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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於临烘青”茶是杭州市临安区的历史名茶,具有十分重要经济社会价值。本文着重分析了明

清以来,原临安和於潜二县生产的“於临烘青”茶的产地、采制工艺、窨花和销售地,以及恢复生产后经

济效益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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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何谓“於临烘青”？这与临安属地有关。明清及更早时期,

临安、於潜、昌化是三个独立县,1960年后三县合并而成为临安

县,后又改设为临安市、临安区等。在明清时期,“於临烘青”

茶名中的“於”字代表“於潜县”,“临”字代表“临安县”,

於潜县和临安县在西天目山、东天目山所生产的烘青茶统称为

“於临烘青”,东、西天目山山高林密,一年之中只采收一次春

茶,所产茶叶香高、气足、味浓,在销售市场上享有一定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於临烘青亦称正路烘青,为临安的大宗名茶。 

1 “於临烘青”茶的生态产地 

1.1天目山 

“於临烘青”茶的优良品质,首先得自天目山良好的生态。

[宋]《咸淳临安志》[1]卷之二十八“山川”：“天目山,按《大藏

洞渊集》第叁十四洞天。天目山有两目,左目高叁千丈,右目高

二千五百丈,洞周回一百里,名《太微元盖洞天》。又引《太平寰

宇记》山高叁千九百丈,广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东西有巨源

若目,然故曰天目。东出临安为大溪,溢东流而为苕水；西趋於

潜为紫溪,合桐庐水以汇于浙江”。[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
[2]卷九十三：“‘江南东道’於潜县曰：天目山”。郡国志云：“山

上有数百年树,名曰‘翔鳯林’”。引舆地志云：“上有两湖,若左

右目,名天目也。山极髙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明]徐献

忠撰《吴兴掌故集》[3]卷十“山墟类”：“天目山,高三万六千丈,

广八百里。东西峰各有天湖,如天之两眼,故曰‘天目’。”“山中

寒气早严,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来多雪,三月后方通行。” 

1.2茶叶产自高山大树林下 

各种典籍记载“天目茶”,采摘极细,一旗一枪,名茶采后,

芽叶稍长即采摘烘青茶。[清]何太清撰嘉庆十五年《於潜县志》
[4]卷十一田赋志“货之属”：“茶,天目山多名茶,较他山采独迟。

叶不甚细,以云雾高寒,俟其气足者为上,不多产；僧民粮此以为

卒岁,其味厚”。[明]文震亨撰《长物志》[5]卷十二第458-459

页“香茗”：“龙井、天目,山中早寒,冬来多雪,故茶之萌芽较晚,

采焙得法,亦可与天池并”。早在唐代,天目山茶已很有名了。“茶

圣”陆羽在湖州著《茶经》时,曾舆诗人皇甫曾到天目山考察过。

皇甫曾在《送陆鸿渐天目采茶回》中写道：“千峰待逋客,香茗

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磐声。”这说明天目茶在陆羽上山之前已是

“香茗复丛生”了,陆羽在《茶经》中称“杭州临安、於潜二县

生天目山,舆舒州同。”。 

孙雪卿主编2009年出版《临安市茶叶志》[6]第五章“名优

茶生产”,第八“於临烘青”：“於临烘青”即为传统大宗烘青。

因临安、於潜高山上生产的茶叶制作烘青茶特香,经茶商运抵

京津市场销售,深受欢迎。此后,有他处商客假冒天目山“於

临烘青”应市,一时真假难辨。后“於临烘青”更名“正路烘

青”,以示是正宗的天目山货。每年生产期间,购买者集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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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目茶质量优,品牌硬,市场信誉度高,故又被於潜当地俗称

为‘王茶’。” 

表一  天目山茶产区分布点 

县份 产茶区分布点

於潜 河桥、湍口、洪岭、白牛、吉口、龙岗、马哨、武隆、

马山、横路、凌口、潜阳、千洪、堰口、塔山、乐平、

紫水、太阳、对石、横塘

临安 临目、龙门、玲珑、临天、横溪、青云、
 

2 “於临烘青”茶的采制 

2.1采摘标准及品质特色 

清嘉庆《於潜县志》记载,在茶叶采摘期间有一个明显的分

界线,清明后,采一旗一枪,谓雨前茶,即谓天目高档名茶。谷雨

后,男妇儿童提笼满山谷,即是大宗烘青茶。庄晚芳教授《中国

名茶》[8]之三十五“天目青顶”载：“天目山除在高山云雾线上

生产部分天目青顶外,临安、於潜等地生产的茶叶,统称天目山

茶。过去於潜、临安生产的大宗烘青,市场上称为‘於临烘青’,

也叫‘正路烘青’,茶叶品质纯正。它的采摘标准为一芽二三叶、

或一芽三四叶,制作方法舆一般烘青相同。此茶的特色,外形条

索紧结粗壮,白毫隐藏,色泽乌绿油润,净度良好,叶底绿中呈黄,

芽叶完整,味道浓郁清香,喝了兴奋作用特别显著。於临烘青既

可制作外销眉茶出口,又为窨制高级茉莉花茶和玉兰花茶的原

料。主要产地在临安、於潜等地,现已将烘青改制炒青,烘青产

量已为数不多。”庄晚芳教授讲只是窨制花茶原料,故在临安古

时没有茶窨原始记载。 

2.2炒制方法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於潜县志》[7]食货志载：“谷雨后,

男妇儿童提笼满山谷。“归则取而拣之,岸其釜炽以烈火,炙之以

柔其性也；挼之以敛其质也；焙之以烈其气也；汰之以存其精

也；乃盛以篓出而鬻之。”四月摘者曰夏乌,五月曰梅尖,六月曰

梅白,十月摘曰小春。味皆淡而劣,不贵也。天目山顶产者曰云

雾茶,善消滞,不可多得。明代李日华在《竹懒茶衡》云,“各处

茶,皆有自然胜味,天目清而不醨,苦而不螫。”在川前、川后、

长安三乡,五月采者,叶厚而色赤,汁尤浓郁,盛行于关东,与徽

商大叶子相符,每岁设厂收买,集如市,俗称曰‘王茶’,乡人大

半赖以资生,利亦巨矣哉。”此茶始产于明末年,盛产于清及民国

时期,并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图一 於临烘青茶叶采制流程图 

3 “於临烘青”茶的收购与销售 

3.1基本情况 

“於临烘青”是高山茶,品质优,在市场上属抢手货。“於临

烘青”又是窨制高级茉莉花茶和玉兰花茶的原料,大多销往杭州

茶行,至于是哪家茶行收购？窨制花茶后销往何处呢？一直是

个谜。根据余杭茶叶专家赵大川提供的资料,天津“正兴德茶庄”

在天目山建立茶园基地,正兴德茶庄专刊中有文章具体谈到将

茶叶运到福州窨制花茶,其中的工作之细致,令人叹服。正兴德

茶庄不仅在画刊上做广告,还在杭州的临安和於潜、安徽的横街

和六安、江西、湖南等地设厂收购茶叶,鼎盛时期开设多家分号

店铺,并建立了生产印有“绿竹”商标茶罐的工厂,该茶庄是旧

时中华老字号茶庄。1932年天津《中华画报》刊载的天目山茶

叶基地及采茶女图片等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於临烘青”

当时的购销情况。 

3.2“正兴德”杭州茶庄 

正兴德茶庄是个大企业,还自办专刊(报纸),曾刊文茶叶薰

花的程序：“采摘烘之已成之茶,名曰素茶,凡薰花之茶,均装往

福州。用竹筛筛出其小茶、片茶、梗枝等。薰花用木箱,茉莉花

茶共需要薰花四次,每次薰花前均将茶叶烘干,前所言者为大概,

其手续既复杂,其工作之认真,不是现场目睹很难相信,靠老于

此道者按气候、温度情况,灵活掌握。”为收购更正宗“於临烘

青”,到於潜县设厂收购,并在天目山建立茶叶基地,并将收购原

料运往福州窨花后再运至北京、天津销售,信誉良好。至此,“於

临烘青”茶基地、生产、收购、窨花、销售等诸多疑惑终于解

开,真相大白。 

 

图二 民国时期销售市场点图 

4 “於临烘青”茶解放后的情况 

4.1改制为炒青茶 

临安自从解放前直至1959年均生产烘青茶。1960年开始,

为了完成国家茶叶出口需要而下达任务,将旧时烘青茶统一改

为清一色炒青茶,且国家包购包销,茶农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

少,所以茶农生产积极性很高。但从1982年开始大宗炒青茶滞销,

仓库积压,整个销售市场疲软,就是降价也很少有人问津。     

4.2恢复“於临烘青” 

由于大宗炒青茶销路不佳,临安县政府下达了开辟多茶类

生产,多渠道销售,减轻茶叶销售压力,挽回经济损失。茶农因生

产炒青茶无利可图,所以政府号召改制茶类后积极响应,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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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形势下也是唯一出路。 

当时临安就有14家茶厂将炒青茶改为烘青茶,后发展到20

多家茶厂开始改制并恢复“於临烘青”生产,为窨制茉莉花茶提

供原料,经济效益比原大宗茶高出三、四倍多,每年茶叶经济效

益增加3千万元,提高了临安整体经济效益,包括烘青茶、名优茶

及红茶、花茶生产等。茶叶总产值从1985年8千万元上升到2000

年1.2亿元,到2022年达3.2亿元。 

 

5 乡村振兴背景下茶旅产业融合 

5.1丰富天目山“江南宗教名山”资源 

东汉道教大宗张道陵在此修道,史称三十四洞天。佛教始于

晋。梁昭明分经著文于此。元狮子正宗禅寺祖师高峰、中峰尊

为“江南活佛”。清玉琳国师创建禅源寺,弘扬临济宗风,遂为中

国东南名刹。乾隆帝两度巡山,钦赐《无量寿经》、御笔《心经》,

刺封“大树王”。天目山峰峦叠翠,古木葱茏,有奇岩怪石之险,

有流泉飞瀑之胜,素负“大树王国”、“清凉世界”盛名,为古今

揽胜颐神胜地。天目千重秀,灵山十里深,天目山有着璀璨文化

与独特的大自然风韵,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好山出好茶,以“於

临烘青”为代表的茶文化也是天目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5.2加强茶旅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下发展茶旅,必须围绕打好天目山这张旅游

品牌,结合於临烘青的茶文化,讲好故事,狠抓质量,在政府的帮

助和引导下,合理进行规划设计、生态茶园的建设和茶树品种的

选择、景区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游客。

利用茶旅为当地带来发展的平台,也为打开当地的茶叶生产提

供机会,坚持践行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理

念,做强茶产业、弘扬茶文化、提升茶科技、开发茶旅游、服务

茶企业、打响茶品牌,努力把茶叶打造成为带动3万茶农致富的

“金叶子”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金钥匙”,更多的为当地农

民增加岗位机会,提高人民的经济收入,提高“杭为茶都、临为

茶源”的品牌影响力。 

6 结束语 

“於临烘青”茶产自西天目山和东天目山,是浙江杭州临安

区的大宗名茶。“於临烘青”茶有独特的采摘标准和制作方法,

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就因品质优而畅销市场。解放后“於临烘青”

茶一度改为炒青茶,改革开放后恢复生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新时期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应该大力促进“於临烘青”茶

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把“於临烘青”茶业的发展与丰富天目山“江

南宗教名山”资源结合起来,实现茶旅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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