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传日韩，西传欧洲，世界曾闻到过舟山茶叶的清幽香味

打造海上茶路起航岛，舟山该如何发力？
□记者 黄燕玲

“当一片树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

舟山采制茶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南宋宝庆《四明志》中，已经出现了舟山茶叶贸易和管理方面的记载，如今已形

成普陀佛茶、蓬莱仙芝、黄杨尖芽茶等优质品牌。

为进一步研究舟山茶文化历史、现状，探讨未来发展方向，挖掘舟山茶文化内涵，近日，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主办了

“海上茶路”理论研讨会，学者专家各抒己见，围绕海上茶路、东茶西传等主题，研究讨论舟山在“海上茶路”中的地位、作

用以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成就。

以史鉴今，对舟山茶文化的寻踪不仅可以对未来茶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还可以更好地引领和促进舟山茶产业

和茶科技的快速发展。

在研讨会现场，专家学者们挖掘出了怎么样的舟山茶文化历史？对于舟山打造海上茶路起航岛，又提出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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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因为陆地面积等原因，茶叶种植

范围并没有内陆部分城市来得广泛，但

数量上的稀少并不影响舟山在茶文化传

播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唐宋时期，舟山就开辟了一条

前往日本、古朝鲜等国家的独特的“海

上茶路”。

专家盛观熙表示，中国茶向世界传

播，在古代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下，大多依

托四种方式：通过来华的佛教僧侣和遣

唐使，将茶带往国外；通过古代商路，以

经济贸易的方式传到国外；朝廷将茶作

为贵重礼品，通过向各个国家的使节馈

赠给出使国之国；应邀直接以专家的身

份去国外发展茶叶生产。无论哪种方式，

都需要依托丝绸之路陆路传播或者海上

传播。而舟山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海上

茶叶之路”上。

舟山作为候潮候风的锚泊地，往来船

只众多，海上贸易繁荣。刘胜勇表示，唐

宋时期，就有诸多求法僧侣通过舟山，将

中国的茶叶、茶籽、茶文化带回日本，进

行传播。特别是宋代茶文化兴盛，高丽同

样流行喝茶，但是土产茶味苦，中国茶因

为口感好，在当地售价尤为贵，因为贸易

兴盛，当时不少中国的茶叶运往高丽。到

了明朝，舟山海上对外交往进入鼎盛时

期，茶叶的贸易也异常繁荣。明天启《舟

山志》记载：“货属，茶。”浙江成茶和舟山

茶有一部分通过放洋舟山输出国外。清

代舟山重新开放海上茶路，舟山位于茶

的产地且近丝绸产地，并且比较接近消

费瓷器较多的地区，这三者正是西方人

热衷的中国商品。康熙四十一年（1702），

英国人经清廷特需，在舟山岛上设立贸

易站，主要采购浙江园茶。

以时间脉络分析，舟山“海上茶路”源

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舟山不少地方也

留下了“海上茶路”的印记。在研讨会上，

有学者对岱山、沈家门的古接待寺等在

海上茶路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考究，也

有学者对舟山关于茶的地名、定海《茶亭

碑记》等进行了专项研究。王智良则在考

究中发现，中日禅茶之路交流中有许多

舟山的影子，日本茶道史中，许多名僧都

曾和舟山建立过联系，例如密庵咸杰禅

师、虚堂智愚禅师、一山一宁禅师、隐元

大师等。

这些研究也为舟山“海上茶路”的打

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结合东茶西传的

发现，有学者也表示，舟山在日后能否打

造成为“海上茶路”的起航岛？进一步明

确舟山在“海上茶路”中的定位。

相关专家表示，海上茶路起航岛也

应是舟山海上丝路浓缩景观的集中展

示，在如今的条件下，可以进一步加强

研究考证，对当时的生活场景、贸易场

景、植物景观等进行重塑、还原、展现，

大力进行双屿港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

切入点。

接下来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将进一

步做好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海上茶

路”为主题，进一步挖掘舟山“海上茶路”

有过的辉煌，让茶文化作为舟山海洋文

化中一张绿色清幽的名片，对未来茶文

化的发展提出更好的方向。

茶和中国人的生活水乳交融，在

舟山也是一样。孙峰、陈桂珍等专

家表示，舟山茶对于舟山人的

品行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舟

山孤悬海外、岛屿分散、

山路崎岖，所以舟山人

有渡海接待、广建茶

亭等习惯，便于行

人避灾、休憩，同时

在 人 们 暑 热 难

消、疲惫不堪时

送上茶饮以示慰

藉，有些还形成

一套约定俗成的

礼仪，客来先敬

茶，一是洗尘、二

是致敬、三是

叙旧、四是同

乐、五是

互爱、六

是 祝

愿……这不仅是传统公益的旗帜，更是舟

山人乐于助人、慈悲敦厚、胸襟宽广等精

神基因的源头。以此可以推动茶文化产

业的研究以及和其他产业的融合。

更多专家表示，还要通过对茶文化的

挖掘，引领茶产业健康发展，推动茶产业

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

“英国最早的茶叶标本是1700年10月

11日从舟山盘峙岛采集并传入，一同传

往英国的，还有舟山茶叶的种植技术、加

工工艺等，这些一起构成了英国相对完

整的早期的茶文化。”研讨会上，夏重的

一席话，让大家瞬间对舟山在茶叶西传

中的重要地位起了兴趣。

夏重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发现，目前英

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有一份编号

为“857”的茶叶标本，标签写着“来自中

国的一种茶”。这份标本从何而来？它为

什么会出现在博物馆内？对英国又产生

了什么样的影响？夏重对标本的追寻，为

我们揭开了舟山茶叶西传的历程。

舟山茶叶的西传，还得从17世纪，茶

叶传入欧洲开始说起。

17世纪初，茶由荷兰传入欧洲，欧亚

“茶叶世纪”的序幕由此拉开。当时欧洲

的茶叶售价极为昂贵，售价是最好咖啡

的十倍。昂贵的价格注定茶叶只在精英

阶层消费。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王妃

是位狂热的茶爱好者，她推动了宫廷茶

文化的兴起，并向贵族阶层传导。由此，

饮茶被视作身份的象征。

18世纪“茶叶世纪”的大门刚刚打开，但

此时的英国社会上下，开始对茶有了争议。

究其原因，是对茶文化、茶植物学原

理的不理解。没见过茶叶原生植物的他

们，无法解释茶到底是什么、它怎样种

植、怎样加工、怎样区别绿茶和红茶等等

问题。在历史长河中，这些问题也成为欧

洲人广泛争论的“东方之谜”。尤其是红

茶、绿茶之分，是当时广泛争议的焦点。

逐渐，欧洲对茶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

两派。挺茶派将茶视为文明的预兆，认为

茶是一种文明的果汁，是天上的甘露。反

对派则将之视为腐败和价值衰退的标

志，甚至是一种致命的毒药。

这些争议，成了茶文化在欧洲推广的

阻碍。

转机的出现在于一个叫詹姆斯·坎

宁安的苏格兰人。

坎宁安对于东方有着巨大的兴趣，

曾于1696年开启了他的第一次东印度群

岛之旅，并于1699年到达过中国厦门。这

两趟旅行也为他敲开了进入伦敦皇家学

会的大门。伦敦皇家学会的成立是现代

科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牛顿就曾是该学

会的会长。成为伦敦皇家学会一员的坎

宁安，也有了再访中国的机会。

1700年，坎宁安第二次来中国，这次

他到了舟山。他在舟山对于茶叶的发现

及全面记载，使西方对茶文化有了更系

统了解的可能，也推动了一个以“茶”为

“源”的时代来临。

那年10月11日，坎宁安以植物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新成立的英格兰东

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三重身份，乘坐“伊

顿”号商船抵达舟山。抵达舟山后，他立

即开展了全方面的科考工作，在舟山待

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考察了舟山的海

道，详细观察了茶叶的种植、加工等情况，

并将自己采集标本、观察茶叶种植技术、

加工工艺的盘峙岛，命名为“茶岛”，最后

还向伦敦寄去了一组包含茶叶标本在内

的大概150种不同植物标本。

坎宁安收集到的资料和寄往英国的

茶叶标本，完美解答了欧洲争执已久的

问题，即红茶和普通绿茶的区别、茶叶加

工和种植等。在信件中，他还详细介绍了

舟山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农渔盐业、

经济结构等情况。

舟山并不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坎

宁安为什么要在舟山采集茶叶标本？这

是因为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东印度公司的

职员前往其他地区，坎宁安等一行人被

局限在舟山活动，因而坎宁安只能在舟

山进行考察、采集植物标本。

后来，坎宁安在舟山的考察成果在

欧洲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寄去的包

括茶叶在内的植物标本，几乎全部进入

皇家学会目录，成为目前伦敦自然历史

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依托来自舟山的茶叶标本，茶叶在

英国很快有了研究、分类，他们了解了茶

文化和茶叶的植物学原理，茶叶销量开

始呈井喷式增长。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在

1700~1704年的5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

茶叶超过20万磅，到 1785年，该数量更是

增加到了1500多万磅，同1664年进口的2

磅2盎司或者1678年进口的 4713磅相比，

简直是天文数字的增长。

据统计资料，1700年，伦敦卖茶的咖

啡店超过 500家；至 18世纪上半叶，增加

到2500家；到1783年，英国有33778个持有

许可的茶叶经销商，至 1801年，这一数字

增加到62055个。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最后几

年，从中国来的茶叶不仅是东印度公司

的全部利润，而且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

平均为每年330万英镑，是英国国库总收

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至那时东印度公

司“从中国输入的唯一东西就是茶叶”。

因此，18世纪被人们称为欧亚贸易

的“茶叶世纪”。

然而，由于英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

输往中国购买茶叶，为了寻求贸易平

衡，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一商品以换回中

国的白银，为此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

伏笔。

“舟山茶叶标本和同时寄达的一系

列与茶文化相关的资料，在 18世纪伊始

的欧亚‘茶叶世纪’开启之际，无疑具有

深远的影响，它至少解开了英国人关于

茶的三大核心谜团：茶的种植、加工工

艺、绿茶和红茶的区别。从此之后，在

英国茶文化发展进程中，植物学特征不

再成为其重大阻碍。而更为重要的是，

贸易交流从来并非只限于商品交流，同

样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坎宁安和

其他植物学家对茶文化的探索，实际

上就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渠道。”专家们

梳理完舟山东茶西传的全过程后一致

表示。

伦敦博物馆的“857”号舟山茶叶标本

舟山茶叶标本开启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

打造“海上茶路”绿色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