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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的故乡，19世纪更是红
茶发展的迅猛时期，1840 年鸦片战争
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
海、广州五个通商口岸。随着西方对武夷
红茶的需求，福州成为近代基督教在华
传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

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
方列强对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政治、经济、
军事上的考察，矛头指向福建，范围包括
福州、闽江流域及神秘的武夷茶区，主要
探险有三次。1832年“阿美士德号”对福
建沿海进行了第一次侦察，福州临近茶
区特有的地理位置给这次航行的指挥官
林赛(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该船在福州停留了 27天
后，因不能到达“最好红茶产地武夷山
区”而“遗憾”放弃。

1834 年 11 月，英国鸦片商人戈登
与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闽江
而上，进入了武夷茶区。在向当地茶农详
细调查了解茶树的种植、茶叶加工、茶叶
病虫害、茶叶销售等情况后，他们如愿以
偿地来到茶园。戈登还亲自“在 3到 4个
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带回了茶种。

1835 年 5 月，他们再次前往茶区，
这次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也一同前往。
由于清军的拦截，此次探险刚刚进行一
周就匆匆收场。但他们收获颇丰，即对闽
江流域的防务状况进行详细了解，探明
外国人要深入中国内部困难重重。

尽管这三次探险充满着“挣扎和煎
熬”，但也为后来英国园艺学家罗伯特·
福琼对武夷山红茶产区进行考察做了良
好的铺垫。1848 年，福琼接受东印度公
司的派遣，深入中国内陆茶乡，在他的游
记《两访中国茶乡》中比较详细提及他在
福州和去红茶产区的一些体验。

“福州府的城市和郊区坐落在山间
的一片开阔地上，大约距离闽江口有 20
英里远。闽江从其郊外流过，连结两岸的
就是著名的万寿桥。”和前面三次传教士
去红茶区一样，福琼也同样受阻，“我很
想深入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出产红
茶的山区里去。但是那些中国官员——
他们通过探子对我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极力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把我的情况
汇报给领事，诱使他相信他们。”

但福琼告诉中国官员，他铁下心来
要去看一看。九曲溪在武夷山中随着山
势而迂回环绕，“我们现在翻过大山，朝
着星村镇的方向走去，星村也是红茶交
易的一个大市场”，“这儿出产一种特别
高级的小钟茶和白毫茶”……后来，福琼
将中国茶树品种与制茶工艺引进到东印
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园，结束
了中国茶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给
中国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传教士和植物学家等对武夷茶区
的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武夷茶叶栽
培、防治病虫害、气候等信息以及当地
茶农对外国人的看法，还刺探清政府的
防御情报等，其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
度上都是福建本地人所写的游记和报
告无法超越的，这些大大加深了英国人
对武夷茶叶和当地风土人情等自然环
境、人文环境的印象。而游记和探险报
告对福州港茶叶贸易进行了大肆渲染，
引起英国人对福州独有的重要经济价
值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茶叶贸易带来的财政宽
裕使得当地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有很大
的改变。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的经费就
是从福州海关收入中提取的。马尾造船
厂、邵武煤矿、古田铁矿、福州糖厂、福州
面粉厂等近现代工业项目都与茶叶税收
息息相关。同时，茶叶贸易促进了福建交
通运输和存储业的发展。1844年福州开
埠，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荷兰、葡萄
牙、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丹麦等 17
个国家在仓前山设立领事馆。

以茶叶为主的出口贸易还带动了其
他产业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茶行兴
起甚至让西方建筑风格融入福州古老的
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仓前山公共建
筑基本变为西洋风格。茶行兴起也促成
开辟鼓岭避暑胜地，禅臣洋行、天祥洋
行、宝德洋行、汇丰银行等都在鼓岭建造
别墅。

在 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中，夹杂
着西方经济的入侵和文化宗教的渗透，
客观上刺激了福州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和发展，转变了以往陈腐的旧思想，培养
了一批爱国进步的革命家、思想家、实业
家、教育家，如严复、林纾、黄乃裳、林斯
琛、侯德榜等。

总体说来，作为 19世纪茶叶贸易中
心，福州见证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
当中凝练了许多“跨文化”的表征。这种

“跨文化”并没有明确消融边界，而是承认
边界基础上的交错，显示文化交往中的互
动关系和动态过程。在历史背景和现实需
求的双重推动下，19世纪的福州是一个很
好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双向窗口——
对中国国内，使中国人了解作为“他者”的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对世界，使国际社会
更了解真实的中国，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
偏见，加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茶区探访者

眼中的福州
□林晓霞

仓前山是福州开埠以来外国人的居留地，
其开发相比鼓岭早。西人在这一带除了兴建领
事馆、洋行、医院、教堂以及俱乐部、跑马场等娱
乐建筑之外，还着力推动这个区域的公用事业
建设工作，近似于我们早期市政建设活动，这也
是为了满足外国人能长期在福州居住的日常生
活之需要。

1862 年，福州仓前山一带的外国人一度由侨
民组建了“福州公路信托部”（又称“道路托管委
员会”，俗称“山路公司”），其职责近似于市政机
构，开创福州城市早期市政建设之先河，具有一
定的示范性。而鼓岭一带，来榕的外国人通过自
发组织的“万国公益社”（“鼓岭联盟会”）、“公共
发展委员会”，提供鼓岭避暑社区管理和服务，一
定程度上具有早期城市市政社区管理的雏形。他
们在鼓岭兴建医院、钱庄、教堂、商行、邮局、网球
场以及游泳池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特别是“万
国公益社”，其在鼓岭避暑社区组织、管理、服务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禅臣花园（位于程埔路 172 号，仓前山南坡）
是仓前山禅臣洋行创建的独一无二的公园，也
是近代福州最早的西式公园，占地面积约 15 亩。
早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该花园就建造了
西式园林小品，如喷泉、水池、铁链桥、玻璃花
房、雕塑等，还引进了世界各地的奇花名木，名
噪福州城。

据相关文献考证，禅臣洋行是目前所知唯一
在福州设立永久机构的德国公司，并长期代理德
国驻福州领事。1894 年，德国将驻福州的领事馆
设在禅臣花园内，挂起领事馆的招牌，以至于“禅
臣花园”一般被人称为德国领事馆。此外，德国领
事馆还定期在该花园组织“禅臣茶会”，各国领事
和清廷官员均在其邀约名单之中。

民国六年（1917 年），中国对德宣战后，禅臣
花园及其馆舍遂作为敌产被北洋政府没收。原德
国领事馆馆舍、花房、雕塑等均已不复存在，喷
泉、水池仅剩残迹。1939 年，禅臣花园被政府收
回，被改建为福建省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研究
院并入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后转交给福州时代
中学使用。

仓前山地区最早只有土路，雨天泥泞寸步难
行，且道路逼仄坡陡，令马车、人力车难以通行。
清末福州政府因财政窘困，地方官也无力主持市
政建设活动，难以改变其现状。1862 年，仓前山外
侨组建“福州公路信托部”，负责营办市政道路等
工程建设活动，运营经费由洋行及道路使用者摊
派。其起初规定骑马者每年交 6 元，步行者 3 元。
后改为骑马者 10元，步行者 5元，每间洋行 25元。
通过这些手段，外侨们对修筑道路进行系统化管
理，保证市政工程建设经费具有延续性。

到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年初，仓前山一带
初步形成道路网，包括乐群路、麦园路、对湖路、
天安里、槐荫里等道路都已形成。信托部的道路
建设还推动仓前山地区其他市政项目建设，如为

仓前山主要道路安装路灯。随着煤油的输入，仓
前山大桥出现了第一盏路灯，这给夜行路人带来
了便利，使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观。

洋墓亭是一个教会公墓，始建于 1848 年，包
括南园和北园，南园旧址绝大部分在今福建师大
附中校园内。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传教士
怀德牧师之妻病逝，清政府允许美以美会在仓山
桃花山麓租下地界筹建怀德夫人的坟墓，这就是
福州洋墓亭的肇始。当时，该地周围是福州本地人
的坟场，后在“福州公路信托部”的运作下，周围本
地人的坟墓被迁走，教会墓地的范围逐渐扩大。

当时的外国人墓地主要有三处：英国墓亭在
石岩山麓；法国墓亭在留山；美国墓亭在烟台山。
三者中唯有英国墓亭准许他国人附葬，其设施齐
全，规模最大。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洋墓亭已发展
为占地面积约 2 平方公里的大型墓园，埋葬着自
1840 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一个世纪来逝世于福州
的 400 多名外籍人士，他们中有领事官员、传教
士、医生、教师、商人，所有墓穴规格统一（2米长、
1米宽，间隔 0.5米），整齐排列。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五口通商后，英国
人在闽江口川石岛设立大东电报水线公司，其承
办的电报水线房（位于今连江县琯头镇的川石岛
狮头山）敷设自福州至香港及上海两条水线，各
长 475 海里，还有至台湾淡水的一条水线，全长
117 海里。1887 年，在台湾巡抚刘铭传主导下，由
船政炮艇“飞捷”敷设川石至沪尾海底电缆，全长
117 海里，于 9 月完工。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安装

的第一条海底电缆。
在市政设施建设方面，1842 年福州仓山最早

兴起“电话”通信设备，是由禅臣洋行的德国商人
安装磁石式电话交换机开始，又名“德律风”，当
时仅限于各国领事馆、各洋行和西人住宅使用。
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在福州的总督衙门也开
始安装电话交换机，以后移至南门外茶亭，旋又
移至城内学院前，共装磁石式电话交换机 3部，容
量 100门，专供军政衙门和达官显宦的住宅使用。
在 西 人 市 政 营 建 的 影 响 下 ，清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1906 年），福州洋务局遂会同财政局筹设福州电
话公司，后因经营不善，最终由福州巨商刘家接
办，定其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解决这些领事人员及传教士的饮用水
问题，清光绪五年（1879 年），美以美会教士筹建
自来水厂，这是福州最早的小型自来水厂，厂址
设在仓前路盐仓隔壁的小弄里，那里是水厂的进
水口处（一个名叫“玻璃窗”的临江点），并在闽江
江心安装了铁制沉箱，江水通过沉箱过滤后连接
长 300 多米、口径 2 英寸的铁管导水到岸旁，再用
抽水机把水送到乐群路，供应美国领事馆、传教
士府邸、鹤龄书院等 10 多户饮水，日均供水量达
到几十吨。

1915—1925 年间，因马高爱医院和华南文理
女子学院要求供水，原来水厂的设备没法满足，
后经传教士班谷等人大幅度地改建与重组水厂
设施，才勉强维持其供水能力。据相关史料记载，
范工程师及其团队通过向西移进水口 200 米，在

江滨建一沙滤水井，在其上盖长方形泵房，成为
整体结构，增扩送水铁管口径至 4英寸，优化自来
水送水线路，改由以金峰巷庙为中转，分别送到
华南女院和乐群楼，并建立蓄水水塔两处：华南
女院一处、神学院一处。此后日均供水量高达 40
多吨，用水户数随之倍增，日、荷、法、德等领事
馆，英国汇丰银行以及寻珍学校都是由该供水系
统供应。

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鼓岭上的外国侨民
自发组建了“鼓岭联盟会”，即“万国公益社”。
1887 年，公益社的“救济旅”还分别在鼓岭的三宝
埕和梁厝创办学校和侨民医院。学校名为岚光小
学，是教会的附属小学，聘用北门兜牧师张亨恩
及其儿子张利棠任教。创办的侨民医院在梁厝
村，服务的对象虽说是侨民，但医生以救死扶伤
为职责，所以对鼓岭的山民也是一视同仁，对穷
苦的百姓还免费诊疗。

到 1902 年，联盟会拥有 125 个会员，会员均
来自各国侨民。他们在鼓岭上做了许多公益和慈
善事业，比如“游人欲租赁房屋，可托社中代觅。
欲雇筑下山或挑夫等，可托社代雇。邮件之代收、
球类之代借用，皆为公益社之义务”。鼓岭人有民
房可租给外国人避暑，只要向公益社登记就行，
可以省去许多讨价还价和有价无市的麻烦。因
此，这时候的公益社就像现在的房产中介，成为
鼓岭对外开放的窗口。

1902 年 6 月 16 日，鼓岭邮局正式开办，它是
我国早期五个著名夏季邮局之一。鼓岭邮局原来
属于福州邮务总局，其首任主管为张瑞来。1905
年，闽海关拨款 1500 银两，在鼓岭旧街崎头顶盖
房屋，专供鼓岭邮局使用。其为单层房屋，外墙用
不规则的石头垒成，虽外表粗糙，屋内却颇为讲
究，有百叶窗、壁炉等设施，屋旁还有一口井。

鼓岭邮局又称鼓岭夏季邮局，属季节性邮
局。自从开办以来，其每年一般在五月端午节后
开张，八月中秋节后关闭。起初每天封发一次，之
后改为每天两次。1912 年，鼓岭曾发现老虎出没，
教会、游客请求天黑时免予投递。至 1917年底，鼓
岭邮局在当地设置 3个信筒。

1925 年，公益社帮助邮局绘制《鼓岭手绘地
图》，将鼓岭的住房及公共场所分片编号，手绘地
图里所编号码多达 496号。可以说，鼓岭手绘地图
的标注厘清了鼓岭的邮递路线，方便外侨与外界
联络或者邮寄物品，大大提升区域的公共生活服
务质量。同时，其作为历史印迹留存具有一定研
究价值。

对于邮局的兴办，传教士毕腓力评论道：“因
为鼓岭邮局的存在，许多外籍侨民能与世界各地
的亲友分享福州之见闻，并在避暑胜地度过愉快
而舒心的夏季时光。”可见，在当时历史语境下，
万国公益社在“融贯中西”（外侨与鼓岭山民的融
合、相适）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地方文献整理
研究中心）

近代福州西人市政建筑活动考察
□胡家保 文/图

1902年德国领事馆组织“禅臣花园茶会”。

棠口村位于屏南县城北部，距城关 6.5 公里，
因岭下溪与白溪在村口交汇成棠溪而得名棠口，
现为棠口镇政府驻地。棠口村于 2012年被列入第
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也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
自古以来就是屏南县最主要的文化、商业、手工
业中心之一。村中历史古迹丰富多彩，除了千乘
桥、八角亭、祥峰寺以及 10 余处保存良好的传统
民居外，还较完好地保存着一个清末民国时期的
西洋建筑群，它们是屏南最早的西医院和近代学
校的旧址所在。

据当地县志等文献记载，自清光绪十六年
（1890 年）起，英国新教差会圣公会陆续派遣人员
自邻近的古田县来到屏南，在棠口村租赁民房进
行传教。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差会以买、赠、
换等方式，在棠口村的龙身岗征到山地 25 亩，着
手开始建设，共分六个阶段进行施工，依次是围
墙、门房和姑娘厝、妇幼医馆、贞英妇校、淑华女
校、女子体操亭等主体建筑，最后建配套设施，至
民国四年（1915 年）竣工，历时 11 年。每座建筑间
隔约 30米，以风雨长廊联系。

经历 100 余年的风雨沧桑，原建筑群中陆续
有坍塌、拆除、改建等情况发生。现存保留较好的
主要由三栋建筑组成，分别是姑娘厝、潘美顾医
院旧址和淑华女校旧址。这三栋建筑也曾长期荒
废弃置，直至 2017 年以来，因为有民间人士出资
陆续修缮，将其作为一个艺术馆并安排专人负责
日常的维护管理，这个建筑群方才重焕生机。

三栋建筑都是由潘美顾医生募集资金并亲
自监督工程设计和施工而建成的。潘美顾医生
1867 年出生于英国上霍洛威，在英国皇家自由医
院取得内外科、药剂科的执照后被圣公会派往中
国。她于 1902 年至 1916 年期间在棠口开办妇幼
医馆，专门接治妇孺，因医术高明而一度享誉屏
南县乃至周边的古田、建瓯、政和、周宁等地；后
又创办了淑华女校，开屏南近代教育事业之先。

姑娘厝于 1909年建成，是当时的外籍女性传
教士和医护人员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的砖木结
构建筑，建筑面积 520 平方米。从老照片上看，姑
娘厝的正门入口开在西南侧的山墙，原有一个单
披檐的门罩；西北立面原建有一道单披檐的木构
外檐廊。虽然门罩和外檐廊后来被拆除，但墙基
和墙身上的两排孔洞至今清晰可见。

这种外廊式的形制是中国近代建筑早期的
普遍特点。其源头是 18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印度
后，为适应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而发展出的一种

建筑形式，后来逐渐流行于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华
南沿海地区。

姑娘厝所有房间门窗均为西式风格，门顶端
为合掌形，上置扇形玻璃窗，房门安装弹簧自动
锁，配上铝质拉手；窗户为百叶窗。一楼设活动室
和阅览室，二楼为寝室，每个房间内均设有壁炉。

潘美顾医院即妇幼医馆，早期条件十分简
陋，由一个茶叶加工厂房改造而成，人员、器材、床
位都严重缺乏，潘美顾医生不得不每周在棠口和
古田两地来回奔波。新的医院建成于宣统二年

（1910 年），是屏南县最早的西医院。整栋建筑为
两层，东西朝向，平面呈曲尺形，中部前廊式、北端
内廊式，每层十五开间，建筑面积为 968平方米。

据记载，医院内原设有门诊间、药房、内科、
外科、检验室和手术室；有病床 60 余张、医生 4 人

（外籍 3 人）、护士 10 余人。在 1926 年潘美顾医生
去世后，村人将妇幼医馆更名为潘美顾纪念医
院，简称潘美顾医院。

淑华女校于民国二年（1913 年）建成，是一栋
三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 405平方米。建筑
坐北向南，每层七开间，第一、二层有外檐廊。与

姑娘厝不同的是，这里的外檐廊是砖构的拱券连
廊，二楼连廊正中位置的栏杆也是石制校名匾额
设置处，因此为砖石结构，其余均为木制栏杆。

昔时女校招生人数 56 人，主要面向教徒子
女。学校采用寄宿制，以四个月为一学期，每天上
8 节课，开设有英语、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图
画、唱歌和体育等课程。同时附设幼稚园，招收 4
至 7 周岁幼儿。入园幼儿一般 30 至 50 人，分大中
小三班，由教会指派教养员 2 人。幼稚园学制 3
年，秋季始业，课程设有语言、计算、图画、唱歌、
游戏、手工等。

民国四年（1915 年）英国人安立间又创办了
陶英小学，专收男生，校址也设在淑华女校内。民
国十四年（1925 年）春，英国圣公会在淑华小学的
基础上又创办淑华女子初级中学，成为屏南最早
的中等学校，也是今天棠口中学的前身。

西式的医院、学校在客观上促进了屏南县医
疗卫生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以潘美顾
医生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人士也在长期的工作、生
活中认识了中国文化，与当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潘美顾医生回国后还将这一段经历进行整理，撰

写了名为《在华生活的浮光掠影》的回忆录。
该建筑群虽然由西方人设计，但在修建过程

中特聘了古田县的建筑师程荣光负责施工。动工
前，教会还在约 1 公里之外的白土垅专门投资创
办一个砖瓦厂，生产统一规格的青砖瓦片专供该
建筑工程。中国建筑师和工匠在参与的过程中，
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些西洋建筑上留下了
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元素。例如在淑华女校外檐
廊两侧的硬山墙就明显借鉴了该地区封火山墙
的形制做法。建筑群外围的土墙则采用了传统的
版筑土墙工艺。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西洋建筑的一些优点
被部分当地传统建筑借鉴运用。例如在民居建筑
上会看到为改善室内采光而在每个房间上方的
屋顶修建了一个阁楼式采光口的做法，又或是将
门框、窗檐做成西式圆拱或尖拱造型，中西特色
融合颇为别致。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种特性未必
要在宏大叙事中才能得见，而是广泛存在于我们
身边的文化遗产中，棠口村的西洋建筑群正是反
映这种特性的典型案例之一。

屏南县棠口村西洋建筑群
□林雨泓 吴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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