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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

内容概要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多次来到中国，采集包括茶树在内的植物资源。回国后写下本
书，详细记录下1843年和1848年两次中国之行作了详细记录。书中对中国茶叶的茶树栽培和制茶方法
详加阐述，也对中国园艺、植物特性与分布、饮茶文化多有着墨，但大部分描写的还是他在中国的所
见所闻，他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对部分中国文化，福琼表达了他的怀疑与偏见，但更多的时候，特别
是随着福琼对中国了解的深入，福琼在行文中表达的还是他对中国自然景观与中国文化的惊奇及赞赏
之情。福琼是传教士之外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外国人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
教士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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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

作者简介

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苏格兰植物学家，曾先后四次来到中国及远东地区。1842年中英
《南京条约》后福琼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从事植物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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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

书籍目录

两访中国茶乡（上篇）
第一章/
初见中国，第一印象——登陆香港——港湾概况——维多利亚城——中国城，赤柱与香港仔——香港
岛概况——暴雨的威力——“欢乐谷”——中国人罢市以示抗议——山顶风光——气候——岛上的植
物——少数几种土生动物——定居点的一些不健康因素——中国居民的特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
—香港作为贸易口岸的发展前景
第二章/
离开香港前往厦门——南澳岛的鸦片集散地——南澳岛上自由自在的英国人——岛上的中国人以及他
们的谋生手段——新任总兵的新政策——樱桃白兰地酒改变了他的看法——职责所在，送往北京的报
告——厦门——厦门的商业——农民簇拥下的乡间旅行——没有发辫——山岭——鼓浪屿——战争的
破坏作用——奇怪的岩石——岛上恶劣的卫生条件——植物和鸟类——访问地方长官——地方长官的
住宅与庭院
第三章/
离开厦门——台湾海峡的风暴——狂风把我们吹回深沪湾——
深沪湾——中国人是怎么交税的——当地人的性格特点——爬山——深沪湾宝塔——有趣的风景——
遭到攻击、抢劫——我仆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安全回到海边——趟过海滩的新方式——泉州湾
第四章/
登陆舟山——舟山概况——定海县城——农业——主要农作物——麻类植物——制作绳索的棕榈——
用作肥料的红花草——油菜花——植物群落——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乌桕树——绿茶——竹林以及
其他树木——水果——杨梅和金橘——定海居民与各类商店——店门上的英语店招——新语言——对
外国人的阶层划分——常见的眼病——晒盐——提取乌桕脂的方法——人工控温孵鸭法
第五章/
第一次访问宁波——灵桥——城市与宝塔——行医的传教士——宁波的气温——中国人的保暖方式—
—小炭炉——我的住处——中国赌徒——宁波的商店——丝绸和刺绣——玉石——棉布印染——搓绳
——古玩店和店里卖的东西——家具街的家具——宁波的银行业——贸易前景不好——寺庙和虔诚的
信徒——矮化树——培植矮化树的方法——参观官员们的花园——北山俯瞰——农业——山岭中的本
地植物群落——墓地——裸露的棺材
第六章/
有关中国人的语言——宁波附近的冰库——简单、实用的冰库——一种新奇的捕鱼方法——捕鱼的鱼
鹰——鱼鹰怎样捕鱼——买了两对鱼鹰——鱼鹰的生活习性
第七章/
1843年底访问上海——我的借宿之处——上海人的偏见与迷信——上海概况——店铺与商业贸易——
食品——进行外贸的重要码头——中国的出口商品；茶叶、丝绸都很容易运到上海——上海附近地区
概况——运河——农业——逝去者的坟墓——森林、树木——花园与苗圃——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苗圃
——狡猾欺诈的中国人——中国式晚宴——看戏
第八章/
回到华南——珠江——虎门要塞——这一带的物产——泣柳——荷花的种植——珠江上的船只——理
发室——壮丽的花船——节日期间的江上风景——水上城市的秩序——水上房屋——中国人灵巧的游
泳与潜水技术——花地苗圃——中国新年——被中国人攻击、劫略——随后发生的针对英国官员的攻
击事件
第九章/
访问宁波绿茶产区——山轿——天童禅寺——寺庙周边的风景——和尚讲述的寺庙历史——与和尚们
共进晚餐——第一次使用筷子——中国人的餐桌礼仪——进餐时的看客——我的床铺——打野猪——
陷阱逃生——竹林驱兽办法——山中景色——阿育王寺——普陀山，又名礼拜岛——岛上的寺庙与神
像——青铜神像——林木与藤灌植物——店铺中出售的神像——上海、宁波所见到的敬神仪式——赛
神游行——新教传教士——医疗传教协会——罗马天主教教士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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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

舟山群岛——小船遇到风暴——非常不安——金塘岛，又名银岛——岛上的居民——看到外国人他们
很吃惊——扬子江——江中众多的沙洲——我们的三桅船搁浅了——寻求中国人帮助的新方法——吴
淞口——鸦片码头——有关鸦片贸易——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
第十一章/
1844年的上海——上海的苗圃与植物——出发前往内陆的山区——运河与桥梁——骑着马驹去历险—
—找到一种蓝染料：天青——山岭及其植被——当地人吃惊地看到来了一个外国人——他们的好奇与
真诚——发往英国的植物——又一次深入内陆的旅行——北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午夜遭贼——访
问著名的苏州府城——苏州城概况——发现一种新植物——地处贸易中心位置的苏州——百万人口—
—回到上海
第十二章/
中国棉的种植——黄色的棉花——分布地区——棉花产地概述——棉田——肥料，以及施肥的方式—
—套种作物——播种时间——播种方法——雨水——夏季田间管理——早期雨水的重要性——成熟与
采摘——棉农以及他们的家庭——晒棉花、弹棉花——棉花交易——棉农在交易中的自主性——棉花
交易时拥挤的街道——棉花进入货栈重新包装——家庭自用的棉花——作为柴火的棉花秆
第十三章/
中国的气候条件——夏季与冬季——香港的温度——上海的温度——季风——台风——台风到来的征
兆——亲身经历一次台风——台风对植被的破坏——大雨——旱季与雨季
第十四章/
中国农业——有关中国农业先进程度的言论都有些过甚其辞——山区土地——茶田——平原土地——
夏季作物——水稻及其栽种——中国式的犁与耙——水稻一年几收——浙江省夏季收获两季稻的办法
——收割水稻——梯田——北方从“天青”这一作物中提取蓝色染料——夏季山地作物——红薯的栽
种——花生——冬季作物——著名的山东白菜——油菜——小麦、大麦等——冬季作物成熟——肥料
——两种专门栽种的植物肥——植物肥的栽种和使用办法——覆盖种子的草木灰肥料——草木灰的使
用办法——经常使用的其他肥料——粪缸——作为粪肥的大便、小便——粪肥的使用办法——庄稼的
连续生产和轮作
第十五章/
重返舟山——以前都认为舟山不适合居住——最初驻扎在舟山的英军部队的死亡率——舟山岛其实很
宜人——作为英国殖民地，舟山比香港要优越得多——有关中英南京条约——宁波——官员们的花园
——中国女人的举止——前往香港译者按：前往香港是作者在《漫游中国三年记》中第十七章的一部
分内容。《漫游中国三年记》后来作为《两访中国茶乡》的卷一再次出版，这时候，作者把前往香港
这部分内容删除了。但标题却仍然保留下来了，应是作者忘了把它删去。——中国人的坟墓——最佳
的坟墓选址——风水先生们的说辞——风水先生们如何欺骗人们——人们向李太郭先生请教坟墓选址
的好坏——有关坟墓的大概介绍——亲属们要定期扫墓——不同形状的坟墓——田地里摆放的棺材—
—存放棺材的祠庙——松江府附近的墓地——中国人喜欢在坟墓上种的花儿
第十六章/
中国北方的春天——新花卉品种——从宁波到镇海——各色乘船人等——船舱中的早晨小景——乍浦
的满洲城——商店及其贸易——蜂拥而至的围观群众——访问政府官员——官员们提出免费给我提供
一条航船——他们的真实意图——与他们周旋的办法——离开乍浦前往上海——平湖一带的村镇——
访问产丝区——桑树的种植——育蚕——到达上海——领事馆的信件，内附上海道台的协查通告——
令各方满意的回复
第十七章/
前往闽江岸边的福州府——雇佣引航员的新办法——闽江口——江岸上的风景——福州万寿桥——中
国轿夫——受到当地人的骚扰——城市与郊区——本地商业——鱼鹰译者按：本章并无鱼鹰的内容。
当是作者在编辑第一版《漫游中国记》时，删除了正文中的有关内容，但标题的相关部分却忘记删除
了。——银行业——福州人的性格特点——喜爱戴花的福州女人——人口——福州发展外贸的前景—
—官府对我们的监控——官员们的欺骗性言论——离开福州府前往茶山——山景——红茶产区——这
一带的农业——本地水果
第十八章/
搭乘一艘帆船——离开闽江——感冒发烧——帆船上对海神的祭拜仪式——受到海盗攻击——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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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

乱象——胆小的中国人——击退海盗——船员们对我的感激之情——安全泊锚——另一支海盗船队—
—回击海盗及其后果——到达舟山——船员们的忘恩负义——让他们信守诺言的方法——住在上海的
外国人热心地照顾我——大桃子——把植物打包——离开中国北方——驶向英国——到达泰晤士河—
—结束
两访中国茶乡（下篇）
第一章/
第二次访问中国——上海——新英国城镇——穿上中国服装——走进内陆——剃头——嘉兴府及其古
老的坟地——湖泊和菱角——采菱的方法——丝绸主产区——出口量增加——石门县城——防贼——
杭州府——中国后花园——杭州城及其郊区——衣着华丽的杭州人——城中冒险记——彭埠——作保
——中国客栈——雇船前往徽州——杭州在商业和关税征稽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章/
离开杭州府——中国航船——风景与土产——奇异的山岭——我们的旅伴——鸦片烟鬼——我的身份
泄露了——严州府城——两个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急流与水碓——价值很高的棕榈树——鸟—
—石灰岩与青石——茶树——发现一种新的垂枝柏——垂枝柏之美——寻获树种——奇特的回声——
水面上与陆地上的乞丐——恻隐之心
第三章/
威坪镇——船员威胁要报复——坐守天亮，毫无必要——省界关卡——进入徽州——茶树以及其他庄
稼——看中国戏——渡船和渡船上的姑娘——转移货物——床底下的两具棺材——某位官员的花园—
—山上的植物——仆人的建议——离船登岸——不
理睬鸦片烟鬼——屯溪——屯溪在茶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土地、物产的特性——第一次看
到松萝山
第四章/
松萝山——山中和尚与松萝茶——海拔高度——岩层构成——茶树栽培——种子保存方法——茶树苗
——给绿茶染色——染色原料——中国人为什么要给绿茶染色——绿茶饮用者所吸入的普鲁士蓝和石
膏的数量——中国人不喝这样的茶——沃灵顿先生的调查结果
第五章/
在王老先生家受到热情招待——四处冒烟的中国民居——我的搬运工和矮个子旅伴——他们遇到的危
险——中国人的取暖方式——采集茶树种子——一段关于小檗植物的故事——获得小檗的幼苗——欺
诈成性的中国人——离开著名的松萝山——王试图欺骗轿夫——编造“大将军”的故事——离开屯溪
——山景——顺江而下的乐趣——山间的强风——到达西兴——绍兴府——曹娥——百官镇——到达
宁波
第六章/
金塘岛或曰银岛——岛上的人民与物产——乍浦湾——乍浦湾航线的优势——上海的新年——花店及
其所售鲜花——南天竹——菊花——驶往香港——装满野味的轮船——广州种子，以及种子的包装方
法——有关毒死种子的错误想法
第七章/
福州府——官员的猜忌——摆脱盯梢的好办法——山中景色——鼓山寺——和尚与神像——佛牙以及
其他遗迹——树木、花草——福州府城——城门关闭后，中国式的出城办法——沿着闽江上溯——中
国猎人以及他们的猎狗——狩猎野鹿——天童寺风景——路边的小庙——和尚与虹吸管——东湖
第八章/
离开宁波前往武夷山——我的向导——三角小旗及其来历——又见新安江——江岸春景——严州府和
大洋镇——雷雨夜中的小溪——船娘——中国版的考德尔夫人和中国式闺训——自然物产——垂枝柏
以及其他树木——我们的船被债主劫持，风帆被拿走——中国式欠债人——兰溪镇——镇上的房子、
苗圃及商业买卖——兰溪谷——丰富的物产——衢州府——蚊子和蚊香——到达常山
第九章/
常山县及其商业贸易——步行——我的轿子和轿夫——路况——一队搬运工——路边的客栈——两省
交界处——在中国客栈用餐——使用筷子的好处——遇到两个广东商人——玉山县城——玉山城的商
业贸易及其重要地位——广信府——我仆人投机夏布生意——中国式体面取决于行李多少——乡村情
形及其出产物——到达河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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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河口镇——地理位置、贸易及其重要性——武夷山的山轿——山路——路边的乞丐——美丽的山区风
景——和尚和他的钟声——铅山县城——路况——茶叶搬运工——茶叶箱的不同搬运方式——茶叶产
区——土地与茶园——我第一次住进中国客栈——客栈服务——脏兮兮的客房——自我安慰及用餐
第十一章/
第一次看到武夷山——关口——一株高大的松树——树名及其历史——山里面的植物群落——植物新
品种——闽江源头——住人也住牲口的客栈——崎岖的山路和另一山口——凛冽的山风——让人忍俊
不禁的中国老太太——糖和茶勺——一位热情的客栈老板——点心——到达崇安县城——地形、大小
及其贸易情况——茶园
第十二章/
武夷山——上山——到达寺庙——寺庙及其风景——奇特的岩石——受到和尚们的热情招待——我们
的晚餐以及餐桌礼仪——一场有趣的谈话——黄昏漫步——岩石的构成——土地——武夷山顶所见—
—和尚们的墓地——月下小景——中国烧酒——茶树种植——采茶时需要用到链子和猴子——茶商—
—茶农们的快乐时光
第十三章/
九曲溪——道士——道观——杜赫德先生所描述的武夷山——巨掌按出来的神奇印迹——购买茶树苗
——深夜历险记——前来参观我的人——将植物打包准备启程——星村镇及其贸易状况——离开武夷
山——山景——针叶松林——岩石、山谷、瀑布——荒凉的山路——飞鸟以及其他动物——小镇石陂
街——当地物产——莲花的多种用途——浦城茶叶——浦城县城
第十四章/
武夷山的土壤——茶园位置——茶树的种植与管理——茶园规模——包扎方式——茶叶戳记——从茶
叶产区到沿海的运输路线——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时间——茶叶生产、加工的费用——茶
叶运输到沿海的费用——外国茶商的收购价——中国茶商的利润——期待高级茶叶能够降价——苏东
坡教你怎么烹茶——苏东坡关于茶叶特性及其益处的言辞
第十五章/
茶树的地理分布——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茶树树种——同一茶树树种既可产红茶也可产绿茶——
中国制茶工人用印度山毛榉树叶加工茶叶——他们真做成了——红茶和绿茶的不同缘于加工方式不同
——绿茶的加工方式——红茶的加工方式——两种加工方式的不同之处——沃灵顿先生对此的解释—
—人们熟知的现象——茶树——红茶茶树产出品质较差的茶叶——最好的茶叶都由绿茶茶树产出——
武夷山茶树——气候、繁衍对茶树的影响——美洲与澳大利亚的茶树种植——英国植物园里的茶树
第十六章/
浦城县的客栈——鸦片鬼和赌徒——中国生活方式的诱人之处——午夜的纠纷——辛虎以线香为武器
——第二天雇不到帮手——辛虎挑上行李，我们出发了——扁担断了——混迹于乞丐之中——有关中
国的乞丐——乞丐头目——施舍——继续赶路——山口和寺庙——两省交界处的小镇以及驻防士兵—
—行李盘查，获准上路
第十七章/
名刹——周边风景——树林、灌木——和尚们的早课——离开寺庙——有关佛教的一些想法——基督
教传教的重要阵地——传教士们面临的困难——天主教及其努力——基督的慈悲——新教传教士——
他们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前景——有关中国开放的白日梦——用竹子造纸——路上遇到的一位老官员—
—清湖镇——雇船前往西兴——回到上海
第十八章/
茶树以及运往香港的其他东西——装船运往印度——又一次搭船回到北方——茶树安然到达印度——
招募制茶工人的办法——访问舟山——借宿之处——抽鸦片的官员——白天他的外表形容——夏日清
晨的舟山——皇帝的命令——定海——普陀山又名礼拜岛——不知何方语言的古代石刻——在寺庙前
放生池里钓鱼的中国人——被和尚们追打——圣洁的莲花——我的假期结束了——采集茶树种和树苗
——回到上海——制茶工人招募到了——离开中国北部
第十九章/
有关茶树种子的试验——往远方寄送种子的最好办法——橡树和栗树种子也可如法炮制——到达加尔
各答——检查运送植物的状况——继续上路——孙德尔本斯三角洲——到达安拉阿巴德——到达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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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普尔——帝国茶园——中国制茶工人落脚于此——与他们道别——有关印度种植茶叶的一些想法—
—莱尼托风景——王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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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亲历秒杀二手杂书。福琼的文笔出乎意料的好，细致传神，小情节的描摹非常到位。上半部可看
做一个植物学家的近世中国游记，不惟谈茶，对世相人情的观察极有意思；下半部是1848年后了，乱
象纷呈，福琼的二度到来也有了明确的目的性，这次是专为茶而来了。还是很喜欢他。
2、一本有趣的中国游记，一个观察近代中国（闽粤江浙）社会的新视角，来自一个可爱的植物猎人
，加上一个不错的译者和一个合理的定价。每天在上班途中随手翻一章——结论：值得一读～
3、《茶叶大盗》的主人公，他的游记比那本传记要精彩得多，通过一百多年前的文字去触摸那些熟
悉的城市的历史，距离拉近了很多。书中随处可闻浓浓的殖民主义味道，但不可否认，福琼对咱们中
国同胞的评价还是有些道理的，何况他打交道的群体以底层人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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