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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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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历史的近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ꎬ学术界关于近代化原因的揭示已经非常充分ꎬ但从世界

市场尤其是从成瘾性消费品市场这个角度所做的研究非常不够ꎮ 包括糖、茶叶、咖啡、可可等在内的成瘾性消费

品曾经在世界近代化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ꎬ它们不仅在大航海后成为主要的世界商品ꎬ而且成为宗主

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链接纽带ꎮ 成瘾性消费品既是近代生活方式和近代文化产生的催化剂ꎬ也是世界近代化的助

推器ꎬ还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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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瘾性消费品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

能被认为是一个含有负面意义的概念ꎮ 其实ꎬ在
学术研究中ꎬ成瘾性消费品应该是一个中性概

念ꎮ〔１〕

成瘾性是指此类商品的某种特性ꎬ部分成瘾

性消费品对人身体的确有害ꎬ比如鸦片、可卡因、
烟草等ꎬ但也有不少成瘾性消费品不仅不会对人

的身体造成伤害ꎬ而且可能非常有益ꎬ比如茶叶、
咖啡、可可等ꎬ以及适量的糖、酒等ꎬ而且这些成

瘾性消费品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ꎮ
笔者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ꎬ而且认为只

有这个概念才能准确表达此类消费品的内涵和

意义ꎮ 本文所关注的是ꎬ这些成瘾性商品在近代

世界的形成过程中ꎬ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ꎮ

一、成瘾性消费品成为大航海之后的世界商品

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ꎬ或者说以英国为代表

的近代化国家的成功原因ꎬ学术界从制度、科技、
宗教等方面探讨很多ꎮ 教科书一般都会这么说ꎬ
文艺复兴后的思想解放、科技进步、大航海等是

欧洲国家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主要原因ꎬ这当然没

有什么问题ꎻ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ꎬ自中

世纪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制度变革ꎬ包括深刻的经

济制度变革ꎬ是欧洲现代化的根本原因ꎬ当然更

没有问题ꎮ 上述观点无疑都有非常强的解释力ꎬ
是毋庸置疑的ꎬ的确都是基础或根本性的原因ꎮ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ꎬ除了上述根本性原因

外ꎬ其他一些重要原因同样不能忽视ꎮ 比如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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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殊商品就在这个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ꎬ这
些特殊商品被一些学者称为“世界商品”ꎬ比如

糖、茶叶、棉纺织品以及后来的化纤制品就是典

型的、无可替代的“世界商品”ꎮ 这些商品在世

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ꎬ绝对不可小视ꎬ因为正

是这些商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ꎬ才促使了世界

一体化进程的加速ꎬ它们既是世界历史全球化的

宠儿ꎬ又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助推因素ꎮ 川北稔

指出:“不管是棉纺织品、棉花ꎬ还是砂糖ꎬ在过去

都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原动力ꎬ我们不应该忘记它

们曾经焕发出的耀眼光芒ꎮ 因为不管是好还是

坏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都是由砂糖、棉纺织

品这些商品所推动和创造出来的ꎮ” 〔２〕 棉花及棉

纺织品在近代历史中的作用无可替代ꎬ没有棉纺

织业就根本没有英国的工业化ꎬ甚至美国经济的

起飞也是根源于棉纺织业的发展ꎬ〔３〕这些常识已

经为人熟知ꎮ 另外ꎬ通过物质文化认识历史ꎬ通
过消费品来认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ꎬ也是我

们观察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ꎬ因
为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ꎬ而人首先是需要生存

的ꎻ恰有意味的是ꎬ在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ꎬ人
类必需消费品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ꎬ这是历史

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在影响近代历史发展的世界商品中ꎬ有一类

商品不容忽视ꎬ这就是成瘾性消费品ꎮ 成瘾性消

费品种类繁多ꎬ诸如茶叶、可可、咖啡、古柯叶、槟
榔、烟草、鸦片、糖等等ꎮ 除茶叶和糖之外ꎬ将上

述消费品归为成瘾性消费品ꎬ大约不会有什么争

议ꎮ 至于茶叶和糖ꎬ有人不太同意是成瘾性消费

品ꎮ 但笔者认为ꎬ茶叶是非常典型的成瘾性消费

品ꎮ 茶叶中含有 ２％ ~ ４％ 的咖啡因(咖啡豆是

茶叶的 ２ 倍)ꎬ因此茶叶是一种兴奋剂ꎻ如果烹煮

或浸泡时放入足量或多量的茶叶ꎬ那么咖啡因就

会高很多ꎮ 经常饮茶的人ꎬ对咖啡因的耐受会越

来越强ꎬ于是饮用的茶叶数量则会越来越多ꎮ 饮

茶成为一种习惯ꎬ即是典型的成瘾标志ꎮ 糖的甜

味ꎬ婴幼儿就喜欢ꎬ世界各地无一例外ꎬ其成瘾性

似乎也是无可置疑的ꎮ

很多成瘾性消费品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ꎬ自
古就供人类享受、消费ꎬ比如糖、茶叶、咖啡等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上述成瘾性消费品在大航海之

前ꎬ基本都是局限于某一区域ꎬ即只有某些地区

的某些人群食用这些成瘾性消费品ꎮ 以世界三

大饮料为例ꎬ茶叶生产和消费主要集中在以中国

为中心的东亚地区ꎻ咖啡原产于非洲ꎬ是阿拉伯

人使咖啡广而知之ꎻ可可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

上游的热带雨林ꎬ１６ 世纪后才被欧洲人当作宝

贝ꎮ
成瘾性消费品在全世界流行ꎬ是在一个非常

特殊的时期ꎬ即大航海后一两百年的时间ꎮ 也就

是说ꎬ大航海是成瘾性消费品在全球传播的一个

最重要的契机ꎬ如果没有大航海ꎬ这些消费品的

传播速度不会如此之快ꎮ 这一类消费品伴随大

航海所引致的全球化趋势ꎬ成为近代商品世界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并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与生

活ꎮ 而此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快速发展ꎬ又引致社

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上层人士的消费水平迅速提

高ꎬ有学者认为ꎬ１７、１８ 世纪的英国以及稍后的

法国ꎬ已经具备了近代消费型社会的主要特

征ꎮ〔４〕而下层人民同样得益ꎬ因为相比于传统的

酒类饮料ꎬ茶叶加糖要便宜很多ꎬ而且能够提供

更多的热量ꎮ 所以同样有学者指出ꎬ正是因为下

层民众的日趋贫困ꎬ才使茶叶越来越重要ꎬ“因为

他们已经喝不起麦芽酒”ꎮ〔５〕 比如糖家族中最重

要的一类是蔗糖ꎬ蔗糖原产于大洋洲及美洲ꎬ后
来亚洲也有生产ꎬ但欧洲直到公元 １０００ 年左右

还极少有人知道蔗糖的存在ꎮ 此后欧洲人才逐

渐了解蔗糖ꎬ到 １６５０ 年时ꎬ英格兰的贵族和富人

们已经嗜糖成癖ꎬ并且蔗糖开始频频出现在药

品、文学想象以及身份的炫耀等方面ꎮ 最晚到

１８００ 年前后ꎬ蔗糖已经成为英格兰人不可或缺

的日常生活消费品ꎬ尽管此时蔗糖的价格依然较

高ꎮ 到 １９００ 年时ꎬ蔗糖为英国人的日常饮食提

供了近五分之一的热量ꎮ〔６〕

也就是说ꎬ这些消费品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

历史ꎬ几乎与近代化过程或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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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ꎬ也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一致ꎮ 全球化进程

中如果缺少了这类成瘾性消费品ꎬ全球化的速度

肯定会大大减缓ꎬ因此这些成瘾性消费品是目前

全球史研究的宠儿ꎮ 这类消费品在全球传播的

历史的确值得特别关注ꎬ因为研究这些成瘾性消

费品的历史ꎬ实际上就是研究资本主义产生与发

展的历史ꎬ也是研究全球化的历史ꎮ

二、成瘾性消费品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其中最有代表的成瘾性消费品是糖ꎮ 在成

瘾性消费品全球化过程中ꎬ糖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一种消费品ꎮ
糖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成为最为普通

的一种消费品ꎮ 这种消费品不可或缺ꎬ价格便

宜ꎬ充斥市场ꎮ 因为现代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

升ꎬ糖的摄取量也逐渐提高ꎬ导致各种疾病的产

生ꎬ因此糖在许多国家被视为不健康食品ꎮ 其

实ꎬ食糖过度危害健康的观点ꎬ是人们最近几十

年才认识到的ꎬ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ꎬ在砂糖

大规模生产之前ꎬ糖一直曾经是非常稀缺、非常

昂贵的一种商品ꎬ是一种奢侈品ꎮ 在很多地方ꎬ
糖经常被作为一种药品和补品ꎮ〔７〕

对近代欧洲来说ꎬ在所有的海外商品中ꎬ“糖
是最重要的ꎮ 它的历史至少同欧洲向外开拓新

世界的历史一样悠久ꎬ可以说是它的缩影”ꎮ〔８〕如

果没有糖引入欧洲的日常生活中ꎬ可能就不会有

茶叶和咖啡的流行ꎬ不会有后来欧洲人的新型的

生活方式ꎻ而如果没有新型的生活方式ꎬ则可能

很难想象欧洲的近代化是否能成功———这并非

危言耸听ꎮ
人类制造糖的历史非常悠久ꎬ但制造糖的技

术到底何时发明、在何地发明ꎬ学术界争议很大ꎮ
根据现有成果来看ꎬ印度可能是最早发明并食用

蔗糖的地区ꎬ这也是欧美学界公认的结论ꎮ 中国

也很早就有制造蔗糖的技术ꎬ如汉代«异物志»
曾记载:“(甘蔗)长丈余颇似竹ꎬ斩而食之既甘ꎬ
榨取汁如饴饧ꎬ名之曰糖ꎮ”不过ꎬ这个时期中国

制造的蔗糖ꎬ大约是通过在阳光下曝晒甘蔗汁的

原始方法ꎬ使甘蔗汁变成粘稠的半固体形状而

已ꎬ只能算是红糖的雏形ꎮ 唐代曾有人专程去印

度学习制糖技术ꎬ从文化与技术传播史分析ꎬ中
国的制糖技术应该是从印度学习而来ꎮ 至于后

来人们主要消费的白糖最早是在哪里发明的ꎬ学
术界产生了争议ꎬ有学者认为是印度ꎬ有学者认

为是中国ꎮ〔９〕

关于糖的发明权问题ꎬ不是本文考察的重

点ꎬ本文更关注的是糖的传播和影响力ꎮ 像糖这

类消费品从开始时的奢侈品ꎬ逐渐变为日常生活

用品ꎬ即从原来的稀有、价格高昂ꎬ到后来的丰

富、价格低廉ꎻ从原来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ꎬ到后

来普通百姓都有能力消费ꎬ是大航海之后几百年

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趋势ꎮ 正是糖的广泛传播ꎬ带
动了诸如茶叶、咖啡、可可这一类成瘾性消费品

更为广泛的传播ꎻ而且ꎬ也正是因为糖与上述几

类成瘾性消费品奇妙的结合ꎬ使这些消费品成为

市场竞逐的宠儿ꎬ几乎改变了人类的消费方式ꎬ
并极大地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ꎬ成为近代历史

发展的助推剂ꎮ
中国茶叶影响欧洲、走向世界ꎬ是欧洲人在

亚洲探险、经商的一种副产品ꎮ 欧洲人在 １７ 世

纪初期才知道茶叶是一种饮品ꎬ直到 １７ 世纪中

叶之前ꎬ饮茶习惯只在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

等少数欧洲国家的上层社会流行ꎮ 那时ꎬ关于茶

叶对人体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ꎬ争议极大ꎬ莫衷

一是ꎮ 茶叶在短时期内影响欧洲ꎬ主要是因为英

国人的缘故ꎮ 英国茶叶消费的风气始于王室ꎬ饮
茶在 １７ 世纪后期成为英国王室优雅风范的象征

之一ꎬ受到贵族和绅士阶层尤其是女性的热捧和

欢迎ꎮ 到 １８ 世纪初期ꎬ饮茶习俗已遍及英伦三

岛ꎬ至此ꎬ关于饮茶有害的言论基本绝迹ꎮ 在这

个时期的英国ꎬ享受将中国茶和砂糖结合在一起

的红茶ꎬ是一种尊贵和身份的重要标志ꎮ 上有所

好ꎬ下必尚之ꎬ这是英国人突出的性格特点ꎮ 至

１７ 世纪晚期、１８ 世纪初期ꎬ加了砂糖的美味红茶

已经不再是贵族和绅士等上流阶层的专属品ꎬ红
茶已经走出王室、城堡ꎬ迅速成为中产阶级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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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阶级的日常消费品ꎬ成为英国人的民族饮

料ꎮ 中国人喝茶从来不加糖ꎬ但英国人一开始饮

茶就加糖ꎬ既然饮茶习惯源自中国ꎬ那为何会有

如此之大的差别? 据推测ꎬ英国人饮茶加糖的习

惯ꎬ很可能受到印度人的影响ꎬ因为印度人喝茶

是加糖的ꎮ 印度是较早制造砂糖ꎬ也是较早受中

国影响而饮茶的国家ꎮ 而英国最初就是经由印

度西部的苏拉特港从中国进口茶叶的ꎬ因此很可

能是印度人的饮茶方式影响了英国船员ꎬ英国船

员将这种饮茶方式带到了国内ꎮ〔１０〕西敏司指出:
从 １６５０ 年起ꎬ糖在许多国家从一种奢侈

品和稀有品变成一种日用品和必需品ꎬ英国

就是其中的一个ꎮ 除了一些极特殊的例外ꎬ
１６５０ 年以后消费的增长伴随着西方的发展

进程ꎮ 我相信ꎬ这是第二波(如果忽略掉烟

草的话ꎬ也可以说是第一波)所谓奢侈品转

型的风潮ꎬ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

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ꎬ这首先集中表现于尼

德兰和英格兰ꎮ〔１１〕

到 １８ 世纪ꎬ饮茶习惯在英国迅速普及ꎮ 尤

其是 １７８４ 年«抵代税法»发布后ꎬ茶叶走私基本

被制止ꎬ茶叶价格大幅度下降ꎬ茶叶名副其实成

为了英国的民族饮料ꎮ 另外ꎬ从经济与贸易的角

度分析ꎬ从东方大量进口茶叶也符合国家的利

益ꎬ因为只有“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

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

物”ꎮ〔１２〕１８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弗里德里克莫顿伊

登为了撰写«穷人的状况»一书ꎬ在英国各地开

展调查ꎬ详细记录了当时各地穷人的饮食状况ꎮ
他发现ꎬ绝大多数穷人都定期购买茶叶和糖ꎬ这
两项支出占当时普通人家庭总收入的 ５％ ~
１０％ ꎮ〔１３〕也就是说ꎬ对当时所有的英国人来说ꎬ
糖和茶叶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消费不可缺少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与英国人对茶的喜爱和迷恋不同ꎬ荷兰人、

法国人更喜欢咖啡ꎮ 根据现在可考证的历史ꎬ人
类大规模喝咖啡的时间其实很晚ꎬ大致是从 １５
世纪才开始的ꎬ最初流行的区域也仅限于也门ꎮ

此后ꎬ咖啡很快就随伊斯兰教影响力的扩大而扩

散到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ꎬ在 １６ 世纪后期ꎬ逐
渐扩展到了伊朗和土耳其ꎮ 至 １７ 世纪ꎬ饮用咖

啡的习惯扩展到了欧洲ꎮ １６４５ 年ꎬ欧洲的第一

家咖啡馆在意大利的罗马开张ꎬ与茶叶在英国流

行的情况相似ꎬ咖啡很快也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

喜爱的饮品ꎮ 荷兰商人见销售咖啡有利可图ꎬ于
是他们把咖啡树苗带到了爪哇和斯里兰卡ꎬ试种

非常成功ꎬ１７１１ 年欧洲国家便开始从爪哇和斯

里兰卡进口咖啡豆ꎮ 此时ꎬ咖啡已经是欧洲许多

国家非常流行的饮品了ꎮ
在法国ꎬ至 １７ 世纪后期ꎬ喝咖啡成为法国的

时尚ꎬ１８ 世纪后法国咖啡需求量猛增ꎬ此与英国

饮茶之风大盛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英法两国对饮

品的不同嗜好ꎬ可能与两国人的性格有关ꎬ比如

米什莱(Ｍｉｃｈｅｌｅｔ)就认为法国大革命发生的部分

原因是受到了喝咖啡的影响ꎻ〔１４〕 也与其殖民经

历有关ꎬ因为法国殖民地主要在美洲和非洲ꎮ 在

这一时期ꎬ法国人开始在加勒比海上的殖民地地

区种植咖啡ꎬ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咖啡树

的生长ꎬ因此很快成为世界咖啡生产的核心地

区ꎮ １７８８ 年ꎬ世界咖啡总产量的一半来自法属

殖民地圣多明戈ꎮ 后来成为咖啡生产和出口第

一大国的巴西ꎬ实际上直到 １８２２ 年才开始大规

模引进种植ꎬ巴西的咖啡生产发展极为迅速ꎬ至
２０ 世纪初期ꎬ巴西已经成为控制世界 ７０％ 咖啡

产量的国家ꎮ
随着殖民扩张ꎬ茶叶和咖啡同时被带进了北

美新大陆ꎮ 后来因为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随后

不久的美国脱离英联邦而独立ꎬ排斥茶叶、饮用

咖啡遂成为爱国的象征ꎬ喝咖啡被看作是支持独

立的标志ꎬ这直接导致咖啡在北美的销量直线上

升ꎬ而茶叶的销售量急剧下降ꎮ 英国人饮茶ꎬ美
国人喝咖啡ꎬ似乎成为英美两国人民的身份标志

之一ꎬ这是很有意味的事ꎮ
茶叶在英国ꎬ咖啡在法国、美国ꎬ其他欧洲国

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ꎬ于是这两种饮料迅速

成为欧美世界最受欢迎的消费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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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茶叶、咖啡相比ꎬ被称为“神仙饮料”的巧

克力饮料ꎬ原产于南美亚马逊河平原地区ꎬ可可

这种植物在 １６ 世纪之前鲜为人知ꎮ 另因为可可

产量低ꎬ极为稀少ꎬ因此巧克力饮料起初的价格

非常昂贵ꎮ １６ 世纪末ꎬ西班牙人建立世界上第

一个巧克力工厂ꎬ产量非常有限ꎮ 在 １７ 世纪ꎬ可
可主要由天主教人士食用ꎬ但已经非常受到人们

的喜爱ꎮ 固体的巧克力出现更晚ꎬ直到 １８４８ 年

才由瑞士人制造出了由可可、牛奶、糖为主要原

料的固体巧克力ꎮ
上述茶叶、咖啡、可可等几种成瘾性消费品

在全球的传播ꎬ都极大地带动了砂糖产业的发

展ꎮ 我们看到ꎬ除了中国人饮茶不加糖外ꎬ其他

地方饮用茶叶、咖啡等ꎬ都需要加入大量的砂糖ꎮ
在人类社会发生急速转型的时代ꎬ人们要比传统

时代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ꎬ因此就需要补充更

多的热量ꎬ在肉蛋奶等产品尚不丰富、价格较高

的情况下ꎬ这些成瘾性消费品自然就受到了人们

的青睐ꎬ并迅速进入世界市场舞台的中心ꎬ成为

这个时代的商品宠儿ꎮ

三、成瘾性消费品对近代世界形成的作用和影响

成瘾性消费品在短时期风靡全世界ꎬ有其必

然的趋势ꎬ因为此类消费品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

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在欧美近代化

过程中ꎬ此类消费品在对旧世界改造的同时ꎬ对
新的社会生活的重塑不可低估ꎻ如果没有此类消

费品ꎬ近代欧美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特征ꎮ
１. 近代生活方式和近代文化产生的催化剂

近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ꎬ它既指生产方式的

近代化、思维方式的近代化ꎬ还指生活方式的近

代化ꎮ 生活方式如何近代化? 这是一个很难测

度的指标ꎬ但是我们无可否认ꎬ成瘾性消费品在

近代生活方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ꎬ与生产方式转型相

比ꎬ生活方式的转型更为复杂ꎬ也很少引人注意ꎮ
所以现在我们往往把近代社会的转型简化为“工
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产生”ꎬ显然这是一种非

常正确但相当表面化的理解ꎮ 生产方式与思维

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ꎬ它们是近

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ꎮ 茶叶、咖啡、可可等

成瘾性消费品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ꎬ它们既是近

代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而人们在消费这些

商品的同时ꎬ又逐渐形成了近代的生活方式ꎬ规
范着人们的行为和习惯ꎮ

咖啡馆是考察欧洲近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

要窗口ꎬ我们甚至可以说咖啡馆孕育了近代的欧

洲文化ꎮ 之所以多叫咖啡馆而非茶馆ꎬ是因为起

初顾客的确以消费咖啡为主ꎬ但因为咖啡的供应

经常难以保障ꎬ而茶叶供应则相对比较充足ꎬ所
以咖啡馆里常年供应的是茶ꎮ 尤其是在英国ꎬ咖
啡馆其实就是茶馆ꎮ 咖啡馆是非常开放的场所ꎬ
不仅男子经常进入ꎬ妇女也是咖啡馆的常客ꎬ甚
至成为了妇女的天堂ꎮ 在 １７—１８ 世纪的欧洲主

要城市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ꎬ咖啡馆数量

惊人ꎮ 当然ꎬ咖啡馆里买的不仅仅有咖啡、茶ꎬ还
有巧克力饮料(固体巧克力很晚才出现)以及香

烟等ꎬ糖当然也是咖啡馆里不可缺少的重要消费

品ꎮ 当时ꎬ因为咖啡的稀缺性、加工复杂以及价

格较为昂贵ꎬ所以还无法普及到普通家庭ꎮ 在繁

忙辛苦的工作之余ꎬ英国人最喜欢在香雾缭绕的

咖啡馆里边喝茶边谈天说地、交流信息、发表个

人见解ꎮ
咖啡馆里充满了自由的气息ꎬ身份地位

以及经济实力的差距都可以忽略不计ꎮ 其实

所谓的“近代文化”正是在咖啡馆里生发出

来的ꎮ 而咖啡馆所提供的砂糖、红茶和咖啡

所起的作用就好比近代文化的助产妇一

样ꎮ〔１５〕

说咖啡馆是近代文化的助产妇ꎬ一点也不为

过ꎮ 直到今天在科学界影响极大的皇家学会就

是诞生在伦敦咖啡馆里ꎬ包括牛顿在内的一大批

科学家都是这个学会的成员ꎮ 在这个时期ꎬ咖啡

馆绝不仅仅是休闲娱乐的场所ꎬ它更是信息交流

的场所ꎬ甚至是各种信息交流的最重要的场所ꎮ
这里有前沿的科学咨询ꎬ因此在咖啡馆诞生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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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报纸和杂志ꎻ这里有重要的经济信息ꎬ因此

在咖啡馆诞生了近代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

公司ꎮ 咖啡馆与近代文学、音乐、喜剧的关系同

样非常密切ꎬ不仅像«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

记»等名作产生于咖啡馆ꎬ连“小说”这一重要文

体也是产生于咖啡馆ꎮ 更有意思的是ꎬ近代政党

的诞生ꎬ大约与咖啡馆也有极大的关系ꎬ因为人

们喜欢在这里聚会、谈论国家大事ꎮ 由此可见ꎬ
咖啡馆的功能非同寻常ꎮ

在法国ꎬ咖啡馆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ꎮ 法国

人在咖啡馆当然主要是享用咖啡ꎬ但葡萄酒同样

是法国人的最爱ꎮ 因为当时咖啡的加工技术还

相当初步ꎬ因此法国人主要在咖啡馆享受咖啡的

美味ꎬ在 １９ 世纪中期之前咖啡基本上没有进入

家庭ꎮ 这一点与茶叶大不一样ꎬ因为茶叶浸泡烹

煮技术非常简单ꎬ所以茶叶很快就进入了家庭ꎮ
结果导致ꎬ英国的咖啡馆到 １８ 世纪后期就逐渐

衰落ꎬ而法国的咖啡馆直到 １９ 世纪依然极受人

们喜爱ꎮ １８、１９ 世纪的巴黎咖啡馆是当时的文

化中心ꎬ许多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经常聚

集在咖啡馆ꎬ咖啡以及葡萄酒使法国人的艺术和

浪漫气息无与伦比ꎮ
正如上文提到ꎬ咖啡馆欢迎所有人来消费ꎬ

包括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女人ꎮ 成瘾

性消费品特别受到女性的喜爱ꎬ而这个时代又是

特别需要女性劳动力、欢迎女性走出家门的时

代ꎬ这大大促使了此类成瘾性消费品生产和贸易

的增长ꎮ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生活方式

的形成ꎬ与女性对奢侈品消费的喜爱和追求有极

大的正相关关系ꎮ 桑巴特就特别指出过“甜食的

消费与女性统治存在着关系”ꎬ他说:“(旧式的)
女权主义与糖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发展史来说极

为重要ꎮ 由于女人在资本主义早期所发挥的支

配作用ꎬ糖迅速成为了受人所喜爱的食品ꎻ正是

由于更广泛地使用糖ꎬ像可可、咖啡、茶这样一些

刺激物才被全欧洲迅速地接受ꎮ 这种商品的贸

易ꎬ海外殖民对可可、咖啡和糖的生产ꎬ以及欧洲

对可可的加工和对糖的提纯ꎬ这些都是影响资本

主义发展的十分明显的因素ꎮ” 〔１６〕包括甜食在内

的成瘾性消费品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ꎬ女性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ꎬ这些都导致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２. 助推了欧美的近代化进程

欧洲近代社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殖

民地种植园的历史平行的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种

植园的开辟ꎬ就不可能生产出大量的成瘾性消费

品ꎻ因为欧洲既不能生产这些主要的产品ꎬ也没

有足够的土地种植这些植物ꎮ 而殖民地种植园

的广泛开辟ꎬ解除了欧洲的土地制约ꎻ大量非洲

黑奴及华工被贩卖到殖民地ꎬ则又解决了欧美的

人力匮乏的问题ꎮ 正是在武力压迫与资本驱动

的双重因素之下ꎬ欧美的近代化进程得以顺利进

行ꎮ 尽管笔者对“加州学派”的观点从根本上不

大认同ꎬ但他们的上述看法ꎬ还是有一定说服力

的ꎮ
原来多数成瘾性消费品的消费都是局限于

某一区域ꎬ原因是只有这一区域出产此类植物ꎬ
本地人长期以来就熟悉这类植物的特性ꎮ 但因

为本地生产方式的落后以及地域的封闭等原因ꎬ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ꎬ这些消费品较少对其他

地区产生影响ꎮ
欧洲人进入这些地区并掌握了这些消费品

的生产和销售之后ꎬ情况就大不一样了ꎮ 欧洲人

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方式ꎬ并按照市场需求加工这

些产品ꎬ既使这些产品的供应有了充分保障ꎬ也
大大降低了产品的销售价格ꎮ 这样ꎬ宗主国人们

的生活成本逐渐下降ꎬ又进一步促进了此类消费

品的销售ꎮ 以英国为例ꎬ砂糖和茶叶的奇妙结

合ꎬ使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ꎮ 在

各种成瘾性消费品中ꎬ唯一不能称为奢侈品的大

约就是茶叶ꎬ尽管在 １７ 世纪中期之前茶叶价格

相当昂贵ꎬ普通人家庭很难经常消费ꎬ那时也曾

经被当作奢侈品ꎮ 但到 １８ 世纪后这种情况就发

生了很大变化ꎬ即随着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迅

速增长ꎬ茶叶从原来只有少数人享用的饮品逐渐

变成了普通大众都有能力消费的普通消费品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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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只适用于贵族的“茶歇”变成了全民的生活习

惯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对于穷人来说ꎬ“茶歇”
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ꎬ绝对不只是与闲暇联系在

一起ꎮ 因为当时英国普通人的午餐比较简单ꎬ午
餐至晚饭之间间隔的时间又比较长ꎬ因此“茶

歇”便成为普通英国人补充体力的最佳的方式之

一ꎮ
当然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茶歇”中的主角

表面上是茶ꎬ但实际主角却是糖ꎬ是糖为人们提

供了充足的热量ꎮ 从 １８ 世纪中期开始ꎬ糖在人

们食物结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ꎬ到 １９ 世纪中

期以后糖甚至成为了主角ꎬ人们不仅在茶和咖啡

中加糖ꎬ其他食品尤其是谷物食品中也逐渐加入

越来越多的糖ꎮ 越是贫穷的阶层ꎬ廉价的糖就越

重要ꎬ消费也是最多ꎮ 在 １８、１９ 世纪的英国ꎬ糖
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热量之源ꎬ到 １９００ 年ꎬ糖提供

了人均至少 １ / ６ 的卡路里摄取量ꎮ〔１７〕 从某种程

度上说ꎬ糖的作用无法取代ꎬ尤其是在 １８ 世纪以

前ꎮ 据研究ꎬ今天富国和较为富有的阶层每人每

天大约需要 ３５００ ~ ４０００ 卡路里ꎬ这个营养水平

在 １８ 世纪前达到不容易ꎬ可能只有王宫贵族和

特权阶层能够达到ꎬ城市平民一般只能达到

２０００ 卡路里左右ꎮ〔１８〕在这个关键时期ꎬ糖来到了

人们的餐桌上ꎬ从而解决了基本营养问题ꎮ
而咖啡与砂糖的奇妙结合ꎬ则使美国诞生了

一种新型的迥异于英国的一种生活方式ꎻ可以

说ꎬ正是咖啡而不是茶叶ꎬ塑造了不同于其母体

英国的美国文化ꎮ 当然ꎬ美国文化的塑造有多方

面的原因ꎬ但美国人为了摆脱宗主国英国的控制

而抵制茶叶ꎬ提倡饮用咖啡ꎬ无疑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ꎮ 今天美国成为可口可乐生产大国ꎬ也
并非偶然ꎮ 当然ꎬ笔者指出咖啡对美国的作用ꎬ
并非说美国人完全杜绝喝茶ꎬ只是与英国比较而

言ꎬ实际情况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喜欢喝

茶ꎬ茶叶在美国的销量也不低ꎬ尤其是大量进口

日本的绿茶ꎮ〔１９〕

此类消费品的特性ꎬ与这个时代特别合拍ꎬ
即特别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ꎮ 正如西敏司所

说:“像茶、糖、甜酒和烟草之类的商品ꎬ劳动者对

它们的食用与劳动者们的生活节奏相契合ꎮ 那

时的几个世纪ꎬ是消费方面日新月异的世纪ꎬ当
时英国正从一个乡村化的、农业的和前资本主义

的社会ꎬ以既非有条不紊也非一帆风顺的方式发

生着转型ꎮ 人们享用着糖的同时ꎬ工作的日程安

排被加快ꎬ农村城市化的步幅不断加速ꎬ工厂体

系逐渐成形并广为流传ꎮ 这些变化越来越多地

影响到了饮食习惯的模式ꎮ” 〔２０〕 因此可以说ꎬ这
个时代需要成瘾性消费品ꎬ而成瘾性消费品又助

推了这个时代的发展ꎮ
之所以说此类成瘾性消费品与这个时代合

拍ꎬ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性:温和的刺激

性、愉悦性ꎬ所以考特莱特将这些成瘾性消费品

的流行ꎬ称之为“精神刺激革命”ꎮ〔２１〕从传统农耕

时代向机器工业时代的转变ꎬ是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变革ꎬ如西敏司所说ꎬ变革中的社会ꎬ工作节奏

和生活节奏都大大加快ꎬ不仅要求人们工作更加

勤奋ꎬ而且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体力ꎮ 在这种

情况下ꎬ温和的刺激性、愉悦性就特别符合人们

的需要ꎮ 可以说ꎬ茶叶、咖啡、可可以及含高热量

的糖ꎬ全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正能量的消费品ꎮ 就

是饱受斥责的烟草ꎬ其提神静气放松的作用ꎬ我
们也不能完全否认ꎮ

这里有一些有说服力的例证ꎮ 比如ꎬ糖与茶

叶、咖啡、巧克力的奇妙结合ꎬ逐渐改变了欧洲人

以酒精饮料为主的习惯ꎮ 此点在欧洲近代化过

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ꎬ但人们并未给予充分的重

视ꎮ 在 １６ 世纪之前的很长时期里ꎬ酒精饮料一

直是英国人的主要饮品ꎬ这些酒精饮料大多是用

水果、粮食等酿造的ꎬ如淡啤酒、葡萄酒、杜松子

酒等ꎮ 茶叶传到英国ꎬ并且在茶叶中加入大量的

糖ꎬ这种新型的热饮料深受人们喜爱ꎬ迅速风靡

英伦三岛ꎬ很快就取代了上述酒精饮料ꎮ 简单

看ꎬ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ꎬ但如果从历史

长河来观察ꎬ则不难看到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对

英国近代化进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ꎮ 其一ꎬ新型

饮料对人的身体健康更加有利ꎬ不仅减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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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ꎬ如淋巴腺炎鼠疫、斑疹伤寒、坏疽性咽炎以

及很多肠道疾病ꎬ而且使人们的身体素质大大提

高ꎻ其二ꎬ新型饮料使人的精神更加健康ꎬ而原来

的酒精饮料往往使人昏昏欲睡ꎬ长期饮用酒精饮

料会无法适应在生产线上长期工作ꎻ其三ꎬ新型

饮料不仅营养价值更好ꎬ而且价格便宜ꎬ适合任

何阶层的人消费ꎬ包括社会最底层人群ꎻ其四ꎬ新
型饮品的贸易ꎬ是资本追逐的对象ꎬ对促进国家

经济增长非常重要ꎮ
３. 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因素

此类消费品中的每一类都是大航海后搅动

世界的重要商品ꎬ它们被商人、殖民者从原产地

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ꎬ从而成为助推全球化

的重要因素ꎮ
在影响世界的三大饮料中ꎬ茶叶最为成功ꎬ

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咖啡和巧克力ꎮ 这当然应该

归功于茶叶饮用方式的简单ꎬ以及价格的迅速低

廉趋势ꎻ另外ꎬ茶叶的品质和味道比其他饮料容

易被人们接受ꎬ与糖混合后更容易入口ꎮ 英国是

１７ 世纪之后最大的殖民帝国ꎬ但东印度公司扮

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茶

叶贸易时期ꎬ刺激了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出口ꎻ东
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终结后ꎬ大英帝国则及时

开发了印度、锡兰的茶叶种植园ꎬ茶叶的供应有

了更好的保障ꎬ价格也大为降低ꎮ 其他两种饮料

在全世界的影响和传播也是非常之快ꎮ 而所有

这些成瘾性消费品饮料的增长ꎬ都刺激了蔗糖的

生产和消费ꎮ 从而ꎬ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形成了完

整的种植、生产、加工、消费的全球产业链ꎮ
从表面上看ꎬ此类成瘾性消费品使近代商品

贸易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ꎻ从深层次看ꎬ此类消

费品引起了全球性变革:不仅导致消费、饮食结

构的巨大变革ꎬ而且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巨大

变化ꎬ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ꎬ
将全球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ꎬ成为全球化最重要

的推动因素之一ꎮ 欧洲消费了大部分的成瘾性

商品ꎬ但欧洲却不能生产这些商品ꎬ于是他们不

得不将资金、人力甚至武力投入到亚洲、美洲、澳

洲ꎻ生产这些消费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ꎬ于是他

们将非洲黑奴及华工运至美洲ꎮ 后来崛起的美

国同样如此ꎬ为了得到本国所需要的大量咖啡、
可可和蔗糖ꎬ美国炮制英国的做法ꎮ 可以说ꎬ正
是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将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

地广大地区联系了起来ꎻ正是这些成瘾性消费

品ꎬ导致全新的世界经济结构ꎻ正是这些成瘾性

消费品ꎬ使全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ꎬ全球化成为

近两三个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ꎮ 如彭慕兰

所说ꎬ人们因为对鸦片、咖啡和糖等产品的渴望

而改变了全球格局ꎬ形成了一个以产品需求为基

础的新世界ꎻ他以甘蔗为例ꎬ认为“甘蔗是不折不

扣的国际性作物ꎬ结合了亚洲植物、欧洲资本、非
洲劳力、美洲土壤”ꎮ〔２２〕因此ꎬ这一类成瘾性消费

品是大航海后促进全球化加速前进的不可缺失

的重要因素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ꎬ尽管本文重点论述了成

瘾性消费品在全球化以及近代化中的重要作用ꎬ
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作用ꎬ但有一点需要注意ꎬ即
这些成瘾性消费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才

出现的ꎮ 也就是说ꎬ在一个新世界、新制度即将

诞生的背景下ꎬ因缘际会ꎬ这些成瘾性消费品才

成为市场的宠儿ꎮ 我们充分肯定这些成瘾性消

费品所起的重要作用ꎬ但也不能过分夸大ꎮ 制度

与技术变革才是最重要的因素ꎮ 正如诺思所说:
“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ꎬ
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ꎻ“制度在社会中

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ꎬ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

效的根本原因”ꎮ〔２３〕 诺思提醒我们ꎬ只有从制度

变迁的角度ꎬ才能深刻理解为何只有大航海以

来ꎬ全世界才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ꎬ包括上述成

瘾性消费品在这个时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ꎮ
本文没有涉及烟草、酒等成瘾性消费品ꎬ这

些消费品在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过重

要作用ꎮ 我们也要注意到ꎬ尽管笔者强调茶叶、
咖啡、可可等在近代社会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ꎬ但这些成瘾性消费品从未完全取代酒精饮

料ꎬ而且酒精饮料的消费额也在逐步增长ꎮ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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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ꎬ糖消费提高并成为卡路

里的主要来源之一ꎬ并没有最早发生在糖的原产

地以及很早就栽种并懂得加工技术的地方ꎬ如印

度和中国ꎬ而是发生在向近代转型的国家中ꎬ这
说明糖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联非常之密切ꎬ并非

简单消费增加或减少的问题ꎮ〔２４〕 在大航海之后

的全球化进程中ꎬ中国与印度始终不是主导全球

化的国家ꎬ所以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对中国与印度

的发展作用有限ꎮ

注释:
〔１〕戴维考特莱特即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ꎬ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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