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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8 世纪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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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在消费领域悄然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推动英国走向近代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
18 世纪英国伦敦以其政治、商贸、经济、时尚消费中心地位最早形成地方消费市场,成为名符其实的消费之都。 探

究近代伦敦消费市场的兴起,以需求刺激供给,带动经济发展,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拉动内需型

经济转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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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预示了一个现代

社会的出现。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物质产品极

大丰富,大众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时代来临。 安东

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指一

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约 17 世纪出现在欧洲,并
影响以后的世界。 根据他的理解,现代性就是工业

化的世界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1]14哈佛大学杜维

明老先生对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作了界定:现代性是

一种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认为现代社

会以日益复杂的制度和日益发达的媒体激励、劝诱

人们以努力赚钱、及时消费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
其价值导向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 而深深影

响现代制度建设和价值观变迁的是经济主义和消

费主义,两者的实质却是物质主义。[2]笔者将以英

国首都伦敦地区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兴起作为个

案研究对象,探寻现代性在伦敦的孕育与展示,揭
示消费市场形成的内部动因,在引领英国社会的商

业化、城市化,引领英国消费时尚,推动消费革命的

发生和消费社会的兴起过程中起了巨大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

一、近代英国消费革命与消费社会

18 世纪 60-70 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英国经济

实现腾飞,逐步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成

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为现代消费革命和消费社会

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在工业革

命发生原因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跳出传统解释

的窠臼,提出“消费需求理论” (Demands),以全新

的消费视角来重新审视工业革命发生之谜。 罗伯

特·艾伦(Robert C. Allen)在解释工业革命原因

时谈到了 18 世纪消费主义盛行和民众“勤勉革

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大兴现象,认为消费革

命是存在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消费主义的盛

行对推动工业革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8 世

纪初期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也使大量海外商品

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各国市场,民众为了购买新兴消

费品开始狂热地乃至不择手段地增加收入,这些现

象逐渐在文化层面产生了一种刺激,最终推动了工

业革 命 闪 亮 登 场。[3]20 克 里 斯 托 弗 · 戴 尔

(Christopher Dyer)教授在对中世纪晚期转型时代

英国消费与投资研究中指出,在现代消费史上,众
人皆知且研究较透彻的事件是 18 世纪的“消费革

命”的确定性。[4]123在所有论著中最重要的研究成

果当属英国现代学者尼尔·麦肯德里克、布鲁尔和

普拉姆 (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 J. H.
Plumb)三位学者的联合力作《消费社会的诞生:18
世纪英国商业化进程》,他们一致认为“18 世纪的

英国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同工业革命一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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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不仅如此,他们认为英国已经迈向商业化社

会,将英国深深卷入消费型社会。 麦肯德里克在调

查了 18 世纪英国社会时尚的商业化现象,指出消

费领域中出现 “时尚革命” ( Fashion revolution)。
此外首都伦敦城市的消费、时尚中心地位扮演了重

要的消费辐射功能角色,通过伦敦社交季、各种展

览会、伦敦商铺、贸易名片等形式促进消费,此类新

的消费模式前所未有。[5]34-41可见在麦氏的研究

中,一个现代性十足的英国已经出现,人们对物质

和消费的狂热追求,正在创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

式,一种新的财富观和消费观主导着现代社会的运

行,而现代传媒和商业广告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

一种新的消费体验和视觉冲击,日益将人们拉入消

费品包围的世界。
著名美国学者麦克拉肯(McCracken),也肯定

了麦肯德里克关于 18 世纪英国发生“消费革命”
的说法,认为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和麦肯德里克在内都把导致近

代西方社会重大转型的“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
看作是重要标志。 在这样的一种消费社会中认为

“消费革命”代表的不仅是人们的消费体验、消费

喜好和购买习惯的改变,而且是现代世界早期文化

上的 根 本 转 向。[6]3 经 济 社 会 史 学 家 戴 尔

(Christopher Dyer)教授认为近代英国消费主义、消
费社会的兴起源自于中世纪晚期,并指出中世纪晚

期的英国在向近代转型时期消费领域已经发生重

大变化,因此根据 18 世纪经济行为活动得出近代

消费社会四大特征:第一,18 世纪早期或 1700 年

前的几十年里,人们收入增加,如伦敦商人和工匠。
第二,社会流动进入新的阶段,慢慢地消融了旧的

等级制度。 第三,商人和制造商通过为社会提供更

多奢侈品来刺激需求,如纺织品和陈设品,进口更

多的与生活方式有关的茶、咖啡、巧克力等商品。
第四,强烈的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的出现、革新与

迅速变化促使新的消费主义形成。[4]123-126消费革

命和消费社会的兴起,18 世纪在英国历史上起着

重大作用,对于工业革命的启动和现代性价值观的

倡导具有重要意义。

二、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

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是欧洲现代化程度最高,
也是欧洲各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最成功的国家。
18 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伦敦以

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在推动消费革命和国内消费

市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 世纪的伦敦,

作为政治、经济、商贸、金融、文化娱乐中心,不仅是

英国第一大城市,而且也是欧洲第一大都市,是欧

洲乃至世界城市化率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1600 年伦敦人口仅 20 万,1700 年人口达 57. 5 万

人,1750 年人口 67. 5 万人,1800 年人口达到 95
万,约占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的 1 / 9。[7]44-70作为

经济增长极的伦敦在英国物质财富增长、日用品消

费、奢侈品消费等方面成为英国生产与消费市场的

标杆,其区域性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兴起对于伦敦城

市的生产与技术革新乃至工业革命的启动都具有

重要意义。 究其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因素促成的。
1. 伦敦商贸、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消费社会的出现离不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

求,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对全国消费市场的带

动和影响至关重要。 光荣革命后,英国迈向商业化

国家。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伦敦创造

了民族市场,也由民族市场所创造,英国的繁荣兴

盛在于伦敦。 他引用汤因比的话:“在任何其他西

方国家里,没有一个城市能使所有其它城市同样彻

底黯然失色,17 世纪末英国人口与法国或德国相

比显得微不足道,也少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但那时

伦敦很可能已经是欧洲最大城市。”1700 年伦敦的

人口大约 55 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深受内战

之苦的法国在巴黎和里昂两大中心之间摇摆不定

之时,英国只有一颗脑袋,但硕大无比。 [8]438作为

全国最大的贸易市场集散地,伦敦自然成为了民族

经济的核心,汇聚着全国最大的物质财富和权势,
是欧洲最大、最繁忙、最富有的现代化都市。

伦敦财富主要来自商业贸易。 正如布罗代尔

眼中的伦敦魅力:伦敦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极

其活跃的港口(占英国对外贸易额的 4 / 5),又占据

英国生活的顶峰;作为一台寄生的、制造奢侈浪费

的,也是创造文化的庞大机器,伦敦较巴黎有过之

而无不及。 18 世纪以来英国享有进出口货物的垄

断权,因此能够轻松地控制岛上所有产品以及转销

业务:首都对于全国各地而言,就像是铁路的中央

编组站,一切商品运抵伦敦,然后再从伦敦运走,或
运往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8]440-441来自伦敦 17
世纪中叶和 18 世纪初的一份进口货物清单显示,
1700—1701 年伦敦进口印花布价值 3. 67 万英镑,
占进口额的 7. 9% ,糖和糖浆占总额的 11. 3% ,烟
草占 3. 4% ,丝绸占 4. 5% ,生丝占 7. 4% ,水果占

2. 9%等。[9]124-125从伦敦进口货物详尽清单可以看

出:17 世纪中叶部分商品进口量很少,甚至没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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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需求详单,但是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期成为伦

敦社会需求量极大的消费品,如来自东印度的印花

布、北美洲的烟草、欧洲的木材等。 一方面进口商

品量上的激增,反映了自 17 世纪以来往往被视为

少数有社会地位、有钱人奢侈品的物品,如中国的

茶叶、丝绸、瓷器,印度的棉布、印花布、来自土耳其

的咖啡、西印度的蔗糖等到 18 世纪开始成为更多

英国人的日用消费品,工业革命后走向大众化消

费,当然伦敦对这种消费品需求的大增与作为强有

力的消费群体富有的伦敦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

关系。 此外进口量的增加也表明 18 世纪后的伦敦

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英国人收入的普遍增长,有了

较强的购买力,本国物品已经满足不了衣食住行等

基本生活需求,海外商品特别是奢侈品需求强烈,
当奢侈品消费在近代完成“去道德化”后,人类对

物质的追求、消费和享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
一方面,进入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商业、工
业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伦敦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

引擎和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昌盛的典范。
2. 伦敦消费市场与消费中心的形成

城市是诞生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18 世纪英

国城市化进程是欧洲最快和最高的。 伦敦快速城

市化 进 程 推 动 了 消 费 市 场 的 形 成。 里 格 利

(Wrigley)对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各国城市化率

(1500—1800 年)比较研究后认为,从居民人口超

万人城镇占全国总人口比率看,1500 年英格兰城

市化率是 3. 2% ,西北欧为 6. 0% ,欧洲为 6. 1% ,
1650 年英格兰城市化率 10. 8% ,西北欧 10. 7% ,
欧洲 9. 3% ,1700 年以前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各国相

比城市化没有优势;但是到 1700 年以后开始超越

西北欧和欧洲,至 1750 年远远领先于西北欧和欧

洲大陆,英格兰城市化率 17. 5% ,西北欧仅为

13. 8% ,欧洲大陆为 9. 9% ,到工业革命后的 1800
年英国城市化率达到 24% ,为欧洲之冠,而西北欧

和欧洲大陆都没有显著提高,分别为 14. 7% 、
10. 6% 。[10]59伦敦是 18 世纪英国城市化之冠。
1700 年伦敦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 1 / 10 左右,到
1750 年、1800 年伦敦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 / 9 左右,
迈入世界人口百万都市行列。 工业革命后,城市化

进程加速,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开始持续向工业

城市流动,而伦敦以其他地方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

在人口吸引、财富积聚、工业制造、发明创新等方面

继续领跑全国,形成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
伦敦财富中心和消费中心地位的形成。 伦敦

作为政府所在地,唯一银行业、出版业中心,同时也

是各类职业群体的主要聚居地,不仅控制了英格兰

3 / 4 的对外贸易,而且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全国商

船队,伦敦的商人、零售商等较全国其他城市商人

更加富有,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是全国最

大的工业劳动者集中地,拥有全国最广阔的消费市

场。 伦敦除了拥有发达的商业和贸易之外,还是生

产、发明、创意中心。 18 世纪著名文人笛福将其比

喻为“英格兰的心脏”,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

世界各地的食品加工师,原材料和各类制造品,在
伦敦内部非配、消费或是转口外地。[9]1818 世纪的

伦敦是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据格雷戈里·
金(Gregory King)估计,伦敦国民财富的 1 / 4 花费

在服装上,因此纺织和服装制造业是伦敦最大的行

业。 第二大行业为建筑业,如 1666 年伦敦大火之

后伦敦重新建造了 9000 栋房屋。 第三大行业是金

属制造和皮革制造业。 这两个行业技术更加复杂、
分工更加专业化和精细,每个行业雇工约 10000
人。 罗伯特·坎伯(Robert Campbell)1747 年发表

的伦敦工匠指南《伦敦商人》 (London Tradesman)
列举了 200 多种手工业种类。 金属制造业如锁具、
钟表、时钟、枪支制造等。 此外还有木材加工业。
第四大行业含面包烘制、造船业等,如 1702 年伦敦

拥有英国造船吨位的 43% ,占了近一半。 第五大

行业中有酿酒业、蒸馏业和玻璃器皿制造业,肥皂、
蜡烛、烟草提炼、炼糖厂、印刷业和出版业等,所有

这些行业几乎主导了英国全部的生产。 酒类包含

杜松子酒、啤酒生产。 18 世纪英国饮酒成风,乃至

成为恶习,消费量从 1680 年的 50 万加仑到 1740
年代的 800 万加仑。 酒类的巨量消费带动了玻璃

器皿业的发展,包括酒杯、瓶子、窗户玻璃、镜子等

大众消费品以及科学仪器等。 最后一个大行业是

陶瓷制造业。 [11]22-25伦敦产品不仅供给伦敦本地

消费需求,而且运销全国各地。 伦敦的各类制造业

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满足了伦敦本城的生产与人口

消费需求,从而减少运输成本,进一步刺激了伦敦

的经济发展。
就日常生活消费而言,伦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

的消费市场,再加上其政治、商贸中心地位,全国各

地都围绕伦敦提供服务。 人口自 1700 年的 57. 5
万膨胀到 1801 年的 90 万,每天都消耗着巨大的资

源,包括饮用水、燃料、食品以及各类其他生活必需

品,当然还包括富人们的各类奢侈品消费。 仅在

1725 年伦敦就消耗面粉 369,000 夸脱,60000 头小

牛,70,000 只绵羊和羊羔,187,000 头猪,52,000
头乳猪,115,000 蒲式耳牡蛎,14750,000 只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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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 船的鳕鱼、黑线鳕、芽鳕鱼,16366,000 桶黄

油,21066,000 桶奶酪,500 万加仑牛奶,475000 查

尔特隆燃料煤,更不用说外加 1970,989 桶啤酒,
30,000 吨葡萄酒,11200,000 加仑烈酒(威士忌、杜
松子酒等),还有多达 22,639 匹马的干草和燕麦草

料等。[12]20正如英国大文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其《不列颠旅行记》中所描写的,整个王

国,所有的人们,一切土地甚至是海洋,在王国的每

一个部分,都被雇佣来向伦敦供给货物,我还可以

再加一句,供应伦敦最好的生活物资,我的意思是

这些生活物资包括谷物、肉类、黄油、奶酪、食盐、木
材以及服装等,建筑材料、生活家具等。[12]21

伦敦交通运输网络的不断改善推动了伦敦消

费市场的繁荣。 从笛福游记中的描述看,伦敦几乎

所有的生活食品以及建筑材料均来自伦敦以外的

其他地区,而且消耗量巨大,这就需要伦敦有发达

的交通网络通往全国各商品产地,以便于将伦敦所

需消费品及时运进,伦敦造的各类商品及时运出,
供给全国。 不过伦敦虽然有发达的商业和贸易,但
是即使到了 18 世纪初期伦敦市区交通仍旧不够完

善,道路状况糟糕,交通拥挤,不利于货物运

输。[12]22-23实际上自 17 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关交通

运输改良的呼声在英国不断得到重视,英国在 18
世纪进行了一场“交通运输革命”,主要体现在收

费公路(国会授权各地贵族、商人、企业主成立信

托公司,负责建设和维护,并征收路费,经济收益属

于信托公司,是现代高速公路的前身)建设和内河

航道的修建上。 在 1760—1809 年之间大约有

1514 项涉及收费公路的法律通过,所有这些都大

大改善了伦敦通往外地的道路交通状况。 不过海

运和内河航运依旧是主要交通渠道,四通八达的交

通运输手段和道路网络保障了伦敦的各种物资供

给不受影响。 1750 年收费公路迅猛发展,里程由

3400英里猛增到 1770年的 15000英里,1836年达到

创纪录的 22000英里,占据全国公路里程的 1 / 5。 生

产与消费之间最重要的环节是流通,工厂里堆积如

山的产品最终为人们所消费,需要便利、快捷的交

通手段和条件,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运往各商业、
消费中心,包括陆路、水路,在铁路时代之前陆路最

重要的途径是便利的收费马路,水路则主要依靠运

河和内河航道运输。 18 世纪 50 年代标志着运河

时代的来临,新修建的水道贯通了内河航道,也把

矿区与矿产产品市场连接起来,1750—1820 年之

间,在原有的 1000 英里航道基础上,新修航道

3000 英里(以运河为主),总计耗资 1700 万镑,将

主要的生产与消费中心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达各主

要港口。[13]172至此英国以首都伦敦为核心,拥有了

连接各矿区、生产要地和主要消费中心的发达的内

河运输系统和收费公路系统,这对于全国统一消费

市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3. 伦敦文化娱乐和服务业市场的形成

作为文化教育、艺术和娱乐中心。 伦敦是典型

的文化、艺术中心,自伊丽莎白以来,文艺复兴在英

国高涨,而伦敦则是重镇,文学、艺术繁荣,戏剧发

达,剧院兴盛,成为市民最重要的娱乐场所。 只不

过 16—17 世纪剧院的观众多为达官贵人,有钱人

士才能消费得起,甚至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莎士比亚

的戏剧迷。 至 18 世纪有着浓厚艺术传统的伦敦,
戏剧依旧受伦敦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作为最受

伦敦人欢迎的娱乐消遣方式之一,日益为富有的中

产阶层人士所接受,剧院也成为中产阶层人士接受

文学、艺术熏陶的好去处和娱乐消遣场所。 在 18
世纪初期伦敦最有名气的剧院是位于西班牙路的

林肯客栈剧院,还有德鲁里胡同(Drury Lane)的皇

家剧院(Theatre Royal )。
19 世纪初期英国加速向工业社会转型。 1801

年不列颠本土有 30%的人居住在城市,有 21%的

人生活在超过 1 万人的城镇中。 而伦敦人口达

110 万,占全部城镇人口总数的 1 / 3。[14]183-184工业

革命中以企业主、商人为主的城市精英和乡绅为主

的农村精英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势力崛起,成为社会

中最富活力、最有创新精神的社会阶层,对于推动

社会进步、现代文明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工业革命不仅使社会组织管理和企业管理变得更

加细化和复杂,而且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海外争

霸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繁杂精深的各项事务都要

求这些脑力劳动者高度的专业水准。 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服务行业的兴起和专业人员

的大量涌现,既是重商主义时代积累的结果,又是

工业化和城市化需求的产物。 在 18 世纪划分行业

和职业的方式多样,或根据人们的财富和收益状

况,或依据社会地位,或行业的技术程度,还可以从

所从事的行业的服务类型,空间地理分布,或是所

从事职业对经济发展或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来划

分。 譬如 18 世纪大贵族、乡绅阶层地产经济的繁

荣都加大了地产庄园对各种服务人员的需求,包括

建筑师、园丁、土地工程测量人员、土地代理人,地
产管家甚至是教师、牧师、医生、律师等,更何况那

些经营商业贸易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更有经济能力

来支付一些服务行业消费。 此外,社会经济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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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增强,需要社会提供新型服务。 律师可以促

进国际贸易,通过在议会和地方的活动来开拓有争

议河道的航运业务;专职的地产管家可以利用科学

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地租和增加产量;海关人员

精通税则,教师可以指导青年学习数学、簿记和会

计、书法和测量等等。 大量的专业人群在衣食住行

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市场潜力巨大,对于推动伦敦

消费市场和消费中心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就服

务业的发达状况,如 1704 年,伦敦仅药剂师就有

1000 人之多,比 1500 年大约增加了 10 倍。 [15]266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18 世纪伦敦社交季

(London Season)的盛行带来了巨大消费市场和需

求,带动了社会中上阶层消费市场的日益壮大,推
动了消费社会的到来,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贵

族阶层及其乡绅、各级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以及城

市中产精英等人士参与的社会交际和娱乐活动。
在交际活动期间,上层人士或贵妇热衷于在伦敦购

买各种新潮服饰、新奇事物、享受精美饮食等,由此

形成一个高端消费市场,包含各类最新潮的时尚、
奢侈品消费等。 18 世纪英国政治氛围的宽松,首
都伦敦的开放与包容,让这座现代气息的大都市充

满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社交季在查理一世时期就

已出现,18 世纪后固定在每年的 10 月到来年的复

活节期间,基本在 4 月份。 气势恢宏的展览不仅吸

引人们对时尚之都伦敦的关注,还确保社交季期间

他们带来的随行人员和家仆带回令人兴奋的、最时

尚的消息。 从伦敦社交季带回英国各地最新的时

尚信息成为地方时尚风向标。 一位作家在 1756 年

的《鉴赏家》 (Connoisseur)中提到,新潮服饰传播

如此之快,以致能根据他们距离伦敦的远近追踪服

饰款式的细微变化,仅仅一次的伦敦之行就能带回

如此令地方人惊讶的、兴奋的时尚信息。[5]7418 世

纪英国发达的商业和贸易,殖民帝国的视野,海外

各类新潮奢侈品、各类食品、工艺品大量涌入英国

市场,在重商主义思维的背景下,新的消费理念、消
费模式以及消费偏好逐渐形成,不仅带来消费革

命,而且为工业革命的启动创造了巨大消费需求和

大众市场。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马丁·当顿(M. J.
Daunton) 引 用 纳 撒 尼 尔 · 福 斯 特 ( Nathanial
Foster)对 18 世纪英格兰的一段描述(1767 年):英
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彼此不自觉地进行上下流动,这
样一种模仿之风存在于各阶层中,较差的阶层会努

力向高一层次努力,这一时尚状态已经失控,而且

时尚性奢侈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开来。 纳撒

尼尔的描述让很多史学家肯定 18 世纪发生了一场

消费革命,标志着一种空前的消费倾向。 [16]361-364

4. 海外奢侈品消费时尚中心

作为现代化大都市,伦敦在海外奢侈品消费上

引领全英国时尚潮流,在海外奢侈品茶叶和咖啡的

引入与传播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英国奢侈品消费

风潮自伦敦开始,日益形成了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消

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消费日益成为一种象征和符

号,一种财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18 世纪引

领伦敦和英国消费市场的两大软饮料茶与咖啡,成
为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正在崛起中的人数

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喜爱饮品,以各类奢侈品消

费为主导,工业革命前后形成一个人数庞大的、具
有强大社会购买力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消费主体主

要为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群体。 众所周知,英国茶

叶来自东方的中国,最初作为皇家饮品,属于典型

的奢侈品。 根据历史记载,东印度公司 1664 年下

了第一笔茶叶订单,从爪哇运回 100 磅中国茶叶,
1690 年进口 38390 磅,1699 年为 13082 磅。 进入

18 世纪茶叶以其特质与保健功能逐渐为英国人所

接受,其消费量和需求以惊人速度猛增,与咖啡饮

料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两大消费饮料。 1721 年

茶叶进口 1241,629 磅,1750 年高达 4727,992 磅,
在 1784年茶叶《抵代税法》(Commutation Act)降低

茶税之前的 10 年中,东印度公司共进口中国茶叶

54506,144磅,年均 500余万磅,而到 18 世纪末的最

后 10年中,每年进口中国茶叶突破 2000 万磅,东印

度公司共进口中国茶叶 228,826,616 磅。 [17]20、27到
19 世纪初期茶叶已经成为价格低廉的大众普通消

费饮品。
当然整个 18 世纪英国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奢侈

品茶叶的狂热需求,是在欧洲兴起“中国热”大背

景下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热”推向高潮,
中国的瓷器深受英国中上层人士喜爱,外销瓷在中

英贸易中仅次于茶叶贸易。 在 17 世纪末到 18 世

纪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瓷器每年多达一

百万件,仅 1777—1778 年有 8 艘货船运到英国的

瓷器就达 345 吨。[18]56英国社会对茶叶、瓷器的狂

热需求和大宗消费,有利于中国积极参与到世界贸

易体系中来,为封闭的清代中国经济打开了一扇开

放的窗口。
消费饮品除了茶叶之外,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

咖啡,由垄断地中海贸易的利凡特公司主导。 咖啡

最早由英国商人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引入,1652
年伦敦开设英国也是基督教欧洲第一家咖啡馆获

得巨大成功,伦敦中产阶级很快喜欢上这种黑色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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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10 年后伦敦已经有 82 家咖啡馆。 到 18 世纪

以后伦敦数以千计的咖啡馆出现,两种非酒类消费

饮品咖啡和茶叶逐渐放下身价,成为英国普通民众

的消费至爱。 伦敦咖啡馆消费盛行,英国独特的公

共空间和咖啡文化开始形成。 17—18 世纪伦敦咖

啡馆不仅是谈论新闻、评论时政、交易股票、买卖生

意、消遣时光的好地方,而且也成了商人、科学研究

者和知识分子的天然家园。 咖啡馆也是英国人自

由民主精神得以孕育的地方,一度在斯图亚特王朝

复辟时期咖啡馆被政府指责为鼓励政治分歧和反

叛思想的场所,于 1675 年 12 月贴出皇家公告《禁
止开设咖啡馆的公告》,伦敦咖啡馆经营商于 1676
年 1 月后不得再销售“咖啡、千克力、冰冻果子露

和茶” [19]96-97。 根据 1739 年历史学家梅特兰在其

《伦敦史》中准确调查了首都咖啡馆数量和位置,
认为在有着 50 万人口的伦敦有 551 家咖啡馆,当
然咖 啡 馆 的 消 费 群 体 主 要 是 城 市 精 英 阶

层。[19]200-202在 17—18 世纪之交,伦敦作为欧洲最

大和咖啡馆最流行的城市,开始享誉整个欧洲,伦
敦在城市规模、人口、财富三个方面远远超越了古

罗马。 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和权势、名利场所在

地,社会名流云集之地,伦敦庞大的消费市场,现代

的消费观念能够提供人们所需、所享受到的一切,
犹如功能强大的火车发动机,引领英国走在时代潮

流的前列。 正如 18 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诗人、批评

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
经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也

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有生活能赋予人的

一切。”
结 语 第一个消费社会自英国开始,研究

它的源起,对于理解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和现实具有

重大意义。 自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以伦敦为中心

的地方市场和城市经济,在近代以后更加发达,以
其开放性、现代性、包容性之品质逐步发展成为发

达的商贸、金融、文化、娱乐、时尚之都。 伦敦既是

创造财富之都、生产和创意中心,同时也是消费之

都、奢侈之都,最早形成奢侈品消费市场和大众消

费市场。 在伦敦消费革命、消费市场形成过程中,
一个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在引领消费时尚、推动消

费市场和消费社会兴起中起了重大作用。 近代英

国消费领域的重大变化预示着工业化和现代文明

给人类带来物质狂欢和消费盛宴,工业经济主义、
消费物质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

明进步。 通过对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分析,对研究

消费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的标杆意

义。 在反思现代消费社会和现代性的同时,对于当

今正在迈向消费社会的中国而言,既要看到优化社

会结构、积极培育中产阶级力量的重要性,又要看

到实现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迫切性,应将刺激消费

拉动内需提升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活力的根

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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