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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政府对“万里茶道”茶源地茶业的经营管理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2年第1期 发布日期: 2022-03-23 浏览次数: 68

【作者】黄柏权；平英志，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安化茶区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地之一，茶叶远销我国西北、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茶业经

营活动中，安化遗留了大量与茶业相关的碑刻资料，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安化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控情况。从现存碑刻资料

看，安化地方政府在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采办贡茶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试图构建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秩

序，以保障茶叶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些措施对安化茶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社会动荡、管理者认识和能力缺陷等原

因，茶业经营活动仍弊端丛生，违规经营屡禁不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社会大变局背景下基层社会管控能力的削弱与不足。

一、生产管理

茶叶生产是茶业发展的基础，是茶业管理的首要环节。茶叶生长对纬度、海拔、气候、温度、湿度、土壤等小环境要求

很高，安化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优质的茶叶产地。因此，不法商贩往往将周边地区茶叶贩运至安化进行加工，冒充安

化茶叶进行销售牟利。为维护本地茶叶生产者的利益，保证茶税征收，安化历任地方政府都严禁外来野茶、假茶冒充安化茶

叶加工销售。

加强对妇女从事茶业活动的管理。茶叶生产属于季节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早期茶业作为农

户副业补贴家用，茶叶生产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清朝中后期，随着茶叶出口量大增，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集

中规模化生产开始出现。茶厂大量雇佣妇女从事采摘、分拣等工作。清代竹枝词也多有描绘安化茶区妇女采茶的情景。茶叶

生产中大量使用女工引发了系列社会问题，地方政府率先着手加强管理。妇女参加茶业生产活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安化地方

政府多次颁布关于妇女从事茶业活动的规定。

二、运输管理

安化地处雪峰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安化茶叶运销到我国西北、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其间须经历漫长的运

输环节。因此，安化地方十分重视改善茶区内交通运输条件，并加强运输管理，如修筑道路，构建陆路交通网；整治河道，

保障水运畅通；设置救生船，保障航运安全；打击不法之徒，保护船商平安；整治茶叶运输中的弊端。

三、贸易管理

清中后期是安化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茶叶贸易的快速发展及茶业在经济社会中日益显著的地位，促使政府高度重视茶

叶贸易管理。现有碑刻资料显示，安化地方政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茶叶贸易的管理，以保障安化茶业稳定发展：建

立在国家管控下的茶叶经营管理体系；禁止交易中的掺假制假行为，保证茶叶质量；维持交易公平；整治社会风气。

四、贡茶管理

安化贡茶始于明代，由县衙和各保共同督办，贡茶产地集中于归化乡的大桥保、仙溪保、龙溪保和九渡水保，史称“四

保贡茶”。清代延续明代贡茶制度，但办茶主体逐渐由基层政府让渡给指定的茶行茶商。办理贡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

于贡茶的高品质要求，促使茶叶生产技艺不断精进，催生出一批茗茶；另一方面，在办理贡茶过程中，各级官吏和茶商层层

加派、过度采摘等现象屡见不鲜，加重了茶农的负担。道光年间，承办贡茶的主体转移至指定的茶行茶商，为节制茶行茶商

肆意征收茶农生叶，规定每斤贡茶缴纳八斤生叶。道光末年，安化茶商和地痞恶棍冒充承办贡茶的茶行恃强混摘的情况加

剧，以致采办维艰，承办贡茶的行户联合向县衙控诉。咸丰元年（1851年），县令李逢春晓谕各保，对缴纳贡茶的数额、采

茶的方式进行详细规定，抑制欺压产户、增加办贡的恶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产户的负担，采办贡茶的秩序有所好转。但好

景不长，贡茶办理秩序再次陷入混乱。咸丰七年，湖南布政使司派员到安化考察，将办理贡茶的资格统归于姚洢源商号。后

来姚洢源茶行违规将独家办贡改为八家商号共同承办，致使姚洢源茶行办贡资格被撤销。但官府没有迅速指定专门的商号承

办贡茶，导致越来越多的商号开始借办贡之名谋利。

五、余论

将政府、家族以及团会等基层组织颁布的规约、章程、禁令等勒石刻碑、晓谕民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普遍做法。安化

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为规范茶业经营活动，将茶叶生产、运输、贸易等经营活动的相关章程、禁令等勒石刻碑，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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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新行业与新税源：近代交易所税及交易税的兴设

下一篇： 流动性军阀的生存逻辑：孙殿英西进与北方政局之变动（1933—1934）

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建立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打击不法分子扰乱茶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了地方茶业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满足了茶业发展的需求。但是，在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

府对茶业的管理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如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维持牙行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等，在维护茶叶市场秩序的同

时，也限制了茶叶市场的拓展。

县级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末端，要实现对茶业经营活动的有效管控，必须依靠地方士绅及基层组织对茶业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并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特别是地方基层组织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行户组织在茶叶经营活动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行户是茶叶经营过程中的特殊人群，在地方社会中具有多重属性，作为茶叶贸易的中间商，既是外商、买办压榨的

受害者，也是剥削茶农的施害者。他们的存在沟通了茶源地乡村社会与外界的联系，行户与政府、买办及外商既有矛盾的一

面，也有相互利用的一面，这是茶业管理措施在执行时大打折扣，甚至事与愿违的重要原因。

万里茶道开通以来，中国茶叶外销量持续增加，逐渐融入世界茶叶市场，促进了中国茶业的蓬勃发展和世界茶叶市场的

形成。但清政府没有对世界茶业形势进行科学预判，也未能针对日益繁荣的茶叶贸易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制度的缺失往往

通过行政命令及约定俗成的行业规范、乡规民约进行弥补。从安化历次颁布的茶业章程可以看出，政府言辞凿凿打击茶叶市

场上的各种不法行为，但实际执行却流于形式。许多弊端屡禁不止，只能以频繁颁布禁令的形式加以短暂约束，表现出政府

在茶源地茶业管理过程中的无能，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社会大变局背景下的转型之困。

 

摘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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