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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19世纪阿萨姆地区茶园的建立

刘 婷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19世纪阿萨姆地区茶园的建立及发展奠定和促成了印度茶叶大国的地位。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茶园的建设、推广茶文化、茶叶技术的改进。茶园的发展使得阿萨姆地区摆脱贫困，一跃让印度成为世界产茶大邦，

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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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am area tea garden 
in the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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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ea gardens in Assam in the 19th century establish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tatus of India's tea power.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 garden, the promotion of 

tea cul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tea gardens has lifted Assam out of poverty and made 

India a major tea-producing state in the world, helping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ea in Assam,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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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阿萨姆地区，英国人有着近100年的经营茶

业的历史，茶业的发展为该地区的经济乃至英国都带来

了巨大的财富，使得贫穷的阿萨姆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

的产茶区。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

工业与军事实力大幅增强。但贸易逆差仍然存在且越来

越严重，这是英国并不愿意接受。因此改变这一局面是

势在必行的。于是开始在阿萨姆邦推动茶业的发展，力

图让印度茶取代中国茶，称为茶叶大国。

一、茶园的建设

1、茶树种植

茶是帝国的财富来源之一，植物贸易的繁荣与帝国

的崛起繁荣是并行的。早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医疗队

的外科医生就在阿萨姆邦发现了印度茶叶，然而在1831

年之前它都未被正式承认认为是印度原产茶。随后几年

间开始在印度试种茶树，以满足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

上取得了成功。

从野生茶树的发现到大量种植茶树的试验，以及一

系列鼓励种植茶树政策的出台，每一步的实现都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为了激励开辟茶园，从18世纪下半叶开

始，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端，开始寻找茶树并引种之

旅。当英国人在阿萨姆地区发现野生茶树时，便开始了

对他的侵占，因茶而侵占阿萨姆是众所周知的。1793年

英国人在发现野生茶树的基础上展开了种植茶树的试验。

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是第一个提出东方茶株可以且应该

在英国统治领土内驯化的观点的人。东印度公司认为利

用科学家将从中国茶株移至或者改良到阿萨姆邦是实现

寻找茶叶的紧迫目标的一种可行途径，也是政治行为的

一种表现。科学的种植茶树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东印度

公司与阿萨姆邦的接触正是公司从军事财政冒险主义向

官僚制度转变的关键时期，植物殖民主义就是表现之一，

企图通过科学种植取代中国茶叶引领世界。茶树种植在

阿萨姆邦的过程是十分的坎坷，不过最后还是取得了成

功。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阿萨姆地区开设茶园，开始

发展茶业。

1822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悬赏50个基尼用来奖励在

英属殖民地上能够种植和加工出数量最多的中国茶的人，

但始终没有人申领这个奖金。到了1839年，阿萨姆邦一

共发现了12片野茶树林，但人们还是偏好中国茶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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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是以引进中国茶株为主。就在1836年10月，第一批

中国人抵达阿萨姆邦，几个月后开始在阿萨姆试种，各

种茶树被种植在一起，结果产生了一种平凡无奇的混合

茶树。由于口感过于粗糙并伴浓烈的味道阿萨姆红茶并

不特别受欢迎，茶的改良任重而道远。茶叶商们临时成

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研究茶叶生产，且请求东印度公司

提供有关茶叶生产方法的信息。人们纷纷加入茶叶生产

项目达到了可发行股份的数量。对激发茶叶生产热情起

了一些作用。

2、获取土地

在占领阿萨姆邦后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东印度公司

马上开始实施英国政府给予它的厚望，让印度茶取代中

国茶扭转贸易逆差。第一步就是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将

大量荒地、森林都划分到它的范围，另外就是将原本不

属于它的领地但适合茶树种植的土地通过或明或暗的手

段一一获得。此外为了激励开辟茶园，英国政府出台鼓

励政策，规定凡开荒超过100英亩而不超过10000英亩

的，可以获得较长的期限和前期的租金减免。而东印度

公司将三分之二的茶业试种点交给了新建的阿萨姆公司，

无需支付租金，租期10年。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认为在试

验种植茶树这一阶段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开设茶园顺

理成章。于是早期的茶园如春笋般的建立起来。

在19世纪50年代迎来了种茶热潮，人们对于茶的投

资兴趣越发浓厚。起初是政府有意扶持，专门划分适合

种茶的土地，且政策都十分宽松。随着茶业发展越来越

好，土地就越发紧张，于是政府开始推出新的较为严格

的法律条文，达到限制的目的。比如1854年颁布的《阿

萨姆条例》就是最典型的，此条例缩短了土地的使用年

限，立刻引起了种茶者的强烈反对，以至联合起来迫使

政府作出让步。政府于1861年颁布《肯宁法规》，以准

许购买荒地作出让步，凡是种植园主种植茶树的土地没

有连带债务和抵押，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此外这

一时期劳动力也是十分的短缺。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大

量投机者的诞生，投机者们瞅准和抓住机会，通过倒卖

土地、倒卖劳动力的方式开始创办和扩建茶园。这一措

施之间导致了大量私人经营茶园的局面，到1859年，私

人茶园多达50处以上。至此茶园建设的任务完成，在阿

萨姆地区随处可见的都是茶园。

二、宣传茶文化

茶在1610年第一次抵达阿姆斯特丹，17世纪30年

代抵达法国，1657年抵达英国。由皇家交易所附近的

Sultans	Head的咖啡馆出售茶叶。1657年咖啡馆店长托马

斯•加威在自己咖啡馆前张贴广告，这是第一次公开销

售茶叶的宣传。1686年英国国家议员T.波维将原载于中

文资料的一系列有关茶的医疗效果说明翻译介绍到欧洲。

由此展开了大量的有关茶具有治病特征这一功能的宣传。

茶的提神作用以及降低水传播疾病方面的作用，最直观

的作用就是可缓解疲劳以及饱腹。现代人的饮茶习惯可

能是这个国家民众长寿的一个原因，因为饮茶可以杀菌。

茶叶安全卫生治病，国民的健康与精力都无法得到保障。

茶叶的需求量增加为茶叶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反过来

这种财富效应，催生了茶叶生产的投资，饮茶风气的形

成有促进了茶业生产和加工技术的改进。

另外茶还具有提高女性地位和丰富生活娱乐方式的

作用。17世纪作为葡萄牙布拉甘扎王朝凯瑟琳公主的嫁

妆，茶叶由此流入英国。作为外来奢饰品，茶叶迅速在

气候寒冷干燥的英国成为上流社会阶层用于展现自身气

质、品味的理想载体。到18世界中叶茶叶成为最受欢迎

的饮品。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个时期，英国盛行

下午茶，贵族们早餐丰富，午饭简单，晚饭很晚。据说，

维多利亚女王的女侍从官——女公爵安娜每到下午就会

觉得很饿，于是便让仆人拿些小茶点来吃，许多人纷纷

效仿，下午茶渐渐成为一种例行仪式。事实上，围绕着

这种下午茶习俗形成了多彩的茶文化，高雅的旅馆开始

设起茶室，街上有了向公众开放的茶馆，茶话舞会更成

为一种社会形式，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小姐们在那里与

男友们会面。人们在茶会上侃侃而谈，互相沟通联络感

情和为女性发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男女平等。

以上对茶文化的推广和渗入明显取得了胜利，在维

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饮酒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生活

文化习俗，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以饮酒为乐。随着19

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醉酒因被视为阻碍工业化

社会发展的行为而受到全社会的抵制。当时的福音运动

就以禁酒开展茶的推销。政府从这三大作用方面去渗入，

让英国人从此迷恋上饮茶。喝茶起初是大英帝国白人的

专利，但随着阿萨姆邦茶产业的发展印度次大陆就成为

一个新的广阔市场。

18世纪后，英国国内对茶叶的巨大消费刺激了英

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英国对茶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英

国政府每10磅的税收中，就有1磅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

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都要消费一磅茶叶。英国人口

增长很快，同时移居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

的移民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茶园的发展也推

动了英国商业的迅速增长，加强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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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推动殖民扩张，扭转了英国关注的对象让它开始关

注东方以及东南方，同时因为波士顿倾茶事件让它丧失

了北美的茶叶市场，但也打开了客观上促使欧洲其他国

家以及东南亚和印度市场的拓展。

三、茶叶生产技术的改进

18世纪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华贸易，在茶叶领域具

有丰厚的利润，但一些经销商和企业家认为中国不应该

独占这种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而且利润一年比一年

高的商品的所有好处。绕过中国进行茶叶贸易主要是经

济压力。工业革命的完成让英国人越来越嫌弃茶叶的昂

贵，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用机器来

代替人力降低价格。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的著作

引发了一股自然科学热，而这股狂热又引领了维多利亚

时代的科学探索风潮。他们开始对机械工业盲目自信。

在加工原材料方面，工业化技术运用发挥更甚。茶叶变

成了工业产品。摘下来的茶叶进入工厂，经由蒸汽或者

流水驱动的机器加工，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干预，就可以

加工出成箱的红茶。对于工人的严格管理和培训使得茶

叶产出量十分惊人，茶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了跟上

需求必须扩大化生产，企业又开始推进工业化生产。与

此同时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大量制茶机器被发

明并广泛用于生产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戴维森的

“雪洛谷”式干燥机、橡胶机。19世纪70年代初，威廉•

杰克逊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撵揉机畅销于阿萨姆邦茶园；

1884年他又发明了热风干燥仪，1887年推出茶叶解块仪，

1898年，茶叶打包机出现。他的这些发明广泛运用于阿

萨姆茶园，极大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劳动力。

此外在阿萨姆邦种植茶树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周密的

安排。化学与植物的经济价值知识，土壤和杀虫剂的持

续实验以及种植、修剪和干燥的最佳方法都是在准军事

化管理方式下进行的。英国对阿萨姆的军事控制和占领

为此提供的有力的支持。配合军事化的管理方式种植园

确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层层负责的命令体系。19世纪

后期阿萨姆邦的茶行业对茶叶生产的工序进行了机械化

的调整。对茶业生产进行集中控制，系统的提升和监督

茶叶质量。用系统的知识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种植和保

护茶。方法就是将茶园变成户外工厂，尽可能地将茶叶

生产的每一阶段工业化，并以此降低成本，将科技与管

理技巧用于茶业生产的每一步中，从砍伐森林、种植茶

树、采摘到最后成品装箱。在种植茶树时，采用科学知

识进行精确的砍伐森林，精心研究茶树之间的准确株距，

找出最佳土壤，采摘茶业的合适行距，遮阴树、茶种的

选材等都成为细细规划的内容，在阿萨姆邦种植茶茶树

是精细的一系列操作。化学和植物的经济价值知识，关

于土壤和杀虫剂的持续试验，以及种植、修剪和干燥的

最佳方法都是在准军事化管理方式下进行的。茶树种下

后，马上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和培训，并且不断的对茶

树进行改良达到最优，帮助茶园一起发展。这一系列的

科学化的生产方式和机械化的管理使得阿萨姆茶园得到

稳固的发展。

综上所述，茶园的建立始于种植茶树和土地的获得

以及大范围的宣传和推广，发展于对阿萨姆茶加工技术

的支持和科学化的生产方式，终使得阿萨姆茶园得到良

好的发展，以至让印度茶取代中国茶的目标得以实现。

18世纪茶还是奢侈品，属于贵族的消费，19世纪中产阶

级成为消费主体，20世纪普通民众亦开始消费。从发现

野生茶树、引进中国茶株、进行混合种植、改良品种、

科学种植环环相扣，不断追求茶的优良品质与口感的舒

适；而对于茶园的开设以及发展中遇到的土地和人力不

足的问题，茶园通过和平或者暴力的手段都一一解决；

再加上19世纪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得茶园走向工业化和

科学化的道路，另外茶叶生产出来是需要被消费的，维

多利亚时代的对于茶叶文化的普及以及殖民的扩展运动

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一系列操作很难不达成目标，

这同样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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