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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已有的与茶树栽培起源相关的考古学、历史资料、语言学、植物遗传学及民族

植物学证据。茶树栽培在汉代以前即出现在中国四川。云南及其邻近地区各民族很早即有可

能认识和食用茶树。今天丰富多样的茶树品种则是多个民族长期驯化的结果。但茶树栽培起

源的确切年代和地点仍有待发现更多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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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植物起源的研究方法与进展

农业最早可能出现在 !% %%% 至 !$ %%% 年前（.KI?4 X Y?DCK4，!))"），而人们对农业及

栽培植物起源的科学探讨则是十分近代的事。!) 世纪后期的瑞士植物学家 +AN8K4C9 E9
.?4EKAA9 的《农艺植物考源》（WG3:34 KJ .=AD3H?D9E 5A?4DC）开了研究栽培植物起源之先河

（.KI?4 X Y?DCK4，!))"）。前苏联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经过对几乎是全球范围的广大地

区栽培植物的调查，依据栽培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分布格局提出世界栽培植物八大起源中心

假说（Z?H3AKH，!)&)L!)$%）。尽管这一假说及其所沿用的研究方法后来被认为是具有明显

的缺陷（/?GA?4，!)-!），但瓦维洛夫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假说的提出，客观上大大地促进了

科学界对栽培植物起源的研究（.KI?4 X Y?DCK4，!))"）。今天栽培植物起源的探讨则是包

括植物遗传学、考古学、语言学、史料等多方面的信息和证据的综合研究（/?GA?4 X [K;
8?GF，!)##；/?GA?4，!)-!；[K8?GF X /KNJ，!)-’； 7>3D8，!))$；5G34:A9，!))*； 游 修 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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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据被认为是探讨栽培植物和农业起源最为有力和直接的证据（!"#$%& ’ (")
*+#%&，,-./；012%+ ’ 3%451+，,--6；7&"4$，688,），特别是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在考古学

的应用，使得这一古老学科在探讨农艺及栽培植物起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4)
51+，,--9；:;12+，688,）。一些重要栽培植物的起源地及时间的确考，如稻（严文明，

,--.）、玉米（:<+=，688,；>"?<;+1 ’ @A%++<;B，688,）、西葫芦（012%+，,--9），以及不同

地区农业的起源（C5DE%F% 等，,-.G）都主要依赖于考古学证据。

虽然考古学可为栽培植物起源提供直接证据，但不同地区考古挖掘的程度不同，没有

考古证据并不能说明其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一些潮湿热带山地尤为突出。化石在湿热地区

通常难以长期保存，加之绝大多数潮湿热带地区的考古挖掘不够，这使得在这些地区的考

古资料往往十分贫乏（:;12+，688,）。

植物遗传学证据可为栽培植物起源探讨提供有效补充。特别是应用 HIJ 技术，不仅

可了解栽培植物和其野生型及野生近缘种之间进化关系（KA5<+ ’ 7L$%%A，,---），同时还

可能为进一步考古挖掘的区域或地点提供有用的信息（7&"4$，688,）。对不少栽培植物起

源的认识，植物遗传学证据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D+ 等，,--9；MB;<)3%AE<; 等，,--.；

7%+*D; 等，6886）。

栽培植物同时又可以被看作是人类长期选择植物的“文化制品（0DA4D;%A %;4"N%L45）”

（@1;F，,-./）。数千年来人们在引种驯化植物的过程中必然形成和沉积了丰富的知识和文

化，其中的一部分并有可能一代代地传承下来。语言学信息是其中的一部分，当年 H<
0%+F1AA< 即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获得有关栽培植物起源的很多信息。直到今天语言学仍

被认为是一重要的信息来源（!%;A%+，,-9,）。此外，各种民族植物学信息亦可为揭示栽培

植物起源提供一些线索（@1;F，,-.-!；:%A"LE ’ 01O，,--G）。

! 茶树栽培起源

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茶树栽培起源于中国（PE<;5，,-Q/；R%S"A1S，,-T-U,-/8；V"，
,-.Q；MS%+5，,--6；3<%4$<;541+<，,--6；MAA"5，,--/）。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何时、何

地、何人 最 先 开 始 茶 树 的 栽 培？由 大 叶 茶（ !"#$%%&" ’&($(’&’ S%; W "’’"#&)"）到 小 叶 茶

（! X ’&($(’&’ S%; W ’&($(’&’）的变化是“天择”还是“人择”？有关茶叶栽培起源的一些问题

仍在争论和探讨之中（3<%4$<;541+<，,--6；朱自振，,--G）。作者拟从探讨栽培植物起源

的几个方面，对已有的一些证据作进一步核实，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 考古学资料

和其它以采收种子或果实为目的的栽培植物不同，人们利用的是茶树的叶片，而叶片

在古遗址中保存往往较为困难。尽管考古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一局面大为改观（:;12+，

688,），但到目前为止，有力确凿的有关茶叶片的考古学资料尚很少见。

没有充分的考古学资料的佐证是使得茶栽培起源问题至今尚无统一说法的重要原因。

李!（,--Q）认为云南省博物馆提供的宾川羊树村原始社会遗址中一个红土块中果实印痕

标本为茶树果实。但即使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其信息对探讨茶栽培起源的意义也是极其有

TQ

! @1;F Y，,-.-W 民族植物学原理 W 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讲义（内部资料），云南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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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因为人们很难对其是野生还是栽培作出判断，而且人们食用的是茶叶片，人类对其

“家化”所引起的性状变化应首先发生在叶片上。

姚国坤（!""#），钱梁和陈君鹏（!"$$）分别报道了湖南省长沙发掘的马王堆一、三

号汉墓中（分别为公元前 !%& 年及 !%$ 年）随葬品可能有茶叶，并指出该墓中出土的简文

和帛书中记录的“ "”是“#”的异体字，而“#”是茶的别称。但因文中没有明确注

明原始文献的出处，无法对其真实性作进一步考证。再者，在陈宗懋（!""#）主编的《中

国茶经》上发表了汉代（公元前 #&% ’ 公元 ##&）陶土茶碗（同样，因没有标明文献出处，

无法作进一步考证）。如果上述考古资料可信的话，可为我国至少在汉代以前即有茶叶的

栽培提供实证。

另一方面，我国不少地区的考古挖掘中有关茶的资料甚少，如四川平原上的三星堆遗

址中展示出距今 #$&& ’ ($&& 年的遗迹，但未见一件茶器或茶具（陈德安等，!""$；宋治

民，!""$），这也许可以说明至少在当时在该地区植茶、饮茶尚未盛行。

!"! 植物遗传学证据

到目前为止，可以用于佐证茶树栽培起源的植物遗传学证据还很少见。已有遗传学研

究大多局限于种质资源或种植区茶树遗传多样性的评价（)*+,-./.-.012，!"$!；3.045/606
等，!""(；722 等，!""8；).+,*-. 等，!""8，!""9；:.5; 等，!""9；<.51=51 等，#&&&；

7.*，#&&!；<.51=51 > :.-?，#&&#；@,21 等，#&&(）。而另一些这方面的尝试（鲁成银等，

!""!；束际林，!""!；游小清和李名君，!""!；A.?26 等，!""#），由于研究方法存在一定

的局限，尚不足以为茶树栽培起源研究提供可信的证据。

在中国西南主要是云南省多处发现保存有大量野生茶组植物，包括野生大叶茶和茶树

野生近缘种，有些植株还相当古老（陈兴琰，!""(）。这些植物的存在说明这些地区是野

生茶的分布区，有可能是其栽培的起源地。栽培起源地应该发生在该植物野生型的分布区

以内，但这不是佐证茶树栽培起源的充分条件。另一方面，驯化栽培的发祥地也有可能由

于人类活动，使原先有分布的野生种在该地区不复存在。

茶树在人类利用之前即有可能分布于包括中国西南、印度阿萨姆地区、老挝、缅甸、

甚至泰国北部的广大地区（B?2-，!"C8）。闵天禄（#&&&）等遍查了英国各大标本馆后未发

现有来自阿萨姆地区野生大叶茶的确切记录，而 D+600（!"%8）下述对当时 @,.-;24 E-5+2 考

察阿萨姆的记述，说明阿萨姆地区确实有野生大叶茶分布，“ F F F （ @,.-;24 E-5+2）他发现

了大量野生茶树，当地山民采摘叶子，若树太高就砍倒树。他报道说，‘D*1GH,64 人知道

并饮用茶已有多年，但做法上和中国人迥异。他们把柔嫩的叶片摘下在太阳下干燥三日；

其它叶片则经稍作干燥，然后装入竹筒中，一边用枝棍填实，一边将竹筒在火上烘烤，直

至竹筒盛满，再后用叶子封好竹筒口，放置于火塘上方有烟熏的地方，这种方法保存茶叶

可达数年之久 F F F D*1GH,64 人所在地方到处是丛林 F F F 因为人们可从森林中采到茶叶，所

以他们从来不栽培 F F F’”。作者在老挝北部乌多姆赛省的森林中也发现有野生大叶茶分布

（作者未发表资料）。同样，野生大叶茶在上述地区的分布亦不可和茶树栽培起源相混淆。

至今尚未见小叶茶野生型的报道。小叶茶的祖先是野生大叶茶，即大叶茶到小叶茶是

“人择”的结果，还是小叶茶有自己的野生类型？这是茶树栽培起源的一核心问题。闵天

禄（!""#）认为现分布于云南东北部的“高树茶”可能是小叶茶的野生类型，这是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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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信息，有待进一步研究。作者猜测小叶茶的野生类型即是野生大叶茶，今天的小叶

茶可能是人们长期选择的结果（亦见：山口聪和田中淳一，!""#）。陆羽（$%&？）的《茶

经》中即有“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的描述。不过作者的这一推论仍需

要进一步的证据。

茶组植物的很多种类种间可以杂交（’()*+(，!""&）。种植在云南山区的一些地方品

种，极有可能和邻近森林中野生近缘种之间发生遗传物质的交流（,-*. 等，/&&0）。而这

客观上为试图借助于遗传学手段回答栽培起源问题增加了难度。

!"# 历史资料

中国浩瀚的历史记述可以为探讨栽培植物起源提供有用的信息（12，!"#"；闵宗殿，

!"%"）。我国有关茶的史料甚多（陈祖$和朱自振，!"%!；阮浩耕等，!"""），这也是目前

茶叶栽培起源的主要依据。国内不少学者依据史料对茶的栽培起源做过专门研究（陈祖$
和朱自振，!"%!；朱自振，!""#；方健，!""%），本文不再详细展开。一般认为，我国古

代关于茶叶栽培记述的最早信史应是郭璞著《尔雅》中“是知茗饮起于汉世”（陈祖$和

朱自振，!"%!；12，!"%3），《尔雅》中关于茶栽培的记述也是茶饮最早起源于我国四川的

证据。另一重要史料是陆羽（$%&？）所著《茶经》中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

鲁周公”的记述，但不少学者认为陆羽的此记述不能作为信史引用（陈祖$和朱自振，

!"%!；方健，!""%）。

以中国史料为依据也存在很多局限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史记》以前的史料中对云

南等西南地区的记述甚少（方国瑜，!""%），史料的缺乏使得我们无法通过研究史料来了

解汉代以前这些地区的情况。其次，史料中也存在一些以讹传讹的地方，需要作进一步考

证以正本清源。对已有史料的认识尚有不少分歧，其中方健（!""%）的观点值得关注，他

认为由于多种原因历史上很多结论值得质疑，包括茶学界流行的以《华阳国志 4 巴志》中

“园有芳%、香茗”的记述，推论茶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说法。方健（!""%）

认为，通过对史料的考辨后发现，战国以前无茶考，茶当起源于秦汉之际。对这一论点的

正确性尚待史学家作进一步的考证。

!"$ 语言学及民族植物学资料

已有研究表明，现今世界上很多语言中关于茶的称呼都是源于中国汉语及其方言（陈

椽，!"%0），而中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对茶叶则有自己的称呼。壮族、傣族等壮傣语族的

民族称茶为“5(”。笔者调查后发现（陈进，/&&3），傣族等民族过去把所有用植物煮水或

泡水所得的水都称之为“5(”，壮傣语族的民族今天称茶为“5(”，可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爱尼、基诺等民族称茶为“.678(7”，可能有其自己独特的内涵（张顺高，!""/）。分布于

云南南部布朗和佤族等南亚语系的民族平时称茶为“5(”，这很可能是从傣族的称呼，因

傣族在该地区历史上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然而，布朗族称他们加工的酸茶为“92.:”

（松下智，!""%，陈进，/&&3），而佤族人在进行宗教活动过程中称茶也为“92.:”（陈进，

/&&3）。;*(5<（!"=%）的专著中也详细引录了 ,4 >4 ?4 ;@A2.:*A（B*C D655，!%"/，//! E
///）报道的在老挝和泰国的一些地区有类似于酸茶的加工，当地人也称之为“92*.:”。这

和史料陆羽《茶经》中引录郭璞“早取为茶，晚取为茗”中的“茗”有无联系，值得探

讨。云南多数原住民有自己对茶的称呼，暗示早在汉族“茶”字传入之前（陈祖$、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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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认为“茶”字大概产生唐&宗元和［#$% & #’$］前后，在这之前称“荼”）即

己利用茶，并有自己对茶的命名。

云南境内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是古代云南濮人的后裔

（苍铭，!""(）。古代百濮人是云南最古老的民族（王懿之，’$$$）。云南德宏地区大部分

古茶园为先民崩龙族所植（颜其香和周植志，!"")），该民族对茶还有图腾崇拜（王懿之，

’$$$）；蒋铨（!"##）! 认为云南布朗、佤族等南亚语系的先民可能是最早栽培茶树的民

族。佤族、布朗族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茶文化，茶叶在其自然宗教和社会交往中占据极为重

要的地位（云南省编辑组，!"#%）。传统上云南西盟县佤族民间传说把茶利用和他们民族

从“西岗里”山洞走出的人种的传说联系在一起（陈进，’$$*）。在云南南部勐海布朗山、

澜沧县惠民等布朗族、佤族聚居区自今仍有大面积的古茶园（陈进，’$$*）。

民族植物学及语言学的一些信息都显示，云南及其邻近地区的原住民利用茶叶有着悠

久的历史。然而，云南西南部古濮人等原住民和汉族的接触可能始于秦汉时代（王懿之，

’$$$），这使得中国早期史料中有关云南植茶记述很少。云南产茶的最早文献首推唐代樊

绰《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方健，!""#）。

云南古濮人及其它民族对本地野生茶利用、驯化栽培是一长期而连续的过程，这种驯

化和 选 择 一 直 到 今 天 也 没 有 终 结，而 驯 化 栽 培 的 种 类 除 大 叶 茶 以 外，还 有 大 理 茶

（! + "#$%&’(%(）、厚轴茶（! + )*#((%)+$,-’#）等（作者观察资料）。与此同时，亦有民族植物

学研究资料表明，发祥于长江中下游的苗瑶族团对茶的栽培与加工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

（松下智，!""#）。因此，今天丰富多样的茶叶品种应该是中华民族多个民族各自长期驯化

的结果。

! 展望

中国史料表明，茶树栽培于汉代之前即出现在中国四川。云南及其邻近地区各民族很早

即有可能认识和利用茶树。今天丰富的茶树品种资源则是多个民族长期驯化的结果。由于茶

这种栽培植物的特殊性和考古资料的缺乏，栽培起源的确切年代和地点仍有待新的证据。

考古学上新技术的发展及将考古学和分子遗传学手段相结合可能为探讨茶叶栽培起源

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新机会。考古学家们现在可以对微小植物化石（,-./01/22-32）进行分析

鉴定（40/56，’$$!）。应用加速器质谱仪（7..838079/0 ,722 2:8.90/,890;）可以更好地确定化

石的年代（<8=80 > ?8228，’$$$；40/56，’$$!；@-:806/ > A376680;，’$$!）。尝试从植物化

石中提取 BCD（40/56，’$$!），并分析它和现在的栽培品种、野生类型及野生近缘种之间

的关系，无疑可为探讨栽培植物起源提供新的有力证据。上述新技术在茶叶上的应用，有

可能为揭示人类对茶这一古老植物的栽培驯化史作出贡献。

致谢 张顺高、李庆军、EF ?F A38,-6G、郭辉军等帮助收集部分文献，张顺高先生审阅文稿并提出宝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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