翠屏山老君庙创办了翠华茶厂，为
扩大生产，茶厂于 1957年搬迁到郭家祠，新
增了红茶、仿龙井茶等品种，1962年曾特制
翠华仿龙井茶 1 斤，进京献礼。1963 年，昭
通地委在杭州聘请了制作龙井茶的朱堂生
到大关翠华茶厂传授制作龙井茶技术。
1986 年，从四川筠连县引进小型电动揉茶
机，至此大关的茶叶加工工艺完成了从人推
揉茶机到电动揉茶机的技术改造。1980年
到1983年，翠华茶连续4年被评选为全省名
茶。1995年，获中国昆明科技产品展览交易
会银奖。1999年，茶叶公司改制为承包经营
后，正式注册了“翠华贡茶”商标。“翠华贡
茶”凭借优良的品质与口感，于 2000 年获

“云茶杯”优质茶奖，2001年获中国云南首届
春茶交易会银奖，2002年翠华贡茶、翠华苦
丁茶双双获得中国云南第二届茶叶交易会
金奖。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大关“翠华贡
茶”再次声名鹊起，不断引起国内外关注。

虽有“翠华贡茶”这个品牌作支撑，但是
由于多种原因，茶叶产业规模小，茶农收益
不高，销售规模较小，市场占有率较低，使大
关这一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茶叶年
产量不足10吨，产值仅200万元左右。

面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大关县委、
县政府决定把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茶
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来打造。在
大关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决定把茶产业作
为全县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发展壮大。2015
年 6月，在第三届“南博会”上，大关县政府
同贵州百鸟河茶业公司达成协议，建立云南
翠贡茶业有限公司，投资 2.5亿元实现县委
提出的五年内建成 30000 亩标准茶园的发
展目标。大关县成立了以县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茶产业工作领导小组，茶产业办公
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完成了《云南大
关县生态茶产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大关县茶产业规划》；涉及乡（镇）及时搭建
好工作机构，明确工作任务及措施，确保了
茶产业工作的有序推进。翠贡公司以“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形成联带机
制，聘请牟氏茶叶世家传人牟小虎为技术总
监，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茶学院教师为主的技
术团队，对大关茶叶产品进行研发，产品“金
耳环”在昆明 2018 滇茶杯云南名茶评比中
获金奖。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大关县继续把茶产
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2021年组建了省、市专家
工作站，完成了历史名茶“翠华贡金耳环”制
作工艺的恢复和改进。2022年以来，由中组
部牵头从云南农业大学选派吕才有、李家
华、高峻、马燕 4 名专家教授到大关开展为
期 3 年的帮扶，成功申报了“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大关县茶产业提质增效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并推进实施。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专家的精心指导
下，企业所生产的翠华茶在第二届滇茶杯大
赛中荣获绿茶金奖及乌龙茶优质奖，在首届

南亚名茶大会中红茶荣获金奖。2023
年 6月，在“中茶杯”第十三届国际鼎承
茶王赛（春季赛）中“翠华贡金耳环”喜
获绿茶组金奖，同时获得3个发明专利、
10个实用新型专利，创建了翠华贡茶绿

茶、红茶、乌龙茶和白茶系列产品品牌。在
加工销售上，大关县已有8家公司及10多个
作坊在运营，其中建规模基地配套精制加工
厂房和包装销售体系大公司有翠贡、董峰和
紫纵。

如今，大关县稳定茶园面积有5.1万亩，
其中老茶园 2.8万亩、新茶园 2.3万亩，当中
发展“翠华贡茶”基地 3.1万亩，认证绿色茶
叶基地 1.5 万亩、有机茶叶基地 0.26 万亩，
产业覆盖农户 1.5万户 6.8万人。全县已认
证绿色茶叶食品 19 个，年产干毛茶 220 余
吨，实现产值 4500余万元，所有加工产品抽
样检测结果均未检测出农药残留，翠华茶
品牌价值进一步凸显。当
前，大关县正在组织相关部
门申请翠华茶的
区域性品牌，形成
统一的市场竞争
力，让茶产业在乡
村振兴的路上一
路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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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大关县融
媒体中心提供）

人工分拣茶叶。机器揉搓鲜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