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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赴英留学生吐槽当地食
物“难以下咽”的视频在网络上发酵，英国

“美食荒漠”的印象在国内大量传播。其
实，英国也有自己的代表性美食，比如“英
式早餐”。该国的早餐文化源远流长，凝
聚了几代人对美食享受的期待，一顿丰盛
的早间“全餐”曾经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
征、划分不同阶层的标志。有英国作家曾
说：“要想在英国吃得好，不如一天吃三顿
早餐。”

据非营利组织“英国早餐协会”报道，
英国的“早餐文化”可一直追溯到盎格
鲁-撒克逊时代。不过作为英国人的先
辈，盎撒人饮食寡淡，主食一般以面包和
稀粥为主，吃香肠一类的肉食是“几个世
纪以后的事情”，其食谱与今天传统意义
上的“英式早餐”相差甚远。在中世纪，英
国主流社会以吃早餐“为耻”——当时的
不少天主教领袖认为，未劳动、先进食是
一种罪恶。尽管不少人清晨会吃些东西
充饥，但往往也羞于提起。在当时的社会
背景下，舆论普遍认为只有穷人、地位低
下的体力劳动者才需要一大早补充能量，
因为他们需要卖力气谋生。

到中世纪末期，英国贵族、绅士阶层
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作为盎撒人的后

代，他们高举“捍卫传统与正统生活方式”
的旗帜，“特殊早餐”的概念形成，早餐一
跃成为人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正餐”。
在乡间庄园，早餐桌成为绅士们展示“财
富”的平台，不少肉类、蔬菜等都“就地取
材”，品质上乘，一些“大户人家”甚至还会
为邻居和路人提供早餐。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贵族一般会在早餐时段阅读信件
或刊物，英国人边吃早饭边读报的习惯就
源于此。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经历了工业革
命，除了新贵出现，早餐也被赋予更多社
交属性。“英国早餐协会”称，当时的英国
有钱人将吃早餐当成彰显财富与地位的
社交活动，无论是烹饪、用料还是摆盘都
极尽考究，不断“追求艺术”。而这类“早
餐社交”通常以自助餐形式呈现，高额的
花费一下就拉开了阶层差距。在这样的
背景下，各类以英式早餐为主题的烹饪类
书籍相继出版，比较经典的出版物包括
1865年的《早餐食谱》、1873年的《早餐餐
桌手册》等。

英式早餐在20世纪初期得到了更广
泛的传播。在爱德华时代，英式全餐成为
英国各酒店、邮轮、列车以及会议的“标
配”，咖啡店与餐厅也在广泛供应。那个

时候，“早餐要丰盛”的概念深入人心，成
为不少英国人的执念。不过，“全餐待遇”
先只是“下沉”到了英国中产阶级，普通民
众仍然消费不起。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
的生产力进一步提升，英式早餐才变成真
正意义上的“国民早餐”。为了满足工人
阶级的需求，不少小餐馆在工业园区开
店，毗邻各工厂、港口，蓝领阶层成为重要
消费客群。

英式早餐历经数百年演变，虽然套餐
搭配方式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但吐司、鸡
蛋、培根、番茄、蘑菇以及香肠等食材是

“永恒的经典”。在北部地区，人们还喜欢
在早上吃“黑布丁”（即猪血肠），搭配的饮
品通常是咖啡或茶。

如今的英式早餐可能与其“全盛时
期”无法相提并论——有媒体记载，100多
年前英国贵族的早餐菜谱包括新鲜面包、
火腿鸡蛋、鹿肉馅饼，还要搭配葡萄酒、蜂
蜜酒或热巧克力。现在传统英式早餐的
地位有些岌岌可危，英国媒体今年上半年
的一份民调显示，英国高达1/5的年轻人
一年最多吃一两次英式早餐，约 1/10 的
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英式全餐，过度油腻、
热量太高以及备餐时间太长是他们无法
接受的几个主要原因。 本报综合消息

在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积极传播中
国文化的过程中，有很多起到重大作用的外籍人士，比
如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他在中国接受“神奇一针”
的经历在美国引发关注，而后尼克松访华的“针灸外
交”更在美国掀起针灸热潮。

针麻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针灸文化产生强烈好

奇，尤其是针刺麻醉，这推动了中美“针灸外交”的出现。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
的日程中，中方特意安排美方人员观摩针刺麻醉手术。

1972年2月24日上午，美国访问团在北京医科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观摩了一场针麻右肺上叶切除手术。
访问团成员先确认患者在手术之前没有接受任何麻醉
药物，之后随同患者进入手术室观察。现场穴位针刺、
捻针、开胸、切除右肺叶，中国团队手术一气呵成。

手术期间，访问团成员观察了患者的呼吸、心律和
血压等数据。患者在手术中意识保持清醒，能回答访
问团成员提出的问题，这令美国人大为惊叹。手术结
束后，他们又与手术团队座谈了一会儿，了解针麻镇痛
原理、针刺操作技术等问题。

这次针麻手术取得圆满成功，现场的美国人认为
针刺麻醉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有访问团成员表示，针
麻手术效果令人震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尼克松这次在华的访问实况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
播，中国的针灸文化也由此向世界展示，顺便做了一个
世界性的广告。

华人针灸生意火爆
在尼克松访华前，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就在中

国接受过“神奇一针”，他的经历在美国引发关注，这些
都促进中国针灸在美国的火热。

美国人本来就对自然疗法很向往，在中美关系走向
友好的时刻，中国古老的神奇针灸无疑更令美国人着
迷。1972年6月4日《纽约时报》在文章《针灸：针刺镇痛
来到美国》中写道，没有任何事情能像中国针刺麻醉那样
刺激美国公众的想象力了。其他美国报刊也不断报道针
灸的神奇疗效，称其甚至可以治愈失明、瘫痪等顽疾。

不过，美国人要想很快找到针灸医生来上“神奇一
针”还真不容易，毕竟这种技术需要长时间打磨，好在
美国有中国城、唐人街。据悉，当时华人针灸医生的生
意很火爆，在高峰期，华盛顿中国城有的针灸诊所的床
上躺满了来针灸的病人，医生忙得只有时间把针扎进
去，拔针则由助手代劳。

美国各处陆续出现“针灸诊所”，许多美国人到香
港参加针灸学习班，速成之后回到美国操“针”上阵。
很多大学机构举办针灸研讨会，成立针灸中心，邀请华
裔针灸师做客，好不热闹，有人还因为翻译中国的相关
医学书籍而声名大噪。

通过立法获得更多认可
热闹之中难免鱼龙混杂，来路不明者、水平不高者

大有人在，而受过针灸系统训练的医生则凤毛麟角，这
些都为针灸以后的曲折发展带来隐患。而针灸的火热
也让美国医学界一些人员感到嫉妒，纽约医学会向政府
施压，要求规定针灸治疗者必须持有相关资格证书。在
美国各地，不少针灸中心因营业资格问题被警察查封，
被迫停业，一些针灸师被以无照行医的罪名带走。

不过，质疑者不少，需求者也大有人在。在支持者
的帮助和斡旋下，一些针灸治疗中心搬家改造后生意
继续兴隆。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美国医疗系统
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针灸能否获得正式认可，通过相
关立法非常重要。

1973年4月，内华达州州长签署法案，正式将针灸
合法化。这也是第一次有美国地方政府出台官方法规
承认针灸。这个历史性时刻与退休律师、地产大亨斯坦
勃有关。他的妻子患偏头痛多年，经香港针灸师治疗后
明显好转。于是，斯坦勃决定帮助针灸在美国合法化，
他成立美国针灸学会，雇用公关公司，与众多针灸支持
者一起努力，邀请知名针灸师现场示范，最后获得了胜
利，内华达州参议院和众议院高票通过了相关提案。

之后，美国不少州纷纷效仿内华达州，将中医或针
灸单独管理。截至2018年，已经有47个州通过立法实
现针灸合法化，诸多美国保险公司将针灸治疗纳入覆盖
范围。针灸的传播取得进步，针灸医学在美国的发展越
来越规范，获得更多美国民众的认可。 本报综合消息

茶砖曾是连接中俄的“硬通货”
一场针刺麻醉让美国人迷上针灸

印着花纹的茶砖印着花纹的茶砖

早期的俄罗斯贸易驼队早期的俄罗斯贸易驼队

19771977年年，，美国加州针灸学院开学美国加州针灸学院开学。。

英式早餐，从寡淡到讲究

在今年10月召开的喀山金砖峰会期
间，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提到了连通
两国的“万里茶道”——17 世纪末开始，
随着俄罗斯市场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以及
中俄茶叶贸易的兴盛，中国商人贯通了一
条茶叶贸易之路，这条通道南起中国福建
武夷山、北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超1.3
万公里。茶饮曾经只是俄国极少数贵族
才能享受的“特供”，随着两国边贸活动的
发展，俄方来华建厂、学习中国成熟的制
茶技术，这一局面才渐渐发生改变。中国
自古以来精擅制茶工艺，我国产出的茶砖
远销海外，甚至曾被当成货币使用，在边
远地区价值堪比金银。

曾经的俄罗斯曾经的俄罗斯““贵族特饮贵族特饮””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在全球茶叶
贸易市场上更是长年“一家独大”，其国际
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为了便于
长途运输，茶商把茶叶“高度浓缩”，制成
茶砖。

茶砖的制作通常需要烘干、蒸煮、静
置发酵、用模具压缩和陈化等工序。根据
茶叶品质与制作工艺，茶砖会被分成不同
品级，并打上特定标记。其中，品质最上
乘的茶砖呈深棕色，口味最纯正，杂质最
少；品质最末等的则呈深黄色，有时制作
工艺不讲究，茶砖可能会含木屑等废料。
泡茶时，人们将茶砖切成小块、或用手掰
下来一部分放在火上烘烤消毒，之后将其
研磨成细粉，加入热水，搅拌成茶饮。

据史料记载，中国的茶叶在 17 世纪
被引入沙皇俄国，此后成为王公贵族最为
青睐的饮品之一。早期中俄的茶叶贸易
体量很小，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据记
载，俄国的商队从中国出境后将货品运往
莫斯科，耗时约 16 个月，若是旅途不顺，

走上两三年也有可能。
由于驼队载货量有限，物流成本高

昂，当时茶叶在俄国是绝对的贵族饮品，
1735 年每磅茶叶价值 15 卢布（当时的卢
布含银量较高）。

俄国人在华建厂俄国人在华建厂““造砖造砖””

18 世纪，中俄两国民间热衷边贸活
动，今俄罗斯边境城市恰克图就是当时贸
易活动的中心之一。在这个“大卖场”中，
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不需要货
币，俄方商人用品质上乘的动物皮毛换取
中国茶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双方的商
品都具有一定的“时令性”，恰克图还是一
个天然的“期货市场”，诞生过很多能人的
商业传奇。

到了 19 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更多贸
易港口的开放，中俄的茶叶贸易合作更为
紧密。除了大批量购入茶砖等产品，俄国
人还在汉口等城市建立一系列茶砖工厂，
据称当时最大的一家工厂属于沙皇的一
位亲戚。据考古发现，当时中俄“合资”生
产的茶砖上印有俄文。到 19 世纪末期，
俄国人在中国的茶砖生产已颇具规模，一
座大型茶砖工厂雇佣的本地员工高达数
千人。

轮船与火车的普及也让茶叶运输更
为便捷。当时比较常见的路线是先用轮
船将货物运往海参崴，再由火车运往莫斯
科。其实在西伯利亚铁路连通海参崴后，
运茶的驼队就慢慢减少了，原本 16 个月
的时间也大幅缩减。俄国在华人口不断
增加，1916年，中国的茶砖产能达到巅峰，
茶砖年出口量接近3万吨。俄国1917年
爆发十月革命，随之而来的俄国内战严重
影响了这一行业的贸易，中俄的商业往来
几乎陷入停滞。

比金银更值钱的比金银更值钱的““硬通货硬通货””

对居住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

区的民众而言，茶砖既是饮品，也是食
物。在对茶砖进行处理后，很多人将它
们直接混入主食，撒上食盐、黄油等佐
料食用。但在俄罗斯，茶砖一直仅被作
为饮品，俄罗斯人对于这种来自远方的
饮品格外钟情，很多消费者笃信西伯利
亚的干冷天气会赋予茶叶与众不同的
滋味。

几百年来，中国的茶砖通过丝绸之路
与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运往中亚地区，之后
进入中东乃至欧洲。由于茶砖既能当食
物、饮品，又能入药，兼具流通性和稀缺
性，它们顺理成章成了商贸活动中的一般
等价物，是能当货币使用的“硬通货”，特
别受到游牧民族的喜爱。出于其“金融属
性”，人们在生产茶砖时往往遵照严格的
标准生产，通常来说，一块茶砖的重量就
是1.2公斤。比较讲究的商家甚至会在茶
砖上做出工整的纹路（如同巧克力食品上
的纹路），以便人们进行小额交易时切割
与“找零”。

在亚洲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使用茶
砖的结算手段，在中国西藏以及俄罗斯部
分地区，茶砖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流通货
币，与非洲地区广泛使用的“盐砖”功能相
同。史料记载，在中国宋代，茶砖曾被当
成“税金”上供朝廷，或作为“礼品”用于安
抚凶悍好战的部族。11 世纪末期，蒙古
人用茶砖换骏马。

一位法国传教士曾在游记中记载自
己19世纪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商业活动见
闻，称当地生意人在讨价还价时往往会争
某件商品“值几块砖”，劳工和仆从的薪水
都以茶砖的形式发放，一匹马的价格大约
是80块茶砖。20世纪初，一些游历中国
的西方探险家发现，在边远地区，黄金白
银都换不来的补给品可用茶砖兑换。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伯利亚仍有不少
民众将茶砖作为流通货币。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