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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１，２，刘勇３，许利嘉１，２，彭勇１，２，何春年１，２，肖培根１，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２国家教育部中草药物质基础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３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摘要］　目的：比较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的起源和其异同。方法：通过古籍记载和生物文化的推理，
从茶、咖啡、可可对人体的作用和功能，再参照其发展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做出综合性的比较。

结果：三大饮料与其他咀嚼品一样经常咀嚼起到预防疾病和调节精志的作用。结论：三大饮料随着人类社会和生产

力的发展，逐步开发推广成为饮料。这类物品不同于维持生计的食品和治疗疾病的物品，更多地起到预防疾病、维

护健康的作用，我们建议称之谓 “咀饮”。将其明确定位，有利于慢性疾患的预防与调整治疗。

［关键词］　茶文化；茶；咖啡；可可；咀饮；慢性疾患；预防

茶（Ｔｅａ）、咖啡（Ｃｏｆｆｅｅ）、可可（Ｃｏｃｏａ）为当今
世界的三大饮料，其英文字母之首 ＴＣＣ为广大消费
者所熟知，已风靡全球。三者均有悠久历史，其渊

源均可追溯至史前［１３］。最初，这三者均以咀嚼的形

式出现，古人们咀嚼这类物品，可以使精神保持在

高亢状态，提高狩猎时竞技的技能，而且咀嚼这类

物品，对人体可以起到预防疾病、使身躯和神态维

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因此，与维持生计的食物

（Ｆｏｏｄｓ）、治疗疾病的药物（Ｒｅｍｅｄｉｅｓ）一样，把这
一类预防疾病、介于食物和药物之间的物品，称之

为咀饮（Ｃｈｅｗｄｒｉｎｋｓ）。
中国茶，作为饮品开发、推广，以致创造出璀

璨的中国茶文化，充分体现出华夏人民在社会发展

历程中有关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了茶文

化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有关茶的起源，首先要谈到作为 “茶”的主

体：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
ＯＫｕｎｔｚｅ］，野生茶树，比较一致的看法，源于我国
的西南地区；最早利用茶树者，应该是西南地区的

少数民族，巴蜀是我国最早开展茶事活动的地点。

由于缺乏精确的文字记载，先秦（秦朝建立前的历史

时期）我们可以从人类进化，社会发展和生物文化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ｅ）的角度来推断中国古人类早期的茶事
活动。在史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生活实践中用

茶后感觉精神振奋、效率提高，经常咀嚼可以减少

得病，因而作为珍贵的贡品呈献给皇上，如常璩所

著 《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

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

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

麻丝，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由此可

知，常璩生活的晋代（《华阳国志》约成书于公元

３５０年），他所描述发生在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武王伐
纣的情景，当时生产已较为发达，五谷、六畜、养

蚕、茶蜜已经开始作为贡品。唐代陆羽有关茶的名

著中记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一是受了神

农崇拜的影响，另一是说明了在神农氏年代，食物、

药物、茶的分化已经明显。传说中的神农和炎帝是

否一人，尚有争议，但他们所处的年代，根据 《庄

子·盗跖》的记述：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

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应该是母系氏族时代的

真实写照。文献中还记述炎帝姓姜，是羌人的一支。

有了农业，逐渐脱离游牧生活，便成定居的农耕生

活。茶先是作为贡品，仅是上流社会所享用。随着

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茶文化，使陆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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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能从种茶、制茶、煮茶、饮茶系统地进行

总结。因此，中国茶事和茶文化的兴盛和当时封建

社会在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茶、咖啡、可可有许多相似处。但最为明显是

他们均含有较大含量的咖啡因（Ｃａｆｆｅｉｎｅ）和其衍生
物以及所呈现的一系列生理功能（图１及表１）

图１　咖啡因、茶碱、可可碱的主要存在

Ｒ１ Ｒ２ 存在

咖啡因（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ＣＨ３ ＣＨ３ 茶、咖啡、可可、瓜拉那豆

（Ｐａｕｌｌｉｎｉａｃｕｐａｎａ）、可 拉 果
（Ｃｏｌ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巴拉圭茶
（Ｉｌｅｘｐａｒａｇｕｉｅｎｓｉｓ）

茶碱

（Ｔｈｅ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ｅ）
ＣＨ３ Ｈ 茶、瓜拉那豆

可可碱

（Ｔｈｅｏｂｒｏｍｉｎｅ） Ｈ ＣＨ３ 茶、可可、瓜拉那豆、可拉果

巴拉圭茶

表１　咖啡因、茶碱、可可碱的生理作用

器官 可可碱 茶碱 咖啡因

大脑 弱 中 强

气管 中 强 弱

心脏 中 强 弱

肾脏 中 强 弱

骨骼肌肉 弱 中 强

由于咖啡因强烈的中枢兴奋作用和骨骼肌肉强

烈的兴奋作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运动员尿液

中咖啡因含量有所限制（低于１２μｇ·ｍｇ－１），但古人
类在角斗中却可提高竞技的效能。

三大饮料另一相似处是所含的多酚化合物的抗

氧化作用。茶叶中丰富的多元酚类简称茶多酚已为

大家所熟知。咖啡中抗氧化的物质主要是氢化肉桂

酸 （Ｈｙｄｒｏｃｉｎｎａｍｉｃａｃｉｄ）类 衍 生 物：如 氯 原 酸
（Ｃｈｒ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ｉｄ）类，其中包括咖啡酰奎宁酸
（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等。研究表明可可中所含多酚
类化合物儿茶素及表儿茶素对心脏和胃有抗氧化

作用。

三大饮料对人体健康都有良好的作用。如茶的

兴奋、抗氧化、抗菌、抗病毒、降血脂、抗癌、抗

炎、减肥、抗放射［５７］，咖啡的兴奋、抗氧化、抗

癌、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等作用［８１０］，可可及巧克力

的兴奋、抗氧化、心血管等方面的良好作用［１１１３］。

因而，对他们明确定位在食物或药物，确实存在很

大的困难。

三大饮料的开发，兴盛与普及，与当地的社会

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茶兴盛与普及，

以唐代陆羽的 《茶经》为标志（７５８年前后），唐代
的繁荣经济，国际交往促进了茶文化的繁荣和普及。

而咖啡开发与兴盛，渊源于东非史前人类就偏爱咖

啡的兴奋作用，咖啡果实及叶粉碎后被狩猎者们混

合了脂类食品用于减轻饥饿与疲劳。其开发经历了

很长时期，至１６５０年第一家咖啡馆才在英国牛津大
学开业，以后在西方流传开来，这与西方资本主义

兴盛也不无关系。而可可的开发，西班牙人埃尔南

多·科尔特斯（ＨｅｒｎａｎｄｏＣｏｒｔｅｚ）在１５１９年看到墨西
哥一位部族首领喝一种珍贵的苦味饮料Ｘｏｃｏａｔｅ，后
他以此饮料献给国王作为礼物。后在西班牙宫廷中

受到欢迎，并逐步在西欧普及巧克力和可可饮料。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咖啡和可可／巧克力的开发和普
及较茶约晚１０００年左右。

综上所述，三大饮料均起始于久远的咀嚼品，

其作用为调节情志与预防疾病为主，因此将其定位

在 “咀饮”类物品乃是十分合宜的［４］。并且将是慢

性疾患预防和调整治疗的一个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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