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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楼洞与世界茶文化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

现、利用茶叶的国家。茶区辽阔，东起台

湾阿里山，西至西藏察隅河谷，南自海南

岛的琼崖，北达山东半岛。茶类齐全，品

种众多。茶树栽培与制茶技术经验，在世

界上享有盛誉。

茶叶具有明目、益思、利尿、助消化

等功效。现代科学证实，茶叶具有很丰富

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药理功能。古代茶叶

开始于药用，以后发展为饮料，并由野生

发展为人工栽培。据《华阳国志·巴志》

记载，巴蜀所产的茶，周武王时已列为贡

品，可见三千年前，中国即开始栽茶、制茶。

西汉时王褒《童约》中即有“买茶”与“烹茶”

的记载，说明两千多年前茶叶已成为商品。

唐代陆羽系统总结了先民种茶、制茶的经

验，于公元 780 年撰写的著名《茶经》，

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唐朝茶叶已分

布于南方 43 州 1 郡，形成山南、淮南、

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八

大产区。到宋代发展到 66 个州，242 个县。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 , 中国茶叶处

于生产盛期 ,1886 年茶叶总产量达 22.5

万吨，出口量为 13.4 万吨。抗日战争时

期，茶区大部沦陷，茶园遭到严重破坏。

到 1949 年全国茶园面积只剩下 15.47 万

公顷，仅及抗日战争前的 40%；茶叶总

产量只有 4.1 万吨。

羊楼洞镇位于赵（李桥）崇（阳）公

路以南，松峰山区。

传说一：
据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姓徐的人

家在松峰山脚下盖了一座竹楼，上面养羊，

下面塘里养鱼，他家栽的一棵梨树结了一

个鲜红鲜红的梨子，三年不落果。有一晚，

儿子徐光福梦见一位老太婆叫他把梨子摘

下，在羊楼后面石壁上敲三下，将可获得

一笔财富。第二天他摘下梨子，拿去一试，

果然石门洞开，光福进去一看，只见绿的

翡、红的玛瑙、白的珍珠、黄的金子，光

彩夺目，眼花缭乱，正打算拿点什么，忽

然洞顶上一条蛟龙蜿蜒而下，吓得徐光福

抓了几把珍珠放在衣兜里就往外逃，一时

心慌，忘记把梨子带出来。刚跨出洞门，

石门紧闭。他向衣兜一看，哪里是什么珍

珠！原来是一衣兜茶籽。徐光福把茶籽撤

在松峰山脚下，从此那里就长出一片绿油

油的茶树。人们后来就把这里称作羊楼洞。

传说二：
在唐文宗太和年间，一个名叫才子梅

青竹与邻家女柳兰香相恋，碰上皇帝选妃，

柳兰香之父柳天贵仗着女儿长得艳丽，做

着国丈的美梦，造了册子准备候选。一个

深秋的晚上，青竹与兰香步入东篱，倾诉

苦衷。他俩商量好一阵，决定逃跑，远避

他乡。就在这晚，青竹带了行李，兰香牵

出白马，双双向西南而逃，来到松峰山下，

这里山清水秀，百花飘香，俩人便在一石

洞中安身。一天，柳天贵带着家丁追来了。

正在万分危急之时，出现了一个穿白衣白

裙的妇人，她对惊慌失措的青竹与兰香说：

“别怕，快躲到我裙子里。”俩人便藏在

白衣妇人的裙子里。柳天贵喝问白衣妇人

刚才一对年轻男女哪里去了。白衣妇人说：

这里没有年轻男女。柳天贵指着白马说：

“这马是我的，难道盗马人不在吗？”白

衣妇人说：“你眼睛看花了，这是一只白羊，

不是白马。”柳天贵再定眼一看，果然是

一只白羊。柳天贵在洞内洞外搜查一遍，

什么也没有，只好走了。白衣人唤出青竹

与兰香，俩人在向恩人拜谢时候，一眨眼

功夫，只见白衣妇人足踏莲花，升空而去，

这才知道恩人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从

此梅青竹和柳兰香就在松峰上定居下来，

他们在洞旁搭了个竹楼，用青石板修了一

条长长的石巷直达山下的茶市。青竹与兰

香在这里种植绿茶，还将制好的茶叶储在

竹楼上的泉洞里。远近的茶商买到这种茶

叶，打开木箱，香气四溢，用观音泉水泡

茶，更是甘美异常，人们把这茶呼为“离

魂草”。年长月久，人们常找青竹与兰香

买茶，见到白羊竹楼洞茶三绝，便把这三

绝叫做“羊楼洞”，羊楼洞因此而得名，

洞茶由此扬名远方，青竹与兰香也在这片

土地上留下一个神奇而美丽的爱情故事。

“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
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要冲，系赤壁市

“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和“洞

茶”原产地，是湖北老青茶的发源地和“世

界茶业第一古镇”，素有“中国砖茶之乡”

的美称。

羊楼洞产茶的历史非常悠久，自唐太

和年间起，这里就开始种植、加工茶叶。

到了宋代形成了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茶马

古道，明清时期是羊楼洞茶马古道的繁荣

时期 湖北赤壁松峰山脚下羊楼洞，明清

石板街。

沿街的茶厂、茶庄、客栈、邮局，以

及独轮运茶车在石板路上碾过的凹槽，无

一不诉说着这里四百多年前的繁荣往事。

明清鼎盛时期，两平方公里的羊楼洞

古镇汇聚中外茶商 200 多家，附近一带

的茶叶在此集散、加工，经长江水路到汉

口，再转入汉江至襄阳上岸，汇入陆上茶

道，运往俄罗斯以及其他欧洲国家。

昔日场景已远去，如今数字化技术，

在茶叶种植、品控、包装、销售等环节均

有运用。

在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大数据平

台项目工作室，工作人员只需点击鼠标，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平台，茶苗长势可实时

呈现在大屏幕上。若出现叶片发黄、虫害

等情况，传感器能够发出“警报”。

目前产业园已建成数字化茶园 500 多

亩，安装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了气

象监测站、智能灌溉系统，并配备土壤墒

情监测仪。“古时种茶靠天时地利，如今

工作人员坐在监控室就能根据不同气候、

湿度浇水，保障茶叶收成，实现‘种植自

由’。”来平安介绍。

但不变的是，赤壁青砖茶的传承从未

中断，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赵李桥砖茶制

作技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陈军海已将

青砖茶制作技艺传承给 30 余位年轻人。

他说，青砖茶制作工艺颇为复杂，包括杀

青、渥堆等 6 大工艺、72 道工序。为便

于运输和保存，一般会压紧成砖块的形状。

“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工作正加速推

进，羊楼洞明清石板街作为“万里茶道”

申遗推荐点之一，吸引各地游客到此游玩、

写生、品茗。游客走进中国青砖茶博物馆，

追溯羊楼洞的前世今生。这个因茶而兴的

古镇，在茶旅融合中焕发新生。

“无论是古法制茶还是先进的数字化

技术，都让我感到震撼和自豪。茶是中国

文化的瑰宝，希望把赤壁茶文化传播到世

界各地。”来到赤壁参观的加拿大华艺传

媒社长杨星明说。

当前，赤壁市将茶业发展目光投向更

广阔的市场。截至 2022 年底，该市茶叶

总产量 7.1 万吨，其中砖茶产量 6.8 万吨，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60 亿元 ( 人民币，下

同 )，海外市场销售额近 2000 万元。一

块块赤壁青砖茶从羊楼洞古镇出发，远销

至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