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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其历
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已
有广泛传播，从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墓中发
掘出的众多精美漆器中得到证实。福州气候
温润，适宜漆器制作，加之其作为内外商品集
散地的地理优势，使得当地漆器工艺迅速发
展。《重编日用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编，1934
年出版）指出：“漆器为中国著名艺术品之一。
现今所产，以福州为最佳。”

清朝时，以沈绍安漆器店为代表的福州
漆器已名扬海外。民国时，以李芝卿为代表的
福州漆艺家将日本“变涂”技法融入福州传统
漆工艺之中，为后世留存了百余块漆艺髹饰
技法样板，对现今的福州漆艺仍影响深远。

我国的茶文化自汉代以后慢慢兴盛起来。
从文献记载看，汉时王褒《僮约》已有“武都买
茶杨氏担荷”语。茶乃南方之嘉木，漆亦为江南
之特产。自明清时期起，武夷山茶叶便使福建

省成为全国的茶叶贸易枢纽，到了清初，武夷
茶经福州港海运至西欧，其声誉达到巅峰。茶
叶贸易的兴盛带动了福州漆器行业的发展，从
而大量生产与茶叶相关的包装产品。福州特有
的漆制茶箱应运而生，由沈绍安正记的漆茶叶
箱在 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获得了金奖。

中国茶器的发展历史悠久，种类丰富。从
功能上，有饮具、煮具、贮具等；从性能上，又
可以分为日常茶具和工艺茶具。相较于传统
的陶瓷、石雕或竹制茶盘，漆艺茶盘因其便
携、耐用及特殊的耐热、耐酸碱、不掉漆性质
而显得尤为突出。《本草纲目》载，漆气味辛、
温，有消肿杀虫、活血散瘀之功效。作为供饮
食用的漆器茶具，在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一
直未曾形成规模生产，直到清代由福州制作
的漆器茶具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漆器茶具的制作工艺精湛，主要以采集自
天然漆树的树脂为原料，通过炼制天然漆树液

汁并融入不同的自然矿料，制成色彩绚丽的器
件。这一过程包括制胎、涂漆、描绘等多道精细
工序，展现出卓越的技艺。福州生产的漆器茶
具造型和装饰款式琳琅满目，有“描金”“彩髹”

“赤宝砂”“绿宝砂”“晕金”“抄涂”“釉变金丝”
“台花”工艺等，使得这些茶具更加技艺超群，深
受当时人们喜爱，为使用者带来了新的乐趣。

成套的茶具通常包括以下组件：一个托
盘、一把茶壶（或一大小各一的茶壶组合）、五
组以上的茶杯与茶盏，以及茶匙、茶针、茶夹
各一件。沈绍安兰记《朱漆描金彩绘牧牛图
盘》，其制作的朱漆彩绘牧童戏牛图茶具，描
绘了牧童在柳树下与牛群嬉戏的场景，画面
布局简洁，刻画细腻，苍劲的松枝、稳重的水
牛、纯真的牧童和随风而动的野草，构成一幅
和谐统一的图画。动静结合，对比鲜明而又相
得益彰，呈现出完美的视觉效果。

一种器型的演变与器物功能紧密相连，
主要是取决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意识形
态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福州漆
器茶具在图式上通常有几种风格，一种常见
的主题是围绕日常生活的画面，其图案设计
繁复且细节丰富，呈现一种视觉上的饱满感，
这些场景通常包括人物在山水中的休闲活
动、河畔凉亭中的社交聚会，以及远处山脉和
丘陵的宁静远景。更多的主题是表达目的和
愿望的图式语言，绘饰奇花异草、珍禽、灵兽
之类图案，描绘竹纹、牡丹花、莲花、丹顶鹤
等，取“平安”“富贵”“连子”“延年益寿”之意。

在材料工艺与色彩方面，早期的福州漆
器茶具多采用木胎或脱胎，其上用夏布或绸
料以漆裱上，再连上几道漆灰料，并经过糙
漆、打磨和髹饰等精细的工序制作而成。这些
初期产品通常颜色较为单一，以黑色、黄棕和

深绿色为主，多用以夏布裱粘猪血灰做底并
髹涂黑色而成，甚合当时民间需要。最初的设
计强调实用性，繁缛的工艺和装饰鲜少看到，
且能耐温、耐酸碱腐蚀，适合日常使用。

近代福建漆坊生产销售的茶具用品有茶
叶漆罐、漆茶盏、漆茶洗、漆茶托、漆茶盘、漆
盒等，同时进一步细化了装饰艺术，形态上更
为优美细致，特别是沈绍安家族生产的漆茶
具或漆茶摆件，尤其注重将实用的器物注入
美学原则，追求造型美观多样，一丝不苟，做
工精细，选材精良，以其轻盈、小巧、流畅而受
到赞誉，且部分漆器茶具采用了“薄料彩髹”
技艺，使仿古漆的颜色从原来的厚重色转变
为清丽明快的淡色，丰富了漆器茶具的装饰
彩绘手段，推动了漆器从实用性向艺术性的
转变，现代漆器茶具还结合了不同材料和工
艺，如金属、陶瓷等，形成了多元化的风格。

福州漆器茶具在历史进程中几经嬗变几
经兴衰，都伴有众多默默无闻的能工巧匠书
写着“工匠精神”，他们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技
艺，更在创新中不断探索，将福州漆器工艺推
向新的高度。从最初简单使用需求到注重文
化传承和艺术表现，不仅继承前人的智慧和
技艺，更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赋
予福州漆器茶具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这也是我们当下福州漆器茶具行业的漆
艺师们共同的研究课题：既要通过器物来传
达生活美学和审美情趣，让每一件作品都如
同一首优美的诗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运用精湛的技艺
和独特的创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
完美结合，为大家呈现出一幅幅富有诗意和
时间沉淀的画面。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福州漆器“茶食雅集”
□姚凯

1773 年 12 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称为美
国革命的开端。中国茶叶从何而来？是来自当
时的广州港还是其他港口？以笔者目前所见，
中国学界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问题。考诸史
料，1925 年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周刊》（亦称

《密勒士评论报》）英文杂志曾刊发《厦门茶叶
开启美国革命》一文，其内容转引自美国国家
地理协会的公报信息：“正是在世界主要茶港
厦门，1773年于此出航船只上装载的茶叶在数
月之后引发了美国革命。”“甚少人知道的是，
厦门港在美国革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起 点

近代欧洲人消费的中国红茶主要来自以
武夷山脉为核心的福建茶区。追溯历史，英国
东印度公司正是从厦门港运茶开启英国对华
茶叶贸易的。

早在 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厦门设
立贸易办事处，主要目的就是运销福建武夷茶。
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丹总办事处甚至打
算将厦门建成中国商馆总部。1681 年，伦敦总
部派出 4 艘商船，装载银圆、绒布、铅等货品来
厦门交易茶叶等物资。康熙平定台湾之后，清
廷放宽沿海港口贸易限制，1685年厦门重新开
放。至 1704 年，有记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
频繁造访厦门，运输茶、瓷器等商品。厦门、宁
波、广州等“番舶交易之区”，不时有东印度公司
船只往返其间，这一局面持续到1730年。

1757 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只
允许欧洲商人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为了有
效收取茶税、减少国内官商通夷之患，清政府
严格命令福建、安徽茶区的商贩不得通过沿
海福州、厦门港与外商直接贸易，而是要通过
内陆商路各关卡转运至广州港，再由广州十
三行行商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往来。然而。广州
体制繁荣的背后弊端尽显，如范岱克在《广州
贸易》一书中指出，沿海“走私日益猖獗”。显
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并未遵循清政府
只限广州一口贸易的命令，而是将船只直接
开到厦门等港，实质就是从事走私贸易。

正是由于非官方允定贸易的性质，英国
东印度公司对来厦门运茶的船只记载语焉不
详。美国史学家马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
贸易编年史》是记录早期中英茶叶贸易最重
要的参考史料，但其在第一卷中对广州茶叶
输出与美国革命爆发之间关系记载并不明
确，马士本人就说 1754 年至 1774 年这 21 年间
的记录是“缺遗”。

考虑到厦门本身就是福建南部茶叶贸易
集散中心，当地种茶制茶素有传统，茶叶贸易
活跃，直抵厦门运茶能够带来更大利润。武夷
山场制茶寺僧大都来自晋江，星村茶市执事
也是“漳泉亦间有之”。闽南商人是近代贩卖
武夷茶的重要中间媒介。粤港通商之后，番舶
往来，武夷茶销路大开，茶区延及漳、泉。沿海
走私之风难以杜绝，否则清廷也不用屡次下
令禁止茶区直通海运。再者，中国沿海厦门与
广州之间经济、人员往来密切。闽南籍商人如
安海移民伍秉鉴家族、同安潘振承家族本身
就在十三行担任行商，他们对广州体制下沟
通中外茶叶贸易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因此，
177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直接从厦门港
运走茶叶也就不难理解。

由此看来，与波士顿抗茶会、美国革命直

接关联的中国茶港不是广州，而是厦门。罗伯
特·莫尔在《中国沿海城市：厦门》一文中将福
建厦门港作为美国革命的重要一环：“那些被
著名的波士顿抗茶会倾倒的茶叶就是装载于
英国船只之上、由厦门启航的。”

1789 年，雅布斯·鲍文在与美国首任副总
统约翰·亚当斯通信中，谈及波士顿武夷茶因
茶税降低而价格下降的情况，当地消费者更
容易接受。后世亚当斯文件的编者特意将武
夷茶标注为一种“来自中国的红茶和乌龙茶

（Oolong）”。美国茶商和消费者所讲的乌龙茶
主要就来自厦门港，现代意义的乌龙茶是指
半发酵的茶类，与全发酵的红茶有所区别，但
早期外国消费者和茶商仅根据乌龙与绿茶相
区别的汤色，将其视为福建红茶（武夷茶）大
类中的一个品种。总体说来，乌龙茶进入市场
尤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兴 盛

美国独立战争和 1812 年第二次英美战争
实际上迫使英帝国改变殖民贸易体系。一方
面，英国稳定从南美地区获取白银能力下降，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白银供给难以为
继，英国转而对华输入印度种植的鸦片，鸦片
代替棉布成为英国输华大宗商品。另一方面，
美国独立反过来促使英国加强对亚洲殖民地
的控制掠夺，英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及其咄咄
逼人的野心引发清廷警惕。

1813 年，清廷再次颁令禁止福建山区茶
叶从海路直接贩洋。林则徐在广州领导禁烟
运动，打击了英国鸦片商人的直接利益。1839
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强行开辟五口通
商。1844 年，美国则趁机通过《望厦条约》在福
州、厦门建立领事馆，更加接近福建茶区。

1853年，波士顿商号旗昌洋行利用太平天
国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阻断东南商路之际，
从福州溯闽江而上，直抵武夷茶区。这不仅直
接开辟美国茶商与中国茶区运输通道，也打破
英商对福建优质茶源的主导格局。清政府允许
茶叶从福州出口，福州港外销茶猛增，厦门也

利用航运便利和毗邻茶区的优势，发展外销茶
务。波士顿商人还出资创新运茶快剪船，与伦
敦商人在福州、厦门等茶港展开运茶竞赛。连
接福建茶区与贸易中转港福州、厦门和香港等
城市之间的海运航线更加绵密。

19 世纪 60 年代，厦门港出口大宗商品为
茶叶和冰糖，其中红茶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
商品。从厦门港出口茶叶主要品种是工夫茶、
乌龙茶、小种和安溪茶。来自波士顿的美商旗
昌洋行、琼记洋行等纷纷在厦设立机构，运销
茶叶。1864 年出口茶叶达 53236 担（1 担等于
50 公斤）。1865 年起，外籍税务司控制厦门海
关。美国内战结束后经济快速成长，美国消费
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猛增，由此推动福州和
厦门作为世界茶港的崛起。

1866 年，厦门港出口纽约的茶叶达到 600
万磅。据统计，1863—1867年间，厦门出口美国
的茶叶是同期出口英国的 5 倍多。美国市场感
兴趣的主要是厦门港运出的乌龙茶，据统计，
1867—1868 年厦门出口乌龙茶为 5728194 担，
占当年总数的 63.9%，臻于顶峰。当时同属福建
省的台湾府茶叶也从厦门港整装出发，1870年
台湾输入厦门港乌龙茶为 5065 担。闽西南与
台湾茶叶皆汇集在厦门港出口，厦门港成为福
建南部茶区、跨越海峡台茶的集散地。

茶叶成为外国商人到达厦门港最感兴趣
的贸易商品。仅 1874 年，美国商人从厦门港运
出的茶叶就达 750 万磅，这时厦门港出口茶叶
几乎全部运往美国。1879 年，厦门港（含台湾）
茶叶出口在中国各茶港中排名第四。1881 年，
厦门直接出口美国茶叶为 45309.86担，台湾府
茶经厦门复出口美国 79435.45担。

纽 带

1889 年，随着美国对中国茶叶质量的日
趋提升，连美国领事都向中外茶商通报厦门
乌龙茶之“质量问题”，1890 年厦门茶叶出口
美国仅剩 16500担。

1895年日本强割台湾后，基隆港外销茶被
强行剥离于中国经济网络之外，台茶外销利润

大都为殖民当局和日商所夺，台茶输美也以乌
龙茶为主形成竞争，厦门茶港地位急剧下降。

1897 年美国出台《掺杂与不卫生茶禁止
条例》，纽约等地设置茶师检验到港茶叶，质
量低下或掺杂者皆要被退货，这一法案对厦
门港茶叶出口构成严重影响，茶路受阻。1899
年美国运茶船最后从厦门运走 3.1 万磅茶叶，
自此之后美国运茶船不再抵厦，整个厦门港
茶叶输出暂时凋零。1901 年厦门海关报告就
指出“本港作为茶港已经消亡”。

清政府严厉禁止鸦片直接导致英帝国原
有贸易体系瓦解，为了攫取中国茶叶利润，英
国植物学家、贸易商和殖民官员不断刺探中
国种茶制茶秘密，采取包括直接偷窃茶种、雇
佣华人制茶师傅等措施。最终英国在印度开
始自主种植茶叶，殖民地茶商通过印度、锡兰
种植园建立现代茶产业。1882 年，英国还在军
事上控制苏伊士运河，大量运用蒸汽船，南亚
茶叶往欧洲运输成本降低。英国不再大规模
从中国购买茶叶，有购买要么是拼配中国茶
与印度茶，提升印度茶品质口感，要么是满足
小众奢侈品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英属印度茶叶公司逐渐
建构起营销网络，直接面向世界最大茶叶消
费市场美国，印度茶和锡兰茶逐渐替代中国
茶叶在美国红茶市场上的地位，而中国在美
国绿茶市场又受到日本绿茶的挤压，福建福
州、厦门在国际茶叶输出港口的地位难以为
继，而美国茶港重心则从波士顿转向交通更
为便利、市场更为庞大的纽约。不过，波士顿
茶商、贸易公司凭借长期的经验、资本和航运
优势，在纽约茶港贸易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东北部的贸易商发展出以美洲白
银、人参、皮毛甚至土耳其鸦片来交换中国茶
叶、瓷器和丝绸等的贸易结构，这不仅促进了
美国早期的经济自立，也让美国工业现代化
拥有了一笔所谓的“老钱”资本。茶商、茶企和
贸 易 商 聚 集 的 波 士 顿 形 成 了“ 波 士 顿 企 业
圈”，当地众多公司和商人业务彼此联系，拥
有厚实的经济根基、复杂交织的联系网络和
立足全球的国际视野，这是一群被称为波士
顿“婆罗门”式精英阶层，他们热衷推动博物
馆收藏亚洲艺术、资助大学教育和社会公益
事业等，波士顿成为文化教育和艺术之城，对
美国产生重要影响。

大航海时代以来，商品流动、远距离贸易
和信息交流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直接
体现。1954 年 9 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再次援
引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说法，强调“1773 年波
士顿抗茶会造成了厦门茶叶的麻烦”“具有历
史意义的英国运茶船正是从厦门出发的”。茶
叶这一纽带牵引西太平洋沿岸厦门与大西洋
沿岸波士顿这两座口岸城市之间发生密切联
系，上演了亚洲与美洲两座城市间跨度长达
126 年的因缘际会。双边的联系网络也由此发
生“蝴蝶效应”——

广州体制时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厦门运
出的福建茶叶无意间开启美国革命进程。鸦片
战争后，波士顿商人开拓的茶叶网络带动厦门
茶港发展，销往美国市场的茶叶最多，带动厦
门市区航运、交通和洋行的富集。景气时期，厦
门茶叶外销无论对闽西南经济腹地茶区的扩
大，还是对美国、澳大利亚茶叶市场的拓展，抑
或对南洋侨销茶维系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厦门与波士顿的百年茶事
□江振鹏

张圣君信仰在闽台地区广为流传，他是海峡两岸
民间最重要的道教信仰人物之一，传说其乳名慈观，
生于福建永泰盘谷，活跃于北宋时期，早期形象是一
个颇识法术、济世利民的游方道士，在唐宋造神运动
中被福建民众推举为神，神号有张公圣君、张真君、张
公真君、张公法主、法主公、都天圣君、都天法主、监雷
御史等。

张圣君信仰历经 800 余年，各地自成特色，主要有
莆田的张公信仰、以闽清金沙堂为中心的闽东张圣君
信仰和以德化石壶寺为中心的闽南法主公信仰。进入
明清，张圣君信仰在传说和民俗方面体现出农业神信
仰的实质，留下许多关于食物的传说，包括放生红泥
鳅、草药治疫病等，或可折射出古代福建农业发展的
史影。

传说张圣君为度化闽清金沙镇金坑的严员外，前
往严家当佣工，身体力行劝其禁杀生、戒口欲。一次，
张圣君下田犁地时，严员外知其平常素食，不茹腥膻，
却故意让丫鬟在煮粉干的底下藏了几条红糟焖泥鳅
送给他吃。张圣君知其用意，吃完粉干后，便用筷子将
红糟泥鳅一条条夹起放进田里，口中念念有词，那煮
熟的泥鳅竟一条条复活游走。

自此以后，梧桐村一带出现一种特殊的红泥鳅，
其腹部还有两个凹痕，传说是张圣君用筷子夹过的痕
迹。这些红泥鳅繁殖至今，成为当地的特有之物。

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在稻田中散养泥鳅对水稻的
种植是有益的。泥鳅是一种底栖鱼类，通常生活在稻
田和其他水域的底部，对水稻的生长并没有不利影
响，反而有一些益处。泥鳅在淤泥中活动时，可以帮助
改善土壤结构，使土壤更加松软，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泥鳅的排泄物也可以作为肥料，为水稻提供营养。泥
鳅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它们的食谱包括水生植物、浮
游生物、小型节肢动物、摇蚊幼虫和水生昆虫等。因
此，泥鳅可以帮助控制稻田中这些害虫的数量，减少
对水稻的损害。另外，泥鳅在稻田中还可以起到净化
水质的作用，可以吸收水中的氨氮等有害物质，有助
于维持稻田水质的平衡。

据传说记载，南宋淳熙三年（1176 年），安溪县的
民众普遍出现红斑症状，由于找不到有效的药物，疫
情的发展十分危急。张圣君观察病情后发现，只有天
山雪莲才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然而，天山遥不可及。
于是，他决定先缓解民众的病痛，指示民众用瓜菜叶、
生豆腐和香黄三味材料捣碎后涂于患处。

在古代，许多药品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而农业
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人们通过深入了解植物
的生长情况、特性以及其季节性变化，逐渐掌握一套
利用植物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种对植物特性的了解和
掌握，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圣君使用的治疗方法，反映出在当时，农业知
识包括植物和草药的药用价值已经在民间得到一定
的普及和应用。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瓜菜叶富含
维 生 素 和 矿 物 质 ，有 助 于 增 强 免 疫 力 ，促 进 新 陈 代
谢，还具有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抗氧化等功效；生
豆腐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钙、磷、铁等营养物质，
还含有一种叫作“大豆异黄酮”的物质，有助于调节
身体的激素水平；香黄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具有抗
菌、抗炎、抗氧化等功效，常用于治疗感冒、咳嗽、支
气管炎等疾病，同时具有抗肿瘤、抗疲劳、降血压等
作用。

传说淳熙四年（1177 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
尤溪山区更是如此。有一个农妇正在生孩子，由于家
里贫穷，身体又虚弱，无法抵御这种严寒天气，情况十
分危急。张圣君听说后，心生怜悯，将一些材料酿制成
一缸红酒，送给这个农妇作为月子酒，还告诉农妇多
吃一些糟菜，因为糟菜中含有铁质，可以补血。农妇按
照张圣君的建议，结果她和孩子都变得健壮起来。这
个消息很快就在邻里之间传开了。于是，在尤溪、德
化、大田等县，许多即将生产的产妇都会酿制红酒备
用，同时也吃一些糟菜来补血。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
今，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个传说反映信仰和农业
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古代，农业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来
源，也是信仰和宗教的重要基础。

福建是一个多神信仰盛行的地方，人们崇拜着
各式各样的神祇，从海神、山神到农神，无一不体现
福建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在这
样的信仰氛围中，张圣君作为农业神祇的地位逐渐
凸显，成为福建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说
不仅是对古代福建农业信仰的生动映射，更是我们
洞察与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活状态的重
要途径，从而为理解和感知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宝
贵的视角。

（作者单位：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张圣君食物传说
与古代福建农业信仰
□黄艺娜 吴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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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茶而兴的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

福州上下杭张真君祖殿 卢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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