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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國是 18 世紀至 19 世紀早期歐洲最大的茶葉消費國，也是中國茶葉最重要的輸出

國。從傳入伊始，英國人便同時接觸到紅茶與綠茶，但在後來的中英茶葉貿易中，紅茶的比重不

斷攀升。到1840年，出口到英國的茶葉已有十多種。不同品種的茶葉，本沒有好壞之分，但為

適應英國市場的需要，新舊茶葉品種經歷了更替。在漫長的商貿過程中，由於受各種商業因素影

響，清代出口英國的各品種茶葉形成了等級高低之分。沿至今日，不同茶葉品種的名稱已成為了

不同等級茶葉的代名詞。

[關鍵詞 ] 茶葉 英國 清代 貿易

中國茶葉自17世紀傳入歐洲後，逐漸成為歐洲人喜愛的消費品，直到19世紀中期以前，茶

葉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隨着中西茶葉貿易往來的不斷加深，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茶葉

種類不斷增加，貢熙、松蘿、武夷、小種等茶葉品種在各種記載中頻繁出現，貫穿了整個清代前

中期的茶葉貿易。由於英國長期為中國茶葉最重要的輸出國，其茶葉貿易情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

中國茶葉出口西方的情況。因此，筆者擬以英國為切入點，梳理各茶葉品種在英國的出口情況，

並對這些茶葉的產地、起源、出口比重等方面進行探討，以期更進一步地展示清代中英茶葉貿易

的細節。

一、茶葉品種出口英國概述

英國最初進口的茶葉主要通過荷蘭轉運到英國。英國獲得茶葉的最早記載是1664年，英國

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董事部用 4 鎊 5 先令購買了 2 盎司茶葉進貢予英皇查

理二世（Charles II）。 1666 年，公司又用 56 金磅 17 先令買了 22 磅 12 盎斯中國茶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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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茶葉大概是從荷蘭購得的，也可能是從他們自己船上的職員購得的”。 1669年，英國東印度

公司從萬丹港（Banten）購買了143磅茶葉，這是英國公司正式進口茶葉的最早記載。 此後，

英國每年都有茶葉進口，這些茶葉基本都是從萬丹、蘇拉特（Surat）、甘賈姆（Ganjam）和馬

德拉斯（Madras ，即現金奈 Chennai）購買的。英國與中國直接的茶葉貿易始自 1687 年，該年

英公司派遣“倫敦號”（London）和“武斯特號”（Worcester）往廈門貿易，並指令兩艘商船需購

買“特優茶葉 150擔，半數罐裝，半數壺裝，全部用箱裝，每壺盛茶葉 1－ 4斤，運回英倫”。

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直接從中國購買茶葉。 17 世紀下半葉，英國的茶葉進口量還是很

小，且每次進口之後就會出現數年供過於求的停滯狀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7 世紀末（圖

1）。

圖 1 茶葉裝箱

從馬士（H. B. Morse）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可知，從 17 世紀中期至 17 世紀

末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茶葉進口並沒有說明具體的品種，甚至連是紅茶還是綠茶都沒有說明。直

到169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麥士里菲爾德號”（Macclesfield）才在貨單中顯示出茶葉的品種，

該船訂購的貨物中包含了“松蘿茶，最優等，160擔”。 此後，英商購買的茶葉品種，常有明

確記載。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1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1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68頁。

[英]羅伊‧莫克塞姆（Roy Moxham）：《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15年，第 20頁。

原圖 Tea Warehouse ，美國馬薩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The Peabody Essex Museum）藏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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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茶葉傳入英國伊始，英國人便同時接觸到了紅茶與綠茶。 按《廣州番鬼錄》作者亨特

（William C. Hunter）的說法，當時“茶的種類繁多，主要分為紅茶和綠茶……紅茶則包括武夷、

工夫、小種和包種……綠茶有雨熙春、熙春、熙春骨、珠茶、大珠茶……除此之外，以前還運出

揀焙、紅梅、蘿茶（注：當為松蘿茶的簡稱）、芽茶和武平……” 而事實上，一些青茶（烏龍

茶）品種在當時也被歐美人歸入了紅茶品類。

繼 1699 年“麥士里菲爾德號”採購松蘿茶後， 1703 年，載重 350 噸的“肯特號”（Kent）

也被派往廣州進行貿易，預計訂購茶葉117噸，其中松蘿75,000磅，估計每磅成本1先令；大珠

茶（imperial）10,000 磅，估計每磅成本 2 先令；武夷（bohee）20,000 磅，估計每磅成本 2 先

令。 回程時，肯特號共購入價值14,000両的茶葉470擔。 由此可知，英國人此時購入的綠茶

除松蘿茶外，還有大珠茶，而紅茶則有武夷茶。從預計購買的茶葉數量來看，此時英國人對綠茶

的需求量遠遠大於紅茶。

從各年份英國人購茶的情況來看，18世紀初期英國人對綠茶需求大於紅茶的情況持續了一

段不短的時間。甚至在173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訓令大班“壟斷今年廣州所有的綠茶”。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和壽官訂購9,000擔松蘿茶，而武夷茶僅有2,300擔。 1734年，英國

東印度公司董事部再次下令將綠茶和貢熙茶壟斷。 貢熙茶的名字雖然第一次出現在英國人購買

的茶葉品種之列，但下令壟斷之，則可證明貢熙茶早在此前已出現在英國人的購貨單裏面。儘管

貢熙茶是一種綠茶，但董事部的命令卻將綠茶與貢熙茶分開說明，可以猜想，它已經在茶葉中佔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可在1750年茶商將貢熙茶囤積居奇的事件中體現出來，儘管它在該

年的貨存相當充足，但“由於這種茶葉只有我們（英國東印度公司）是購買者”， 商船的保商

“開官”認為英船如果“買不到貢熙茶葉，就不能出發”，於是與茶商串通，將該年的貢熙茶價

格抬高。這件事從側面反映了英國人對貢熙茶的迫切需求。

然而，在中英茶葉貿易中，紅茶的比率不斷攀升。 1722年，“埃梅莉亞公主號”（Princess

Emilia）和“賴爾號”（Lyell）與廣州商人“壽官”簽訂合約購入上等茶葉，其中紅茶有工夫茶

（congo）500 擔，每擔 38 両；武夷茶 2,000 擔，每擔 27 両；另外還有白毫茶（pekoe）250 擔。

綠茶有瓜片茶（bing）250 擔，松蘿茶 1,500 擔。 該年英國進口的紅茶比綠茶多出 750 擔。除

劉章才：《從紅茶到綠茶：試論十八世紀前期英國進口茶的轉變》，《農業考古》（南昌）2012 年第 2 期。

[美]亨特（William C. Hunter）：《廣州番鬼錄 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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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51－ 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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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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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222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252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333－ 334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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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武夷茶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紅茶品種“工夫茶”也出現在了貨單之中，從價格來看，工夫茶在

紅茶中的品級更優於武夷茶。1731年，公司又分別在春夏兩季訂購茶葉，其中春季訂購了松蘿

茶 4,600 擔、武夷茶 1,000 擔，另有未標明品種的較好茶葉 700 擔。 7 月份訂購了松蘿茶 1,400

擔，武夷茶4,000擔，以及品質較好的茶葉——工夫茶和白毫茶400擔。 該年的綠茶購買量僅

略多於紅茶。 1736 年，英公司商船又購入武夷、工夫、白毫、色種（soutchong）四種紅茶共

1,823 擔，綠茶方面則購入瓜片、松蘿、各品級貢熙茶共 1,484 擔。購入紅茶量又多於綠茶。

1739 年，公司船“奧古斯塔號”（Augusta）來廣州訂購大量的武夷茶，馬士評價：“這種最便

宜的黑茶（亦名棕色茶，而中國人叫紅茶），構成茶葉投資的較大部分，但公司現在從上等綠

茶得到的利潤更大。” 可見，儘管綠茶仍很受歡迎，但紅茶已脫穎而出，呈現出趕超綠茶的

態勢。

值得注意的是， 1736 和 1740 年的英公司船茶葉採購單上都出現了色種茶（soutchong 或

souchong）的名字， 因譯法不同，這種茶葉的中文名稱更多地被稱為“小種茶”。該紅茶品種

大約在此時期被引入英倫，逐漸成為英國主要的上等紅茶品種。

177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會採用按行商預購毛織品的份額多少來預訂相應數額茶葉的

方式，向十三行行商簽訂了武夷茶、屯溪茶（twankay）、松蘿茶、貢熙茶的合約。其中，訂購

的綠茶品種中又新增了“屯溪茶”一種。對比該訂單中幾種綠茶的價格，屯溪茶每擔 22両，松

蘿茶每擔 20両。 而 1783年的屯溪茶每擔 25両，松蘿茶每擔 23両。 可以看出，屯溪茶略貴

於松蘿茶，其品質也應比松蘿茶略高。可能因屯溪和松蘿兩種茶葉產地相同，品級相似，價格相

近，在此後各年份的訂單中，經常將兩種茶葉合併為一項出現。到1807年後，松蘿茶更是在訂

單中消失，屯溪茶似乎取代了松蘿茶，在19世紀初以後成為了外銷普通綠茶的代表。

隨着英國公眾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加和口味的改變，中國輸英茶葉的品種大幅增加，到 1840

年，出口到英國的茶葉已有十多種，如武夷、屯溪、小種、珠蘭、白毫、安溪、花香、紅梅、揀

培、雨前、園珠、芝珠、熙春、皮茶等。 在廣州加工的花薰茶於19世紀成為倫敦茶葉市場最富

有特色的茶葉品種， 一些傳統的外銷茶葉品種如松蘿茶，則退出了對外貿易的行列。如同亨特

所說：“這些茶的特別名稱現已消失，假如現在出口，將與其他較為流行的名稱混在一起了。”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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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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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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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288、 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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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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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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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銷英茶葉品種

（一）松蘿茶、屯溪茶

松蘿茶是較早記錄在英商貨單中的茶葉品種。1875年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分會（Royal Society

for Asian Affairs）對中國茶區的調查報告認為：“Green Teas 在漢語中被稱為綠茶和松蘿茶，

松蘿是一座山的名字，據說那裏是綠茶首次被發現的地方。” 可見，松蘿茶一度成為了英國人

口中的綠茶的代名詞，這與松蘿茶長期作為英國進口比重最大的綠茶品種不無關係。

松蘿之名的確源自松蘿山，該山位於今安徽省休寧縣的萬安鎮與新塘鄉交界處。關於松蘿的

創製，羅廩所撰《茶解》記述道：“松蘿茶出休寧松蘿山，僧大方所創造。” 馮時可《茶譜》對

松蘿茶創製的敘述更為詳細：“茶全貴採造，蘇州茶飲遍天下，專以採造勝耳。徽郡向無茶，近

出松蘿，最為時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採造法，其後於徽之松蘿結庵，採諸

山茶，於庵焙制，遠邇爭市，價忽翔湧，人因稱松蘿實非松蘿所出也。”

松蘿茶不僅僅是出產於松蘿山的茶葉，自其創之後，周邊各地皆仿照其法製作，因此大多數

掛名松蘿者“實非松蘿所出也”。 但自然條件相似的徽州地區，採用松蘿法製成的茶葉“色味

俱與松蘿相似”，因此將這些茶葉對外統稱為松蘿茶也並無不妥。有記載道：“徽之鉅賈，業鹽

而外，唯茶北達燕京，南極廣粵，獲利頗賒，其茶統名‘松蘿’。而松蘿實乃休山，匪隸歙境，

且地面不過十餘里，歲產不多，難供商販。今所謂松蘿，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較松蘿無軒

輊，故外郡茶客青販之於歇，而休山轉無過問者矣。”

自松蘿茶出現在外銷茶葉名錄的近80年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採買品種中，開始出現

“屯溪茶”一項。屯溪茶得名於當時徽州茶葉的集散地屯溪，“因為屯溪為徽州的一大市鎮，徽

州茶多聚散於屯溪，茶號之經營亦頗旺盛。而在茶業界中，徽州茶又專為祁門之外，徽州其餘五

縣──歙縣、休寧、婺源、黔縣、績溪所產綠茶之總稱”。

屯溪茶與松蘿茶關聯密切，常有合併為一項銷售的情況。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分會在1875年

的報告中也這樣介紹：“屯溪（twankay）……在漢語中往往又被叫做松蘿，來源於我們在綠茶

一節開篇提到過的松蘿山……品質最好、名聲最響的生產地成為此類茶葉的通用名。” 報告中

也提及屯溪茶來源於松蘿山。屯溪茶實際上是在松蘿茶的基礎上改良而成的，其香氣清鮮柔和，

滋味特別鮮淳，因而逐漸取代了松蘿茶。松蘿茶與屯溪茶是英國民眾消費的中低端茶葉，屯溪茶的

崛起與松蘿茶消失，說明隨着中國茶葉的不斷湧入，英國普通民眾對茶葉的口味也越來越挑剔。

H. C. Hollingworth, “List of the Principal Tea Districts in China and Notes on the Names Applied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Black and Green Te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 1875, p. 12.

[明]羅廩：《茶解》，葉羽編著：《茶書集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03頁。

[清]馮時可︰《茶譜》，引自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上之一《茶之源》，頁17－18，載[清]紀昀、永瑢等：《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 671－ 672頁。

[清]姚瑩︰《識小錄》卷三，合肥：黃山書社， 1991年，第 406頁。

[清]江依濂撰：《歙風俗禮教考》，許承堯撰︰《歙事閒譚》卷 18，李明回、彭超、張愛琴點校，合肥：黃山書

社， 2001年，第603頁。

楊大金編：《現代中國實業志》第 2冊，台北：華世出版社， 1978年，第 775頁。

H. C. Hollingworth, “List of the Principal Tea Districts in China and Notes on the Names Applied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Black and Green Te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 1875,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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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貢熙茶、熙春茶、珠茶

西方人所說的貢熙茶、熙春茶、珠茶，應同屬於清代前期興起於浙江紹興平水的“珠茶”。

17 － 18世紀的西方人將“貢熙”、“熙春”統一稱為“hyson”，並沒有作詳細區分。而西方人

所稱的“珠茶”，從價格來看，應是比“貢熙”品級更高的同種茶葉（圖 2 、 3）。

圖 2 熙春皮茶葉箱 圖 3 熙春茶打包

珠茶的產地平水茶區包括嵊縣、紹興、新昌、諸暨、上虞、余姚、奉化、鄲縣、東陽等縣

市，整個產區為會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各大名山深谷所環抱，形成一個優良的茶葉生產片區。

珠茶的起源難以考證，但紹興平水在歷史上是茶葉的主要生產地和集散地，其“日鑄茶”在清代

以前聞名已久。因此，珠茶應是紹興茶葉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形成的新產品。

儘管“貢熙”和“熙春”在西方人眼中屬同種茶葉，但實際上也有細分，約在 17 世紀中晚

期，珠茶出現了兩個著名品種：一是“熙春”，取自晉代潘岳《閒居賦》名句：“於是凜秋暑

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又見其《秋興賦》名句：“登春台之熙熙兮。”意即這

是在冬去春來、微雨新晴的和煦春光中採摘的嫩葉新茶；二是“貢熙”，是熙春茶中進貢於皇帝

的名品，或謂進貢於康熙帝的佳茗。

珠茶因其形狀也被稱為“子彈茶”（gunpower）， 其形狀渾圓如珠，色澤翠綠，特點是香

高味濃、經久耐泡。從價格來看，貢熙（或稱“熙春”）、珠茶是出口英國綠茶中的“高級貨”，

其價格遠高於松蘿茶，甚至高於工夫、小種這些高品級紅茶，因此也被英國人譽為“綠色珍

珠”。相較於其他茶葉品種，其進口比重較小。

（三）武夷茶、工夫茶、白毫茶、小種茶

武夷茶、工夫茶、白毫茶、小種茶都產自福建武夷山茶區。按茶葉價格來說，通常小種最

貴，白毫次之，再次工夫，武夷最劣。如1751年廣州茶葉的平均出口價，武夷茶每擔15.5両、

美國馬薩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The Peabody Essex Museum）藏品。

美國馬薩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The Peabody Essex Museum）藏品。

錢茂竹：《紹興茶業發展史略》，《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紹興）1997 年第 4 期。

周能兵、嚴竹萍：《“綠色珍珠”紹興珠茶將申報原產地保護》，《中國特產報》（北京）2006年 10月 31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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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毫茶每擔 24 両、工夫茶每擔 21.57 両、色種茶（小種茶）每擔 31.94 両。 但白毫茶比較特

殊，在一些年份也有與工夫茶價格相同或比小種茶價格高的情況。

武夷山茶區所產茶葉於元代開始聞名於世。元大德六年（1302），元朝廷在武夷四曲設置

了“御茶園”， 專製龍團貢茶，直到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才罷造龍團。此後，武夷

各處的寺院僧侶改革了龍團茶的製作方法，改製散茶。 此時武夷山所產茶葉，應為綠茶。清初

順治年間，時任福建布政使周亮工記述的武夷茶製法仍為綠茶製法：“僧拙於焙，既採則先蒸而

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制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

月，則紫赤如故，蓋制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 可見，直至清初，武夷山所製的茶葉仍為綠

茶，還未創製出青茶、紅茶──即英國人所指的“紅茶”仍並未出現。但此時武夷山茶葉的色澤

已“多紫赤”，頗有青茶、紅茶的影子。

在英國人眼中，上述四種茶都屬於紅茶。其中“工夫”、“小種”無疑是真正意義上的紅茶，

但“武夷茶”究竟屬於“青茶”還是“紅茶”卻並未明言。據學者研究，青茶早於紅茶出現，紅

茶應是在青茶的基礎上改良製成。 從中文典籍上看，青茶的製作方法最早在王草堂所著《茶

說》（成書於 1711年以前）出現： “茶採後，以竹筐勻鋪，架於風日中，名曰曬青。俟其青色

漸收，然後再加炒焙，陽羨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蘿、龍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純。獨

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者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 青茶、紅茶同出武夷，

而《茶說》在敘述武夷山茶葉時，不僅沒有介紹紅茶的製作方法，連與紅茶相關的記載也未見

隻言片語。如果當時紅茶已被創製出來，對於王草堂這位在清康熙、雍正年間僑居崇安， 熟悉

武夷山茶葉種植情況的名士來說，這種只記青茶而不記紅茶的情況是不大可能的。較合理的說法

是，《茶說》成書之時，紅茶尚未被創製出來。由於《茶說》最遲成書於 1711 年，由此來看，

英國東印度公司 1703年貨單中出現的“武夷茶”應為青茶。反而言之，這種被英國人當作是紅

茶而實際上屬於青茶的“武夷茶”，在 1703年以前便已被創製出來。武夷茶是上述四種茶中價

格便宜的茶，也是英國人進口量最大的“紅茶”。

至於“工夫”、“小種”這兩種紅茶，直到 1734年才第一次出現在陸廷燦所著的《續茶經》

引《隨見錄》中：“武夷茶在山上者為岩茶，水邊者為洲茶。岩茶為上，洲茶次之。岩茶北山者

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兩山又以所產之岩名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茶之上又有小

種，則以樹為名，每株不過數両，不可多得。” 而早在1722年，“工夫茶”已出現在英國東印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 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

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335頁。

[元]趙孟頫：《御茶園記》，蕭天喜主編：《武夷茶經》，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 年，第 494頁。

莊晚芳：《烏龍茶名考及其演變》，《農業考古》（南昌）1984 年第 1 期。

[清]周亮工：《閩小記》卷一《閩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31 頁。

黃賢庚：《烏龍茶與紅茶孰先孰後之淺見》，《農業考古》（南昌）2008 年第 2 期。

林又元：《〈王草堂茶說〉的作者、年代考略》，《福建茶葉》（福州）1987 年第 3 期。

[清]王草堂：《茶說》，引自[清]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上之三《茶之造》，第 26－ 27頁，載[清]紀昀、永瑢

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 696－ 697頁。

林又元：《〈王草堂茶說〉的作者、年代考略》，《福建茶葉》（福州）1987 年第 3 期。

《隨見錄》，引自[清]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下之四《茶之出》，第 26頁，[清]紀昀、永瑢等：《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 7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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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司的貨單中，因此在 1722年以前，紅茶應已被研製出來。此外， 1732－ 1734年擔任崇安

縣令的劉埥也在《片刻餘閒集》說道：“武夷茶高下共分二種，二種之中又各分高下數種。其生

於山上岩間者名岩茶，其種於山外地內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樹小種，次則小種，次則小

種工夫，次則工夫，次則工夫花香，次則花香。” 從兩段記述可見，小種茶比工夫茶品級更

高。這一點也能夠從茶葉的出口價格中得到印證。

關於白毫茶，目前可知不多，《續茶經》引《隨見錄》記載：“洲茶名色有蓮子心、白毫、

紫毫、龍鬚、鳳尾，花香、蘭香、清香、奧香、選芽、漳芽等類。” 劉埥也寫道：“洲茶中最

高者曰白毫，次則紫毫，次則芽茶。” 在兩段記述中都有提到洲茶中有“白毫”品種。而1706

年，閩僧釋超全《安溪茶歌》也有提及白毫外銷西洋的情況：“邇來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

粒芽。西洋番舶常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樣，先炒後焙不爭差。”“紫白二毫

粟粒芽”句中便有提及“白毫”。

三、外銷茶葉價值及品級

上述所列的茶葉，紅茶有武夷、工夫、白毫、小種；綠茶有松蘿、屯溪、貢熙、珠茶。它

們的得名有的來自其種植地或集散地，如武夷茶因種植於福建與江西邊界的武夷山而得名、屯

溪茶來源於其茶葉集散地屯溪、松蘿茶產於安徽的松蘿山；或根據茶葉的生產方法命名，如小

種、工夫；還有的根據茶葉的顏色和形狀命名，如白毫、珠茶。而貢熙則較為特殊，因其絕妙

的品級及其進貢皇室得名。 不同品種的茶葉，本沒有好壞之分，而這些茶的名字也沒有體現

出它們的優劣。

但各茶葉品種由於產量、運輸難易程度、客戶對口味的喜惡以及市場行為等因素，導致了不

同的價格，也間接導致了清代出口英國的各種茶葉品種的高低等級之分。在商人亨利‧哈里斯

（Henry Harris）的價格表中可窺探到部分茶葉的價格與等級高低（表 1）：

[清]劉埥：《片刻餘閒集》，《台灣文獻匯刊》第四輯第十二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283－284頁。

[清]劉埥：《片刻餘閒集》，《台灣文獻匯刊》第四輯第十二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284頁。

《隨見錄》，引自[清]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下之四《茶之出》，第 26頁，載[清]紀昀、永瑢等：《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 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 766頁。

[清]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九《物產》，第 29 頁，載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

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 22‧乾隆泉州府志 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年，第 480頁。

Yong Liu,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1－1781,” Doctoral Thesis, Leiden University,

2006, p. 69.



108

澳 門 研 究 2017年第 1期

表 1 牛津大街 152 號店鋪價格表

紅茶類
價格

綠茶類
價格 咖啡 價格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與巧克力 先令 便士

極品武夷茶 2 0 優質松蘿茶 4 0 咖啡 2 8

優質工夫茶 3 6 優質花茶 5 0 優質咖啡 3 0

精品工夫茶 4 0 熙春茶 5 6 精品咖啡 4 0

優質小種茶 5 0 優質熙春茶 6 0 土耳其咖啡 5-4 0

精品小種茶 6 0 精品熙春茶 7 0 優質巧克力 3 0

珍品小種茶 7 0 珍品熙春茶 8 0 —— ——

極品小種茶 8 0 極品熙春茶 1 0 0 —— ——

—— —— 優質珠茶 1 1 0 —— ——

—— —— 極品珠茶 1 2 0 —— ——

從表格中可以看到紅茶類的價格由高到低的是小種、工夫、武夷，綠茶類價格由高到低的是

珠茶、熙春、松蘿，可見這些不同茶葉品種的名稱在英國已成為了不同等級茶葉的代名詞。以紅

茶為例，武夷茶指粗糙的紅茶，工夫茶指高品質的紅茶，小種茶指高級工夫茶，白毫茶指用帶有

細白毫毛的嫩葉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級的紅茶。 此後，茶葉分級體系幾經轉變，但仍然伴隨着這

些茶葉名稱的影子。仍以紅茶為例，19世紀紅茶的分級體系將茶葉分為整葉茶和碎葉茶，整葉

茶品質由高到低分別是橙白毫、白毫、小種，碎葉茶品質由高到低分別是碎橙白毫、碎白毫、碎

葉白毫小種、碎橙白毫片、茶粉等。 到了現代，紅茶又因等級高低分成花橙白毫、橙白毫、白

毫、正小種、小種、碎橙白毫、碎白毫、碎正小種、碎橙白毫片、茶粉等。在這些分級體系中，

白毫與小種的名稱依然存在。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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