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在英国的普及时间辨析

刘章才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 北京 100037)

摘要  学界对于茶何时在英国实现普及主要有2 种观点, 一种认为是在17 世纪末18 世纪初 , 一种认为是在18 世纪中叶 ,指出这2 种看
法都不确切 , 资料证明茶在英国实现普及是在18 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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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opularization of Tea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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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two ki nds of opinions onthe date whenthetea realized popularizationin England .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it was inthe turn of
17th and 18th century , the others thought it was inthe middle of 18th century . The article poi nted that two kinds of opinions were both not exact , the ex-
act period was in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proved by the historical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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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正是在中国

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下, 英国成为举世闻名的爱好饮茶的民

族, 确定茶在英国的普及时间对于研究英国茶文化以及茶在

世界的传播过程具重要价值, 该文拟在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 对于学界目前的观点作一分析, 并提出笔者个人

的见解。

1  学界对于茶在英国普及时间的2 种观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学界对于茶何时在英国实现普

及有2 种看法: ①认为茶在英国实现普及是在17 世纪末～18

世纪初, 代表人物为威廉·乌克斯与西浦·里默 , 前者认为茶

在18 世纪初期逐渐普及[ 1] , 后者认为到17 世纪末茶就成为

了英国的大众消费品[ 2] ; ②认为茶在英国实现普及是在18

世纪中叶, 代表人物为郑乃辉与洛纳·威泽尔, 前者认为到18

世纪中叶, 饮用中国茶就已经普及英国各阶层[ 3] , 后者认为

到1760 年, 茶已经传播到英国所有人口之中[ 4] 。

2  对上述2 种观点的辨析

笔者认为上述2 种看法夸大了茶在英国的普及速度。

茶是在17 世纪上半叶进入英国本土的, 学界在这一问题上

的看法较为一致, 但茶在进入英国本土后较长时间内传播得

比较缓慢 , 直到17 世纪50 年代末仍较为少见, 甚至到1659

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人丹尼尔·谢尔顿为了送茶给自己

的叔父而写信请公司在东方的代表帮助购茶[ 1] 。1662 年, 嗜

好饮茶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 这为

茶在英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 使得饮茶在宫廷之中与上

层社会流行起来, 此后的女王玛丽二世以及安妮女王也都热

衷于饮茶 , 使得这一新风尚在上层社会中得以巩固。在这样

的情况下, 茶叶销售也变得较为普遍, 到1700 年, 伦敦已经有

大约500 家咖啡馆兼营茶水, 遍布各个角落的杂货店也开始

供应茶叶。

但是, 并不能由此而对茶在英国的传播速度做过于乐观

的估计 , 到17 世纪末18 世纪初, 饮茶仅在英国上层社会形成

风尚, 而且这种风尚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伦敦。以至于到18

世纪40 年代, 一位乡村女爵士及其好友对于茶仍一无所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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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乡村女爵士住在伦敦的姐姐寄来半磅茶叶, 她以为这是

一种普通食品将其放在布袋之中煮沸, 取出来后加上黄油与

醋进行调和 , 然后与自己的好友一起食用, 朋友们发现茶不

易咀嚼而抱怨她煮的时间不够长 , 女爵士只好非常尴尬地抱

怨姐姐没有告诉自己应该如何制作[ 5] 。

由此可见 , 仅仅就伦敦来看, 上面所列的第1 种看法过

于乐观, 而从更大的地域来看, 该观点缺乏确切的历史材料

的证明。乡村女爵士的事例说明 , 到18 世纪40 年代, 伦敦之

外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中尚且有人对于茶一无所知 , 何况17

世纪末至18 世纪初这一时期呢? 更何况处于社会下层的普

通劳动者呢?

从另一个方面看, 尽管直到18 世纪40 年代 , 上述的女爵

士等人对茶仍一无所知 , 但大致在同一时期, 居住在伦敦的

少数社会下层人士已经饮茶, 这可以分为2 种情况: ①某些

社会下层人士饮的是特殊的“茶”———在18 世纪, 上层社会

家庭中的厨师有一份被视为正当的收入, 一些社会下层人士

会以1～2 便士的价格从富裕人家的后门向他们购买使用过

的茶叶[ 6] ; ②某些接触到茶的社会下层人士其实是社会下层

当中的特殊人士, 有材料显示 ,1750 年前后, 伦敦城里仆人们

的早餐已经基本上是黄油加面包, 配奶茶[ 7] 。情况1 中 , 少

数社会下层人士接触到的茶其实是已经被泡过, 要扔掉的茶

渣, 而社会下层人数远远超过社会中上层的人数, 购买这种

茶渣能够饮上茶的人数比较有限; 情况2 则仅限于居住在伦

敦的仆人, 考虑到该市地位特殊、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等因素 ,

从英国全国范围来看 , 伦敦并不具有代表性。

从上述2 种情况分析, 认为在18 世纪中叶 , 社会下层中

的少数人已经接触到茶是较为妥当的, 但是社会下层中的多

数人并没有开始饮茶 , 这从当时社会下层的家庭开支可以看

出,1762 年的一份农业家庭开支状况表显示, 直到这一时期 ,

茶还没有成为他们日常开支中的一部分[ 8] :

表1 所列的家庭开支中含有牛奶以及啤酒等饮品( 食

品) 的支出, 对于茶则丝毫没有提及, 这说明直到1762 年, 饮

茶在下层社会家庭中并不普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18 世纪中叶以及稍后这段时

期, 社会下层中的少数人已经开始饮茶 , 但从总体上看, 饮茶

到18 世纪中叶还远未实现普及, 至少在农业劳动者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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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中还没有得到体现。因此 , 认为到18 世纪中叶茶在英

国已经普及不够恰当。

  表1 1762 年一位农业劳动者的家庭开支

类别
每周

先令 便士

每年

英镑 先令 便士

1 面包、面粉、燕麦片 2  6 6  10  0

2 块根植物、蔬菜、蚕豆、豌豆、水果 0 5 1 3 10

3 燃料、蜡烛、肥皂 0 11 .5 2 9 10

4 牛奶、牛油、奶酪 0 8 .25 2 0 1

5 肉、租金、针、毛线、线等 1 1 2 16 4

6 衣服、修理、床上用品、鞋 1 0 2 12 0

7 盐、啤酒、舶来品、醋、香料 0 8 .5 1 11 5

8 接生、教堂、产期 0 12 6

3  茶在英国普及时间论证

那么, 茶在英国是何时实现普及的呢 ? 笔者认为应该是

在18 世纪末期。茶在英国实现普及的最大障碍就是茶价较

高, 茶最初进入英国价格极为昂贵, 以至于有“掷三银块, 饮

茶一盅”的说法[ 9] , 这阻碍了茶的普及, 正如密尔本所指出

的:“茶叶高昂的价格⋯⋯阻碍了其消费量的大幅提高”[ 10] ,

但从较长时间来看 , 茶的价格还是稳步下降的, 到1728 年, 红

茶每磅售价20 ～30 先令, 绿茶每磅12 ～30 先令, 但这仍超出

了普通人的支付能力。茶价大幅下降是在1784 年《交换法

令》得以通过之后,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武夷茶零售价在1783

年每磅为2 先令10 便士, 到1787 年则降到1 先令6 便士, 而

熙春茶的零售价在1783 年时为每磅7 先令8 便士,1787 年时

则降到5 先令9 便士, 全部茶叶的平均价格,1783 年为每磅3

先令10 便士,1787 年降到2 先令10 便士, 到1792 年, 一位名

为亨利·哈里斯的商人仅以每磅2 先令的价格销售品质良好

的武夷茶[ 11] 。茶价稳步下降的同时英国的茶叶进口量有了

较大幅度的增长[ 12] ( 表2) :

  表2 1783～1787 年间英国进口茶量 t

年份 东印度公司茶进口量 散商茶进口量 总计

1783 4 608.50    30 .70 4 639 .20

1784 4 319.15 217 .55 4 536 .70

1785 5 191.70 255 .65 5 477 .35

1786 7 855.80 8 .75 7 864 .55

1787 8 065.20 21 .60 8 086 .80

  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交换法令》所产生的效应在

1785 年才得以显现, 此后, 英国的茶叶输入量显著而持续地

增长, 这与茶叶价格下降相辅相承, 实现了茶在英国的真正

普及。

大约在1786 年 , 法国的罗色夫客侯爵到英国旅行时注

意到:“在英国 , 喝红茶几乎普及到一般民众⋯⋯但即使是贫

穷百姓也和富裕人士一样, 一天喝两次茶”[ 6] 。英国人菲德

瑞克·艾登在1797 年记述了与之类似的情况:“任何人如果愿

意不嫌麻烦, 在用餐的时候走进米德萨克斯郡和萨里郡棉花

田里的贫穷家庭时, 就会发现茶不只是早晨和晚上的普通饮

料, 还通常在晚餐时刻被大量饮用[ 13] 。”由以上2 人的见闻可

以看出, 到18 世纪末期, 茶在普通劳动者中已经普及, 而且

这在他们的家庭开支( 大约为1797 年) 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下面是3 个居住在不同地域 , 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收入略有差

异、社会下层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消费开支状况: 第1 个家庭

居住在伯克郡 , 由夫妻2 人以及4 个子女组成, 年收入约为

46 磅, 每周买茶2 盎司; 第2 个家庭居住在威斯特摩兰郡, 家

庭成员包括夫妻2 人以及3 个子女 , 家庭年收入低于30 磅 ,

每年在购买茶与糖上花费1 英镑12 先令; 第3 个家庭居住在

英格兰东南部 , 家庭成员为夫妻2 人以及8 个子女, 年收入

45～50 英镑, 每周都要购买茶和糖[ 14] 。由此可以看出, 茶在

当时已经成为英国普通家庭基本消费的一部分。

通过当时人们的见闻以及对当时下层人士的家庭开支

状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在18 世纪末期 , 茶在英国已经得到

了真正普及。据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出访的乔治·斯

当东爵士估计:“在英国, 一年之内各个阶层、年龄、性别的个

人, 饮用超过一磅”[ 15] , 这进一步证明了茶在英国的普及时间

是18 世纪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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