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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前言

　　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学坛上的一件大事，昭示着历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开
始。仲伟民教授的这本新著，就是我国学坛对这个大事件作出的最新回应之一。　　依照当今国际学
坛中全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奥布雷恩教授的总结，全球史这个学科可以远溯到希罗多德。希氏开创的
探究全球物质文明进步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启蒙时代，商品和知识越来越多地从亚洲、非
洲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美洲传入欧洲，使得学者们能够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进行系统
的比较分析。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杜尔哥、罗伯特森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思考；而
亚当·斯密更是如此，其《国富论》既是古典经济学开始的标志，也开辟了经济史这个现代学科的发
展之路。但是可惜的是，以往西方主流学界对长期经济变化展开的探究，一直局限于欧洲，对西方之
外地区的长期经济变化，很少有人去研究。直到近年来，方有一批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努力，使
得全球史成为当今国际史学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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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内容概要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内容简介：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学坛上的
一件大事，昭示着历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仲伟民教授的这本新著，就是我国学坛对这
个大事件作出的最新回应之一。
依照当今国际学坛中全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奥布雷恩教授的总结，全球史这个学科可以远溯到希罗多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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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作者简介

仲伟民  1963年生于山东泰安，198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2007年获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
学学报》常务副主编。著有《宋神宗》、《康乾盛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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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书籍目录

序
第1章 引言
一 茶叶与鸦片：认识19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一个视角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第2章 19世纪的茶叶贸易
一 清前期的茶叶贸易及其特点
二 19世纪的中国国内茶叶贸易
三 从繁荣到危机：19世纪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
四 中国近代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的原因
第3章 19世纪的鸦片贸易与生产替代
一 鸦片进入中国
二 鸦片贸易
三 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第4章 茶叶经济与鸦片经济的比较
一 茶叶和鸦片经济的相关陛之比较
二 茶叶与鸦片经济的差别之比较
第5章 19世纪中国茶叶、鸦片消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一 中国的茶叶消费及比较
二 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及其特点
三 茶叶和鸦片贸易在清代财政中的地位
四 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6章 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一 经济全球化与特殊商品
二 茶叶与鸦片：三角贸易的关键商品
三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第7章 重新评价19世纪全球化中的中国
一 从茶叶和鸦片贸易看19世纪中国的危机
二 外来因素与茶叶、鸦片贸易的消长
三 以“了解之同情”态度理解19世纪的中国
第8章 余论：19世纪研究的再检讨
一 由茶叶和鸦片透视19世纪中国的实际处境
二 中国是19世纪商战和全球化的失败者
三 对传统研究结论的检讨
四 简要总结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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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媒体关注与评论

　　茶叶、鸦片贸易是19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两者把中国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使中国陷入危
机。本书从世界经济体系视野，超越纯政治观点，重新解释19世纪中国危机。对当时社会结构弊端的
分析，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官员和在野人士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反而不如明后期，这些分析都十分
精彩。　　——吴承明　　本书作者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了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的盛衰变化
，然后对茶叶经济和鸦片经济作了对比，指出二者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揭示19世纪中
国危机的内涵，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进行独到的分析。书中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
的做法，在我国经济史学界尚不多见。此外，本书对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进行对比，对茶叶消费和鸦
片消费进行对比，从贸易角度对中英进行对比等具体问题，均有创新。　　——李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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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精彩短评

1、已有的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研究已经十分丰富，而作者能把茶叶和鸦片这两种作物放在19世纪，用
全球史观的视野考察茶叶和鸦片对于19世纪中英两国的命运及其历史意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狗屎，不要浪费时间了。
3、好的角度好的书，但没有广告说的那么好
4、能错成这样，也不容易啊。
5、作者努力让自己的视角异于以往对茶叶与鸦片的符号化与情绪化，但书中的情绪化往往让作者忘
掉自己的主线是总体史与全球史，而总体史的概念又让作者忽略了某些地域的关键差别，从这个角度
说，茶叶的部分写得比鸦片好。
6、可以翻翻看。
7、研究路径值得效仿，但仍旧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
8、刚读完，尚无力谈感受，留待后来。
9、喜欢，对写论文有用！
10、本书包装很好。
11、经济利益 
12、车轱辘话，从宏观经济和全球化视角解读这段历史。突然觉得《天朝的崩溃》还是挺幼稚的⋯
13、一篇长文或许比一本书更适合承载本书的要义，算不上什么杰作，只是亏了著者一番整理功夫
14、车轱辘话凑字数
15、车轱辘话来回说。可以作为一本数据参考书，但是分析太少了。
16、写得不好。不信你自己去读。
17、视角讨巧。
18、其实这本书重复论述的地方太多了
19、旁征博引，但是文字功底较差，可见新一代书生水平的塌陷
20、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在明确掌握或了解一段历史的全貌前，切忌加以自己的情感判断。这样不止
会误导你对这段历史的看法，甚至会扭曲这段历史。
21、本书作者似是《历史研究》资深编辑。
22、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希望国人警戒，勿忘历史！
23、仲伟民老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一部重要著作，从各种书评来看，此书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
24、茶叶 鴉片 粗制滥造 ；一开始喜欢这本书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来看待19世纪的中国，又是两个关
键的贸易产品。可是看过之后，总体的感觉是粗制滥造，不如西方学者研究的详实。本书框架是一本
学术之作，但其中很多碎语感觉都不像一本学术之作。三联出版社出这本书也。。。但是看看罢了，
也算是对19世纪的中国及影响中国的
25、从茶叶和鸦片贸易入手，走回19世纪下半叶政府无能人民痛苦的老路。标榜着“了解之同情”，
却随处可见“西方中心”式的话语。文中对“全球化”概念的使用产生一种刺眼的感觉。
26、重读了一遍。恰恰是那些更为“传统”的视角加分。
27、: �
F752.95/2227
28、校长讲座是推荐的一本书。
29、本来嘛，对于纯学术的作品都不是太感兴趣的。但是这本书意识的高度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30、立顿的由来
31、全球化视角与19世纪中国危机。
32、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33、broad, simple, but not deep.不过还是很感激，在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上的理解上的相似之处让人
觉得很窝心。
34、考证严密 部分观点新颖且站得住脚
35、中國的茶，印度的煙，在短短六、七十年中竟變成中國的煙，印度的茶！英國這個“日不落”帝
國的能力至今影響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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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歷史沒有如果也沒有重複，的從兩種商品切入近代中國，這種從西方舶來的研究方式在本書中應用
的可說完美。而作者打碎1840的分隔牆更是意義重大。
    值得一看！
36、Sick of 'serious' scholars victimising China all the time...
37、结论不错
38、近代中国深受鸦片之苦，当时有许多所谓的务实官员就认为，与其任由英国对华倾销，不如将鸦
片的种植和经营合法化，用本地产品替代市场，政府亦能从中收取更高的税金。清政府迅速应允了这
个政策选择，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罂粟种植遍及全国，甚至成为部分地区农民的主业。由此带来的
后果和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罂粟的广泛种植，占用了大量耕地，是晚清时期粮荒的重要原因；且造成
普通劳动力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直线上升，使当时中国人平均体质大幅下降，精神状态更受到了严重
戕害。书中指出，正常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可以带动和刺激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
的基本要素，但在近代中国，不仅丧失了国际性大宗商品茶叶的生产和经销优势，而且还发展出鸦片
这一非正常商品的生产、消费畸形热潮。

39、全球视野很好，但错误实在太多。而且作者在书中废话碎语太多，重复来重复去，实在不舒服。
40、很好
41、只有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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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精彩书评

1、主题围绕中英印间茶叶，鸦片，工业品的三角贸易展开，背后牵扯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下，以英国
为代表的主流金本位和大清的银本位错位之殇。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但是从中间往后，作者从一
个更宏大的全球化角度叙事，又有了一点时代感和可以咀嚼的地方。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本书内容。英
国工业革命以后，需要寻找离岸市场释放产能。中国有英国需要的茶叶和生丝（重点就是茶叶）。当
时中国国内供需平衡，消费意识保守，英国工业品销售不畅，造成双方贸易失衡，英国进出口赤字。
夷狄出了一个损招----向中国出口鸦片。后面就是大家都熟知的鸦片战争，鬼子用船坚炮利打开局面
，三角贸易形成。再之后是中国合成谬误，用本国产鸦片和印度鸦片竞争并大获全胜，但是这种惨胜
实在更像是个笑话。至此中国在被迫参与了全球化贸易，英国培育了茶叶进口的替代国印度之后，像
个垃圾一样，从国际贸易体系中又被扔了出来。彼时茶叶的供应垄断优势没了，黄金白银被鸦片和战
争赔款的双重消耗下，也没了。当时最优的策略一方面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一方面是政治
改革，可以对这种划时代巨变形成快速而正确的反应，落实到国家机器层面，加以应对。但是从既得
利益者的角度，清朝政府做得够好了。殷鉴不远。用穿越比较经济学的观点，这本书的当代版本可以
叫 地产和美元。
2、李伯重在序言中写到：“在我国，学者们对全球史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但平心而论，我国的全球
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尽管如此，他仍然把本书作为“少
数摆脱世界史编纂方式”的一个突破(P.序003)。 然读罢此书，李伯重的这句佳评更似是对全球史研究
后来者的鼓励罢了。我无意书写一篇对仲教授及这本书苛刻的书评，正如李伯重所说，国内全球史研
究尚在起步阶段，既然大家都是后来者，那么与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横向对比显然不近人情。然国内又
鲜有类似作品，因而纵向比较也并不容易。权衡之下，只有就书论书妥帖一些。限于时间与篇幅，褒
奖的话在下就尽量不说了，多写些缺陷，供各位参考，也请仲教授海涵。一、整体结构缺陷：本书虽
然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但作为一部以全球化角度进行研究的著述，不应该完全忽略英
国和印度这两个同为茶叶鸦片贸易轴心的国家。比如，茶叶消费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那些影响
？书中只笼统的提了引述了Macfarlane的一句结论：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与饮茶有直接关系
（P.引023）。此后整本书极少提及。笔者认为：1，首先，从经济角度说，英国人饮茶时加糖和奶的
习惯使其不得不从新大陆和非洲大量进口蔗糖，从而加深了对其属地的殖民程度。威尔士地区的奶业
也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由于饮茶习惯是从皇室——贵族——中产——平民这一顺序发展的，因此从
一开始饮茶就具有奢侈的元素。这种奢侈集中表现在了茶具上，英国对中国茶具的仿造逐渐延伸到整
个瓷器和东方商品上，这对制造业的工业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Maxine Berg教授的“In Pursuit of
Luxury: Global Origins of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请仲教授
参考。2，其次，从社会角度讲，饮茶习惯拓展了英国社会的社交方式，女性在参与tea party的过程中
实现了走出家门，走进社会的突破。3，此外，对19世纪中后期印度开始试种茶叶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
取代了中国茶叶一事，仲教授着重分析了印茶的优势和华茶的劣势(Pp. 77-94)，分析虽然详细，但基
本上是重复前人的观点，姚贤镐的《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已经罗列了从19世纪起各方对该问
题多角度分析，因此，此处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和缺少对英国的分析一样，仲教授遗漏了茶叶和鸦
片生意对印度经济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此处缺憾，茶叶部分可参考Percival Griffiths爵士于1967年
完成的著作：History of the Indian Tea Industry的前半部分。对于罂粟种植和鸦片的生产在印度的影响，
我未读过严格的历史研究，但印度文学家Amitav Ghosh的名著Sea of Poppies值得阅读。综上，尽管本书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既然是全球史研究，研究的重点自然就是各方的关联和影响，因此，有必要专
设篇幅或在已有章节内概述在全球化初期，茶叶和鸦片对英国和印度以及东西方之间产生的影响。二
、细节遗憾阅读本书的确帮助笔者解决了许多困惑，但在细节处仍有诸多疑问和缺憾。1，单位不统
一，则对比无意义诚如仲教授所说：“研究中国经济史最大的困难是统计资料的缺乏”（P. 引031），
但在这种情况下，书中依然收集了比较齐全的中方统计数据，着实可贵。然而这些数据多是直接拿来
照抄，极少整理和加工，因此分散在各个章节的数据单位时有差别。比如，重量单位时而是“担”，
时而是“斤”，时而是“千克”，有时候竟然是“箱”；价格时而是“两”，时而是“海关两”，时
而是“元”，时而是“镑”。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表3.9，同一张表里，前半部分进口量用“箱”，后半
部分用“担”（P. 137），不知这是仲教授的失误还是编辑的疏忽。但无论怎样，这给读者造成了很大
的阅读麻烦和理解障碍。单位不统一，则对比无意义。应该在书的最前页注明本书的单位使用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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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鸦片》

关换算的情况，或者在引用数据时直接统一单位，然后再做说明。此外，书中经常列举一个表格或一
组数据，但缺少解释。比如第二章第一节，“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货值比例”，1750年的茶叶数量
及货值比1740年明显提高，但却没有一个解释（P. 44）。如果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就不要
引用，或直接引用总货值百分比。再比如表3.2，总数变化不大，单价下降，但总价值却翻翻，为什么
（P. 115）？2，概念混淆概念混淆最严重的是“鸦片”和“罂粟”，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尤为明显
（Pp.095-100）.在第九十七页，“鸦片的功用之三被认为是欣赏”。显然，仲教授指的不是鸦片而是
罂粟，从其后文中内容也可判断。此外，茶叶一直被当成“成瘾性”饮料研究，笔者对此很困惑，鸦
片可算是成瘾性商品，咖啡亦勉强算之，但茶叶如何成瘾？（P. 159）成瘾的概念是什么？如果因为人
们长期饮茶就将其称为“成瘾”，那么米饭面条鸡鸭鱼肉皆成瘾乎？3，没有回答的“为什么”（1）
本文的个别的专题研究总是让人意犹未尽，读罢全书我对大的困惑是：19世纪中国出口的茶叶数量和
价值占中国茶叶总数量和总价值的多少？如果是极少的百分比，则单独研究中国茶叶出口对中国近代
化的影响意义极小。本书没有给出答案。（2）引用许乃济的奏折后，仲教授点评道：“站在今天的
立场上来看，许乃济的观点肯定是要受到批判的”（P. 150）。我反复的读了几遍许的奏折，仍没理解
为什么是“肯定要受到批判”。（3）第三章第一节，仲教授要解释为什么全世界都食用鸦片，偏偏
在中国成了大问题，仲教授把原因归结在吸食方式上，但根据Virginia Berridge的Opium and the People
，伦敦的鸦片馆不乏许多烟客用与中国同样的方法吸食，这又怎么解释呢？三、难以容忍的“硬伤”
以上所述，尚都属于可以探讨的范围，但这一部分将指出那些无法让人接受的由仲伟民教授或是三联
编辑们极不负责的态度所造成的硬伤。1，令人发指的英文文献引用（1）正文第004页第二个注释1.1 A
study of Asian Opium Trade, 其中study未大写首字母；1.2 副标题未写全，遗漏了1850-1950;1.3 括号内的
书系Asia's Transformation，遗漏了&quot;s&quot;,应为“Asia's Transformations”（2）第007页第二个注
释， 出版社的地址是France，而该书却是不折不扣的英文书。这暂且不论，请问仲教授，有没有一家
出版社前面写国家名称的？（3）第023页第二个注释无出版社地址（4）第033页第一个注释，书名写
错了，应该是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5）第044页第三个注释5.1书名中“亚洲”一词拼写错误
，应为Asia，非“Asin”5.2书名未写全，遗漏1660-1760.（6）第056页第一个注释，书名错了，应
为Traders of the Far East。（7）第059页第一个注释，书名没写全，同（5.2）。（8）第068页第一个注
释8.1 作者写错了，应是Ernest R. May, John King Fairbank8.2 书名没写全（9）第118页第一个注释，无页
码。（10）第247页第四个注释，拼写错误，Brave New World，非Brade，本书所有关于该书的引用标
注都是错的。（11）第248页第二个注释，出版社应为Hutchinson and Co.。（12）第252页第一个注
释12.1 书名符号应是Being &quot;the Times&quot;...12.2 书名拼写错误Correspondent，应
为Correspondence（13）第272页第一个注释，书名拼写错误。Relative，非Rrelative有些错误我实在是懒
得一一挑出来了，作者的姓有时候在前有时候在后；页数“P”后面有时候加“.”有时候不加；出版
社标注及其随意。2，其他正文中仅有的几个英文人名也是错的，序002页中的“华威大学也建立了以
伯格（Maxine Berger）教授”。。。其中，伯格教授的英文名是Maxine Berg，而非Maxine Berger。
第081页第二行，“茶叶加工商（Robert Fortuns）”，应为Robert Fortune，这个人很有名，请仲教授记
清。此外还有许多的硬伤，第59页，“1834年4月24日，东印度公司被解散”，我遍查中英文资料，也
不知道您这一大胆的论断是如何作出的。。。仲老师，作为一名具有教授职称的名校教员，最起码的
要求就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谈何教书育人？没有英文文献并不丢人，随处找几
本英文书东拉西扯引几句话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我希望如果此书可以再版，请您和三联的小编们一
定好好校对一下，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期待此书的加强版。（本人只是就事论事，言语不当请仲教
授和他的学生们见谅。）
3、19世纪中西贸易的关键情节——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黄敬斌《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27日 05 版）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
、弗兰克、彭慕兰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调综合和整体的研究视野，将越来越多的历史现象和事件
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十五六世纪以来的近代化和全球化进
程作了反思和多样的解释，对中国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也予以重新的检讨。仲伟民
的新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以下简称《茶叶与鸦片》）一书，以19世纪
中西贸易中两种主要的大宗商品：茶叶和鸦片为主要线索，但眼光却不局限于贸易本身，而是在学界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详尽的数据，建构起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分析其整体特
点，同时，该书更将它们置于全球化和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许多以往我们在“国史”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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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学术框架下所不曾考虑到的问题——怎样透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来看待当年经济全球化浪
潮中中国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于何方？东西方的“分流”又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茶叶与鸦片》指出，在19世纪逐渐发展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大多数的年头里，占据进出口贸
易货值绝对多数的，出口是茶叶，进口则是鸦片。在世界工业化的这个初期阶段，全球贸易的早期发
展史上，香料、胡椒、咖啡等地区“特产”或成瘾性物品占据统治地位的模式，在中西贸易中仍然延
续着，我们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向殖民地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的贸易模式，其实出现得相
当晚。然而，正如布罗代尔所论，在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的理想活动场所之前，远程贸易以其高不
确定性、高利润率和集中性等特点成为资本主义“自己的家”，因此正是香料、胡椒、咖啡、茶叶等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早期发展奠
定了基础。19世纪的茶叶和鸦片贸易仍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大历史的组成部分，通过茶叶贸易
，东印度公司及后来的各大商行赚取了巨额利润，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得巨额税收。鸦片贸易不但具有
同样丰厚的利润，而且是中英印三角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是茶叶贸易得以持续的关键。
“这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及其复杂关系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并使中国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旋涡”
。在全球化的起源与推动力量的历史解释上，目前在西方存在两类不同的见解。沃勒斯坦认为，“现
代世界体系”16世纪发端于欧洲，后来逐步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中国直至19世
纪才被纳入这一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则认为，早在18世纪以前，甚至“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
存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或“全球经济”，只不过当时在全球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的
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则居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只是由于从美洲得到了大笔金钱，
“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才能参与到亚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中来，并最终
在18世纪以后取代了亚洲在世界体系中的“火车头”位置。《茶叶与鸦片》比较倾向于沃勒斯坦的理
论，它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
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而且，19世纪茶叶与鸦片贸易的发展历程显
示，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甚至是同“近代经济成长”背道而驰的，中
国在19世纪商战和全球化进程中终于成为失败者。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19世纪中西、主要是中
英茶叶和鸦片贸易的详细分析，《茶叶与鸦片》一书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有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
：欧洲人来到亚洲时，贸易双方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是否真的是“同质”的？19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中
，英国人的优势是否确实展现在“资本主义”上？当然，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术语，“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一个“标准”定义。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垄断、投机活动来牟取高
额利润的资金运营手段，是人类经济生活三个层次中最高的一个级别，它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开来：
虽然以后者的存在为基础，但资本主义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和控制市场经济，有能力制订和
改变战略、选择和改变自己的活动范围，以牟取最大的利益，它因此是一种“不透明”的经济层次。
这样的定义较为具体，在历史学界影响广泛，而且它可能抓住了近代以前东西方经济体系差异的一个
关键点：即使是主张“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的彭慕兰也承认，1800年以前西欧和东亚的商业组
织，至少在欧洲人看来是最重要的海外贸易部门中，彼此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异在19世纪的中英
茶叶和鸦片贸易中便体现在：在各个发展阶段，茶叶贸易始终控制在英国的大商人手里：1833年之前
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时期，此后也仍然是怡和等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大贸易商资金雄厚、信息
灵通、对于贸易的全局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有着清晰的认识。出口商方面，鸦片战争之前广州的行商表
面看来颇有资本家的实力和垄断地位，然而不论是他们，还是行商制度解体后面对英国贸易商的大小
商人，资金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瓶颈，而且他们对于茶叶贸易的全局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只是被动地
满足英国商人的需求。英国人茶叶消费的普及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拓展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的主动推
销；英国贸易商有意识地通过控制贸易数量来保证高额利润，中国的茶商和茶农则绝无此能力，因此
反而经常要遭受亏损。19世纪末期，中国的茶叶出口出现危机，尤其是印度、锡兰产的茶叶逐步在英
国市场上战胜了中国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锡兰茶叶生产模式的优越性所致：大种植园和机器
加工的生产方式，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保证了质量。实际上，印度茶叶生产的发展本身，就凸现
了19世纪英国的经济体系确实具备强大的“改变战略的能力”。鸦片贸易同样是这种“战略能力”的
体现：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同样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拓展的结果，而且这种业务拓展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也就是以鸦片输入中国来填平英国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同时将印度牢牢绑在它的全球体系之中。这
些分析让我们认识到，19世纪的中西贸易组织，确实一方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商业体系，而另一方
，正如布罗代尔的评价，仅仅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各种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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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与鸦片》可谓抓住了19世纪中西贸易的关键情节：要理解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理解东西方的“分流”
，也许没有什么比对外贸易中的组织与冲突更直观的了。《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
国》 仲伟民著 三联书店
4、资料价值不错，但作者总结评论部分，过高看重自己研究的茶/鸦贸易在19世纪初叶勃兴而提出以
此作为近代史开端，也太投入了。笔记：a. 英驻汉领事1890年列举印度锡兰茶叶KO华茶的11个有利条
件:1.资本厚2.低利借款3.税低 4.劳力廉价 5.化学农业发达 6了解客户口味7.运输便利 8.离客户近 9.公共水
利发达抵御旱涝10.面积大 11.机器化 P076b.林则徐在1847也主张自种土烟以抵御洋烟 P151c.东印度公司
为了自己利益抵制在印度种茶叶，解散后印度茶叶兴起P171d.茶叶占19世纪中国出口商品一半，进口
外汇一半来自茶叶e.1843-1894 列强向中国贩运鸦片18.11亿关两  1895-1930 7.75亿两f.鸦片收入占英属印
度1850s年代政府收入的12%-15.8%g.近代的讽刺：鸦片战争前是印度鸦片到中国，中国茶叶到英国，两
代人以后，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叶打败中国茶叶，中国市场上本土鸦片逼退印度鸦片，对中国双重打
击~h.19世纪后期估计中国吸鸦片的人有2000万
5、中英两国相隔万里，本无任何关联。可是机缘巧合，因为有了茶叶和鸦片这两种特殊商品，使得
两国的命运发生关联，一同卷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18世纪开始，英国人逐渐养成饮茶的习惯
，还产生了很多歌颂茶叶的作品。在一两百年内，英国的劳动阶层在茶叶上的开销就上升至其食物总
开支的10％左右。不妨做个对比，同期的劳动阶层在肉的支出，大约为总支出的12％，啤酒的支出仅
为2.5%。英国人民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可中国人民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英国产品
，只是把大笔的白银装进口袋，直到英国人发现了鸦片。鸦片成本极低，种植方便，而且它那种难以
抗拒的上瘾特性，足以牢牢绑定中国人的钱袋。英国人成功了，他们用鸦片打开了中国市场，并且经
过两次鸦片战争，把这种贸易模式固定了下来。1854—1858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仍高
达7192759镑，而印度输华鸦片贸易每年为6365319镑，仅鸦片一项就可弥补逆差总额的89％。国人不大
熟悉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本土大量种植鸦片，用土烟替代洋烟，而且也获得
了成功。到了十九世纪末，国外输华的鸦片数量已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但此时国门已经打开，经
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博弈形势再不可逆转。（梁捷 推荐）本文刊于【读品】101辑 　　　　　　　
　　　　　　　　　　　　　　　　　　　　　　　　 【免费】订阅 点
击http://blog.sina.com.cn/dupinjournal 网站订阅框。 或发邮件至dupinjournal@gmail.com订阅 　　　　　
　　　　　　　　　　　 【读品】下载请前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058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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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茶叶与鸦片》的笔记-第八章 余论 19世纪研究的再检讨

                                              英国政府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长时间不急
于强迫清政府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是因为清政府的赔偿已
经实际承认禁烟销烟是错误的，而且基本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
化，没有必要再写进具体条文。邪恶战胜正义，强权侮辱真理，在
中英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利润和所谓自由贸易高
于一切的市场规则中，尤其在19世纪先发近代化国家急于开拓国际
市场的大背景下，这一切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因为在那个时代，
}日的道德理念正在被突破和抛弃，新的理念(其实，即使当代国际
关系新理念，也是以实力作为后盾的)尚未形成和正在形成过程之
中，因此只有强权者有话语权，谁有实力谁制订规则。19世纪的全
球化是少数国家强权主导下的全球化，其采用的手段是，能靠廉价
商品取胜的地方就利用通商贸易占领别人的市场，不能用市场法则
取胜的地方就用枪炮去直接占领。你的软弱和危机，恰好正是别人
的机会。在19世纪全球化的链条中，中国处在最脆弱最不利的那个
环节。

【“是因为清政府的赔偿已经实际承认禁烟销烟是错误的，而且基本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没有
必要再写进具体条文。” 似乎有真相党说过鸦片战争不是鸦片战争因为条文中没有鸦片合法化的内容
。】

2、《茶叶与鸦片》的笔记-第310页

            关于鸦片，中国人最初曾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天真地力劝英
国人不要从事此类危及中国人健康的肮脏生意，根本没有意识到鸦
片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不知道鸦片贸易是英国维持汇兑顺差的重
要手段，而只有靠着这种顺差，英国人“才能得到从中国输往西方
市场数量不断增加的茶和丝的支付手段” 恐怕很久以后中国人才
理解了这一点。尽管英国国内自始至终不乏谴责鸦片贸易的正义的
声音，比如鸦片战争刚开始时，一些正直善良的英国人士便纷纷向
下院递交请愿书，抗议向中国倾销鸦片。仅在1840年2月至8月短
短的半年时间里，递至下院的请愿书就有150多份，请愿者要求在
印度禁止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禁止英印商人走私鸦片，停止对中
国的战争等。但这种正义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压倒鸦片贩子的叫嚣，
更未改变英国的国策。只是到了20世纪初期鸦片对英国已经不再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候，这正义的声音才真正发挥作用并付诸实
施，可是至此鸦片毒害中国人已经一个多世纪了。

3、《茶叶与鸦片》的笔记-第280页

          从1860年代末起，国产鸦片首先在云贵川等地形成了对进口鸦
片的竞争优势，至1870年代发展为全国性种植，1880年代全面压倒
进口鸦片，国产鸦片在激烈的鸦片市场竞争中取得全面胜利。这可
能是中国在19世纪的无数商战中，取得唯一一次胜利的商战。可是
这样的胜利是一个悲剧，带着太多的苦涩和无奈，因为市场越大，
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就越多，中国的危机就越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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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茶叶与鸦片》的笔记-第281页

        I895年，印度鸦片的进口量比上年减少了4000箱，下降了约
11%。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对中国鸦片市场进行了仔细观察，
他说:
   " 好几年来已变得明显的是，热烈争论中的鸦片问题即将自
行解决，因而那么多人所希望看到的以暴力手段使之结束的鸦
片贸易，很可能通过某.种无痛的消灭方式而告消失。它的进口
量每年都在减少，因而如同中国的茶叶贸易一样，很快就会成
为一种往事了。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吸鸦片烟者是不见得会减
少的。从中国西部输入的中国鸦片已超过了10000担，而且奇
妙的是，其增加数几乎就是印度鸦片的减少数。更加值得注意
的是，上海已将上述中国鸦片中的一部分向国外出口，可能是
香港或新加坡。出口量不大，然而它多少是一笔出口，而且很
可能是一种新发展的开端。"

5、《茶叶与鸦片》的笔记-第155页

            其次，因种植婴栗而占用大量耕地，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
经常造成饥荒。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种植罂粟是一种破坏性的生产，有百害而
无一利。至清代后期，中国的人.均土地和粮食占有率已经很低，却
又因种植罂粟使情况变得更糟。据统计，1900年中国鸦片产量为
37.6万担，1894年产量估计约30 - 35万担，取中数32.5万担;
以平均亩产鸦片3市斤计，则32.5万担鸦片侵占耕地达1300万
亩;如依每户平均种植婴粟田6亩计，则需耗用200余万户的农业
劳动力。罂粟田挤占粮田，粮食自然大幅度减少。由此我们可以推
论，19世纪社会经常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流民增多，与大规模种
植罂粟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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