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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茶文化水
刘章才

摘要：《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最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其中关于晚清中国的报道内容极为丰富，对茶文化亦给以

相当关注，涉及到了生活中不同场景下的饮茶等内容，还图文并茂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的茶馆，介绍了茶文化的发展

简史以及采荼、制茶等相关内容．对今日了解当时的茶文化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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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Tea Culture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Liu Zhangcai

Abstract：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was the earliest pictorial newspaper in the world，which reported much about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hinese tea culture including the tea-drinking in such situations as the ban·

quets，daily life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Besides，it presented Chinese teahouses to the westerners，introducing the history

of tea culture，the way of tea-plucking and tea-making．All the
reports may help US learn about the tea culture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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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lllus—

trated London News)为世界上最早以图像为主的

画报，它不仅关注国内大事，同时亦展示国际风

云。其中关于近代中国的图像达1000余幅，文字

资料多达数十万字，从域外视角展示了当时中国

的方方面面。这些重要资料长期尘封于图书馆的

书架之上，沈弘教授予以悉心整理。最终编译出

版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

录的晚清(1842—1873)》。这些珍贵资料中的若干

篇章．对中国社会的饮茶习俗亦多次提及乃至予

以形象展示。目前尚无学者关注，本文拟给予系

统梳理，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伦敦新闻画报》作为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其

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关注颇为广泛，形象地展示了

不同场景下的饮茶情形，主要为正式宴会、日常

生活与科举考试。根据画报中的图片抑或文字记

述，其大致情形如下：

画报中涉及宴会时饮茶情形的报道刊于第8

卷第197号上。内容为清钦差大臣耆英访问香港

之时的情况。耆英受到了隆重接待。所以回请英

方人士进行答谢，除了总督外的官员被安置于屋

子两侧的座椅上，座椅之间安放有小茶桌，众人

喝到了一等的好茶。“饮茶时每一位客人都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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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茶杯，在西方通常放在杯子下面的小碟子

被用来盖在茶杯上，以保存茶叶的香味”。宴会开

始之后，“在这个极其奢华的宴会过程中，仆人们

还要给客人们续好几次茶”[1](n蚴。画报虽然没有

配饮茶有关图片。但通过简单的语言即揭示了当

时宴会与茶文化的密切关系：宴会进行前饮茶等

待，宴会进行时亦伴以饮茶。同时，它亦揭示了中

英饮茶方式的不同。英国人饮茶所用茶具中包含

茶杯与托盘，甚至曾经将茶水由杯中倒入托盘，

较快地晾凉便于饮用。英文习语a dish of tea(一

碟茶)即来源于此。文中所描述的中国式饮茶所

用茶具应为盖碗．作者对中国饮茶的认识有些想

当然．误将带有圈形抓钮的盖子与托盘混同起

来．不过对其基本功用的认识还是颇为准确：盖

子盖在茶杯上可以保存茶叶的香气。但并无更多

介绍，说明盖子更丰富的功用为西方人所不知。

画报中多次涉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展现了

日常饮食、日常待客、游逛购物与饮茶的关联。根

据画报文章，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往往与饮茶有

关。比如，画报中登载的1857年目睹在香港的普

通劳动者吃饭场景，“中国人正在吃chow—chow，

这是一种用筷子吃的食物。‘北京号’上有这样的

乘客。他们的小烹调锅在右侧，茶具在左侧，香蕉

挂在墙上，菠萝作为甜点。”[1]㈣

图1 中国香港人在吃饭

而在居家日常生活的其他时刻，画报中亦展

示了其与饮茶的关系。当有(女性)客人来访的时

候．处于社会上层的妇女邀请客人一起坐在桌

边．边喝茶边吃糖果，“桌子上那个盒子分有不同

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放着不同的糖果。图2中央

那个老妇人手里拿着筷子，以便给客人们分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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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坐在右边的那位妇人正要去抽一口在小婢女

手里拿着并刚刚用火点着的水烟筒。客人们一到

马上就会上茶。过一会儿，女主人就会分糖果、添

新茶”[1]0'463)。可以看出，女性客人进行日常拜访

时，主人招待以喝茶吃糖果，尽自己的地主之谊。

图2中国的家庭生活之五

根据画报中的记述，中国人在逛古玩街时也

会饮茶。画报中有文章显示，北京的古玩街颇为

繁华，街边还有古香古色的戏楼，人们可以一边

坐着吃喝抽烟，一边观赏戏剧表演。而街边的店

铺，经营方式亦颇有特色，在店铺前面都摆放着

桌椅，这样方便顾客坐下来，一边品茶，一边慢慢

观赏感兴趣的商品⋯㈣。笔者未见其他材料，是
否当时购物时亦会饮茶．此处饮茶可能缘于古玩

类商品需要仔细赏鉴，才能决定是否成交，所以

店铺备有桌椅，首先能够邀请客人坐下来，才能

为成交奠定基础。对顾客而言，喝茶小憩并观赏

商品，亦为颇有乐趣的事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画报还展示了科举考试

中不易引起关注的一个侧面：考生须饮茶。科举考

试开始于隋朝，为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创造．

至明代进入鼎盛时期，清朝亦长期延续。考生在贡

院中考试时，由于时间较长，自然疲惫不堪，难以

应对。按照画报中的描绘，考生在考试时“每人都

发给盖过官印的纸，以防考生作弊。书桌上有一块

砚台、毛笔、一个茶壶和茶杯——中国人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考取功名的”[1]晒埔。众所周知，饮茶可

以提神醒脑．考生为了更好地应对考试而饮茶．正

是伴着茶水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求取功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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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此细节丰富了人们对科举考试的认知。 把喜爱的鸟带在身边。“有一个男人手里用木棍

举着一只鸟。端坐在中间那个茶桌边。中国人更

喜欢这样把鸟儿带在身边，而不喜欢拎着鸟笼。

在鸟的翅膀下面拴着一根线。这样它虽然有活动

的自由．却不能从主人身边逃走”[1](P476)，市民在

茶馆休闲娱乐的情景跃然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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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图4北京的一座茶馆——根据本报特派画家的速写绘制
圈3 在北京贡院参加会试的考生 “⋯一⋯⋯ “⋯～⋯一一⋯⋯⋯。

可以看出。画报从多个方面展示了茶的影

响。不论是招待宴会还是日常饮食，乃至在科举

考试之时，均与饮茶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茶与

中国社会生活水乳交融．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

部分。

在宴会、日常生活与科举考试这些场景中，

中国人与饮茶密不可分。此外，中国古代更有专

门的饮茶场所即茶馆，画报对此亦有关注，分别

介绍了北京与上海的茶馆。而且配有颇为逼真的

插图，对其中的情形予以形象展示。

按照画报中的描述。该时期茶馆与饭馆常常

合二为一。“中国城市里到处都是餐馆．或者叫做

茶馆”[1 3(P475)．说明茶馆与餐馆往往难以区分，或

者说本来即为一体，而且数量较多，到处可见。数

量众多的茶馆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北京与上海等城市中更是如此。根据画报中

的记述。“北京的市民们酷爱泡茶馆，他们一边品

茶，一边凝神注视着街上的情景，有的嘴里叼着

烟杆，跟别人聊得起劲。”[1](P476)可以看出。市民们

喜欢在茶馆中喝茶聊天抑或交际。此外．茶馆亦

是理想的休闲之地．人们遛鸟之后来此闲坐，还

至于上海的茶馆．画报中用图画展示了“城

隍庙茶馆”的情形。还言明了“图画根据英国人

桑德斯先生的照片所绘制，而这个茶馆最近为

在上海的法国军队所占据，所以此时变身为军

营了”[1](跚3)。画报中没有对其多加说明。画报中

所谓“城隍庙茶馆”实为著名的“湖心亭茶楼”，

本人在此略作介绍。茶馆最早出现于上海大概

始于咸丰元年．湖心亭设为茶楼为清咸丰五年

(1855)。湖心亭这一建筑为乾隆四十九年

(1784)改建而成。此处原为凫佚亭旧址，是著名

的豫园胜景之一。设为茶楼时，最初名为“也是

轩”，后更名“宛在轩”。整个建筑古色古香，颇具

中国古典风格，是老上海的标志之一，可能正是

图5上海城隍庙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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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因，画报才将其作为插图加以登载，尽管

未做更多说明。但对其代表性还是颇为认同的。

饮茶在中国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很大程度

上缘于中国为世界上最早利用茶树的国家。茶

叶甚至被西方人视为中国的象征，所以，“插图

之中出现采茶这个题材是合适而有趣的”[1]嗍。
画报对中国的采茶、制茶不仅绘制了精美图片，

更是配有详细文字说明。

在正式介绍茶叶种植与制造之前，画报简要

介绍了中国的饮茶文化，认为中国饮茶具有悠久

的历史，“茶叶的种植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最早

见于著名哲学家和伟大的伦理学家孔子编纂的

《诗经》之中”。这一说法可能并不为今天的研究

者所认同，但毕竟代表了当时部分外国人士的看

法。画报中认为，茶叶在中国社会广受喜爱，“既

是庄稼汉的最爱，也是皇帝、朝廷极为珍视的贡

品”。进而述及，在英国的情形已与中国相类，“它

为富人们提供了一种奢侈品，也为穷人带来了一

份祝福。这种饮料减少了人们对于烈酒的依赖，

因而它对伦理道德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

的”。可以看出，茶叶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

响，所以“倘若剥夺了这个商品的话，也将会是一

场非同小可的灾难”。

接下来。画报中即开始记述有关采茶的内

容：在温暖适中的春季，茶树开始发芽，这是采摘

新茶的最佳时节。谷雨之后数日所采之茶为“头

春”，醇厚芬芳，口感很香，而至芒种左右采摘的

茶叶为“二春”，到了夏至的时候还会长出茶叶，

即“三春”。茶叶质量已然严重下降，“呈淡绿色，

口感较差”。对西方人颇感兴趣的小种红茶，画报

中对其采摘亦有介绍：头等的小种红茶必须晴天

采摘。而且质量头等的还须在连续晴好的天气

下。在一天中最热的下午采摘，如果是在阴天时

采摘。则茶叶难以达到上乘，只能制作优质小种

红茶。

按照画报中的记述。不仅采摘时间关系甚

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茶叶的质量，同时亦须注

意植株选择与采摘方式。关于植株选择，制作优

质茶叶需要选择“最佳最多汁”者，茶商对此极为

重视．每一片茶叶都是单独从茶树上采摘，风味

相同的茶叶被混杂在一起，炒制过程都是单独进

行，制成后用小纸包包装。关于采茶，画报还有特

别介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而重要的过

程”，所以极为讲究，“采茶女的双手要保持干净，

在采摘某些优质的茶叶时。采摘者几乎不敢朝茶

树呼气”。为了形象地体现茶树优美的姿态与采

茶女的绰约风姿，画报特意配有精美插图，在想

象中展示着优质茶叶不易言说的玄妙之处。

概而言之，《伦敦新闻画报》出于满足英国社

会了解新闻大事的需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

容，其中涉及到了中国茶文化的多个方面，不仅

～⋯’～～·-～·F～E自mx^f^”～～

图6 中国采茶女——根据一位中国画家的作品绘制

展示了在宴会、日常生活与科举考试这些场景

中．中国人如何与饮茶密不可分，亦图文并茂展

现了中国茶馆的风情，还对采茶制茶给以描述，

试图触摸中国茶文化中的玄妙之处。从异域视角

记录了中国茶文化的若干侧面。相信这对今日更

好地认识茶文化亦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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