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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事

高建发茶业：南洋茶缘的百年传奇

安溪，千年茶乡，香飘世界。时间长
河中，茶企发展是安溪茶史的重要组
成。日前，记者获得三则百年茶企高建
发茶业的重要资料，揭示了高建发茶业
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这些资料
包括 1994 版《安溪县志》对高建发茶庄
在新加坡开设茶庄的早期情况记载，
1945 年一份陈情揭示高建发国内商号
受战时困境的影响，以及该茶行同年在
新加坡茶叶评奖中摘得桂冠的历史。这
些资料如同拼图，为我们勾画出高建发
茶业的传奇历程。

□融 媒 体 记 者 谢 伟 端 通 讯 员
陈彤熏/文 受访者/供图

核心提示

1948年前后，国内政局复杂，国际市场的
需求发生变化。大批新加坡茶商开始转而经营
台湾茶。而高建发茶行继续坚守，经营福建茶
叶。国内的高建发茶人也于1953年重新在厦门
设立分行。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该分行被
撤销。此后，国内的高建发茶人有的进入国有茶
叶公司继续从事茶叶贸易，有的则返回安溪，从
事茶叶的种植与生产。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国内可
以通过寄邮包的方式运输茶叶到南洋，尽管每
人每次的邮寄重量有限制，但这为高建发茶业
提供了与海外保持联系的渠道。“那时的重量限
制，每人每次大约一公斤，高建发第四代传人高
清良通过收集村里人的身份证寄茶叶，以此与
海外保持联系。”陈春回忆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高建发茶业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在高建发第五代传人高碰来的
带领下，企业再次焕发光芒。如今，高建发茶业
已有精制加工厂3座、初加工厂2座，员工百余
人，联农管控茶叶基地20多个总计3万多亩，
年产茶叶3000多吨。

与此同时，留在新加坡的高建发茶业族人
众多，他们在不同领域发展，部分后代仍从事
茶叶相关业务，只不过经营方式和渠道出现了
变化。但是包装却一以贯之。“茶庄早期的包装
因当时条件所限比较传统，虽然后来时代变
迁，但新加坡市场仍保留了一定的传统风格包
装。”公司旗下经营的“鸡球”牌铁观音和“玉
女”牌铁观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一带
名播千里，深受东南亚消费者喜爱。今天，高建
发铁观音已成为当地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新
加坡客来敬茶、喝高建发铁观音是当地人必不
可少的传统民俗。

百年传承
坚守传统与复兴之路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厦门
陷落。在这种局势下，高建发第三代传人高铭化（高
榜龙子孙）被迫关闭了厦门的货栈，并将茶叶的出口
基地转移至香港。1939年，新加坡爱国华人举行“抵
制日货”行动。作为茶行业的代表性企业，高建发茶
行积极响应，随之开始专营销售“国茶”，并坚决“抵
制台湾茶”（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满足新
加坡华侨的饮茶需求，高铭化在安溪将茶庄扩大经
营规模，并逐渐发展壮大。到1939年，茶庄已经发展
成为三家加工厂。茶庄的产品不仅在新加坡本地销
售，还通过马来西亚的分销点，将产品分销至新马泰
等地区。

然而，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大批爱国茶商
纷纷关闭茶行或缩减经营规模，试图抵制日本的侵
略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建发在安溪的三家加工
厂出口大幅减少，经营状况陷入困境，最终逐渐关
闭。创刊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对这段历史有这样
的记载：“此间华侨茶商，于一九二八年，即有茶商
公会之组织，直至现在，加入公会之商店，有源崇
美，林金泰……高建发等四十余家，其余零卖茶商，
未加入公会者甚多。抗战前茶业每年营业总额达五
百余万元，抗战后，数额大减，今各批发商店中，能
获利者百中无一，仅能维持现状，已算幸事，现惟望
我国政府设法改善统制，便利出口，及疏通运输，使
国茶能源源南来，或可冀挽回于万一，否则除变更
营业方针外，前途殊难乐观。”

记者在采访中收集到一份民国三十四年（1945）
安溪县新康乡林东保呈给陈县长的陈情，文件主要
内容是：安溪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科以高建发在安溪
的商号15000元的税赋，但太平洋战争后，交通断
绝，高建发国内的商号停止运营，故申请豁免。

日本投降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高建发茶庄
逐渐恢复了对新加坡的出口业务。当时，制茶技艺精
湛的王联丹被邀请担任制茶师傅。1994版《安溪县
志》记载，民国三十四年，高建发茶行经销的“泰山峰
牌”铁观音，在新加坡茶叶评奖活动中，获金牌一枚、
金笔一对。

抗战时期
艰难求存始终支持抗日

本报讯 日前，“观音荟萃 湾区共茗”安溪秋季
铁观音大型品鉴会及大咖网红直播活动在广东省中
山市举行。

冬日暖阳，茶香四溢。品鉴会现场提供清香型、
浓香型、陈香型获奖茶样，特别是2024年秋季原产
地传统工艺铁观音茶王赛的金奖茶样，成为茶友们
品鉴的亮点。

其间，安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振法走访调
研中山市各大茶叶市场，并向中山市南区祥云发茶
行、中山市东区益品源茶业、中山市南祥东香茗等茶
企颁发安溪铁观音体验店证书。

本次活动由安溪县茶业发展促进会、安溪县茶
业发展中心主办，安溪广东中山茶业发展促进会承

办，中山市茶叶商会、安溪县祥华乡党委协办。通过
品鉴会、茶艺表演、大师讲茶等系列活动，主办方持
续推广和宣传安溪铁观音产品，让更多爱茶人士体
验到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

中山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伟大革命先驱孙
中山先生的故里。孙中山先生一生爱茶，倡导“茶为
国饮”。1922年，安溪芦田镇杨汉烈赠送孙中山先生
五箱茶叶作为礼物，孙中山先生特意复函，表达谢
意，从此安溪乌龙茶与孙中山先生结下不解之缘。百
年沧桑，百年传承，中山市与安溪两地往来日益密
切，一大批安溪人到中山经商置业，将家乡好茶带至
中山，让观音铁韵香飘珠江两岸。

（李艳伟 谢伟端）

安溪铁观音品鉴会走进中山市

本报讯 日前，首届乡村振兴
“助农杯”安溪铁观音清香型茶王赛
在安溪县金谷镇举办。

比赛当天上午，数位资深茶叶
专业评委齐聚金谷，专业审评拉开
帷幕。评委们全神贯注地对参赛茶
叶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评价。从茶
叶外形的条索、色泽，到干茶香气，
再到冲泡后的汤色、滋味以及叶底
的完整度与色泽，他们精准地“诊
断”每一款茶叶的品质。

下午，颁奖仪式与茶叶品鉴活
动接连举行。获奖选手们满怀激动
与自豪，依次登上领奖台，台下掌声

雷动。随后，专业茶艺表演团队登
场，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
宴。身着传统服饰的表演者，伴随着
古典悠扬的音乐，娴熟优雅地展示
铁观音的冲泡技艺，一招一式尽显
茶文化底蕴。现场还精心设置了茶
叶品鉴区，游客们轻抿香茗；互动问
答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大家
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进一步领
略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谢伟端 文/图）

首届“助农杯”安溪铁观音茶王赛圆满落幕

高建发商号的故事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安
溪虎邱的高标奇之子高榜龙、高金榜共同创立，初期主要
经营安溪茶叶的种植、制作与贩卖。高标奇尤善制茶，他的
儿子们继承了他的茶业事业。

民国初年，闽南地区局势动荡，匪患频发，民众生活艰
难，家族生意也陷入困境。不过，“侨销茶”的兴起为家族带
来了新的机遇。为了延续家族生意并开拓海外市场，高榜
龙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商号迁往厦门。民国初年，
他在厦门轮渡附近的美人居（美人宫）开设了“高建发茶
庄”，作为出口中转货栈。“这里靠近码头，是一个仓库兼销
售点。厦门原来是渔村，自五口通商后，此地成为茶叶周转
的重要场所。”高建发厂长陈春介绍说，从安溪运来的茶叶
先在此储存，每周有船时再周转运输出去。厦门独特的地
理位置为高建发茶业的拓展提供了极大帮助。

与此同时，高榜龙派遣弟弟高金榜远赴新加坡，开拓
家族海外零售市场。这一举措，开启了高建发茶业与海上
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到了1918年，高金榜之子高云平在
新加坡克罗士街创办了家族海外贸易分行——高建发茶
行。

此时的新加坡正是华侨的商业重镇，华人们通过这
里进行货物运输和贸易往来。高云平初到新加坡，第一站
是牛车水。牛车水在新加坡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承载
着众多华人的记忆，早期华人华工在此进行货物运输和
贸易往来。高云平在此落脚后，先进行市场调研，逐步打
开通路。他开设的茶庄主要售卖安溪茶以及来自中国的
一些物品，像碗、衣服等，茶叶种类繁多，包括普洱等。在
新加坡站稳脚跟后，茶庄配备了烘焙机、筛选机等设备，
对可能因运输受潮的茶叶进行再加工和精致包装，确保
茶叶品质。

彼时，安溪山重水复，交通落后，货物运输十分不便，
茶叶的采收和外运面临着重重困难。高建发茶庄在安溪产
地完成茶叶采收、制作后，需要用木箱精心打包，再用布袋
或麻袋包裹，绑在牛车上。茶叶从安溪出发，先雇牛帮沿着
45公里的山间小道前行。这条小道蜿蜒曲折，途中要翻越
层岩叠嶂、山势险要的龙门东岭峰，或经过大坪乡，才能抵
达当时的同安县城。到达同安县城后，再雇小船将茶叶运
至位于厦门的货栈。最后，茶叶从厦门漂洋过海，运往新加
坡的销售门店。随着海外生意的发展，牛队逐渐壮大，每到
产茶季节，山岭古道间牛车吱嘎，连成一条条蜿蜒白线，场
面蔚然壮观，时人谓之“牛帮”。

“高建发‘牛帮’运茶从20世纪初就开始，抗战之前最
为常见，从安溪虎邱运送茶叶到厦门，路途艰辛且耗时较

长，要经过人工挖掘的石头路，类似茶马古道，不过
这里主要靠牛运输或是肩挑背扛。总共大概需要两

天时间，如果遇上阴雨天气更难，晚上
也得在路上，有时还需在某个村的驿站
停留，第二天再继续赶路。”陈春说。

对于这段历史，1994版《安溪县志》
记载：安溪人在新加坡最早开办茶庄的

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
来又有不少人陆续开办，其

中经营 40 年以上的
茶庄有颜惠芸的源崇
美茶庄、白心正的白
三春茶庄、高云平的
高建发茶庄、林本道
的林和泰茶庄、张瑞
金的张馨泰茶庄等。
到1927年，安溪人创
办的茶庄共有16家。

早期发展
海外征程与“牛帮”印记

▶▶高建发在新加坡高建发在新加坡
的门店的门店，，从开设到现在从开设到现在
一直保留着一直保留着。。

▲▲纸盒与铁罐包装的老产品纸盒与铁罐包装的老产品

抗战后抗战后，，高建发在安溪的工厂经营困高建发在安溪的工厂经营困
难难，，申请政府豁免征税的报告申请政府豁免征税的报告。。

▲▲老商标见证高建发茶业发展历史

高建发百年纸包产品

《《星洲日报星洲日报》》中有关高建发等中有关高建发等
茶行的记载茶行的记载

《《安溪县志安溪县志》》中有关高建发茶行在新加坡中有关高建发茶行在新加坡
获奖的记载获奖的记载

反映“牛帮”文化的包装

茶王赛颁奖现场茶王赛颁奖现场

高云平留影高云平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