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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dons
 

China
 

shops
 

in
 

the
 

17th
 

century
 

were
 

not
 

only
 

luxury
 

stores
 

displaying
 

and
 

selling
 

exotic
 

oriental
 

goods
 

but
 

also
 

represented
 

China
 

as
 

a
 

cultural
 

other 
 

in
 

Britains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became
 

the
 

projection
 

of
 

Britains
 

own
 

desire
 

and
 

anxiety
 

when
 

taking
 

active
 

part
 

in
 

the
 

early
 

modern
 

global
 

trad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a
 

China
 

shop 
 

in
 

Ben
 

Jonsons
 

The
 

Entertainment
 

at
 

Britains
 

Burse
 

 1609  
 

and
 

reveal
 

that
 

the
 

playwright
 

has
 

embedded
 

ingenious
 

narrative
 

skills
 

in
 

this
 

seemingly
 

simple
 

and
 

wonderful
 

entertainment.
 

Jonson
 

tactfully
 

shifts
 

the
 

praise
 

from
 

the
 

advance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perfect
 

harmony
 

between
 

the
 

great
 

King
 

and
 

Queen 
 

and
 

thereafter 
 

he
 

speaks
 

for
 

his
 

ambition
 

and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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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商店的寓言」 :
瓊生《不列顛交易所的娛樂》中的敘事策略研究

湯　 平

四川大學

摘　 要:17 世紀倫敦的中國商店不僅是展列、銷售東方奇珍異寶的高級奢侈品店,還代表了英國對中國「文化他

者」的集體想像,成為英國參與早期現代全球貿易中自我欲望與焦慮的投射。 本文以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

本·瓊生 1609 年創作的《不列顛交易所的娛樂》為研究對象,對劇中「中國商店」的敘事策略進行深入挖掘,旨在揭

示這部看似簡單奇妙的娛樂短劇實則蘊藏了劇作家通過先言說中國他者文化,進而轉向讚美國王與王后琴瑟合

一,最後言說自我欲望的巧妙敘事技巧。

關鍵詞:本·瓊生;《不列顛交易所的娛樂》;中國商店;敘事策略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 (項目編號:20XJC752001)、

四川大學創新火花項目「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中國形象探究」(項目編號:2018hhf-53)之階段性成果。

引言

本·瓊生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第一位桂冠詩人,也是這個時期在作品中提及中國元素最多的一位劇作

家①。 他的戲劇「以現實為基礎,揭示了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真實反映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早期現代全球市

場」 ② 。 1609 年 4 月瓊生受資助人索爾茲伯里伯爵羅伯特·塞西爾委託,創作的短劇《不列顛交易所的娛

樂》(The
 

Entertainment
 

at
 

Britains
 

Burse)在塞西爾剛開業的倫敦新交易所(New
 

Exchange)慶典中表演。 國

王詹姆士一世、安妮王后、亨利王子、查理斯王子以及伊莉莎白公主,在宮廷和倫敦外交官員的陪同下觀看

了演出③。 劇中「看門人」、「商店男孩」和「店主」先後帶領王室成員及隨從參觀了新交易所裡的中國商店,

並向他們生動形象地介紹了一系列來自中國的奇珍異寶,最後以向王室成員饋贈禮物的方式結束表演。 這

部戲劇是詹姆士一世統治早期關於倫敦中國商店真實存在的第一個證據④,也是當時慶祝英國貿易擴展到

亞洲市場的娛樂表演中唯一保留下來的節目⑤。

國內外學界關於《不列顛交易所的娛樂》(以下簡稱《娛樂》)的研究寥寥可數。 一方面因為這部戲劇的

手稿直到 1997 年才被英國學者詹姆士·諾爾斯在公共記錄辦公室的政府報紙中發現;另一方面在於國內外

學者研究瓊生戲劇以其諷刺劇《福爾蓬尼或狐狸》、《煉金術士》為主,對這部短劇缺乏足够關注。 近年來,國

內外有個別學者對《娛樂》中的貿易經濟主題、語言修辭技巧進行了探討。 手稿發現人諾爾斯認為,劇中的

中國商品體現了「瓊生與他的資助人對交易所奇跡和神秘的願景」,「宣傳了交易所在促進新貿易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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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⑥。 大衛·貝克指出,娛樂節目展現的「奇跡與神秘」不是早期現代全球貿易勝利的影響,而是源自當時

「經濟的不確定」 ⑦。 中國學者陳偉斌認為中國瓷器作為真正「高貴」物品的地位並不穩定,部分原因在於這

一時期貴族與財富之間精確關係的焦慮日益增加⑧。

目前,中外學者的研究主要從宏觀層面分析了《娛樂》中的貿易經濟主題,而對瓊生在劇中採用的「中國

商店」敘事策略鮮有討論。 細讀劇本不難發現,中國商店是整部戲劇的敘事核心。 倫敦的中國商店不僅僅

是展列、銷售東方奇珍異寶的高級實體商店,還代表了英國人對中國「文化他者」的集體想像,成為英國在參

與早期現代全球貿易中自我欲望與焦慮的投射。 本文對《娛樂》中「中國商店」的敘事策略進行深入挖掘,旨

在揭示這部看似簡單有趣的娛樂短劇實則蘊藏了瓊生通過言說中國他者文化,進而轉向讚美國王與王后琴

瑟合一,再言說自我欲求的巧妙敘事技巧。

一、
 

倫敦的中國瓷器與中國商店

英國海外探險始於 15 世紀末,發展相對緩慢,直到 16 世紀中葉安特衛普市場對英國關閉後,英國王室

才著手追趕世界貿易,爭取對有利的貿易區和貿易路線控制權展開鬥爭,海外探險和商業擴張成為英國國

家性的冒險事業⑨。 英國商人、水手、海盜、殖民者、旅行者和外交官變得日益國際化,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進行全球流動,「英格蘭開始了現代帝國冒險———由倫敦商人精英領導的在歐洲和西亞的全球海洋貿易」 ⑩。

中國的香料、絲綢、瓷器等越來越多的世界性商品進入英國。 16 世紀末以中國為中心的早期全球經濟網很

大程度上促進了全球互動。 在 1600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前,少量的中國瓷器通過荷蘭間接貿易路線抵

達都鐸王朝。 東印度公司成立後,瓷器仍然作為私人貿易進口。 據記載,國王詹姆士一世曾派人在 1604 年

葡萄牙船「聖·卡塔琳娜號」的戰利品在阿姆斯特丹拍賣時為他購買瓷器。 中國瓷器是當時英國王室、貴

族和富商階級尊貴身份和特權的重要象徵,1609 年 12 月詹姆士一世應邀參加海船啟航儀式時,受到「在船

上用中國瓷器宴請國王,鳴炮致敬」的最高皇家禮遇。

眾所周知,倫敦作為英國伊麗莎白時代、詹姆士一世時期的政治、經濟中心,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

的交通運輸和集中的政治權力,成為英國參與早期全球貿易活動的重要樞紐。 1568 年富商湯姆·格雷舍姆

修建的「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是「倫敦的外國商品銷售中心,那裡有兩百多家商店,銷售從海外運

回的各種貨物」 ,吸引了英國各地富商和普通民眾到奢侈品店彙集的斯特蘭德街觀賞、購買進口商品。 來

自中國的陶瓷主要是瓷器在英格蘭逐漸被大眾瞭解。 中國陶瓷是早期現代英國消費活動的重要象徵,反映

了它們在倫敦商店作為商品出售的真實背景。

瓊生作為英國早期現代成功的商業劇作家和宮廷詩人將「戲劇和詩歌視為治國之道的模式,以應對 17

世紀英格蘭充滿活力的經濟、政治事件與爭論」 。 他在《娛樂》開場通過「看門人」幽默誇張的方式向王室

貴賓介紹了新交易所的修建落成,映射了 17 世紀初倫敦作為英國乃至歐洲商業經濟中心的勃勃生機。 「在

這些商店開張之前,大家對它們裡面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困惑會引起哀悼者的大笑」 。 看門人對比自己在經

營客棧、酒館時可以輕鬆招待客人,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然而現在他在新交易所「一小時內接受的詢

問比法官在聖邁克爾大天使日法庭開庭季還要忙碌緊張(18-20)。 大眾對新交易所的修建議論紛紛,有人

說裡面應該有借款利息低的錢莊,有人說應該有各種典當的當鋪,有人說應該有未雨綢繆的庫房,還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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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航海歸來的年輕旅行者準備的書房等。 瓊生通過倫敦大眾對新建交易所的種種猜測激發觀眾和讀者

的好奇,這個新開業的交易所裡面究竟有什麼商店? 銷售什麼商品? 當時「大多數倫敦居民從事商業活動,

他們在全球各地進行買賣和貿易」 ,新交易所的開業無不吸引王室貴族和普通大眾。

索爾茲伯里伯爵為了取悅國王詹姆士一世,同時展示自己的雄厚實力,先後投資了昂貴的建築項目。

「新交易所」作為高級購物中心,選址倫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之間的主幹道———斯特蘭德街。 這座兩層樓的建

築成為「皇家交易所」、「安特衛普交易所」和「威尼斯交易所」的競爭對手。 「新交易所」裡有 100 多家零售

商店,分兩層出售奢侈品。 國王詹姆士一世將「新交易所」命名為「不列顛交易所」 (The
 

Britains
 

Burse),寄

予了把英格蘭和蘇格蘭統一為「不列顛」王國的願景。 不列顛交易所同時「體現了王室宮廷與城市的結合」,

讓王室成員、朝臣和雄心勃勃的資產階級與完成自我塑造的商人、工匠、設計師和冒險家面對面。 國際貿

易野心與塞西爾本人在維吉尼亞和東印度群島貿易中的利益相呼應。 交易所渴望提供海外新奇的奢侈品,

尤其是「中國物品」,如瓷器、漆器、絲綢以及其他從遠東進口的紡織品來吸引顧客,刺激購買欲望。

為了突出新交易所超越皇家交易所的優勢,瓊生在新交易所開業慶典中巧妙設計了讓王室觀眾參觀

「中國商店」,沉浸式參與交易所娛樂節目的互動,而非簡單、被動地觀看演員臺上表演。 新交易所裡中國商

店展列的奇珍異寶帶來的直接視覺體驗给參觀者带来驚歎。 劇作家利用戲劇力量讓「國王、王后、朝臣、貴

族、商人甚至小販首先瞥見市場貿易以及這個市場包含的眾多世界」 。 正如看門人對國王所說:「我想你幾

乎不知道你現在在哪裡,老實說,我也不能告訴你更多東西,你看似在某個地方探索發現新區域,我就是你

的指南針」(7-9)。 王室成員雖然進入新交易所這個封閉空間,但實際上開啟了一場以導遊為「指南針」的

通往世界的開放之旅。

瓊生在這個全新空間首先讓看門人在一樓歡迎客人,讓王室成員感覺到出席這個活動好像比實際走得

更遠,交易所的「旅行」如同「地理大發現」,充滿好奇與懸念;接著,他帶領貴賓上到交易所二樓,告訴他們

「我們的中國商店已準備就緒」(48),王室成員隨即進入「展示區」的一家中國商店。 商店男孩正式出場,開

始熱情吆喝店裡展出的各種稀奇物品:

你們缺什麼? 你們為什麼不買? 這裡有各種精美、品質上乘的中國物品:中國手鏈、中國手鐲、中

國圍巾、中國扇、中國腰帶、瓷刀、瓷盒、瓷櫃、匣子、雨傘、日晷、沙漏、窺鏡、聚光鏡、凹面鏡、三角鏡、凸

面鏡、水晶球、蠟像、鴕鳥蛋、天堂鳥、麝香貓、印度鼠、瓷狗、瓷貓、絲綢花、馬賽克魚、蠟質水果和瓷盤。

漂亮的鳥籠、彈珠、錢包、煙管、撥浪鼓、盆子、水壺、杯子、密封罐、雜物籃、牙籤、靶子、彎刀、不同年齡的

鬍鬚、面具、眼鏡? 看看,你們缺什麼? (50-59)

男孩在短短幾行使用「中國」(「瓷器」)共 11 次,印證了中國在當時是「開啟亞洲貿易的金鑰匙」,「物品

富有,貨源充足」 。 銷售男孩吆喝的 46 件來自東方文化的商品是中國瓷器、絲綢、飾品、工藝品、工具和日

常生活用品的典型代表。 這些來自遠東的珍奇商品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可以讓觀眾駐足觀賞,傳達一種引

人注目的獨特感,喚起一種崇高的關注」 ,進而引發他們對異域物品的驚歎。

在新交易所的娛樂節目參與中,王室嘉賓具有觀眾和顧客雙重身份。 不僅中國精美的瓷器具有喚起他

們驚歎的力量,那些天然稀有的物品同樣能夠刺激他們購買的消費欲望。 正如格林布萊特所言,「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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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因為它們美麗而受到讚賞……它們不一定是人類製造者藝術技巧的展現:精湛的技藝確實能引起人

們的欽佩,但鸚鵡螺殼、鴕鳥蛋、大的或小得離譜的骨頭、鱷魚標本、化石也是如此」 。 銷售男孩對「東方商

品」的大力吹捧顯然是為了「慶祝英國貿易擴展到亞洲市場,鼓動消費者從索爾茲伯里的奇妙購物中心購買

奢侈品」 。

二、
 

言說他者與中國寓言

如果說《娛樂》中「中國商店」銷售男孩的大聲吆喝過於熱情,類似玩著「江湖騙子的把戲」,削減了奢侈

品的重要價值,那麼店主出場後的銷售模式更加優雅、巧妙。 他首先建議男孩「安靜一些,說得更溫柔一些」

(61),強調嘉賓的尊貴地位與瓷器高貴品質之間的關聯,橫向比較了倫敦交易所的瓷器銷售現狀,突出新交

易所商品的卓越獨特與品質保障;接著運用「格物致知」的理念向貴賓說明中國瓷器製作的簡單流程、設計

理念以增進他們對中國瓷器的審美鑒賞理解。 劇作家讓參觀中國商店的王室貴賓從奢侈商品外觀帶來的

視覺吸引轉向對其品質、功能以及代表的中國文化產生興趣,進而激發他們對中國這個集體想像物產生更

多遐想。

瓊生在《娛樂》中充分證實了 17 世紀初英國商人的目光越來越多地轉向亞洲。 店主圍繞銷售男孩向貴

賓提出的問題「你們缺什麼」繼續開展推銷,

貴族們,你們缺什麼? 請你們近距離觀察這些精美物品,只看看這些奇珍異寶的精華部分,然後用

你們的眼睛快速看看其餘部分……我知道,你們在城裡還發現了其它的中國商店,而且那裡顧客的高

貴身份不亞於今天這裡的貴賓,但是,他們有什麼呢? 他們能帶來怎樣的稀有物品呢? 羽毛? 海扇殼?

木匕首? 廢棄品? 荷蘭仿製的中國瓷器? 這些碟子有幾個是假的? 你現在應該相信我———除了你們

現在在這個架子上看到的東西,這個城市的其它瓷器有虛假的,仿造的。 (66-72)

不難看出,新交易所的開業慶祝活動「試圖使潛在的資產階級、商業空間合法化,將其呈現為一個精緻

的環境,並聲稱其交易商品是正品,明顯優於城裡的贗品」 ,展現了新交易所在海外貿易中的業績,同時揭

示了當時奢侈品消費的不穩定性,以及奢侈品貿易發展中的道德與經濟風險。 店主橫向對比了新交易所銷

售的高品質中國瓷器與其它市場銷售的仿製瓷器的優劣,影射了當時倫敦商業市場激烈的競爭氛圍,暗示

了消費者購買進口瓷器時存在真假難辨的風險。

店主不僅向王室觀眾推銷東方的珍貴商品,還努力把這些關於異域商品的知識商品化。 「瞭解商品如

何被製造、被運輸,以及如何被欣賞、被定價、被消費同樣也是一種行銷」 。 為了使觀眾對展列的奢侈商品

有更多瞭解,店主在推銷中強調中國器物的卓越品質、實際功用以及歷史文化價值。 因為,他們銷售的不是

普通陶瓷、櫥櫃、圍巾、扇子,而是來自遙遠中國的瓷器、漆櫃、絲巾和魚鰭扇。 每件物品的價值植根於它從

東方到西方的漫長旅程。 人類學家艾鈞·阿帕杜賴指出,地區間的貿易同時推動了商品和知識本身,「相對

複雜、遠距離、跨文化的商品流動」意味著「知識的不穩定傳播」,隨著貿易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和分化,「關於

商品自身的知識日益商品化」 。 瓊生通過店主向王室貴賓淺顯易懂地介紹中國瓷器的製作流程、審美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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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揭示文學文本、瓷器與社會文化在合力塑造中國這個集體想像物時的複雜交錯關係。 新交易所不僅銷

售來自東方的進口商品,還推銷想像與現實共同編織的東方文化。 店主向觀眾揭曉了精美瓷器的製作過程:

這些是用真正的泥土製成的。 首先,在研缽中搗碎,在磨具中研磨,再放入凹槽或水槽中,浸漬直

至變硬。 然後,取走它們最上面的漿(就像你的家庭主婦做黃油一樣),把它做成他們列出的樣式,當它

在爐子裡融化時,把這些數字畫上它,給它塗上永久保持的顏色。 有些人認為瓷器製作在混亂中逐漸

成熟之前花了 80 年或 100 年功夫,並由祖父或曾祖父留給後世的三個繼承者,給他們帶來了直接的財

富。 (73-82)

瓷器作為中國技術、藝術、文化的傑出代表,「被視為中國的表徵符號,是當時英國人獲取他者中國知識

的重要來源」 。 中國瓷器選材講究、工藝複雜、大器晚成、價值不菲,傳承了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激發了早

期現代歐洲人對遙遠中國的好奇、探索之心。

實際上,歐洲關於中國瓷器的最早描述可以追溯到 13 世紀晚期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遊記。 馬

可·波羅提出的中國瓷器「埋藏說」對西方近代文化影響深遠。 無論是《馬可·波羅遊記》,還是英國中世紀

晚期第一部以想像東方為題材的《曼德維爾遊記》,「16 世紀為英國讀者提供關於亞洲發現和海外旅行最重

要、最新資訊」的《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發現全書》都強化了早期的中國形象———「一個令人

難以置信的、富庶的、神奇而又魔幻的地方」 。 遊記作者往往扮演著雙重角色:他們既是社會集體想像物的

建構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體想像的制約,因而他們筆下的異國形象也就成為了集

體想像的投射物。
 

瓊生在《娛樂》中讓中國商店店主的推銷充分利用交易儀式具有的具象和抽象雙重特徵。 他站在真實

的新交易所市場,銷售具象的中國商品,詮釋其表徵的抽象中國文化。 他首先讚美了一件「像琥珀那樣透

明,比水晶更精妙」(83)的中國瓷器;接著詳細描繪了一件稀有品———「一個設計精妙的鹽瓶:大象背上有一

個城堡,除了工匠藝術外,展開的耳朵,纏繞的象鼻,象牙的安裝和城堡的建築,好好觀察這個獨特之物!」

(86-89)店主還向現場觀眾提問,「為什麼是大象而不是其它動物呢」 (89-90)? 他解釋說,這個設計說明

「大象是最睿智的動物,從他那裡取走鹽非常合適」,「因為鹽代表智慧:鹽使一切美味」(91-93);隨後,店主

介紹了「象徵完美友誼的瓷器狗」和「優雅端正」的瓷器貓(95-97)。 這些精美中國瓷器彰顯的藝術魅力超

越了觀眾的想像,激起店主對中國文化的由衷讚歎,「哦,你們中國人! 天底下唯一的智慧民族! 中國人在

其它藝術文字發聲前,已經超前很多年掌握了各種藝術文字」(100-102)。 代表先進文明的中國器物無疑給

詹姆士一世時期的英國民眾帶來強烈震撼。

店主一方面向觀眾介紹中國瓷器的物質性,它們的材質、樣式和功能,另一方面指向一個更具概念化的

市場,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網。 中國商店銷售的其它「美物」,比如「重達 18 盎司的中國漆櫃」、「用長尾鸚鵡的

羽毛製成的地毯」、「用印度蝴蝶翅膀製成的雨傘」、「用飛魚鰭製成的扇子」、「中國內陸的帷幔」 (114-119)

和中國瓷器一樣不僅僅是奇妙的工藝品,還在跨時空、參與早期現代國際貿易中增加商業價值。 店主告訴

王室貴賓,「整個店裡的東西都是神秘的」(114-149)。 因為中國商店展列的每一件物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和

可以訴說的故事,隱藏著複雜的政治、道德或精神內涵。 在瓊生眼裡,中國商店不僅是當時倫敦銷售中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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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著名奢侈品店,還是言說中國他者文化的重要敘事,講述著與中國元素密切相關的隱含寓言。 他在劇

中指出「學習中國商店寓言的人,才有可能成為學院院長」(107-108)。 因為在英國人眼裡,物產豐富、文明

發達的中國作為集體想像物被塑造得如同烏托邦完美。 對於早期現代觀眾而言,中國商店的寓言是「複雜

的、多層的」,它不僅投射了英國關於中國的集體想像,還象徵消費者的「地位等級、市場狀況以及英國對外

貿易的現狀」 。

三、
 

中國鏡像與言說自我

瓊生在《娛樂》中一方面慶祝英國海外貿易力量的日益崛起以及商業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微妙

暗示了經濟形勢的複雜多變。 被想像、被塑造、被言說的中國「他者」形象正好滿足當時英國社會「集體想

像」的需求。 因為英國需要的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而是「一個烏托邦的中國,一個具有鏡像功能的文化他

者」 。 異國形象從來都不是自在的、客觀化的產物,而是自我對他者的想像性製作,是按自我的需求對他者

所做的創造性虛構,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 制約英國人心中中國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國的現實,而

是英國自身的問題、需求和欲望,這些問題、需要和欲望是英國作家塑造中國形象的篩檢程式。 作為一位

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著敏銳洞察力的劇作家,瓊生巧妙利用中國他者形象的鏡像功用,投射出英國在早期現

代全球貿易中的自我影像,並以中國形象為參照物反觀自我,言說自我,實現自我探求。

中國瓷器在西方文化中曾被誤認為是一種具有煉金術特性的神奇材,自身從泥土轉變成奢侈品。 瓷器

的煉金術魔力也代表劇作家本人的詩意轉變,將一個不加掩飾的賄賂場合變成展列中國奇珍物品的假面

劇,在倫敦中心進行「魔法表演」,喚出英格蘭新興商業帝國觸及的異域世界。 娛樂節目的總成本為 178 英

鎊 12 先令 10 便士,這還不包括從科普爵士那裡借來的物品和送給皇室成員的昂貴禮物。 其中送給安妮王

后的報喜銀牌匾和亨利王子的瓷馬都是昂貴物品,威尼斯大使將銀牌匾估價為四千克朗。 王室成員「舞臺

旅行的花費大約相當於實體商店成本的三分之二」 。 塞西爾為什麼願意斥鉅資籌備娛樂節目,甚至還向外

人借珍品為中國商店展列的奢侈品來充數? 就像劇中店主所說,「我承認,有幾個架子有點單薄,佈置的東

西少! 但如果歐洲所有的庫房加起來都買得起這些東西,我會把我這個可憐的腦袋縮進我的店裡,再也不

會被人看到」(64-66)。 塞西爾煞費苦心讓瓊生設計新交易所開業慶典的娛樂節目不僅僅讓王室貴賓對中

國商店銷售的珍貴商品有浸入式審美體驗和購物消費衝動,而且通過言說中國他者形象進而言說自我欲

望,使中國商店成為實現經濟願望的工具。

在詹姆士一世統治時期,英國商人在不斷擴大的歐洲商業世界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塞西爾不

僅是國王的寵臣、新交易所的擁有者,還是許多家像中國商店這樣的物品貿易公司的投資者。 瓊生敏銳捕

捉到資助人塞西爾的海外商業冒險野心,希望通過「中國商店」的奇幻魅力和店主這位能幹的代言人為塞西

爾獲得王室鼎力相助。 新交易所中國商店店主向大家展示的自動時鐘裡面有太陽和月亮的圖形,「我向你

們保證,它在沒有秒針的幫助下可以獨自轉動」(196-197)。 這個神奇的自動時鐘作為修辭和社交的商品,

在開業慶典娛樂節目結束時,被店主送給了國王詹姆士一世。 接著,「音樂之神」阿波羅塑像的出場把整部

戲劇推向高潮。 一個裝扮成阿波羅的音樂家在觀眾面前唱歌表演,不僅歌頌「偉大國王」的智慧力量和「美

麗王后」的楚楚動人,而且讚美國王與王后的「琴瑟和鳴」,「和諧之力量觸動最沉悶的大地」(213-215)。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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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音樂家裝扮的阿波羅不是出售的「商品」,但是超越了展列的所有來自中國的珍貴物品,代表了國王詹姆

士一世和王后至高無上的和諧。 與中國商店各種奇珍異寶相比,這款英國製造的產品僅屬於國王。 這種排

他性賦予英國產品的優越地位,這是所有中國物品難以企及的。 瓊生借助「中國商店」這個場域,通過娛樂

節目讚譽國王與王后的完美和諧,從而幫助資助人塞西爾獲得海外冒險計畫的認同。

詹姆士一世統治下的新王朝消費奢華、海外冒險投資等行為致使英國財政極度緊張。 大臣塞西爾為國

王解決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做出了不懈努力。 《娛樂》是瓊生積極支援資助人拓展英國皇家商業專案的佐

證。 塞西爾的「新交易所」在當時被視為一項冒險嘗試,因為英格蘭與亞洲的貿易經濟存在不穩定風險。 劇

中店主告訴觀眾「在荷蘭人的艦隊下一次從印度返回時,你會認為現在可以擁有數千個這樣的微妙之物是

如此便宜」(121-122)說明當時的世界貿易航線以荷蘭艦隊為主。 倫敦市場上出現的荷蘭人仿製瓷器,從側

面揭示了英國遲遲沒有進入瓷器全球市場的隱痛。 英國 16 世紀通過海外貿易特許制度保障國王對海外

貿易的控制權。 塞西爾的海外冒險計畫需要獲得國王特許,因為他的航海貿易不僅涉及個人的經濟利益還

直接與詹姆士一世的權益緊密相聯。 塞西爾巧妙借用《娛樂》這部短劇的表演,言說了自己拓展海外貿易的

野心。

鑒於此,瓊生借劇中店主之口特意邀請王室成員為索爾茲伯里伯爵到美洲和中國的航海冒險下賭注,

對國王說「您看起來像要出手買東西。 如果您喜歡這個東西,我很快就會去維吉尼亞看那個國家的動植物,

去中國比較它們的商品,看看那裡的天堂究竟是什麼樣子,把活著的鳥帶回來」 (225-229),「如果你在我回

來的時候給我二十換一,這個就是你的」,對王后說「讓我來和您談一筆交易,這裡有一幅我珍藏的畫作,我

看重它的內容和超越物質的工藝……如果您喜歡,我也用相同的條件給您」(229-236)。 店主鼓動王室成員

為塞西爾的海外貿易冒險下賭注,因為他相信「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

就控制了世界財富和地球本身」 。 新交易所的開業慶祝活動籌備充分、開支巨大,可見劇作家與其資助人

的良苦用心,一方面為了讓以中國商店為代表的奢侈品店獲得王室青睞,建立親密的貿易往來關係;另一方

面為了獲得國王詹姆士一世的許可,進而獲取更多的海外貿易特許權和資金支持。

結語

17 世紀初倫敦新交易所的中國商店是展列、銷售從東方進口的瓷器、絲綢、漆器、工藝品的奢侈品店,充

分展現了英國參與早期全球貿易活動的業績。 瓊生在《娛樂》中以中國商店為敘事核心,通過劇中人物向參

加新交易所開業慶典活動的王室貴賓介紹、推銷、贈送中國器物的方式,言說了現實與幻象融合交織的中國

他者形象,建構了一個烏托邦式的他者空間。 中國形象猶如一面鏡子,投射出早期現代英國在海外冒險擴

張中的自身欲望和焦慮。 劇作家巧妙採用通過言說他者進而言說自我的敘事策略,使「中國商店的寓言」成

為以塞西爾為代表的詹姆士一世時期英國王室貴族、商人、航海家、收藏家參與早期全球貿易自我表達、自

我建構的隱含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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