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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首部关中国现代旅游史的论著。
全书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轨迹、旅行社旅馆饭店的发展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国内外旅游活动三方
面对我国1912—1949年间旅游业和旅游活动进行了全面描述和总结。
    本书征引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内容丰富而翔实，可读性强，适合于旅游专业研究人员使用或作为该
专业的本、专科教材，也可供旅游爱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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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二、广州、南京等地的茶楼    嗜好饮茶是广州人的习惯和地方特色，将“喝了茶没有?”作为问候
早安的代名词。
但在咸丰、同治年间，甚至光绪初年，广州也只有设备十分简陋的“二厘馆”(茶价二厘)茶话。
它是劳苦大众歇脚的地方，也是街坊群众聊天叙话的好去处。
光绪中期，开始出现比茶话高级的茶居，以招闲逸阶层。
广州开放后，茶居发展为更高级的茶楼。
去茶楼品茗曰“上高楼”。
民国时期，广州著名的茶楼如惠如、澄江、莲香等，楼面宏大宽敞，内部环境幽雅，闹中取静。
它们不仅是人们工余之暇、上班之前的消费场所，而且也是各行各业来此浅斟细酌、洽谈业务、互通
信息的地方，更是旅客流连忘返之地。
一是去品一下茶楼即制即销、且要保持“镬气”和温度的广州茶；二是去享受和欣赏茶楼幽雅的环境
，精美的雕饰。
例如，用来间隔的满洲窗，有彩色玻璃图案，或人物山水图，或写有唐诗宋词、治家格言，或桃园结
义图、二十四孝图，应有尽有。
因不设天花板而抬头就可见的格头上的横楣花檐，用全木雕通花，并饰以山水人物或动植物图案，有
的甚至贴以真金。
还有墙壁、柱子、梯台的显眼地方，悬挂的一幅幅诗画，确是上好的艺术品。
    南京的茶馆在清末称之为“戏茶厅”、“戏茶园”，收费一般较低，观众入座之后，既可品茗，又
能听戏。
其中最早的有坐落在大中桥的升平茶园和仪凤园，均创办于1910年(宣统二年)。
据《金陵杂志》统计，当年有戏茶厅共计37家。
民初，南京茶馆越开越大，在夫子庙一带仅“清真”茶社就有14家之多，例如奎光阁、新奇芳阁、得
月台等等。
    新奇芳阁由当时的省议员朱寿仁发起筹办，于1920年农历五月一日开张，势力大，楼堂大，生意兴
隆。
全店占地1 066平方米，上下两层，楼上容红木大方桌100张，楼下容杂木大方桌70张。
内部陈设富丽雅致，四壁多名人字画，岳飞的出师表，郑板桥的兰竹等，均用特制的木雕吊屏装挂壁
上。
在楼下厢房客座中挂着的穿衣镜两旁有“得山水情，其人多寿；有诗书味，生子必才”的醒目对联，
道出了茶社之用心良苦。
    新奇芳阁坐落在夫子庙贡院街，凭栏可以近观秦淮河中画船游荡，远眺秦淮十里风光，每届年节，
则俯瞰节日盛况或花灯之会。
晚上又可欣赏为多赚取茶金而请来的梨花大鼓、京韵大鼓、京戏清唱、相声、杂耍等各种表演。
至于美食，上午有各类大面、牛肉包饺、菜包、干丝、酥烧饼等，下午为糖酥烧饼、五仁馒头、各类
面食及荤、素干丝等等。
每逢年节和旅游旺季，仅卖茶日销售量就达3 000碗，平均每天消耗茶叶达15公斤。
各地游人都将在新奇芳阁喝茶或吃风味小吃看作是游夫子庙的一种时髦。
    扬州的富春茶社更具特色。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茶社逐步形成“花、茶、点(心)、菜”和“色、香、味、形”相结合的独有风格
。
这与它的前身富春花局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花局有一个四季飘香、雅洁清静的环境；其次，可以品茗赏花，清谈抒怀，吟唱对弈。
颇能吸引文人墨客来此游赏。
于是，1912年，一个具有“花、茶、点、菜”结合特色的富春茶园诞生了。
1921年后，经过长期实践，不断改进和提高，实现“色、香、味、形”第二个结合，才真正形成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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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富春茶。
这第二个结合是取龙井茶之“色”，珠兰花之“香”，魁针之“味”。
客人坐定，先取预先合窨好的魁针和珠兰，再加魁针和龙井，当着客人面，用滚开之湖水倾人杯中，
形同一泓淡淡的碧波，色、香、味、形的特色立即呈现在旅客面前。
那时，去扬州游览的旅客无不光顾富春茶社品茗、赏花、吃点心。
    1921年前后，富春在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茶客结合后，逐步形成“乡贤祠”、“义冢
地”、“土地庙”和“大成殿”几处茶客们自封的品茗处。
“乡贤祠”系清朝遗老、地方士绅、书画家、学术名流等品茗处。
“义冢地”仅仅是个茶棚，夏天茶客较多，冬天一派疏落景象，有如郊野之荒冢，是穷知识分子孤坐
或吟诗作对、观花赏雪景之处。
“土地庙”是工商人士品茗洽谈生意的地方。
“大成殿”里充满着书卷气，是文教中人读书切磋学问的好地方。
    富春茶社与上述4个品茗的地方形成富春品茗景区，即使有的地方房屋设备简陋，但花香茶影，使人
不以为陋，反以为雅。
加之有制作精美的富春点心供应，使许多游人翩然莅止，流连忘返。
    苏州茶馆业之兴盛向为人称道。
扬州、吴中人常说：“早晨皮包水(饮茶)，晚上水包皮(洗澡)。
”可见喝茶泡澡堂也是苏州一带人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苏州的大型茶馆都兼作书场，例如：并不大的玄妙观内，当时就有3家大众化的茶篷以及玉露春、三
万昌、雅聚园等几家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高档茶馆。
三万昌茶馆两进三开间门面，前后共有4个堂口，内设书场。
    北京茶楼于1900年以后相继出现。
京城茶楼都是楼下为买卖商品的店堂，楼上设茶座和菜馆。
开业最早的是大栅栏路南之大观楼，次为观音寺胡同之宾宴楼、廊坊头条之第一楼、杨梅竹斜街之青
云阁、北门在西河沿而南门通廊坊头条的劝业场、中山公园里的春明馆、来今雨轩等。
    大观楼开业时，茶楼上除茶几、中西果品外，还置放着烟榻，显然是接待达官贵人之处。
第一楼茶楼较大观楼、宾宴楼规模宏阔，茶楼上游人不绝，门前车马如云，为之塞途。
青云阁更胜一筹，室内布置雅洁，且秩序井然，楼上设玉壶春茶座、普珍园西洋菜馆。
楼高共3层，游客在茶座可以临窗观山，风景如画，还在楼下设有保龄球，楼上设有台球，名日爱智
球房。
这里的茶客游人天天满座。
    春明馆茶社与北京其他茶社又不同，茶社里除品茗用具外，特设文具和棋类，供长袍马褂的年长文
人、书画家等流连其间，啜茗、下棋、吟诗、作画，如夏仁虎、崔麟台、吴锡永等十余人是茶社的常
客。
      来今雨轩茶社周围有剔透玲珑之太湖假山、乾隆诗碑和多处牡丹花坛，环境幽美，经常来此游览品
茗者，大多是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斯文的学生，也有政府官吏。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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