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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 荷兰人依托
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拓张! 垄断
了当时主要的海上贸易! 成就
了 "海上马车夫# 之名$ 在亚
洲 ! 荷兰人占领印度尼西亚 !

将其作为东西方贸易重要的中
转站! 从这里荷兰人将转运来
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回了欧
洲 $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

荷兰人独占了中国茶叶的进口
贸易! 除了运回本国供国内消
费之外! 还将茶叶出口到隔海
相望的英国! 成就了日后闻名
于世的 "英式下午茶 %$ 可以
说 ! 这一时期的荷兰人在品
茶& 评茶以及传茶方面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 为日后欧洲掀起
"饮茶热 % 奠定了舆论和市场
需求基础$

作为现今世界三大非酒精
饮料的茶& 咖啡和可可几乎是
在同一时间随着荷兰的商船队
进入了欧洲$ 不过! 它们当时
并不是日常消费的饮品! 而是
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在
专供药店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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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 '哈勒姆报 ( 中刊登
过一则图书推介广告! 其中就
提到食疗的方法 ) 茶叶 & 咖
啡& 巧克力等草药具有延年益
寿的功效! 可达到祛病强身目
的$ 这一时期! 荷兰有大量的
出版物对茶叶的特性进行详细
的阐述! 对茶叶在荷兰乃至整
个欧洲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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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曾在东印度锡
兰地区做过牧师的菲利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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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到
荷兰之后! 著书描写当地人的
生活! 当地人的饮茶习惯也因
此被记录下来$ 在他的 '东印
度记事( 中对茶叶有着这样的
描述) 茶叶品质的高低对价格
的影响非常大! 最好的茶叶来
自中国江南地区! 茶树叶在经
过烘干处理之后! 会散发出怡
人的香味! 整个东印度都有人
在饮用$ 由于当时东印度公司
进口的茶叶多是通过荷占巴达
维亚转运 ! 加之海上路途遥
远 & 多雨潮湿 ! 茶叶极易变
质! 质量良莠不齐! 所以书中
提到的这一甄别方式能够帮助
消费者挑选优良的茶叶品种 !

实为 "茶文化入门 % $ 当然 !

茶叶的药用价值才是作者关注
的重点! 由于荷兰属于温带海
洋性气候! 气候潮湿多雨! 他
指出! 茶叶有助于除湿气& 可
去浮肿$ 此外! 由于荷兰当地
冬季多雨少阳! 容易造成人困
顿乏力!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
过饮茶得到改善! 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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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之后 ! 人就会感到神清气
爽$ 对比可可的提神作用! 茶
叶由于性温不会造成神经过度
兴奋 ! 因此男女都适宜饮用 $

显然! 有着东印度工作& 生活
经历的保德对茶叶的功效是倍
加推崇的! 民众对于这样的科
普也是喜闻乐见$

除了现身说法之外! 茶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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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开始流行与当时席
卷欧洲的 "中国风 % 不无关
系 ! 从中国运来的物件 & 植
物 ! 舶来的理论都被视为珍
宝$ 当时的荷兰医学界借着这
股 "东风 %! 对茶叶的药用价
值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临
床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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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荷兰著名
的药学家 & 博物学家史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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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了 '关于痛风的论述) 病
因与治疗---使用中国& 日本
的针灸与药灸疗法( 一书! 不
仅介绍了中医的物理疗法! 对
茶叶辅助治疗痛风的疗效也给
予了相当的关注$ 史蒂芬认为
茶叶是治疗痛风最好的饮料 !

茶叶中富含 .茶碱 % +荷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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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成分能够中和体
内的酸性物质! 达到治疗痛风
的目的$ 除了茶叶本身具有的
药用价值之外! 饮茶这一生活
习惯亦对治疗痛风有着积极的
作用$首先!饮茶使用的热水能
够缓解疼痛!加速血液循环$其
次! 通过饮茶能够将体内多余
的盐分以及酸性物质通过尿液
以及汗液的形式排除$ 布兰卡
特对茶叶功效的研究相对来说
比较客观! 并没有夸大茶叶治
病的疗效! 即便是从今天的视
角来看 !他的 .饮茶治病 %理论
也相当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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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其好友著名的.药圣%柯奈
利 斯 * 庞 德 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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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著书 '茶的正确
饮用和滥用(!其中系统梳理了
茶叶对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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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效 )清
血&去噩梦&醒脑&去头疼&消水
肿&明目&增强记忆&通便&去肝
火&祛风湿等$ 显然!这些极具
中医特色的解释并不是原创 !

书中亦有提及) 许多功效是根
据在东印度工作过的人员口述
而成!这些功效同李时珍'本草
纲目( 中对于茶的介绍如出一
辙$ 很明显! 在贸易往来的背
后! 更多非物质的交流已经形
成! 中西交流在那时已经达到
一定的深度$

在这些医生以及使用者的
极力追捧下! 茶叶慢慢为大众
所熟知!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商
品$但在被普罗大众接受之前!

身为.时尚先锋%的荷兰贵族就

已经对茶叶的功效早有耳闻 !

并且在他们朋友圈中传开 !这
一时间至少比 .茶叶的大众化
消费%至少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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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荷兰贵族的典型代表是惠更斯
家族! 在其家族公开的书信往
来中常会看到与友人谈论茶的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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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交官&诗人&建筑师的康斯
坦 丁 * 惠 更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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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朋友法学家迪
克 * 赫 拉 斯 温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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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道 ).给我再
寄些茶来吧! 之前给我的那些
我送了人$ %寥寥几语透露出的
信息颇多$首先!当时荷兰的茶
叶并不十分普及! 需要 .托关
系 %才能搞到 /其次 !茶叶在当
时上层社会是馈赠友人的佳
品 !较受青睐 /其三 !惠更斯这
样的贵族阶级已经形成了饮茶
习惯!对茶叶有着一定的需求$

这样的例子在其书信中也屡见
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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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惠更
斯身患重病的朋友! 亦是当时
的.荷兰首富%柯奈利斯*范*阿
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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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其
写信道 ).我发烧得很严重 !莱
顿的医师依旧在给我希望 !但
法国的医生看到我消瘦的样
子!认为情况不妙!我觉得他是
对的00茶我现在也喝得不
多 ! 喝下去让我感到有些不
适$ %很不幸!这位首富在同年
''

月便离开了人世$ 茶叶虽然
没能挽救他的性命! 但作为一
种延年益寿&增强体质!甚至是
.起死回生%的药物已经在贵族
圈中传开! 俨然形成一种养身
风尚$康斯坦丁*惠更斯的大儿
子 康 斯 坦 丁*惠 更 斯 二 世
+

=>8.6086+B8 CDEF18. K:L

,给他
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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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推荐
过茶叶! 在信中谈及坚持饮茶
之后!牙疼的问题彻底消失!希
望饮茶也能够解决其弟精神萎
靡不振的困扰$

不过! 茶叶作为一种新鲜
事物进入荷兰! 社会关于其功
效的讨论非常广泛! 其中也不
乏反对的声音$之前提到的.药
圣% 庞德谷是当时荷兰茶叶最
卖力的 .推销员 %!不但著书研
究茶叶理论! 并且身体力行坚
持饮茶! 他每天的饮用量竟然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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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之巨! 并且
宣称只要坚持食用足够好的食
物 +茶 ,!人是可以永生的 $ 当
然! 他的饮茶习惯从古到今都
遭到质疑! 甚至当时有人认为
他收了东印度公司的好处 !拓
展荷兰的茶叶市场$然而!他凭
借着自己的喜好!滥用茶叶!最
后导致走楼梯时腿脚无力 !跌
落致死! 这便是对其 .饮茶至
上%论最大的讽刺!多年过后依
旧是人们日常的谈资$

其实! 多数荷兰人并没有
对茶叶诸多有益身体的功效产
生质疑! 他们批判的是当时社
会上的.唯茶叶论%以及饮茶所
致的奢靡之风$ 这些情绪不仅
表现在同行医师的著作中 !在
大众喜闻乐见的剧作中! 对上
层社会痴迷于饮茶的社会怪相
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其中最
经典的剧目莫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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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
此剧本以及同一时期的诸多画
作来看! 妇女们是当时饮茶的
主力军! 喝茶提供了她们社交
的机会! 甚至是一场庄重的仪
式)每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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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女茶友聚
在一起!小口抿吸着茶水!发出
.吱吱 %的声响 !这便是对主人
款待最为礼貌的答谢$ 饮茶时
亦会搭配糕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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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之后+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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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再饮
些白兰地!待到微醺!男男女女
吸上几口烟! 一副极度奢靡的
画面$显然!这种生活方式会引
发诸多家庭矛盾! 女人们只顾
社交&疏于家务!丈夫们只得前

往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寻找慰
藉! 家庭已经处于支离破碎的
边缘$ 反对者对于这种滥用茶
叶的生活方式极为反感! 在书
中或者画作中直接表现出对
.饮茶文化%的不满$物极必反!

饮茶的社会功能在当时发展成
病态的模式! 也从侧面看出中
国茶叶在当时上层社会的风
靡$ 但多数的荷兰人能够较为
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 认为茶
叶本身的功效和保健作用毋庸
置疑! 鲜有医生或作家表示饮
茶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然而! 受限于茶叶贸易量
以及高高在上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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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的.饮茶风%还只存在于少数圈
子!仅限于当时的贵族 &商人 &

医师&船员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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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荷兰.水手号角%号
商船从荷兰德克赛尔直接起航
前往广州进行贸易! 被允许通
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采购中国
商品! 才标志着荷兰开始拥有
了同中国直接通商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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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 ! 中荷
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发展迅
猛! 东印度公司一共

S

艘商船
来到中国! 将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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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茶
叶运回荷兰! 占货物总价值的
"RLST

!净利润达到约
A3@

万荷
兰盾! 交易的支付方式则直接
使用白银$这一时期!仅荷兰运
回欧洲的茶叶量便如此之巨 !

可见茶叶已经在欧洲开始普
及! 人们对茶叶的认识以及对
饮茶文化的认可都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而由于全球货物的
流通以及货币的交换! 那时的
中国其实也有意无意地融入了
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中物西传
更是加速了欧洲对于中国的了
解和认识! 抽象的中国形象越
来越具体! 直至成为欧洲人触
手可及的.生活元素%$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荷兰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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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社

会上层以茶会

友为题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