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续）

  

解放军理工大学 陶德臣

  

三 、清代民国茶馆的主要功能

      

上述可知 ，清代民国时期茶馆经营方式极为灵活多样。 与奠定中国茶馆业传统经营方式和功能的茶馆业

  

发展第一个高潮两宋时期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拓宽 ，有些经营方式则是首创。 与此相适应 ，清代民国时期茶馆

  

功能也在继承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茶馆功能更加多样化。 这是茶馆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和基本前

  

提。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茶馆功能定位 ，必然就有什么样的经营方式 ；反之 ，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方式 ，必然就

  

会达到什么样的经营效果。 总结清代民国茶馆的经营实际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认为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具

  

有以下主要功能 ：

     

 1、休闲娱乐功能。 中国人上茶馆 ，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 ，更主要的是精神生活的需要。 茶客之所以把

  

饮茶地点从家里移至茶馆 ，除了茶馆消费比较方便外 ，最根本的是在家里饮茶与在茶馆饮茶的环境 、气氛迥然

  

不同。 说到底 ，茶客们在饮茶的同时 ，更多是把上茶馆饮茶作为一种放松 、休闲方式 ，特别是茶馆有种种娱乐

  

活动 ，让茶客乐不思蜀。 清代民国时期 ，茶馆作为休闲娱乐的主场所 ，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托。 当然 ，这

  

种功能由来已久 ，只不过清代民国时期更加强化。 上茶馆的人形形色色 ，茶馆成为休闲中心。 老人 、闲人进茶

  

馆 ，
一边饮茶一边消磨时光。 其他如商人 、手工业者 、官吏 、文人走进茶馆 ，也有人忙里偷闲 ，把茶馆作为精力

  

加油站和烦恼遗忘地。 况且 ，茶馆布置考究 ，挂张字画 ，使人赏心悦目，令人留连忘返 ，更有弹唱 、评书、 曲艺、

  

清唱 、戏剧 、棋牌等当时最流行的娱乐项 目，茶客们在茶馆一边品茶 ，
一边赏美景 、观字画 、听音乐 、看戏曲、玩

  

鸟雀 、斗蟋蟀 、下棋打牌 ，从而得到身心愉悦 ，忘却痛苦与烦恼 ，重新振作起精神。 更有甚者 ，如北京的京剧票

  

友 ， 自娱自乐 ，不但丰富充实了生活 ，增加了乐趣 ，而且结交了大量朋友 。 正因为茶馆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功

  

能 ，各地茶客趋之若鹜 ，接踵而至。

“

茶馆 ，是供歇息、娱乐及消遣闲暇的场所 ，优闲、轻松 、祥和 ，是茶馆的特有

  

环境气氛 ，忙人进入茶馆 ，举止便显优闲；怒人进入茶馆 ，心境便趋和平；粗人进入茶馆 ，言行便有礼度；急人进

  

入茶馆 ，心情便觉舒缓；愁人进入茶馆 ，情绪便变开朗，人与人之间，处在一种 自由、亲善、清静 、无为的心态之

  

中。 人们在这里可以体味到尘世喧嚣中所难以体味到的人性善与人情美
”(92)

。 上茶馆 ，作为中国的特有现

  

象 ，确实深受人们喜爱。 清末上海茶馆简直是人声鼎沸 ，1899 年出版的 日本人中村佐治郎《支那漫游谈》对此

  

有详细记载 ：
“

上海的繁华街道是一马路、二马路 、三马路 、 四马路 、五马路 ，其中又以四马路为最繁华。 去四马

  

路 ，就会见到茶馆。 这些茶馆约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层 、 四层的楼房。 每 日上午十时左右到晚上十二时左

  

右 ，连三楼 、四楼都坐满了茶客。 大约一家茶馆有七 、八百茶客。 茶客更多的时候会到千人以上 ，都坐在椅子

  

上交谈。 进入茶馆 ，首先就会拿来茶壶茶碗。 每日朋友同道谈话交游。 如想吃点心的话 ，其处各种茶点应有

  

尽有 ，可买来吃 ，若不想吃的话 ，不买亦可 。 此外 ，茶馆中又有吃烟室 ，此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 在这里抽烟一

  

小时需付一定的钱 ，抽烟二小时付的钱亦相应增加。 无论何时 ，入室抽烟者或为 30 人 ，或为 50 人 ，总是一边

  

吸烟 ，
一边交流。 每个茶馆这样的场所约有几处。 日暮之后 ，是茶馆营业最盛之时 ，馆中客满 ，各自一边饮茶

  

一边喧闹交谈。 其中亦有女子盛妆打扮来此 ，这是为的吸引茶客。 茶馆中附设卧处 ，其中亦有椅子供坐 ，
一边

  

品茶 ，
一边听艺妓弹奏琵琶 ，哼唱小曲，弹奏木琴 ，演奏音乐。 这可由五人或七人轮流来作。 这种艺妓如果色

  

艺不精 ，花上一元钱 ，就可使其立刻来到茶客旁边递烟送水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 由于这样 ，支那人都愿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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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饮茶 ，说无聊的话 ，以相互消遣。 通常往来四马路者 ，多乘坐马车、人力车 ，艺者则或乘轿车前往
”(93)

。

  

这就是一幅典型的消遣休闲娱乐图。 景春楼、玉液春茶楼 、第一楼及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 、爽乐楼 、乐辅阆、四

  

美轩 、里园等都是有名的书场式茶馆。 到这里来的人休闲娱乐是其主要目的 ，所以时人对上海茶馆茶客的入

  

馆动机描绘都有休闲娱乐的功能。 湘湖仙史《洋场繁华小志》：
“

啜茗先登阆苑楼 ，往来蜂蝶尽闲游。 品题要具

  

评花眼 ，谁是神仙第一流
”

，描绘了游人到大茶馆阆苑第一楼休闲的情景。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
“

是谁作俑紊

  

风规 ，博士头衔到女儿。 新式茶堂陈百戏 ，令人迷惘夜归迟
”

，原注云 ：
“

某游戏场 ，近于临街楼上设一新式茶

  

堂 ，亭台池阁，粹于一楼 ，杂置灯彩戏曲，以娱座客。 茶博士悉为妙龄女郎 ，打情骂俏 ，在所难免。 登徒子趋之

  

若鹜 ，固其所也
”

。 显然 ，被吸引来此饮茶的茶客都是
“

有闲一族
”

。 新式歌舞兴起后 ，茶客更是乐此不疲。 余

  

槐青《上海竹枝词》云 ：
“

安乐窝还小广寒 ，青莲阁上更盘桓。 迄今游冶成陈迹 ，群众争趋歌舞团
”

。 以上提到的

  

这三处茶馆
“

皆为游客啜茗所歇之处 ，今则各处歌舞团 ，游客最盛
”

。

      

城市中人茶馆娱乐消遣的人不在少数。 江苏常熟 ，清末民初时有个枕石轩茶馆 ，人称
“

老爷茶馆
”

，茶客都

  

是退职还乡的官吏 ，每天坐着轿子去茶馆吃茶。 这些茶客把上茶馆当作每天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借以充实生

  

活。 民国期间浙江海宁新桥堍的
“

长乐茶馆
”

，茶客均是当地政府官员 、地方缙绅 、有钱的大老板 、富甲一方的

  

地主 ，他们进茶馆吃茶听戏 ，好不自在。 当然 ，农村茶馆设备、娱乐项目稍差一些 ，但茶馆同样也是人们休息 、

  

娱乐的主要场所 ，以至于清末民初一些人简直整天沉缅于茶馆而不能自拔 ，

“

乃竞有 日夕流连 ，乐而忘返 ，不以

  

废时失业为可惜者
”（94 ’的现象 ，实则是茶客把消遣娱乐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了 ，这也是茶馆功能强大的证明。

     

 2、止渴充饥功能。 不可否认 ，茶馆的基本功能和生存方式就是向茶客出售茶水 ，离开了这一功能 ，就不能

  

称之为茶馆。 要让消费者走进茶馆消费，必须有一些基本条件 ：如消费便捷 ，服务周到 ，茶类丰富，茶资适当，

  

经营灵活 ，茶馆众多等。 应该说 ，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业在这些方面做得都比较好。 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的茶馆 ，

  

组成了档次有别 、分类明确的茶馆网络 ，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茶客的不同消费需求。 茶馆每天的营业时间很长 ，

  

大多达到十七 、八个小时 ，茶客走进茶馆 ，可以饮用到高低有别的各种茶叶 ，而且消费时间不受限制 ，在茶馆中

  

爱坐到什么时间就坐到什么时间。 茶资便宜是人们乐于赴茶馆消费的重要内容 ，除了高档茶馆外 ，
一般茶馆

  

的饮茶费用大大低于入酒肆消费 ，每次饮茶仅需数文。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云 ：
“

乔老于长堤卖茶
”

，

“

每

  

茶一碗二钱
”

。 徐珂《清稗类钞》载有李客山
“

良友至 ，辄呼一童取一钱 ，就茶肆泼茗 ，共啜之
”

。 吴敬梓《儒林外

  

史》第五十五回记盖宽开茶馆的
“

利钱有限 ，
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

”

。 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申报》所载《茶馆

  

热闹》云 ，天津
“

茶馆内卖茶 ，每杯六文。 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叶的话 ，其价格亦仅增一倍。 所以虽然座上常

  

满 ，但仍生意式微 ，鲜有入能敷出者
”

。 这么低的费用 ，平民百姓也能承受 ，因而民众将茶馆利用 日常化 ，经常

  

出入茶馆饮茶。 哪怕是贩夫走卒、纤夫工匠 ，渴了累了，照样走进茶馆饮茶消渴 ，恢复体力。

      

茶馆提供茶水的同时 ，往往兼卖点心 ，甚至兼营餐馆 ，这方便了茶客。 佚名《春申浦竹枝词》
“

专供顾客息

  

游踪 ，茶馆精良算广东。 既使相如疗渴症 ，点心又可把饥充
”

，就是指上海广式茶馆止渴充饥的两大基本功能。

  

这种经营方式极为普遍。 徐珂《清稗类钞 ·饮食类》提到的扬州人早上入茶馆 ，有些人直到中午才离开 ，渴了饮

  

茶 ，饿了食千丝。 至于说如镇江所开的荦茶馆则是茶馆与餐馆的结合 ，而经营重点是餐饮方面 ，此类茶馆在

  

“

止渴
”

与
“

充饥
”

之间 ，服务重心是吃饭而非饮茶 ，其功能与一般茶馆的
“

饮茶止渴
”

当有更大区别。 但不管怎

  

么说 ，茶馆提供茶水给消费者的一大目的当是止渴 ，而同时又提供点心其他食品 ，可以让消费者填饱肚皮 ，解

  

决空腹饮茶带来的问题 ，从而达到留连茶客 、增加收入之目的。

     

 3、信息传播功能。 不言而语 ，有些茶客钟情茶馆的重要原因是茶馆实属无形信息中心。 在这里 ，各种信

  

息得以汇集、交换 ，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传播。 旧社会通讯 、交通手段落后 ，各地相对比较闭塞 ，信息缺

  

乏有效传播手段 ，而茶馆却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一缺陷。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上官吏 、商人、艺人、手

  

工业者、市民 、农民 、文人 、军人 、闲人 、流氓 、地痞、妓女、黑道人士 、帮会头目，也有革命志士等 ，形形色色的人

  

都涌入茶馆 ，他们年龄有差 ，职业身份有别，在茶馆高谈阔论 ，进行公开交谈 ，带来了各方面不同的信息 ，有意

  

无意地传播给别人 ，又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其他信息。 这一信息交换平台被各种人犹如俱乐部似的无偿利用

  

着 ，有些人则专门从茶馆信息中获取自己有用的东西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1859 年 ，英国宝顺洋行买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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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在上海某茶馆饮茶 ，与众茶商交谈中得到一重要信息 ，即 ：
“

安徽太平县茶 ，或谓该处有绿茶百余万 ， 已装箱

  

准备出口 ，不幸尽落太平军之手 ，此时设有人能冒险，向彼军取回 ，钜富可致
”

。 容闳抓住此商机 ，经周密安排 ，

  

认真调查 ，果然发现
“

太平县全境计之 ，当不下百五十万箱
”

茶，他仅在 2 星期内就购得绿茶 28 船 ，前后 6 个月

  

共计购绿茶 6.5 万箱（每箱约 60 磅），从而赢得了洋行的信任(95)
。 可见 ，茶馆里有许多商业信息十分有用。 正

  

因为如此 ，各行各业均以茶馆为地点 ，有 目的定期进行聚会 、信息交流 ， 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各种行业的交

  

易市场。 乡镇茶馆则成了农民买卖粮食等农产品的场所。 做工人员则利用茶馆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 ，寻到主

  

顾。
一些不满时局的人则在茶馆中发表各种评论 ，惹得密探 、特务潜入茶馆来

“

包打听
”

，茶馆老板怕出事 ，贴

  

出
“

莫谈国事
”

的告示 ，其实这恰恰说明茶馆是政治消息的重要传播地。 革命党人和革命志士则利用茶馆是个

  

“

五方杂处
”

、三教九流无不毕至的环境 ，开展革命活动 ，传递信息。 黑道人们 、帮会头目则利用茶馆接头 ，进行

  

各种秘密活动。 而普通老百姓则在茶馆谈论鸟雀蟋蟀的经验 、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 、花边新闻等。 当然 ，茶馆

  

又是知识的传播和学习之地 ，许多新知识首先以新闻形式从茶馆中得以传播。

     

 4、展示传承功能。 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业竞争十分激烈。 为求得生存和发展 ，吸引茶客赢得利益 ，几乎所

  

有茶馆均极其所能从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着手改善茶馆条件。 硬件方面 ，主要是对茶馆内外进行精心布置 、

  

精美装饰 ，突出个性。 比如 ：撰写精美对联 ，悬挂名人字画 ，摆设精美家俱 ，优化环境。 这样做的 目的 ，无形之

  

中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和熏陶 ，久而久之 ，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茶客头脑中扎下了根 ，得以延续。 软件方

  

面 ，提高服务质量 ，吸引茶客的一个普通有效手段就是强化娱乐功能 ，尤其是让茶馆经营与杂剧团 、说唱者等

  

各种各样的艺人相结合。 这一结合 ，实现了茶馆和艺人的双赢 ，更重要的是各种地方戏剧 、评书 、 弹唱 、大鼓 、

  

曲艺等民间艺术 、戏曲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艺人在茶馆展示这些艺术形式 ，艺术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

  

高 ，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而这些艺术通过茶馆得以传播 ，茶客在消遣娱乐的同时 ，不知不觉中培育了精神文

  

明 ，提高了文化素养。 许多目不识丁的茶客竞能说古道今 ，评论艺人水准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馆的熏陶。 无

  

疑 ，茶馆是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学校 。

     

 5、社交会友功能。 茶馆的
“

期朋约友会聚
”

功能自古有之 ，但清代民国时期这一功能被放大了 。 茶馆消费

  

低廉 ，环境优良，娱乐节众多 ，极利会朋交友 。 海上闲鸥《洋泾竹枝词》说到 ：

“

丽山台同万仙台 ，两家茶社最称

  

佳。 分明眠尺巫山里 ，莫约朋侪此处来
”

，说明
“

高屋三层傍水隈 ，玻璃四面绮窗开。 看花消渴都来此 ，绝妙风

  

情丽水台
”(96)

。 此高级茶楼同样是社交会友的好去处。 由于会友社交的需要 ，茶馆或辟有雅室 ，或对茶馆进

  

行专门装饰以满足其需求。 如王亦埙《淞南梦影录》载 ：上海大茶楼阆苑第一楼 ，

“

洋房三层 ，四面皆玻璃窗 ，青

  

天白日，如坐水晶宫 ，真觉一空障翳
”

，引得
“

远方之初至沪者 ，无不趋之若鹜
”

。 这些装饰豪华的大茶馆成为会

  

友的首选。 既然茶馆成了人们社交活动的中心 ，不同社会阶层就会聚集在不同的茶馆进行活动 ，久而久之 ，就

  

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人员相聚在一个茶馆了 。 如成都一品轩 、凌烟阁、儒林茶馆是士林学子相聚的地方 ，妙高

  

楼 、蓬莱 、禅鸣 、十二楼则是宗教界人士交往的茶馆 ，荣盛 、鸿兴 、安乐寺 、庆余等茶馆又是商贸聚会茶馆 ，真可

  

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浙江海宁硖石镇 130 多家茶馆形成了米市茶馆 、丝茧牵头茶馆 、同业茶馆、鸟蟋茶馆 、

  

戏迷茶馆、忠义茶馆、报界茶馆 、官员茶馆 、航班茶馆、网船茶馆 、鲁班茶馆。 这种不同的人相聚在不同的茶馆 ，

  

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交目的。 如果说这种社交具有职业需要的话 ，那么因私事与熟人、朋友 、亲戚相会时，也带

  

到茶馆进行磋商 ，这已经成为风气 ，富人如此 ，贫人也这样。 那些
“

劳心劳力 ，终日勤苦 ，偶于暇 日，
一至茶肆 ，

  

与二三知已渝茗深谈
”(97)的人 ，也很常见 ，所谓

“

无论贵贱贫富 ，类似瀹茗清谈为事 ，或有晨夕两次者 ，或有每

  

日一次者 ，甚有甫游此间 ，倦而欲返 ，出门又遇他友 ，重入茶园者
” (98)

，实质表明与朋友人茶馆谈心成为时尚。

  

清末民初 ，社会动荡 ，人们更需要开展社会交往 ，会见朋友 ，以期谋求生存机遇 。

     

 6、行业会聚功能。 各行业将一定的茶馆用作集会场所 ，在茶馆中协商本行业的重要事项 ，或举办
“

摇会
”

。

  

这一现象在清代民国时期极为普遍和常见 ，几乎成为通识。 上海作为旧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 ，行会在

  

茶馆中的活动相当活跃。 各行业的商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相聚在一定的茶馆 ，相互交换信息 ，联络感情 ，

  

洽淡交易。 如煤炭商人、棉花和棉籽商人等相聚于青莲阁，杂粮商人等汇聚于杏花楼 ，颜料杂料商人聚于长乐

  

茶馆 ，洋杂货商人和面粉商人则聚集于怡珍茶馆 ，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各行各业的商人聚集在特定的茶馆(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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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利用茶馆作为行业聚会之所 ，工匠 、船夫 、车夫等都市的下层社会人员也都是如此。 上海的船夫们把

  

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楼 、小车夫们把嘉兴路的某一茶馆用来作为自己的集会场所‘1CO)
。 苏州织机房的工匠们把

  

临顿路的新园茶园作为早晚聚会之所 ，每逢罢工 ，终 日聚集该茶馆 ，气势颇盛‘10I)
。 南京临时雇佣的织棉工 ，

  

每天清晨聚集于丹凤街的三元茶馆或北门桥的顺兴茶馆 ，在这些茶馆处接受当日工作 ，由来已久(102)
。

      

杭州的官僚大多聚于萃芳茶店。 其他各行各业基本都有自己聚集会和谈生意的场所。 如曲艺人聚于南

  

玉巷茶馆 ，水果店聚于万安桥水果行茶店 ，养鸟者聚于雅园胡儿巷茶馆 ，收旧货商人聚于青莲阁茶室 ，会董钱

  

庄大户聚于钱业会馆茶馆 ，木匠业聚于堂子 、城头巷茶馆(103
。 1913 年喜雨台茶楼建立后 ，各行业聚会均转到

  

该馆 ，行业茶会均有特定的座位。 有的茶馆已发展为专业性交易场所。 浙江海宁硖石镇的大富贵茶店 ，是商

  

界各行业同业茶会开展的地方 ，每到晚上 ，各行业人员都聚集在各自的同业茶会上 ，
一边喝茶 ，

一边交换外面

  

行情 ，或解决同业中的一些矛盾纠纷 ，
一些日行货价 ，也在这里拍定 ，茶钱由同业公会总付。 船工 、脚夫则聚于

  

聚仙阁茶店 ，捕捞鱼虾鳝鳖的 ，聚于芦扉汇茶店 ，木匠 、泥水匠聚于西雅园茶店(104)
。 江苏镇江做粮食生意的

  

商人都上惠风茶坊 ，油漆匠 、瓦木匠 、成衣匠 、四拼匠相聚天源楼茶坊找主顾 ，做小本生意、转手贩卖的
“
二道贩

  

子
”

以及医 卜星相 ，进城卖菜的茶农 ，相聚鸿翠茶坊、如意茶坊(105)
。 四川成都商贸聚会的茶馆有荣盛、鸿兴 、

  

安乐寺 、庆余等。

     

 7、市场交换功能。 有的茶客下茶馆 ，不仅仅是饮茶 ，特别对于商人来说 ，往往通过茶馆 ，以饮茶为媒介 ，达

  

到洽谈生意的目的。
．二般百姓也常常利用茶馆来进行商务交易。 前述茶馆的行业会聚功能实际上就是一种

  

市场交易功能。 茶馆洽谈生意 ，容易成功 ，双方同坐一张茶桌 ，气氛友好 、轻松 ，
一边喝着茶 ，

一边朋友式地进

  

行交流 ，将激烈的讨价还价变成心平气和的洽谈 ， 即使谈不成生意也算交了个朋友 。 普通老百姓找工作、主

  

顾 ，往往也借助茶馆来达到目的。 至于说活跃于茶馆中的掮客 、房屋中介人员等 ，也对促成交易起到穿针引线

  

的作用 。 清代民国时期 ，茶馆作为休息的场所 、社交的场所 、集会的场所 、交易的场所 ，得到了广泛利用 ，尤其

  

是作为交易的场所 ，即市场功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正因为此 ，城乡之间逐渐形成了以茶馆为中心的各类

  

行业交易市场 ，茶馆的经济功能十分明显 。 如杭州和园茶楼为鸟雀市场 ，补经楼为土纸 、锡箔市场 ，曲江茶楼

  

是大米市场 ，喜雨台简直就是个大综合交易市场 ，古玩、书画 、纺织 、粮油 、房地产 、营造、水木作 、柴炭、竹木瓦、

  

饮食 、水产 、花鸟、虫鱼等行业汇聚此地 ，洽谈生意 ，等候招揽。 浙江海宁硖石的
“

米市茶店
”

是米商谈生意 、休

  

息的场所 ，挹园 、惠福 、近山记等茶馆是
“

丝茧牵头茶店
”

，牵头从中接头促成交易 ，抽取佣金 。 湖北武汉德心茶

  

馆为船只结算运费和粮食交易场所 ，安乐泉茶馆为织布业 、水产、山货、水果市场 ，话雅茶馆是大柏木船上的船

  

民和乘客喝茶了解行情或进行交易的场所 ，抗战胜利后则成了
“

跑单帮
”

的销售货者和银元贩子的买卖场所。

  

进出清香茶泉的茶客是肩挑小贩 ，他们在茶馆进行交易(106)
。 南京夫子庙的义顺茶馆是介绍房屋买卖租赁的

  

中间人
“

房牙们
”

及手艺人活动的场所 。 房牙们品茗时相互打探 ，交换信息 ，兜揽生意 ，手艺人则寻觅雇主。 做

  

各类生意的商人 、经纪人则汇集奎光阁讲行情 ，谈生意。 上海经济发达 ，经济功能的作用尤其明显 ，市场交易

  

式的茶馆相当明显。 茶馆是商人 、掮客 、手艺人聆市面 ，谈生意找生活的聚散地 ，这就是茶馆市场的典型表现。

  

据吴承联《旧上海茶馆酒楼》记载 ：到解放前夕 ，上海 27 家茶楼内就有 70 多个行会的茶会市场 ，经常参加茶会

  

活动的约有 5600 人 ，其中坐商 1000 余人 ，小商贩 500 余人 ，其余都是掮客。 各个茶会都有不同的活动时间和

  

地点 ，如青莲阁茶楼 ，二楼上午有麻袋业 、新衣服装业茶会 ，下午有砖灰业茶会 ，并在茶楼设来货登记 ，三楼上

  

午有颜料 、印染业茶会 ，下午有飞花业 、建筑材料 、营造业茶会 ，这些茶会均是交易的好地方。 春风得意楼竭力

  

招徕一批商家贾客 ，为他们晤谈应酬 、交易记市提供方便 ，
一时布业 、豆业 、钱业 、糖业等各式商贾 ，进出络绎不

  

绝。 这种茶会 ，该茶楼下午有化工原料业近 200 人 ，其中商贩近 160 人 ，居间人近 40 人。 城隍庙有的茶馆是做

  

鸽子生意人的汇集点 ，鑫福茶馆是做木材生意人的地点 ，不少行会均在茶馆中交易。 其他茶馆也具相当显著

  

的市场功能。

      

当然 ，不只城市茶馆的市场功能突出 ，农村市镇的茶馆也具有相当显著的交易功能。 这一点 ，尤其是在发

  

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更加明显。 每年茧、丝 、新米上市时 ，农民即在茶馆打探市价行情 ，经营茧丝米及其他农

  

副产品的掮客亦出没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 。 可见 ，茶馆成了商品信息中心和交易中心 ，对促进农村商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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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应该说 ，清代民国时期茶馆业特别发达 ，从根本上说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茶馆作为商品交

  

换场所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8、吸纳就业功能。 清代民国时期 ，社会矛盾激化 ，破产失业的贫民不在少数 ，这些人大部分进入茶馆就

  

业 ，找到了一块安身活命之所 ，茶馆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暂时避难所和落脚点 ，成为社会矛盾

  

的缓冲地。 千百年来 ，茶馆作为服务业的本质没有变 ，茶馆从业人员不需要什么文化技术 ，这就为广大中下层

  

人员找工作提供了可能。 茶馆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 。 茶馆老板虽形形色色 ，但相当一部分是家庭经

  

营的小本生意。 茶博士很辛苦 ，但仍可贴补家用 ，勉强度日。 茶馆里的各种艺人 ，
一般收入也不高 ，许多人遭

  

到流氓的欺负。 那些小贩及其他服务人员 ，属劳动大众 ，他们在茶馆中找到了一定工作 ，有了一定收入。 以茶

  

馆为衣食之地的人们 ，还有擦皮鞋的、卖药的 、卖报的 、挖耳的 、修脚的等。 可见 ，茶馆养活了一大批穷苦百

  

姓(107)
，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场所 ，对改善贫民生活 ，缓和社会矛盾多少起了点作用 。

     

 9、仲裁审判功能。 清代民国时期 ，茶馆盛行
“

吃讲茶
”

之风 ，江浙一带尤其盛行(108)
。 徐珂《清稗类钞 ·上海

  

地棍之吃讲茶》对此风俗有记载 ，云 ：
“

吃讲茶者 ，下等社会之人每有事 ，辄就茶肆以判曲直也 。 凡肆中所有之

  

茶 ，皆由负者偿其资 ，不仅两造之茶钱也。 然上海地棍之吃讲茶 ，未必直者果胜 ，曲者果负也。 而两方面之胜

  

负，又各视其人之多寡以为衡 ，甚且有以一言不合而决裂用武者 ，官中皆深嫉之 ，悬为厉禁
” (109)

。

“

吃讲茶
”

的

  

基本方法是争执双方来到茶馆 ，由有权势 、有威望的人主持 ，通过双方申辩 ，最后由听众或主持人裁定谁曲谁

  

直 ，然后
“

众咸以甲为理直 ，乙亦自悔 ，愿赔礼释怨
”(110)而作罢 。 在这里

“

讲茶
”

的当事者分别为原告和被告 ，

  

茶客为旁听者 ，具有法律审判的性质。 至于仲裁是否公正 ，调解停是否有效 ，就只有天晓得了 。 但不管怎样 ，

  

在茶馆普及的江浙地区 ，茶馆作为这种仲裁审判的
“

法庭
”

得到了广泛运用。 人们有了争执 ，公开抛开官府 ，更

  

愿意到茶馆中去评评理 ，听听公众的意见。 显然 ，这种
“

原为苏杭之陋习
”

的
“

讲茶
”

之风得到了民众的极大欢

  

迎 ，以致迅速在上海 、常州 、南通 、福州等沿海地区传播开来 ，动摇了官府的权威 ，引起了政府的极大恐惧 ，因而

  

申令禁止 ，但仍呈现
“

随禁随犯 ，肆元忌惮
”(11I)的状况。 可见 ，茶馆

“

讲茶
”

作为简单的仲裁 、裁判的好处受到

  

民众喜爱 ，这是官府三番五次申令禁止无效的根本原因。 当然 ，也有真正办案的茶馆。 上海有
“

包打听
”

茶会

  

之说。 巡捕房的巡捕 、侦探不仅经常从茶馆中得到破案信息 ，有时干脆把茶馆当成了公事房 ，在茶馆中办案。

  

如十六铺望江楼茶馆就是租界巡捕办案常去的主要茶馆。 这实际上是私设公堂 ，在旧中国见多不怪。

     

 10、人才市场功能。 人茶馆的人三教九流 ，无所不有 ，这里既是藏龙卧虎之地 ，也是藏据纳污之所。 许多

  

人把茶馆作为展示才能 ，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 ，或者通过茶馆成为成功者 ，茶馆起到人才交流中心和人才交易

  

市场的作用 。 中国的戏剧 、曲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馆的繁荣。 在茶馆中，
一批业余艺术家演技水平 日臻完

  

善，博得了茶客的喜爱 ，也成为各茶馆争相邀请加盟对象。
一旦与名演员签约 ，抓住艺术名角不放 ，茶馆必定

  

财源滚滚。 有些高档茶馆 ，更是不惜一切代价邀请当红艺人来茶馆演出。 这样 ，茶馆不但造就了名艺人 ，也是

  

艺人流动的重要场所和交易中心。 至于说到茶客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通过茶馆找到工作 ，也是茶馆作

  

为人才市场的典型例子。 据说，当年成都茶馆又是
“

腊月人战
”

的场所 ，以成都为中心的周围 10 多个县的中小

  

学教师求聘争夺战 ，每年寒暑假期 ，校方和待聘教师相聚于茶馆 ，在茶桌上议定致聘 。 这种专门人才招聘会的

  

地址设在茶馆 ，表明茶馆是人才自由市场。 这是何满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历史掌故(112)
。 而 1948 年因

  

省立杭州师范新任校长一次解聘 47 位教员中的 31 位 ，引起普遍不满 ，解聘教员在湖滨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说明这些教员平时相聚湖滨茶室 ，探讨问题 ，相互介绍工作事宜 ，该茶社当为人才市场无疑。 应该说 ，商品经

  

济越发展 ，茶馆作为人才市场的作用也越明显。

      

总之 ，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功能已基本形成集经济、文化 、政治性能于一体的较为强大的社会功能。 与茶

  

馆功能基本形成时的宋代相比，清代民国时期茶馆功能有了新的发展 ，经济上成交 ，艺人演唱献艺 ，帮会行业

  

集会 ，民事评理 ，新闻传播 ，知识信息交流等，近代茶馆的种种功能已经形成 ，尤其是经济功能明显 ，这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 自宋代已出现的茶馆的一些阴暗污秽现象到清代民国时期泛滥成灾 ，如买

  

官卖官的政治活动 、看相 、算命、卖春宫 、拉皮条 、卖色相 、吸鸦片等活动渗入茶馆 ，黑帮利用茶馆进行各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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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不时在茶馆中大打出手 ，搞得乌烟瘴气 ，使茶馆优雅的环境荡然无存。 少数人整天无所无事，泡在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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