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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前吉

可以恕泉，假如沒有移氏，世界將對何是展T 如果乳氏族沒有

在垃去的 2500 J 年9'不斷地M..骨河流域的中原地且向南和向西

掠過，現在的中回合是什么祥子呢?中固的屁文失隊主是汶氏族大

情迂穆的屁丈.、
• ~生而言之，移氏是一利和純現象。由于移民者在其他地才可能

手求 jl]他們在家多得不到的新机令五移氏活劫持移出對本身是有

刊的。移氏活劫持吸收移氏的國家而言也是有利的。因均新移氏

有也IJi是新生活的愿望，他們基本主是富布進取心的群休，男于 3句安

現自你而直面4扎扎.

但也存在一些強迫勞玉移氏的方式，逗科移氏不象主述移氏
現象那祥有和板的后果 z首先是非洲人就大量“出口"到新大暗的

.利拉國.其次是在非洲黑但貿易之后的所均若名的“精仔貿易，'，進

利“豬仔貿易"尋致~工遍及世界。
在進部寺題若作中，我注重研究明代后期五喝片成爭前夕?

回車南部向南洋的貿易 .tr~挂吋期福建人的自主移氏活劫。這科移

氏活劫有其芷若的特λ. 由于進科海外移氏活劫是在地方官府的

監督之外通行的，因》仁裁政府的海華改革、海外居留限期等各科法
令阻哼了中固人海外移氏的進程。法律逆;æ-集中圍起女禹升沿海

地匡前往海外。這也是近代初期中回人海外移氏和同時期歐洲海

外移民不同的現象，我在本括其他地方已持此加以強調。歐洲的政

府武圍在海外釗位正在氏地，因此，不從允梓海外移民，而且典隊是
;fft劫﹒移氏活劫，鼓勵但女伴隨丈夫前往海外。

明代后期到喝片我今前夕，中圈人移氏海外的釷壹勾同期的

歐洲人向北美、南美和亞洲移氏相比，均什么社量柏村較少呢?這

是因均海外半人定居者并沒有象歐洲人那祥叫主位民統治，而只

是在某些方面材車南正的政治制度戶主影吶。本帝的前的幸吋洽



半人向車南sæ. .fj-~益的方式、后果及材盡地 J卓 I對正社舍的安除影咱

力。在第三一五章中，主要探甘荷差在印度公司這小章時合政治鐘

濟均一休的最強大的歐洲人公司，是如何將半人海外航這同絡并

入到公司的貿易休幸中的。到 17 世紀末，荷至忘印度公司察隊主

已基本依靠南中因海成~商貿易內絡，以致把公司的支部分航逗

船只揪出這小地區。

村移氏的研完基本主是采取客現探付的方式， Jp之美考察拘

成移民劫才凡的“雄"力和“拉"力。量 .t~i主科宏現研究有助于成1n~

鮮移民活劫是生的背景，但持了解移氏本身去p元J 大帶助，而且甚

至尋致几乎將移氏這~視均相牲品的看法.式向未不同意移氏是柚叫

牲品的看法，主劫的移氏庄盒放視均是自主的活劫。移民對一直存

本囡被視均ZEad在是f。本衫的第二部分是持几位杰出的半人作小業

研究，他們的活劫孟示了志尚昆竿人的能力勾局限性。

4年最后一章中，先考察了 150 年前荷差學未机拘汁中固文明

妨研克。和其他歐淵國家的學對不同，荷至第一批乳學家并不是令 l

f主于北京均中心的中竿帝固文明，而是研究命令固的大企丈化。近 l

平來，中回南才地區汁中固乃至村志南亞的貢敵重新引起人們的

美趣，遠是令人高兵的巧合。清代是中因海汁貿易丈止是繁榮的時

期，牢固船船和人氏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前往海汁.然而，寺怪的是

中囡屁丈孝家似乎支持情于唐宋、元明時期約海外活劫。進可能是

因均研究清代海外活劫，就必須持西文正在氏-地植業~中國丈狀結

合，互相參照印娃。式很是幸能勾最密的同行和“手洗手的同志一庄

囡土合作，掠過付清代南洋竿商貿易和南申固勾車南正美祟的研

究。
我勾坪是「謹 17-<此 J告狀給已故的格林半教授，他曾在我們的研

免中給予較大的指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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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E長吳 (Leonard Blussé) 

荷孟固立蒙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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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前吉

荷差團立大學包 Jf- 丈 CL. Blussé)博士均世界著名的車南~勾

1f:1:作半人丈研究令家，曾友在美于，t-南亞持中固、~併竿人研究的

治主 20 多篤，若有《奇特的伙伴 z 巴城半人勻<F荷貿易))2l(((荷使

初坊中固 t己〉研究》二科.

似翻t李出版的《巴速推且半人勾<F荷貿易》一布，是包示支:博

' 去本人逃走的美于半人勾求南正研究成果的精特.這些成果均用

英丈或荷丈是在，尚少均圈內字對利用。本帝的內本主要是荷4，示

印度時期車南正的竿人兵哀和中固勾荷印公司的貿易。兩是f之間

有密切的服$.:即半人在申固、車南亞勻西方的貿易中如何成長處

處，Jt_勾延氏當局勾土著居氏的美祟。

A人本梧的研究方法可透視西方私合科學家的研究手法: Fp 大

量搜集革-手資料，進行深入的小案研究，在t者村小業研究基拙，上

進行比較研究，得出較容視的結始.

本帝的背持基硝首先是海牙植業館的乎每桔案。海牙桔案孝

未份值高，均章時在南且各地荷萃商館的調查拉告、官頁、商人仿

品的~[忌。以其手抄2l不詐借此、不件支印而妳足珍貴。因此，本

帝大量利用的海牙荷丈粗案使中國學是f能窺視原始西文植業美于

求南正和~併~人記載之一處。

本榕的甜甜小業研究可棋手|、~併竿人和兄長南亞研克的空白。

迄今均止，尚元其他人車純利用海牙桔業進行持在南亞勾竿人的

研究.在歐美是表的美于求南正的研究成果中，以喝拉牙、葡萄牙、

英、法文敵背斜均主，其研究成果J 均固人所品。 JQ特利用荷文原

始桔業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固人，吋固人企面 iA. i只因外學幸的研克

方法勾成果有重妥的意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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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4事很大程度J:.可妳圳、申丈資料的不足.荷印時期在南亞蒼

名的竿商椅昆、息浦、李昆和亭，在中文背斜中已堆宇綜述，-ip相當

完整地記載于荷丈才草案中. -

荷A克車印度公司時期是中固勾，f-南~、特別是中固勾印足，美

祟的重要時期。本帝有美中固勾荷印貿易的研究，察隊主是荷印時

期中固勾志為正地區設濟美祟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本4害最后一章“荷萃的中固學研究叮己栽了荷星呆著名的法學

家。進一時期的汶學家大部分曾拉任主立正在氏官員。荷差均~吋西

方研究中固的重棋，荷主中固學前戶主勾是晨，很大程度J:.能透視

中國在西方的地位勾形象。.

希望本帶出版能均此事求南亞、海外竿人、中固勾求南亞美車』

研究的學是r4是棋重姜的資料勾信息。

本帝第一、二、七章由庄因主翻埠，草人、十幸由美起，先生動

坪，庄固主、張呢?、熊旦霞、五什兵、芥印伶參勾第三、四、五、六、

九幸翻埠。企4苦海稿由庄固J:.修改勾有T枝。謝美竿女士』款次打印

初稿并做丈宇f多怖，藏可米、郭明、董本煌、吳成斌、李紹宮、曾秀蓮

等都均本初翻海勾出版給于協助，在此表示謝意。此外成逆妥神采

頓大孝外 1J- 主任泰勒 (w. Teller)、阿恰特幸-忠特 (w.

Arentshors t) 表示誠摯的謝意，永蒙他們拉劫了茱頓大學勾廈門

大孝字未合作。也感謝茱頓大字乳白寺院困帝仿信長吳茉子女士，她

均每是r~呆頓大學3三作時給予全間資料的才使。

我勾若是r á 1987 牟升始合作，迄今已有數朴成果向世.在成
們兩人的字求生涯中，都得到特抹竿老師的帶助。世l'Ä此主持狀給已

逝的息押赫林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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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鴉片哉爭前半人滑京南亞巨

:rt拔的方式勻結果

已; (1550-1840) 

學人中介商赴于京南軍歐洲瘟民者和被撞民化的土著之間，

討其形象的措接由來已久 o 述神描t金已銓使京甫正學人少數民接

站上污名 z它否定逛一群体自身的目史，因此妨磚我們了解他們已

~t京南軍做出的貢獻。達科措絡肘中固貿易商早在歐人到迪之前

很久就已在南中固海航行貿易的事安城默不清，而且也元視學商

在京甫盔的商貿活功也勻其在中固家夕的室主濟相耳其接，以及歐人
瘟民主告局在亦n答晴和耳來半品 ，'li.展世界市場需求的熱帶商品

作物所帶功的收況。今天京南里的學人企~家相財成功，其原因即

非ør謂“強特中學文化，可|辱出的學人具有詮商才干和組特的互助

社金坦訊問緒，也非有人均他們在瘟民地支合豎排站拘交又成上
提供作方零售商述一特別合逅的位置。

在近代初期，學人就已在中固勻京南E之間建立了貿易同絡。

他們在逛一貿易問結)Á事商貿活劫已有很長的肪史，遠就是方什

么他們能順刺地般人京南亞社舍的原因。在侍鏡社舍中，控制貿易

范圍勻岡緒的成功的商人群体，銓常屑于那些傾向于枷作互利的

外圍少數民族，京南軍竿人的商史正是逛一普遍現象的側怔。

一、航海侍統

方什么近代初期竿商鐘貿同緒的肪史畫單方人知呢? 19 世紀下



半卅，歐洲的帝固主又者在京南軍方大批半人努力滑入達一地區

創造了奈件。對我們了解近代初期的茄史吋，遠些新來的飄泊者的

朋史及其悲慘讀過在很多方面起未敏知悉。因19西芳滲入南中圍

內地蒞固有限，仍厲迫緣性滲透，送些地區供度中人努力阿緝的這

作仍未被外部世界了解。然而，一旦研究中園社舍的掌者美注和透

視當地旁力移民的岡緒和文化方式肘，他的就能湧人地向人的展

示，送些阿絡和文化方式如何勻西方神植園主策划的賣力招募汁

划共存，相互結合勻互訪。達科結合最獎戶生究雄性后果 z一特曾

銓良好這作的提供海外取.illt.的制度盛落75J強迫費工制度，在達科

制度下，中人本身被帶方“豬仔"而遭服逗.@

迄今方止， )(f京南盟中工分送岡緒如何這作仍蜂有研究，而半

人貿易群体則早在苦力貿易卉始之前就已在京南軍詮務中掛演主 s

要角色。政昕周知，在契約半工分送往京南軍各商品作物科植固和

r匠的阿播中，新加坡起了美鍵性作用，而其他讀民地則配合以新

加坡方中心的分邁阿蝠，方半工提供工作.前撞民吋期，或在 18501

年后大現模學工諭入南洋之前，京南里學人企~的抉況位被附帶 i

提起注.只要查伺維多﹒巴素 (Victor Purcell) xf京甫里學人5年 I

作的肪史調查就可知道，作者并設有全面透視學人勻京南里的相

互影吶句半人最雙定居于京南軍的眉史。(巴索， 1950)我并非看意

貶俯巴素述部巨著的功效。巴素曾是蘊民官具，又才學人克精岡情

心，遠秤室主既使其1僅以客兢地xf待丟掉人。在其杰作的第一章中，巴

素卉始描接諒于南中園的學人向京南亞的移民浩劫和半人社區的

肪史，但他并設有爬出任何結于建科活功于拉体概況的結洽性意

見。他ì{?;述移民到南洋群島的不同學人芳吉集固肘，其主T式就如非

洲的英固瘟民官員提及當地部落=他且提到客家、潮州、福建、海南 i

和「府人各有特，耘，但送些特成并非故避一步闡述。巴素特其賢料

硬掛入撞民体系的外亮，其研究的基本原則遵循逛一地區荷笠、英

園、法固和西班牙瘟民鏡泊者昕設定的政治架拘。因此，在他的著



作中，京南軍的學人社區敬置于瘟民主艾的框架中。川

、學人的貿易區域)}..京北至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品的其他里糊

沿海固家，其肪史可追溯到唐朝肘期 (618-907 年)。但我們很准

持其描述方直錢上升的貿易裳展史.由于肪代中固皇朝滑海丹貿

易的志度搖擺不定，海外貿易的方式和內容也呈現出很大的差別。

南宋肘期(1127-1279 年) .中固朝廷鼓勵福建省泉州地區的商人

通航海外，以便朝廷能』入海外貿易上岐取巨額說俯.遠是中因肪史

上第一改貿易說額超垃土地賦說。、〈克拉克，1992 年〉在蒙古人統

治中固的短命期間(1279于 1368 年) .海上交通被那些享有朝廷特

詐校的泉州穆斯林商人昕畫斷。海上交通的重要性堪勻沿室主網之

路擴貫大階的階上交通的重要性媲美戶t 在明朝(1368-1644 年〉前

期，永*皇帝(1403-1425 年〉長速 23 年的統治下，朝廷派遣那和

特軍車規趴至少七吹過征海外，旨在恢夏貿易聆系，鼓劫海外清固

派遣朝貢使目前往北京。有些船只甚至通航至非洲。然而，到 1433

年，朝廷組棋的南下印度洋通征突然停止，中固的海外航行被禁止

將近 150 年。直到 16 世紀中期，海外貿易体系故完全趴可勻推行，

才真定了就如我有1今天看到的、遍及京南里的海外半人社區的基

耐。

16 世紀中卅以后，半人如雨后春與般地出現于京南里，連科

現象是由于明代的中固鐘濟需求熱帶戶品，也要方其手工並戶品

尋求出口市場。英固勻荷主人大約在 1600 年到連印度尼西亞E群

晶。遠小吋帳 s南中固海沿岸的研有商~中心都因納入-1-生『勃

勃的學商海上貿易阿貓而句中固相耳其系。中固商船乘周期性季風，

這載搗帶貨物的成千上方的商賈、小服和工匠，往來于熱帶地區。

進些乘客作方移民散居于京南里各地，我們使用的“飄泊者.， (Di-

aspora)一向正視明述一抉血。然而，他們是一小日益廿弦的大商

旁阿絡中的參勻者，逛一成更方重要.在遠小岡結中，他們每一小

人都自兌不自免地掛演其強特的角色。

7 



在大規模苦力，貿易卉婦之前，學商海外貿易岡絡已存在 300

年之久，滑述一同絡這作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牟人海外 J

移民的“推力"和“拉力"，航而封情如宗教信仰因体、宗族集固，基、

-于地緣組合的社困等在移民垃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組訊如何這作有

深入的主入氓。送些移民繳橫于中固勻熱帶里洲之間的水域。旅居.

海外的華人彼此密切合作，方中圓徑濟的its長建立了海外服旁岡

絡。因此，在遠神情況下你他的指“飄怕的貿易商" (trade 

diaspora) 是矛盾的用培 z他1fJ并非“零散的貿易商"Cscattering of 

traders)而是彼此間有机的錯合。對學商共起的新看法特使我們‘

封他們的地位有一小恰當的估汁。諸如“人口垃刺"，“內亂究禍川

“缺乏生存空肉"等机械性視法，是今天解釋 19 世紀后半IIt瘟民主

文苦力貿易的中固內部推力占支配性的看法.不可否汰，在中園的

鴉片故學和太平天固掛亂吋期生畏涂炭，送些“推力因素"刺激了

努力移民。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遊一步控究，就金投魂，19 世紀下 1

半 IIt大規模契約中工移民京南里，其移出的主T式就是自成体系的

半人海上貿易交往阿結友展起來的芳式，述一交往同站在迂去

300 年中已建立起來井成方京南軍社金的有机組成部分。在逛一

章中，我們特概略敘述近代初期中人的海外貿易找況。
t 

二、有美著述

研究近代早期半人海外商每its長史的房史掌者，都不幸地面

!福貴料匿缺的阿題。正如研究述一領域的知名杖威掌者費按戈依

德 (c. P. Fitzgerald)在其美于牟人向南拓植的著作中昕抱怨的 z

息管中固的影吶、文化和杖威且是向南君主展，但中學帝囝肘期的財

外政策，其主要美注卓別是中囝勻北方及西北立于其他民族的美系。 lj

〈費按戈依德， 1972)中固的官蒂固史)À呆1人來設有財海外貿易或;

商每氾載'.Ii.生迂共趣，除非后者沖青了政府的政治或札仗事旁。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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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來美心本省福利的福建掌者和官見，才，且是在其著述中呼呼

推功海外貿易的安展。中固帆船揭帆出洋后，就在政府的管轄之

外。有美中固帆船的12.載倒不是很區乏，但進些t己載常被按上神秘

的面妙.監然很多貿易商和航海家是文化人，但他們被少投衰美于

他們海外探隘的控盾。他的并非滑此群加i乎述，而是不屈不撓地向

政府管理机拘通掘和呼時美心他們研充滴信心地此事的商嘉浩

劫。
達科拉特的資料收況表現在 1600-1850 年間有成的几神有

美南洋的考治.第一神是《京西祥考))，作者是掌者slE盤，座福建地

芳政府委托撰成，于 1619 年出版。第二神是《海固聞見是))，作者是

禪軍特領〈湖江水肺提督-j辜者〉隊佮炯，約于 1730 年完成。第三

神是《海囡囡志))，作者是學者魏諒， 1853 年首拔出版，唱中強烈呼

時清政府美注海疆事各.

1567 年海禁卉放以后，福建地芳官員試現到，他的財其臣民

所此事的海外貿易活劫不太了解，故委托張雙撰毒有美海貨的狀

況. 5長聾的《京西洋考》收最7前代有美史料，但畫成放在現伯、航

海計路、船旁詛紋，以便官府能){;j'海商貿易浩劫遊行更有效的稽查

和監督。

福建海軍特領隊佮炯趴俱到，方其海肪部厲提供周迎海固信

息具有重要意文。他參考了旅費的著作和其他同樂資料，井奈自咨

詢海商水手，特了解的信息收入其美于海固及其出戶的筒要著述

中.

魏源的著述問世較退.遠是一位儒官撰穹的著作，旨在19其同

事提供有美中圍勾京南軍美系的范圍和性康的信息。然而，他的本

意是呼呀警喝西方鍾民政杖)(;j'中固利益拘成的日益增長的威跡。

除了上述中固官民撰苟的著作外，半商海外貿易史家亦有一

)些美于海外華人的逸間野史i己載。王大海的《海晶逸志》是一小中

|固儒生在 18 世紀末寓居爪睦的較有文系的見聞素(他曾任三室盡



學人甲必丹的家庭教肺)。遠位旅寓的中回儒生財印尼群品的土著

不太有好感，他記釵道:“至于四夷風俗，怪形昇拔，木必穴居，此君主

紋身，露体血食，孩昇不盔，又何是由哉J'迫位中圓儒生財椅厲巴

迷推里精英盼展特性的刻她似乎更方深刻，但他們在札拜天的覽

櫻行方使他大惑不解。主大海在蜜夷之地并不感到舒造z“每七是

一札拜，于巴刻入中L拜寺拼盤咒，其拱昕者，皆{民首垂泊，似能感友

人心也者。喧半肘i午，各自散妾，入園林忱宴，思一日之攻，不理事

以供游玩."

《海最》則是相封元趣的著-述。作者謝清高(1765-1831)是一

退休海商，年桂吋遍眉海外各地，進部著作就是他的旅行氾素，氾

載不少美于南祥的貿易信息.除了送些私家著述外，尚有一些學人

社區的編年史是，如巴迷堆里的《汗吧JJï代史ìe.))及引人入腔的西

加里曼丹金lf-lf工公司的蔚史i己載 (De Groot , 1885) .多寺付吾

康CWolfgang Franke)和亦依舊~ (Claudine Salmon) 的田野調查工

作，使我們現在能使用他的收集自寺店、墓葬的碑銘石刻文集，遠 l

部仍在t充的文集使后史掌家能更准萌地在肘間、事件上追溯遠!

一地區學人社區的JJj史。}À遠些各式各祥的室貴賢料中尚不足以

提取滑京南正牟人肪史的全面看法。但如把遠些賢料勾西文檔案

文獻相互參照，如曾詮活跌在京商直的荷主京印度公司的檔案文

獻， t午多游肪垃逛↑地區的西方人的旅行i己等，則至少可估測出，

相當規模的學人控訴力量曾呈現于京南亞各地。逼迫走神方式，被

忽視和有待友掘的學人拓瘟京南直的目史延鎮怯勻相互失素就可

能被揭示出來。

中固肪史掌家回故康在其 40 年前的二篇先驅性文章中，首先

引人注目地指出 17-:-18 世紀學人勾京南亞海上貿易的重要性。:

(回故康， 1956.1957.1987 年〉在他的店炭下，王虞武、特振學、古 \1

斯曼(Jennifer Cushman). 臭振強、除希育、林仁川和其他肪史學 U

家奸始討中園帆船勻京南亞的貿易于以特別重視，因而弄拓了ι_; l 



什、新的研究領就.@他們的研究單示，近代早期牟人海外商多tt碌

的原功力是當地鍾濟的商~化和超多村的貿易領域(extra - vil

lage opportunities)。在送些研究的基抽上，我的現在巴能拼湊出

持說牟人海外貿易岡緒的全貌，包括其制度化的組合錯拘.學人海

外貿易岡緒安縣上是不斷地塑造近代京南軍牟人社區，創立共存

在形式上的有机体。基于述神判斷，注我們首先探付中固海外貿易

膜系的制度化背景。

三、中固勻京南里的交往:大待統

勻小侍銳的相互影吶

學人海外貿易制度性的結樹，最突出特征是每朝廷政策的沖

突。中學帝圍在大侍銳和小待統兩小屋面上滑京甫.w.rc生強大、深

刻的影吶力.vz.掌家的相當重視中固朝貫制度的伙式和主辱意圾，

趴均達些芳百規定了中固句其包括西方瘟民政板在內的周迪固家

的外交和銓許美系。. K. Fairbank t 費正滑， 1968 年).只要前述

些掌者美于中外貿易的研究稍加注意，就金投現他們有意忽視，井

且末了解中園私商海外貿易的重要性。中固私商海外貿易是自成

龍萃的商品交換芳式，在其這作中完全不方朝貢札伙研制鉤，而是

聽立于朝貢貿易的。(]. K. Leonard , 1984:34) 
近來的研究表明，中固私商貿易肘海外社舍的影吶起比朝貫

制度的影吶更方深刻。京甫亞政治版圓的重新划分，更多的是受牟

人海外貿易岡緒的影吶而非中固皇帝商前來中圍朝貫者的背腺.

財海外貿易体系的這作勻組訊架拘的估仰不能完全忽視朝貫制度

的影哨，宰你上前者是后者的戶品，息管非其r;r廳。

明朝早期 i 中固皇帝施加于其周迫厲固的朝貫制度的方式通

比他們的前輩戶后，其目的是逼迫建立一套扎仗性世界秩序來保

xiaoxinde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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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治穗定.在述一世界戰序中，中固勻其周迫蜜夷民族保持一神

恰當的美系 z勻外圍的銓濟美系置于遠神元冊不包的制度下.兩貿

易耳其系的管理則要括錯札部.

以下情況混明，作均慣例的朝貫制度是如何推劫南中固海周

迫地區回家的磷立的 z 由于中圖宗主固不仗“有板"珊對“蜜夷"鏡

泊者，而且能通迂回贈朝貢者的札晶提供錯朝貢圍統治者額外的

收益。因此，中學帝固皇朝更替后，繼承者強加給京南亞渚園的朝

責美系，有利于逛一地區統治杖力的碗立.

再來E港口耳六甲的例子不述是財以上洽述的較好混明.

1403 年，耳六甲亦丹園的建立者西利人)L速刺 ~Sri Parmesvara ,) 

上表情求明朝承弘其內附，祈求我得軍事支持L以便民m其強大部

邦過步的侵犯。肘值要f~和初下西洋，旨在恢寞中圍財京南軍和南軍

的影吶。耳六甲王目睹鹿大中固視臥的軍事潛力足以注宿散還~

侵略者返回遍野槽，因此造捧此千載1住過良机，向明朝清求內耐。

在 15 世紀期|旬，耳六甲曾停止向明朝派遣貫使。在 16 世紀初年，

葡萄牙人靚靚耳六甲逛一富庶的商jk中心，耳六甲統治者匆忙修

友句中園的朝責美系，但已站吋文晚=中圖再也不是海上強固了。

)}.. 1405 年至 1433 年，明朝派遣三室太且在那相率領強大概趴，

七砍下西洋，通道京南里前往印度祥。中固船艙遍JE 37 小周家，)}..

京甫里的占婆 (Champa)、巴部旁 (Palembang) ，鐘南軍和中京的

古里 (Calicut)和忽魯煤斯(Hormuz) ，一直到非洲京岸的木骨都東

(Mogadesh心。最大的一吹慨趴由 310 艘船艙組成，船上乘貝多注

27800 名。述些朝廷組紋的遠征!w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在永氏和宣

德年間 ， 60 多小因家派出使固，))..京甫單、南盔、西單定期或不定

期前乘中固朝貢。已

在海外渚固因郎和通征的推葫下定期前來中圍朝貢肘，朝廷

決定重申現存的不祥其臣民海外貿易的禁令。朝廷頒布F酷的禁

令，“寸板不許下海"。推行全面海禁的原因，是因均朝廷厥底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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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人的隱蔽浩劫。在推行海禁的同肘，明朝政府又鼓勵海外厲固前

來朝貴，并指定京南沿海的寺內港口，如福建省的泉州、f京省的

尸州，負責朝貢使固的接待。海禁敬策的目的是方了根除蓬勃度展

的海上私商貿易，但卸辱致相反的結果。活厭在南洋群品的學商尋

求外圍統治者的保妒，一如既往地在貢使庇妒下活劫。換旬活說，

一神在合法(朝貫〉勻非法(私商貿易〉之間尋求平衡的冒陸使|宙人

的海上貿易持說得以保持。在“朝貢使囡，，c旗哥下往來于福建勻京

南軍之|洶的船船勾海民基本上一如既往的是中圍人，只是他們打﹒

的旗哥勻昕穿服怖改斐了. (~*彬村， 1990;66)

大約在 16 世紀中期，明朝敢府不德不取消海禁政策，其主要

原因有二。第一，朝貢貿易巴衰落井失去原有的意文，熱帶戶品的

供庄仍然不足，接待朝貢使國的費用太高使朝廷~jË以承受。第二，

南方沿海省份(尤其是福建，強烈呼呼解除海禁，使一直秘密遊行

的勻京南亞因家的海上貿易合法化。

在中學帝園的海上貿易政策中，福建省長期被重庶考慮.福建

省三面都是崇山坡峙，一面 I隘悔，勾銷省尸京、漸江的交通主要依

靠海路。福建的港口泉州正滑台灣海峽，主辱中國的沿海航退，是

所有前往京甫E航造的主要中介{巷(stepping-stone) ~ 15 世紀 30

年代，明朝政府特向自錯自足收況，不再拓蘊海外，福建的外向型

銓前面l崗被扼奈的危隨。多守主昌地士坤的支持勻提供資金，福建的

航海者才能成功地繼縷其非法的海外銓膏。明代的商~市場銓軒

在嘉蜻肘期(l522~ 1566)鑑縷f訣，送并非孤立的鐘前1;t..展現象，

它帶功福建沿海和海外交通的迅速度展。然而，由于士卸的敲詐和

朝廷官民的迫害，海商的不得不揭竿而起，海上貿易不久也由走私

方式急特直下，成方赤裸裸的海盜浩劫。福建海商水手勾結日本商

人，在中固沿海地區大肆劫掠.

到明代中期，非法貿易岡絡己1')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其蒞固北

起日本(由于最亂， 1549 年起明朝不昨日本到中固朝貢) ，中銓台



縛，南至京官血沿海固家，而海禁卸愈'/t.F盾。但正知道肘人研視

察的=“海禁愈F.盜氛愈炊".

控泣 20 年的勉力固剿，福建省當局在 16 世紀的年代伊除了

海盜巢穴，沿海地區恢夏平靜.問省官民試1R到，只有設立一耕新

的合理的控訴草鞋序，才可能避免~寄來可能炭生的功亂。多年以來，

明朝廷中一直有禁海1卉海二源意見;前者主張以武力封鎖海上迪

界，而后者則由于短暫于原因主張推持沿海人民生汁。主張推行卉放

貿易政策的支持者的找到了一位辦才超群的代吉人，即福建巡扭

涂澤民。他在 1566 年上琉新推位的皇帝，清求庭除禁止私商貿易

的海禁奈例，允i午閩南〈閩江以甫的樟州府和泉州府〉沿海人民在

當地官民的F密監督下出海貿易。他造一步解釋道，“海者，個λ之

田也."朝廷也考慮.到汗海貿易肘固庫的潛在收益，遨同意涂澤民

的奏清.福建人因此得i午)Á事勻京南軍堵圍的貿易。

1567 年，一耕連接京南里的~計路貿易岡絡 j即騎南京西洋

岡緒，正式卉創造行。根揖新的姐則， I甸人被允祥在季風起肘派出

150 艘船，沿南中固海沿岸京西的兩奈航向前往熱帶地區.海澄港

l日名月港，曾是閩南非法貿易的中心之一，現在被指定均達一貿易

岡咯的安船地。遠小新規定就此封裝了泉州港.在此之前，泉州港

已淤塞，航這2Ik至于昕剩元几。

在放祥之前，每艘中固帆船需到海澄交的水俏，其稅率依船只

的大小。此外，悲需鑽到商品說(即陪悄)，說額依遭日貸物的數量

不同而征收õ)Á l吉尼拉返圓的中圓帆船因其擴帶自喂，需鐵鍋附加

說 150 商白棋。(~*增信， 199b161)

中學帝固曳局扭JL'，臣民長期居住海外金脫寓草府官員的控

制，具而方禍固家。因此，財臣民定居海外施以特別禁令。送抖出

于安全肪扭的戒各措施可以解釋，方什么在以后的年月里，學人在

耳尼拉和巴垃罐車設大規模屠法吋，中固政府部摸不美心的原因。

既然遠些移民違反了帝圓的法令，他們說不要指望)Á政府那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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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情和支持。

京西洋制度下的福建航這蓬勃度展，不久就使中固京南沿海

市場充斥著熱帶戶品，如胡椒、香料、香木、松脂等。述些原料銓常

被精加工后再出口海外。 5長盤在其美于京西洋制度的著述中列主答

了 116 神逗笑征說遊口的商品~@中固的小混如《紅樓步》等，氾載

了渚如石花菜、燕窩等昇域食品的避口形成的新~食耳慣，遠些昇

填食品在以前只是在遠官責人、富商大賈的飯桌上才合出現.

四、中因私商海外貿易的周期性

京西洋貿易制度正式推行使通京中固私商的海外貿易浩劫的

內容及其航錢有了制度性。在述一貿易制度下，中固私商的海外貿

易浩劫仍沿裴侍說朝貢貿易的路錢，京西洋貿易制時基本土這作

到 1840 年。 1840 年后，西方帝固主)(迫使中圍攻斐通商政策，卉

放“奈釣港口弋注外固商船自由貿易。在京西洋貿易制度造作的

300 來年|司，航這事.l!k.有起有伏，甚至有因方向亂或朝廷意見分歧

而宴施短暫海禁。但就宏親朋史周期來看，近代初期半人海外商貿

阿緝的JJj史可分方四小偷殷=

(一〉京西洋制度 :1567-1620 年

1567 年，京西洋海上貿易制度正式推行，在此制度下，福建以

海方生的人的校友了勻京南亞港口的貿易。)Á述年起，瀕廈n糟的

月港(海澄)每年的投出 15σ張“船亨 1"給中固帆船船主。由于造一

艘所謂的“南海貿易帆船"耗賢巨大，商家經常集資共同建造、控

膏。連科耳俗勻章，財的歐洲海商一祥。在船京姐伊、協作 (ownership

associations)下，海商合作簿各帆船出洋的裝各勻貨物。京西洋貿

易制度視南中囝海如內海。西洋航錢沿大附海岸南下，京洋航錢則

越洋盤菲律寞，直下印度尼西里群晶的香料群品，西洋計路主錢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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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再來半晶海岸(北大年、宋卡)，到述位于爪哇的貿易集

散地方丹.芳丹如同耳六甲一拌，是來自西芳的印度洋商人航這些

慮。京洋針路主錢研室主迂的最重要港口是耳尼拉。耳尼拉是西班

牙大帆船貿易的興束，西班牙大帆船每年、峙墨西哥白銀這到軍訓。

且而吉之.合龍的京西洋貿易岡蜻友董鉤 47.1-京南軍固家的港

口。大的在 1616 年，瘴州著名才子張雙受福建地方當局委托，撰有

一部美于京西洋貿易概況的著述。他也座邀表述了他討近年來海

外貿易蕭奈狀況的看怯。在其根告中，雖鑑首先指出成功的貿易岡

喝能方固庫增加蚊入。地芳虫局每年征收的說俯在失十年里}Á

3000 兩增加到 10000 商。在 1599 年迷到頂峰，增至 27000 雨。

, 589 1三以前，出口就率釣方 1% ， 1589 年以后，說率均 2%。由此可

大致估汁，年出口貿易的規模可注 1350000 商。到 1615 年，俯說頓

大致輯、定在 23400 兩.

5*變特近來貿易下降的原因與咎于太盔的的貪得元灰。送些

太且在由內廷探往福建，生存榨福建海外貿易的利洞。球變守門抨告了

太監高棠，他的腐敗和惡劣行徑察隊上尋致几年前度生在貿易區

域的一場短暫暴亂.官府的腐敗勻E迫加上海上貿易夙眩，越來越

使海商赴境如雪上加霜。此吋的荷主人仍在克拉立而勻西班牙人

抗爭，他們在 17 世紀 20 年代;9;;行海上攻諒拙，裴古位于京洋航錢

的福建和耳尼拉之何，航行的船抽。他們派武裝商船〈私掠船〉在耳

尼拉周間水域游弋，試囡拉截福建帆船，迫使福建帆船抽往巴迷堆

里。在未能追到目的后，椅主人特而于 1623 年和 1624 年建青廈

1'1，妄困在中因海商的家多精足自由貿易的游求'0 1622 年，有主人

在福建沿海音毀的艘中固帆船。

〈二)都氏家族的海上蒂固 :1630-1680 年

荷主人頻繁出奇以及在福建附近的晶崎台灣建成強有力的措

成，使福建沿海的走私海盜活功此起彼伏，如前浦后鏈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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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 年，著名海盜魁首之一郊芝jè向官府投降，特而受命防E福

建海疆，擅任海上游奇。郊芝挖勻其兄弟世法以武力挫敗其以往的

海盜同伙。他甚至和被告敗而撤出福建沿海水域的前主人浩成協

杖。方了交換白棋和香料，郊芝站i午i若向荷主京印度公司提供中圍

坐網、瓷器、黃金，后者可利用遠些中圍商品)Á事勻日本的貿易.因

此，那芝先牢固地控制了大陪勻台灣的全部航退。他甚至大規模地

派遣大惜的工匠、措手、我夫和努力到達小請主掌握的晶峙.到 17

世紀 40 年代期間，那氏家族的帆船此安海和廈門出裳，過民航日

本到京南里的水域，盡斷了中固京甫的海上貿易。然而，連科畫斷

地位未能保持多久。

1644 年浦洲人入主中原以后，那芝兔的JL子和繼承者都成功

遍摔了明朝作方效忠封象。由于有巨額的海外貿易利潤方后盾，那

成功能維持足侈的軍事力量勻包間福建沿海地區的清軍前峨。@

1656 年，清朝政府頒布禁海令，那成功的財政來輝被F重削弱。

1661 年，清朝政府在精海推行迂界令，沿海居民被迫內迂 3。一切，

里，迂昇使沿海大部分地區人口銳減。由于芳芳面前的庄力，那成

功在當年洞遣其剪增式的軍趴前往台灣，夸下荷主人的城堡熱主

遮城。 1662 年 2 月，荷主人投降，遠些中固勇士投現自己已成方遠

小島的的統治者，不久就汁划向西厲菲律冥作避一步的1rs怯。旦時有

遠些汁划都由于那成功于 1663 年英年-早逝而如竹籃打水。 1673

年，中固南部的三位藩王造反起事，遠方那氏政校的海上貿易提供

了友共之棍，那詮同吋特且指揮部搬回廈f1。但精制政府不久就陪

.接迫使三藩投降，那氏政杖述些活功也聽蚵失敗。在以后的 l叩O 年

中，福建海夕外←貿易衰退

1630一 168ωO 年伺的t長￡迷 5切o 年內首亂La肘才期，美捕郊1但3 氏海上帝固銓肪

了)Á共起到衰落的垃程。正是在那氏貿易的作用下，在長椅、耳尼

拉、巴迷堆里出現了相當大規模的唐人街，而最重要的結果是台灣

并入了中因人的世界。且然美ß成功的船船仍是沿京西洋制度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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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逞行，但其本人的政治雄Jt，...則通道超垃福建官府，可謂前元古

人，后元素者。福建官府仗瀚足于在海澄征俯收說，而那成功令人

則必、事貿易，依靠海外的支撐建立起海上貿易帝固。他是一位真正

的商人和王子。

1683 年，中圍內亂終于結束，台灣被清軍征服，面向海外貿易

的沿海省份勻中央政府多年不斷的紛爭也告-~落。朝廷現在思

可放心地鹿除海禁采令而推行新的海洋政策，建神海洋政策原則

是在海防安全考慮和京南省份銓濟繁束之間只求平衡慮。

(三)福建貿易的全盛吋期 :1684-1717 年

海禁卉放以后，中園海外航造和繁忙情況退出乎中固人自身

和海外各地政府昕想象.日本德川幕府不久就強行規定貿易份額

錯每年捕生存在長崎港的 100 多艘中固帆船。長晴的中固商人失去

了自由迂徙的根利，被集中在港灣迪的一↑小唐人街.荷竺巴迷堆

里政府面對每年前來巴城的中圍帆船昕這載的數以千汁船客，也

立法限制牟人移民的數量。〈包尿史，1986:127)

廈叮仍保持中固沿海和海外貿易炭船的官方中心。但是，其他

南1f沿海港口的海員，如福建勾尸京交界的潮州等，也加入沖向南

洋貿易的行列。潮州地區i井潮州立于盲的人的是卓有責望的造船工

匠，他們勻閩南地區的福建人都輯:;但“福佬，\方了尋求合遁的木

料，他的特其造船行過ii展到越南海岸和邁步的阿瑜陀耶港.到

18 世紀中期，潮州人卉始以削偷均手鹿勾福建人竟爭，在中遍大

米貿易1J面弄始取代福建人。(吳振強，1983:60)來自內地山區的﹒

客家方吉集因移民利用潮州系統的同蝠，向台灣、遍野、西加里曼

丹等地移民.
肆元忌悴的中固人海外冒陸活劫卉始引起中因統治盼展的警

兌01717 年，朝廷頒布海外貿易禁令，以肪止大規模沿海人民流向

海外，形成海外“盜匪淵蜜"。但是，脫蜜之再推以再束詳。由于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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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益騎在，在北方的首都再也不能隨心研敢地后行海禁。同年，
勾安南京京(越南北部)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貿易首先接她

禁，而前京南E群島的貿易則退到 5 年之后才卉放。 1725 年，廈門

海美的說額是避出口且額的 5% ，稅額息數方 105500 兩白銀.@

〈四)松拙的海外貿易管理 :1727一 1840 年

1727 年，雍正皇帝頒布上論，正式允祥>>.事海外貿易，但伯討

生活在京南軍的學人流浪者保持警惕。他仍然相信“防微杜漸"的

原則，在上渝中提到戶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若昕
其去來任意，伊等全元顧忌。則飄流外圍者，心致愈余。關后座定

一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于外方，元可惘惜，朕意皮不令

其友回內地. "(Jrick , 1982: 13) 
同肘，朝廷也頒布了美于出海貿易的航造和出口商品管理奈

個.在貿易組伊、机拘芳百的創新，是銓官芳授校建立的“洋行"。官
府特吽洋行>>.事勾固外的貿易，而中固沿岸的海上貿易則保留給

“商行". (吳振強， 1983 年〉行商負責監督洋行，扭保每艘出入廈叮
港的中固帆船的鎧膏和其船民行方需按管理奈例行事o (Craw

furd 1820 ， 3:270)政府財海外移民浩劫仍保持高度警喝。出洋者
必煩事先揖到家厲令ß里的扭保，保ìJE其在規定吋限內回圓。

1'741 年，巴城方余年人被戮的事件，再改引起中固政府美注
勻京甫里的美系阿題。朝廷M如何赴置尚費思量:是繼續允i午私人

海上貿易或者干脆施于禁令T 主張推持現行貿易制度的兩尸忌督

灰友截然反封施行貿易禁令，試方 100 多艘京南各省的中固帆船

航行于京南血水域，50-60 方沿海人民A事勻遊出口貿易相美的

工作，每年由此流入中園的白棋迷 1000 方商。一旦施予貿易禁令，
“其錯果特使(沿海〉人民流寓失尉，商賈元貨，耕戶元F且，人民元以

方生。"(回故康， 1956 年 :19)

既有送些i皮折都里示了福建精海地區鐘濟被大程度上依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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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易。福建人民出入昇園的狀況也不可能停止，即使政府主入方遠

危反安全也要。在首改允許出洋商人滯留海外長速三四年也允祥

回園之后，乾隆皇帝要于在 1754 年同意福建巡抗除宏諜的奏疏 z

“關后有其因貿易或價每原因稽留在外，元洽年份丸近，概准回

緒。，. (包原史， 1986:134-135)以前封居留海外吋限的FJJî限制已

盤松功，沿中固帆船貿易航路的商民迂健浩劫較均自由了。但清朝

政府仍禁止蚵女前往海外，而遠項禁止財武囡抑制海外學人社區

'&.展的企囡奏效不大。

到 18 世紀末，廈叮洋行已昕剩充几。周凱《廈叮 ET、》提到，至

1797 年，廈f1洋行只剩 8 家。最后一家洋行“和合公司"清盎于

1821 年。廈內洋行的式微并不意昧著航行的衰退，而是因方其地

位勻取能被商行取代。商行的設立原本是;但了服旁于沿海貿易岡

站.洋行的式微表明，官方的貿易制度昕規蒞的財京南軍的貿易已

裝失其最主要的功能。

所有送些美于中固政府財海上私商貿易政策的探汁，蛤我們

什么店示呢?朝貢貿易遵循中固滑外美系的大持說，賦予中固皇帝

V 和海外厲固的政治美系以特別的意文。勾此同吋，一切中固海外貿

易的革命悄然支生了。遠場貿易革命不仗辱致F房的航還限制最

典成方一紙空文，而且使各科前ør未有的熱帶戶品遊入中固市場，、

并均中園的渚如缺器、聲器、盤調等制成品卉辟海外市場.中固儒

家掌視勻政治現妥需要相結合的強特結果是制度化的京西洋貿易

岡緒的創立。只有轉送一貿易阿格每歐人在京南E的貿易問結相

比較，才能更好地理解它 z寂芳創立于同一肘期，同一凰城，并且互

相連錯。

五、半人勻歐人在京南里質易阿絡的比較

如果我們:峙中固勻京南里的長途貿易及其結拘勻問吋代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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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主

丕血揖私A其A-

福建沿海地區的航這在中園銓2年中廚起的主辱作用，堪勻請

主商擱在歐洲的作用媲美。荷主人主宰了披步的海和地中海京部

黎凡特(Levant)地區的貿易。但是，對椅主人在歐洲沿海販逗歐洲

各地F品(就如福建沿海商人在中圓滑岸之昕作所方)并方歐洲范

間的固眛貿易承扭金融~每功能肘，福建封京南軍的貿易仍然保

持在出口本省初級制成品的水平.不可否試，就其目的和最接結果

而吉，福建λ的航這服旁于更大范園的中固經濟，出口長江三角洲，

出戶的盤網和監器，帶回熱帶F品和墨西哥餵元。送些避口商品更

ν/ 

多也銓由福建而非其他地區的港口。褔建海外貿易岡絡的最重要 ，_..V
賢F元鍵是福建人.福建人多吉簿划，利用各神群体使逛一同絡這﹒'

行。筒而吉之，移居海外的福建人是福建省勻京南軍貿易出口商品

中最重要的商品。

歐洲人滑亞洲的海上廿弦受到其本固政府強有力的推劫勻贊

助.西班牙和葡萄牙皇室直接支持其臣民的海外廿祿。而稱主共

和固和英園王室則在本圓的京印度公司成立初期，就賦予其貿易

特吽吠，目的是使它仍在每其他歐洲的京芳貿易公司竟爭吋赴于

' 

有利地位.椅主京印度公司的特祥杖賦予公司在酬1宣故、避行晶 ν 
爭及和外固政府締錯奈約的杖利.呈然荷主京印度公司基本上是

-1'商~妥体，但也同肘是故學机器，并作方椅主政府的延伸，在

海外行使財其臣民的管轄杖。而中固政府財南洋貿易的管理是不

21 



得已而方之，特其限于愛自自港，井制定F盾的奈規加以限制。然而，

一旦福建人在廈門扳美出洋，他們就成芳自己的主人而能隨心廚

欲了.

六、福建航逅的一些教搪

如果混歐人財京南軍的海上r弦是新航路'jj:現以后的全新現

象，那么學人提避南洋則基本上是指裘早期商人的海外接陸活劫。、

1600-1800 年期肉到京南里的荷主船只和人民其体教揖已有統

汁.因本文目的在于作比較研究，在此仗列宰一些租略的數字。在

17 世紀期肉，每企巨大約有 15'-20 艘時位在 40。一800 時之肉的船

細說往京方。送些船這載包括士兵在內的大約 4000 名乘客。在 18

世紀期間，椅主京印度公司由強調里洲區伺貿易(lntra - Asian 

trade)特方強調巴迷堆里至椅主的直接貿易，每年釣有 30 艘船用

于歐E航錢，每艘時位增加到 800-1000 峙，每年還載的00 名乘

客到京方。在里洲的公司民工有三分之二死于瘓病，斷魂昇夕。

(Bruijn.1987) 

美于中固航遠的有美具体數字則很又在得出。到 16 世紀末，中

固政府每年約君主出 1375位到海外的“船引"，每艘中固帆船載客約

在 100-400 名之間.船只的時位在 150-800 時之間。}}..巴迷推

里城堡到港船只說汁中得知，在巴城勻中固港口之飼航行的中固

帆船中，有百分之八十時位是 200 峙。在洋行數量J!iJ滅的 18 世紀

末，中園帆船的時位似乎加大了。京印度公司的檔案記載了有兩展

甲棍的中園大帆船，銓測量的時位方 1200 時. 1820 年，釣翰﹒克

~福 Oohn Crawfurd)佔汁，全年教往京甫直的中固帆船大約在

30000 峙，研載貨物份值約 2436000 西班牙銀元。 (Crawfurd ， 1820

- 3: 182....;... 85)在鴉片晶爭爆史前夕的 1839 年，約有且時位垃

86200 峙的 295 艘中固帆船行駛在京南血水城。〈回汝康，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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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頁)
中固帆船被禁止擴帶軍械大炮，因此，很容易地成方中固和耳

東軍海盔的個牲品.而荷三三耳其省共和固的波長則利用貿易作站反

抗敵手西班牙的刺器，投放各式重型軍被錯京印度公司的船艙。甚

至屋然合司在巴述罐里糟的甲板峙 (Onrust)有很好的修船峙，但

公司仍然繼續在前三建進更大的船船.中圍的造船肺則主人俱到，他

們已在固內將合遁的木料卉果蛤惡，卉始到湖混〈文萊)和邁步阿

瑜陀耶等南中園海港口造船.在送些地方，熱帶硬木取之不愿而份

椅部非常低廉。因此，中固帆船在逼步的造份大約只相對于在固內
造仰的一半。中園造船俯在海外的浩劫也被其西芳竟爭者研注意.

早在 1614 年，前主京印度公司帝固的創立者庫恩(Jan 、Pietersz.

Coen)抱怨混=“我的曾尷尬地注視著中固氏，他的在遠里也和我
ffJ一祥是外圍人。他的用筒草的木匠工具在元人居住的荒品上就
能建進出如此好的船艙。!而我們在遠旦造一奈筒羊的t乏自由飯也造

不出. "(Colenbrander J1934:4 71) 
中園帆船的船員大約在 50-80 名之間，并搭載 100一 150 小

敏輯:指“貸客"的商販民其他數百名乘客。〈包尿史， 1986: 109-

110)就船只數量勻乘客多寡而盲，學人;{1京甫正的也可長規模較歐

?JH人大.述并不奇怪 z中固距南洋群島仗是一小月的舒遁的季風航

行，而荷主人和英固人則需 6-8 ↑月才能到迷異他海峽。

七、貸市流通

學人盤游行方及其如何這用費用是一神夏眾的經濟芋，以往
封此多有曲解。中，人在京南亞社舍的貸而流通芳面起7決定性的

作用，封此加以探i寸有重大意夫。牟人貨市的使用早先仗在京南里

的商.ill!.中心及其周圍地區。早在 17 世紀 90 年代，可輯:方爪哇社合
問題考家的請主京印度公司且督霍恩(Joan van Hoorn)就曾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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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跌在耳打主地區 (Mataram)的中商及悄說承包者就武囡使

瓜哇求民擺脫束縛，斐帶更勤勉。〈種恩，Fol: 4心。菲力曼 (Maurice

Freedman)很失控恃統中固社金中通道“借貸組棋"(Money Loan 

Associa tions)芳式里示出來的貨市民其借貸活功的重要性，并以

此混明;但什么學人在京南軍的詮耕生活中赴于中心地位的原因。

菲力曼引用一位著名符教士(一位杰出的亦格主人〉既得出的結

ië:“可以悅，整令中竿蒂固的貨市借貸浩劫元吋充赴不在。大部分

人每日挂心的現安問題是，如何向借錢蛤他的的少數人支付利

息. "(Freedman , 1979 : 24) 

然而，有人可能金提出，請主人也能精明地還用貸市賢本.正

如有些著述研措縷的 :17 世紀的椅主人在賺錢致富芳面也)Å不說

豫和尷尬.余)i)f周知，荷主京印度公司的取民及其京厲〈包括基督

夫人〉利用牟人均其實本“工作"，特資本以高利率貸繪中人。公司

取民的達科浩劫是由于合司非常特別的工資支付政策造成的.公

司;{;j'私人貿易相對敏感，不由荷厲京印度支付工資.合司的一般的

水手和士兵要么自愿笠走在京印度服各 5 年的協說，要么是被H:JJ.

迫到京芳。在其服至于期間，合司方他們提供兔費膳宿，但他們察隊

上并不能此公司財庫挨得薪金。因此，大多數公司取貝的日常收入

來自兼取、偷盜、〈非法〉私人貿易和特錯借給中圈人。

寓居南祥的學人則勻荷主人的赴墳大不相同.一般的學人商

販乘京北信瓜，在新年前后前來南洋，初夏吋回園，有美他的的情

況余)i)f周知，元需做太多視明.他的在中固先墊付賢本駒共商晶，

前來南祥的目的主要在于賺取利禍。送些)Å事海外貿易的商人每

J 常收輛汽文男育，派他們搶帶貨物前往京甫里。，對肘的地11志記載:

“生女有不拳者，肉或以他人3曲子，不以會宗對嫌，其在商賈之家，

則使其接賢四方，往來冒霜露，或出投巨浪，勻夙搏學頃刻之子，而

巳安享其利罵."(林仁川， 1990:187，乾隆《挖漢基志》卷十， 3 頁〉

除了達科基于祟厲美系的努力移民方式外，起有方那些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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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旅費而設汁的移民芳式，遠就是研惰的“除草制度叫叫it

ticket system)。在進科制度下，甚至未自福建內陪山區最貧困的
苦力也能在完全負債的情況下出洋，到京印度群晶尋求炭財步。遭
人逛一阿站的未來中工特不得不特自身的命這勻林方“客義"的苦

力捕客綁在一起.客美方他提供下列服各 z到出洋港廈f1的旅費;
在廈門的膳宿費用 f用自山敵特他遲到停泊在外洋面越洋帆船的費

用;在帆船上四小星期的住宿勻旅費 i在巴迷堆里下船入港的費

用;等候雇主期 l甸的住宿費用。送些鹿主需預先支付移民努工被雇
以前昕欠債旁，而努工則方雇主旁胡來偕述。搪彷汁， 1805 年有

10000一 12000 名學工以進科芳式來到京印度。如此大規模的中工
出洋里示，血有考叮提供努工的組俱存在。 (Y凹， 1986;4-5)

注神制度自然是各科罪惡的淵竅。然而，也有一神自由移民是

在多素的牽引下出洋的. 18 世記 90 年代在爪睦生活述几年的王﹒
大海則描述了三室境中人甲必丹除豹卿是如何善待牟人新客的 z

“吧中有在第一臣，名三室塊土庫。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室境

者，則遊其土庫，井有船妒送至坊。或通惜，或瓜葛，或荐拳，或投

奔，悉皆收景，因才各得其宜."(王大海， 1849 ;24') 

牟人新客一拜始就墜入債岳之坑，因此 j每小都方了賺錢而不

得不改汁自己的詮濟﹒峨略。一旦成方海外貿易同緝的一部分，他們 \,,/ 

就必須均生存而搏奇故浪.然而，他們持其視均功力而非負扭。一

旦中人贖回自由，也即工作三令月乘佳運旅費(Newbold ， 1839; 

282).他們即特收入投贊于新的行挫，他ff]趴未忘氾財身后奈友的
責任。元~什么吋候，只要一有能力?他們特征款回圍后希望退休

莽老的家夕。有失 ~9 世紀以后牟人吃款規模的准碼資料不金，但
尚可供利用。在荷竺京印度公司賢料中偶而也可史現有央紅款的

材料.蒞列均可 (Van'Leur)在其挑晶性的著作《印度尼西單貿易和

社金》中，引用了一小亦l可答1音帶工小額~C款的俯宜。 1637 年，居

住在亦叮答脂胡椒港占卑的 15 ↑學人每人平均寄回家 40 元(i'i-



als ，里鼠，相對于 1 小西班牙餵元)，但違章直鐵棍錯誤地挑均是以

船作抵押的貿易借款。 (Van Leur ， 1967:198-99)我們趴均上注

冊子更可能是儕寓海外的中園人送回家的款項。在棋榔峭的英固

蘊民統治初期(萊特 Francis Light 于 1786 年征服棋城)，居住在

該晶的 3000 名學人每年~(款回家釣 10000.銀元。 (Newbold ，

1839;11)在后來的弄治﹒希克斯CGeorge .Hicks)美于京南里牟人

在款的著作中，其材料明呈現明了中人控訴)(;j"南中固盤帶的重要

性。送些教措也表明，牟人移居基本上傾向于在海外工作几年，以

便特其親蓄帶回。 CHicks ， 1993)學人在京南亞的生活是以掙錢方

目的存在.如果仍是連祥，我的現在就知道他們的根系研在地。

J • 

人、市場滲透

歐洲人和中固λ一梯，他們討京南軍的貿易ìt~* 目的都在于

駒果用于圍內或血書H區間貿易市場的熱帶戶晶 z如松荐、樹脂、橡

胺、金、錫等前物，香料、香木等。各神熱帶戶品都有其特定出 rr:::Jf

式，而外部世界;{f熱帶F品需求的增長影日由于.生F和收胸送些錯

帶戶品的現存的當地社舍、銓詐和政‘治組旗。但在F品成方商品的

垃程中，其立T式往常因文化錯拘的區別而大相徑廷，而牟人尋求的

是荷主人投有多大共趣的商品。

財M.事商品生戶的南洋群晶土著而吉，勾外部世界的戰系并

不一定是件值得祝福的事情.在改善稀有許品生許奈件名J之下的

屠奈、肆虐勻強迫移民事件不陸杖巷，在此列主售商小事側。 1621

年，班述(Banda)群島人未尊崇荷主人藐得豆寇貿易的強占胸英

杖。因方班迷人如此的頑固志度，他們付出了沉重代份。荷主軍臥

入慢改品，在散文才找志結束后，將幸存的班述入迂往巴述堆里.然

后，代之以請主的鎧當眾圓的移民 Cperkenier)充察官品，再過口在

科植因做工的奴寰。在 19 世紀，荷主人消束了生活在精近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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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a ba tanga.n).畔盛戶燕窩的山崖洞區域的全部北加里曼卉土

窘，代之于奴主役，以便宿主人能控制送項供給竿商的貿易品。

新商晶的出現和由此帶來的貿易，遊一步多祥化蘊育了新地

區性商~中心出現在京南宜。貸市交易方當地盤帶活功研接受，因

此3甜蜜地土著統治者創造了前昕未知的根累財富的良机，}Á而又

使他們有了更多的追隨者。而財富帶末的追隨者是京商直政治杖

力的前提 Q 當地統治者勾商人集固方爭寺貨物流通的控制杖。在

文化意叉上，各神供出口的熱帶F晶的偷值由此被決定。歐洲人和

學人都迫切地追逐渚如胡椒之獎的香料。但在歐洲人的眼中 i琴/

寓言海參但在中園才有大鋪路。新的交換間結被創立，用來漪足)(1

| 遠親事特文化貿易商品的需求。中固帆甜返航澳大利里北岸尋求

持栗。、學人被湧往爪哇，尋求岐胸戶于滑爪哇南岸卡朗﹒博隆

(K五ràng Bollong) 山洞廚F燕窩的搶占杖.

歐洲人和中商都力求恩可能便宜地胸芙熱帶商品，他們的商

旁岡緒也因鐘前、文化和地理原因而大均不同。需強調的是，歐洲

的制造血鐘前几乎不能提供錯京南軍居民任何商品。相反的是，

(我們洽康的重要之赴就在于此〉以出口方早向的福建沿海鐘前則

在同肘期生F大量相滑粗糙部份格做廉的手工~晶.其神癸繁多，
}Á紙傘到缺器都有，送些戶品深受南洋土著和半人的攻迎.正如對

吋的一位歐洲現察家研注意到的=“學人熱情市場還作，精于貨物

分美還特，而歐洲人封此則一元昕知. " (Crawfurd , 1820- 3: 178) 

歐洲貿易者要么不得不過持以黃金庸胸~熱帶商品的b法，

要么想方設法以各科方式滲入現存的E洲區伺商品交易阿絡.歐.

洲人有吋兌借武力，強行主穿過進一竟爭激烈的市場，以求我得香料

貿易的奎斯杖.@有肘則混入并征說于其他貿易阿站(如牟人貿易

向街). 17 世紀前期，有圭和英園商人在西爪哇的方丹受挫。因方

他們'.&現，他們首先就必須特其擒來的珍貴的西班牙銀元以根其

不合理的正率換成易碎的中園錯暢。中人)À福建避口述神現金，)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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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而易主昏地畫斷市場.荷主京印度公司最要解決述一問題的亦

浩是遊口錯并雇何學人工匠轉錯。因此，公司才能方當地市場的需

要提供自己的借錢。(包玉民史，1989:35-48)隨著市場貨市化的卉

始并隨之普及爪哇，請主京印度公司還漸能在市坊推行使用自己

用遭日日本銅鑄造的貸市.

九、定居方式 j 

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安全是任何形式的貿易研需的前提。西!
方貿易者在持銳的軍洲商貿中心建造城堡。然后以城堡方依托修

繕船只，管理直洲區伺貿易及本固市場肪需商品的流通。由此專致

的錯果是，多年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及遵循其足遁的荷圭和

英園商人在車洲建立了一系列具有定居性盾的瘟民地，如耳六甲、

耳尼拉、巴迷罐里和以后的新加坡。送些成':h商血中心的瘟民地不

久就支配其幅射的內地，迫使內地我村人口生戶出口商品作物.在

歐洲向正洲的商每11~*史上，引人注目的特慮之一就是>>..貿易商

人肉領地統治者的特化。中學帝固不允i午學人前往海外，以中固制

造的商品交換熱帶戶晶。其理由不仗是禁止牟人在海外收集勻駒

英當地戶晶.盎然述神甘甜海外學人社區的禁令并未有效地制止

男性牟人流往海外，但萌安在政治屋面上消除了中固政治統治杖

11展到瘟民的學人社區。

學人貿易商并投有以武力使自己立足于海外，也先需逗祥傲。

他們的商品方當地研需，他的在各地「受玫迎.威廉﹒丹彼然

(William Dampier)描述了中固帆船每年到迷亦門答脂北岸直卉

的場面，而他蹄見到的速神場面勻京北季風期間南洋群晶各商~

中心的狀況相似。

“在研有勻送小城市貿易的商人中，學人是最引人注目的。一

部分牟人長年居住此地，而其他學人則每年)Å中固來到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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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先后占揖了送小城市宋端瀕海的研有房子。因tJ他們且在那

里居住，據帶貸物在那里出售，因此送小城市的未端被你均年人社

區 (China camp)。闡述吹船臥前來的有木匠、漆匠、細木工等多科

手工匠人.他們落肺下來后，立即卉始工作，唱木板，做桌椅、樹桓
和各式中圖玩具。他的在工作間里一完成某神戶品，就擺到前面的

店面出售。因此，在二小東月或十周左右的期呵，遠小地主T宛如集

沛，店鋪林立，充斥各式商品。學人思可能少占地盎，少用房舍，甚

至在其貸物全部出售之前，他們也能功湧商販果他們的船船。他們

示意出售船艙，耳其至少部分船艙。如果有商人愿芙貨，學人愿意出

售任何他們帶來的京西。〔如其出他們的船局的......他們圓圓肘就

勻哪里同伴一起，作方乘客搭載剔的船高卉，任由原居住區象該城

其他社區一祥貧困句空筍，直到來年再返 o " (Crawfurd , 1820-1; 

137-38) 
舖售商品及胸其來自內地熱帶戶晶自然需要相豈規模的半人

人手居住在京南軍。﹒小販四赴游蕩，出售商品，但中固帆船帶來的

.最重要的商品是大量的努力，他們特受雇于海外社區，作方搬遷

工，取民、工古匠、木匠、燒時工、前工、固玄工等.
魏呂定蒙 (Wertheim)曾指出，牟人寓居者未能避入夜~領域或

設有聽固的眼並叮道，因此不得不}À事貿易及各神工乞生瀝〈在城

市的眼Ak)。他相信，遠科赴于統治者勻求民之間空白地帶的群体，

在吉普地土著社舍中地位昇常脆弱，其文化傾向住自然是接近當地

說治精英盼屋。 CWez:theim ， 1964: 43)在前瘟民肘代.中人就已知

晚在人姻相財稱密的商港做生意.}À而能方便地抽英和備售商品。

那么昕謂的“中人被迫居于某一特定社金險患"的做投，就是站不

住帥的混法。學人跳不愿在遠些港停留比安縣需要更長的肘伺.如

果他們停留更長吋肉，通常是因方他伯涉入債多釗紛或其他豎排

上的原因。停留 1-2 小貿易季常盤常就足以使他的表得既需本饒

返回中固。中固政府泉縣上也容忍述一鼠，友放“自甘哥1"准i午出洋貿



• 

易者在南洋“巨冬"就悅明述一束。

送些“漂泊"的商販是前撞民肘代海外學商的主{本。但毫元疑

問，有一批長期定居在港口社區和穩固地散入當地土著社舍的學

人.群体在當地協助勻服旁于他仿。正如我們下文特看到的在爪哇

、的例子 z學人整合于當地社舍，他們通道通婚而部分同化于當地，

形成所謂的“土生學人"(Peranakan).進小群体利用承包現收，我

得鴉片銷售狙古枝特其商旁間結:rt展到內陪地區，瓜而控制了中

固貿易呀需的商品供座。而沿著中園勻京南血肉貿易岡絡服這貸

物者是輯:方“窩窩"(Totok)的學人，他的本身每貿易岡績有密切

耳其系.

1800 年以前，半人女性在南洋群品的數量傲不足道。逼迫勾

當地如女通婚，中商成功地過入當地市場。荷主人 JW 得主攻

(Willem Lodewycsz)隨第一支椅主蝕臥前往通京，于 1596 年到遠

方丹。他注意到 1

“牟人有几小妻子，她們也是受塵于其丈夫。學人同肘起鹿何

或駒芙仆人，特送些仆人振往各地投駒胡椒或其他商品.半人在旅叫

行肘也塵{用仆人，并且是給他們一些饒供他們在路上花銷.'，

(Rouffaer. Y zerman. 1925: 125) / 

在海外學人社區的男性方主的空伺中，性別比例還漸成均不

容忽視的問題。是詩人女性以隱蔽的主T式悄悄移民海外.搶班設有

撞開的客家蚵女是最先較大規模移民海外的學人女性。由于中固

政府不允許拍女出洋，在海外的學人男性只好找當地姐女方妻。在

渚如巴述維亞述夷的撞民市鎮中，可以)Á巴廈品輸入女性奴案，她

的有印度教的文化背景，不象穆斯林如女那祥不能吃豬肉。因此配

偶問題容易解決。耳東半晶的情況也大体相似。學人勻虫地具佛

教背景的過JW如女通婚退比和穆斯林耳來如女通婚容易。根揖《海

最》氾載，吉主丹的耳來蚵女被禁止勻半人通婚 z“因此，問粵人罕

有勾當地通婚者。 I司或有之，亦娶遍扣。 "(Cushm側 .1979:19)在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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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土生學人社舍里，半人身份很重要，當地“風俗重學人均婿，巴戶且

不屑也。"(王大海， 1849:8) 在北大年，很多中商且在中固已有家

室，又在當地娶妻生子。希望抑或被迫在海外留居更長吋惘者則連

長帝固政府的浩律，特受恁赴，就如除怕老的案制。除恰老是爪哇

牟人“美家叫Towkay) ，在巴迷堆里炭財后于 1750 年回到福建，很

快被福建官府逮捕入獄，故判流放西北。〈吳振強， 1991: 373-

400)中固政府的政策勻歐洲政府的海外政策完全相反。歐洲政府

的政策扶植白人移民到亞洲的聲民地，白人海外移民組成強特的

企~.

牟人船老大聲艘中固帆船，前往歐洲人支配下的具有重要故

略地位的商~中心，如椅厲巴迷推置。學人，在巴城享有足侈的自

由，可自在地胸芙或銷售方中固市場服旁的商晶。荷主京印度公司

通迂吸引竿人在巴速推~城內}À事商貿活功，}À而能利用中人貿

易阿站遊入中固市場，而且既b入學人在沿爪哇北岸沿海地區銓臂

的貿易中得益，又}À前來港口胸其中園商品的土著過行的貿易中

荻利.廈叮貿易商行勻椅印且督之間有著文明的函件往來。廈門

貿易商行反差強調，由于巴城有既定的貿易行規，他們要派帆船到

巴速推E港。

以上星示 z歐人每學人耳其手避行京甫~:tt5lé。我所定文的學人
財京南里的r弦，是一科富有生命力的跨文化貿易岡絡，而不是指

一群方逃脫中固周期性肌荒而到京甫里的流浪推民。但在此座強

洞，他的各自的商每阿緒有各自的還輯'lt展和畫成.具有諷刺意味

的是，特清如耳尼拉、巴述堆里等“歐洲人的"城市度展成方繁柴社

區的城市居民是牟人。.學人在承趴財戶二私有板的歐人政杖統治下

感到相當舒道。學;人城市居民元需遮掩其文化特性。耳尼拉和巴

迷堆里的瘟民政府安綜上要求半人執著保持其文化樹值取向，任

命中人首領控制半人群体。息管 1740 年度生上方巴城牟人市民殉

躍的慘劇，但到 18 世紀末，仍有方名學人居住在巴城-市區(lntra-



muros) ，起有一方五千學人生活在巴城郊區(Ommelanden) 。

學人的居住芳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虫地的象件。正如我的下

文寇將釵述的，每當年人前往人姻稀少的地區，他們的目的就在于

方其貿易岡絡尋求熱帶作物勻lJtrr-的供庄，勾速神收況相倒，移民

活劫也君主生在耳東半晶勻婆w洲，遠是因方述兩小地方的胡椒神

植圍及惕否?和金r汗果已有昕~膜。

就如其歐洲竟學者一祥，學人也尋求穩定的貿易坪境。但他們

設有任何軍事手炭，也缺少必要的賢本支撐自己的海外自治政府。

方了使對地統治者肘他的保持善意，他ífJ不縛不逃擇其他幟略。娥

略之一是中固帆船船長的留下少量船民作方人廣東表現他們的善

意，保iiE中固帆掛特金再末。有些吋饒，中固帆船特金以委宛的培

惆向某1"對地統治者混明，如果中固帆船即要求的穩定的貿易奈

件不能縛到浦足，下改季風期間，中圍帆船特鏡迫他的港口而特向

其他令ß近的商~中心貿易，正如他的在北大年研傲的那祥。對地牟

人社區領袖武囡適垃履行一神寺內的貿易管理取能而勾當地統治

集困建立有效的合作美系，遠是中商采取的一神支活、富有建設性

的長期蛾略。

32 



第-章注釋g

@參見Irick.1982 年.商1ï蘊民主Jl.在尋求生戶熱帶商品作物昕需的入力賢

ilí注程中.曾多次制追究草種.蘊民統治者剩用德說社舍緝捕招募努力的另

?著名倒子是昕謂的“強迫紳植制度內Cultivation system).進一制度曾在

19 世紀翁荷主人帶來巨額利油.參見 z包*臭，“強迫科檀制度下爪嗤我村

社舍的賣力流劫"﹒載 ltinerario.卷 8.No.l.77-117 頁.

@x;j'牟人海外貿易岡翁的几神奇叮研究巴陪繞阿世.除希育先生會n研究中

國帆船勻航是; (除 .1991 年)林仁川彈鋼探吋了早期京西洋的航這詛~I

〈林 .1991 年〉吳振強研究 1680 年度叮海外貿揖. (吳 .1983)Jennifer Cush

man (1 975)和 Sarasin Viraphol (1977)考察中邊貿易 p包~且則研究巴坡

的中固帆船貿暑史. (包'*史 .1986.昕一155)

@弦增倌巴分析Ji)f有達些商晶，并符其版方十美. (~長增信 .1991.159-94)

@林仁川引用了對吋的責料后估汁，都成功率趴的規模13 10-20 方士兵.

(林 .1991.199)

@~張彬村指出.~;j"比 100 年以前的海禮貌飯，質品組模英時上下降T.或拼爽，

的虛考慮到，途是在FL穹的海禁重弄以后的數額，貿易起合度展.

@Dil'tmar Rothermund ~展了一神各科芳式的分突發，在這神分吳法中，可

見杖力設用于貿易.他阻繪出六神征自貨品的保妒稅和貿易制調重新分配

ñ式 z撞撞說、集体撞撞棍、特別巍、常妞輯、制度性保妒棍、政府干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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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人貿易阿絡勻京南軍

固家形成的遊程

第二章

一、理洽模式勻研究方法

在逛一章里，我武囡分析學商貿易阿絡勻前瘟民地和瘟民地

肘期京南軍園家的相互作用去由此F生的后果。

在上一章中，我3(1""大侍統"和“小持統"的理i~避行了比較.我

持中固人向京南.!I[1t~.長的功力、1f式和目的看作是中固人海外貿

易步推遲功的表現，以此取代~巷中闇勻京南軍美系看作是朝責美

系占支配地位的待說親戚。

社金學家和政治掌家以短視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京甫E牟人，

送完全不足方怪.他們傾向于失控大規模苦力移民的后果。遠科

大規模苦力移民始于鴉片晶爭0842 年〉之后，結束于 20 世紀 20

年代后期.他們將對前半人定居者的心志勾當地京南亞文化之間

的分歧勻沖突個結3甜甜牟人問題"(再來i吾 Masalah Cina): 一小在

京南亞銓常揖及而又莫衷一是的何題。"'

A人根本上混來，政治學家以兩神理洽方法來ii?:述京南血的學

人社區.@站了芳便起見，我們特之蚵措方人笑掌芳法和社金學方

法。
，“號文"入美掌理t台的研究芳法主要美注牟人的f會說組合形

式，以此來尋求滑海外學人社區社金組軾的解釋.送些組合形式

有 z血緣美系或渚如同多舍、宗教文化群体、娛葬合作組訊等余多

借錢的合作形式，亦或密密合社等。送些社金組拱形式被看成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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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人討付外部批娥的反皮形式.

“尸叉"社金字的研究-方法，思管設有忽視牟人社金固有的文

化特色，但仍勻“祺叉"社金掌有研不同，即 z把京南軍社舍、政治和

銓濟的那境作方研究的出投鼠。送小理洽重視牟人定居者在多大

.程度上過垃同化、整合和文化主人間，成功地使他們自己造座于虫地
pf境.

述神有效的社舍掌假設比“換文"入美學假設要早。*每述兩神

理拾取長朴短，皮用于學人研究的先驅是英固學者再理斯﹒弗里

德曼(Maurice Freedman). 他曾于 20 世紀 50 年代和η60 年代在再

來宜作社區調查。他在惆查的基硝上指出，在南中固省份的社困詛

棋中，血緣美系非常重要，而血緣美系在海外學人社舍中的作用形

式則詮常和中固本土大不相同.弗里德曼)À技掌研究先驅格主尼

特 (Marcel Granet)和高延(}. J. M. de Groot)美于學人宗教組伊、

的研究成果中受到店裳，巧妙地特他的田野調查研究成果勻他肘

瘟民地行政管理樹案研究昕族的人獎學質料有机地結合起來。他。

卉扇了用新諷刺仲人社舍內部相互作用形式遊行研究的芳法。

遠神方法正如他自己混的，是“采訪死者"。由此，他把清新的空呵，

注入了催人是否庄岩敏同化，抑或整合(integrate) 于京甫5IE~昌地

社舍中的政治爭拾。 CFreedman 1979)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社金

掌家安隊上几乎不了解海外學人社區的功志。他們過行的或建故

遊行以同化或整合工程來緩解遮耕反夏被爭拔的“中人問題，'，安

隊上是遠祥的阿題z學人如何設法在京南軍地區定居以及原管政

局斐証，他們又如何能保持他們自己耕脹的主人同?政治學家財此作

出解答 z瘟民統治者的倪惠待遇和分而治之的瘟民統治政策使中

人作方京南並豎排生活的中介在而胡有了牢固、倪勢的室主耕地位。

此外，坪多i平拾者注強洞，典型的學人文化帶來的短商天賦。按照

迫神推理，華人象其他地區的說太人，一祥，由于當地社舍禁-止中人
涉足侍說取並領域，使學人長期以來投展了一神貿署和金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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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技巧。

不仗西芳視察家)À社金竿角度來思考， 1914 年，邁步園主拉

月六.世也在一本名方《京1f我太人》的小冊于中，把在其王園里的

.半人少數民族比喻作歐湖的我太人。我之研以在此提及他的主張，

是因方過~是唯一的設有撞民茄史而又捕有規模處大且頗具影吶-

的學人少數民族的地區.因此，固王几乎不能指責撞民統拾者使其

王固承受大規模的學人少數民族。 (Anderson 1983; 9日

然而，特直民收況作方潛在的基本因素，被普遍用來斌囡說明

/大規模的半人在京南亞出現的原因。其筒要理由如下 z在西方瘟民

者京束后，牟人被大規模這往京甫盔，學工移民成方種民詮務必不

可少的努力.他們在契釣期講后不久，很快又成方三元疆民地銓濟

中的中介人或室主紀人。在虛烏地吋代，由于趙民政府方寺盯的神族

群体規定了會n的行虫，并注他們在保持自己的風俗司慣吋服)À

于蘊民統治者，遠使學人的主人同隨之被完整保存.換句活況，作方

以前的撞民地﹒室主擠的一神工具，學人少數民族普遍地被描鑄成是

昔日種民地服史的遺留問題.遠神非1直撞民吋期研造成的后果已

走得太遍，辱致遠祥的一神看誰 z“輸入"的學人破拒絕趴可是學人

自己出生、生活、工作和死亡于斯的京南軍社舍的真正成具，甚至

被看作是民族主X氛圍的昇巳因素。

掘“尸文"眉史社金學理i色的拇耕者育和，其研究已接蝕到 19

世紀之前的半人聚居區。他們描學道，那)L几乎是一小田園博意般

的肘代，男性牟人併居者，在對地文化背景下，逼迫勻土著蚵女通

婚而融入當地社舍，此而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文化特色。他們起主人

方，達科同化的錯果.使那小吋代不存在“半人問題，.(耳來 i吾:

Masalah Cina)或科族歧視。

運是弗里德曼，他財達科利用眉史研究并將其作方方現收服

至于的背景資料的芳法提出疑文。他主人方，)(;f半人在家南並已生存了

几小世紀的性度和原因座有更充分的理由未解釋.即使財牟人研



究令家方斯 (Harold Wiens)和費2頁戈均三倍 (C. P. FitzGerald)而

言，她的也需財送小何題作-硝切的ii::缸，思管述兩位女士已公卉出.

.版了美于沒民族在整丹、軍圳大陪向南移民的肪史研究成果.

弗里德曼自己肘于學人向京南正的海上1t5*遊種有可供遍擇

的解釋呵?美于遠一鼠，他曾自娛地茂林=如筒草地悅，用說太人的

例子就可能更好地解釋學人在京南軍出現的性廣.他傾向于同意

也持遠神看法的社金學家7JÇ鑫姆 CW. F. Wertheim)的解釋.后者

提出沈太人勻牟人具有共同特征的親戚 z“我太人和學人漂泊在地.

球上，都是具有古老文化的群体。他伯大部分人以自己的芳式赴于

鐘詐和社舍的中介位置。由于當地社金強行限制了他們的取1世，他

們被人民惡，遭受迫害，四梅克家，只好指望耶路撒冷和中固。"但

是，弗里德曼最后強洞兩者的區別，“半人不是上帝的進民，方能的

上帝設有過中他的，安廊上他們并設有因被剝寺家固和使自己以

宗教)l..齊的名又在地球上漂泊數世紀。 "(Freedman 1979:56) 息，

管弗里德曼設有提供一小可供逃揮的朋史解釋，但他的結治是 z漂

泊者并不被泓均是人口膨脹的先驅.他的更重要的那底是 z美固掌

者方斯的現法〈“中固人向熱帶長征η勻澳大利~江掌家、外交家

費按戈依德的混法(“中人1t弦是一1'-)1入中固法令人口大蓄水池中

溢出者的典型")用于解釋橫跨大階的學人1J~.長，几乎設有方更深

惡吹地理解中人在京南亞精海定居找到另史的根諒。方了更好地

理解近代初期學人財京南里的廿弦，我們座采取何神分析模式呢?

在第一章中，我已益分析了南中國的海外r弦是一神有組缺

的貿易f致這功，遠神還積最終又方西立T帝園主)l..1t~任政策研掩

蓋。在歐洲人到來以前，學商的貿易活功就已室主遍及整1'-京南.w..

學人在京南軍的商~浩劫很大程度上遁座于以中固方中心的京E

世界銓詐，甚至在近代仍然如此。學人在京南軍銓拼圈中昕取得的

最大的成功，皮蚵因于侍銳的血緣制度。在工-*.革命以后，遠神制

度宴廊上延續了福建衣-*.社舍肉部迅速的社金鐘濟交化。但是一



旦迫神制度接用于滴足海外貿易阿緝的需求肘，則成方使避海外

貿易的因薰.換旬活慎，牟人儕居者一旦滲入了京南軍的詮濟社

舍，他們就成方京南血商~化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代理人。

我之昕以將海外貿易的洽題勻因家形成耳其系起來，是因均在

京南軍屁史上， 16 世紀到 18 世紀是固家形成的密集肘期。在送小

期間，印度洋、歐洲和那中固悔的京E世界挂濟等外部地區財京南

亞沿海的熱帶商品需求空前增長，因此，京南軍固家形成的過程被

沿海貿易的增長、加聞和交化研孕育。送-~且成已逐步得到了弘

可 o (Reid 1975 ， 1983) 件多位于洞口的再來固家(港口小王固)的

出現勻生戶和〈或〉集散出口商品密切相美.換句活現，因均生昌地銓

濟這行已故納入世界貿易阿絡中，當地人民就象重新造擇其生戶

方式一祥，不得不重新碗定自己的政治結拘.

看來，京南軍社舍的店史掌家fìJ似乎急于現明述一地區內在

功力滑社金裳展的重要性，且而往往忽略外部的影吶。他的持述神

志度的原因很可能是針封瘟民宗主固的肪史掌家。述些瘟民眉史

學家在其道去的著作中，耳慣于夸大在京南單地區的“古典"歐淵

貿易公司所遊行的貿易活功的巨大影吶力，以便站其主張的宗主

圓滑瘟民地拇有特校提供服史依揖.思管設有人滑美園茄史掌家

斯迫均可 Oohn Srnail)主張的“京南E 自治肪史"提出昇哎，但人的

可能金感到奇怪，京南軍吸收外圍影吶的能力推道不能真正拘成 1 
述一地區文化上的組特性? (Srnail 1961)在送小意叉上，我的不禁 j 

注意到滑荷主京印度公司政治、鐘濟地位的多方面研究成果。椅主 1 
京印度公司是 18 世紀在京南里地區居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強杖，有 a 

些研究成果試方，庇把印度尼西里群島上的荷主京印度公司看作

是京甫里社金整合的重金勾者，遠1-企詞“有意或先意地在土著政治

的平街中'}j:_揮主要作用"，而不是作方外在的強枝片面地特其根力

強加于~地統治者。遠勻瘟民學者朋持的看法一祥。也有些研究

成果試方，西方公司在京南軍社舍生活中只掛演吹要或迫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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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遠是京南亞學者更愿意試可的親戚o (Van Goor 1986,) 

上文提到的研究模式是 s歐洲“古典"強杖遲漸散入京南亞政

治文化生活，井適迂裳施相封長期、種定的政黨使京南亞社金增加

-定程度的種定性.但奇怪的是送科研究几乎完全忽視其他集中

于進小地區的外固鐘前力量=即連接中固京南港口勾京南軍商且

中心的學商貿易阿筍，惡管注1f面的組集資料零碎而又稀少.如果

悅京南軍曾有垃不劫青色地以當地浩規在當地游識的外來高手的

話，那就是中人.他的迫于那境研限，不能依靠任何軍事力量.

在西芳，几乎歐洲人的海外計弦剛卉始，眉史學家就耳慣于耗

費大量精力措接進一現象.貿易如何廿張?基督教如何倩播?西

芳制度如何輸出?在f旅述程中一些京西如何控明等等，不一而

足. !息而吉之，就是如何在海外創立帝囝.相封于《上帝、黃金、輝

煒>><“God ， Gold ancl Glory竹的拾述，我們是否座贊同主廣武教

授的看法?他言人均 z近代初期京南軍的學人寓居者基本上是《設有 F

帝圓的商人>> ("merchants ‘ with,out Empire ") (Wang 1991: 79 一

101) 

西立rtt'5tE對近代初期京甫E囝家形成的影吶已被研究，但美

于牟人的貿易11'5tE財同一地區的影吶興，d群均人知.@在本章篇幅

中，我2告，然元法財大蒞圓的堵神向題一一解答，勢必忽略一些問

題，如伊斯主教待入誠地區如何辱致京南亞回家形成述程中zt生

的一些漸避性斐化等.我在第一章中巴強調了牟人向京南!FAt'5tE

的芳式和目的.在本章中，盡只概略說明年人的商~Ht雖是姐姐勻

志甫E扑告會最扭樟掉自身LJ!.而吾而酋長廿由清楚地看且ι中扎拉S~

差不仗仗是一小自求的垃捏J巫且暴隊主持志講基接格盤棋拉拉

迪相利用.元Æ$"~Â:麗民興府品，國摺繞和雄萃龜主翩翩L

坡)."兔勾畫筆直區益筋本屬具池的拉赫体系卑心U且鐘之品

儕寓的半人不得不基本上在三神政治控濟形志中謀求生存之.

道.第一神是西芳的貿易基地，如;再尼拉、巴遮罐里和新加坡等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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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鹿三告注意的是，送些貿易基地盎然是因均年商的參勻才形成

的;第三神，各耕地理地親奈件下形成的沿海河口港小主固 z第三

神，大陪和爪哇的慨地水稻神植固家。 CHall o 1985; Van Lèur 

1955)后兩神形志里的土著政校都苦于相財缺乏人力。努功力而非

輯地多寡，是遠矣地區政治杖力的基耐。本章中，我特略去美于西

安T貿易疆民她的探i寸(第三章特探吋連小領域).在此仗探i寸逛商

神侍統的京甫w.園家政治制度在何科程度上封外固人汗放。

典型的耳來人港口小王固 (negeri)通常位于洞口。遠丹、港口

均外固商人提供一小貸物集散地，以便外囝人能前來胸英沿河順

流而下的商品。達科固家的形成勻銓蕾出口商品密切相美。在遠

神父系酋長制式的因家，所有杖力都蚵屑于一小被輯:之其有超自

然能力的穆斯林說拾者，他是由父系制度的貴脹家系衍生而來的。

遠位拉者(Raja~穆斯林草丹或園里的林寺〉由一些部長輔助，行使

政府板力，赴理財夕|、美系事多，領辱固家避行成爭。在遠祥一神社

金中，統治者的追隨者盔常舍弄其主人，投奔其他統治者，財富的

.親累則通垃貿易或海盜浩劫、胡掠行方來遊行。就侍統而盲，貿易

勻海盜活功財耳來人來慎，并設有什么區別。因此，統治者并不必

美心貿易，而是美心政治意)(上的財富。財富能使拉者取悅更多的

追隨者，因此，他就有更大規模的部屑。再來園家人口的特慮是流

劫性和不穩定性，拉者的臣民詮常是用閩東“投票，見。例如，如果他 1

的不浦其統治者的政策，他的就跑掉了。拉者主要美心的是如何吸 l 

引大批追植者，怎祥長期留住他們。我曾相當倚重米示鋪 (A. C. 

Milner)妨再來人港口固 (Keradjaan)的研究。他在其著作中引用

了霹價亦丹的倒于.遠位現:丹在 1816 年抱怨說，他的 80%的臣民

弄他而走，投奔男一位首領. (Milner 1982: 7) 

如果說几乎不存在任何富榕的耳末人私商的誦，那么完全是

因均富商敏以均是封拉者根力基拙的一科威馳。在再來人的固家

中，統治者鼓勵外固商人以個牲本地再來族群商人的利益方代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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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卉盟主財、海.管理勻外因人貿易的港主(Shahbandar)銓常JA使港

口繁榮的外固貿易商人社區里招募.學人居民能在其名下小心地

規划征稅和貿易的行規費用，)À而X>j"拉者的財富和杖力作出相當

大的貢獻。在 15 世紀的耳六甲述祥的大商.ill!.中心，至少任命了罔

位港主，其中有三位是外固人(中入〉。他有]負有特別使命，令叮赴

理有美勻他們赴于同祥社金鐘濟問咯的商人的事券。然而，在大多

數爪哇港口小王園中，只有一位中人港主。他除兼任赴理商夸其T面

的眼責外，也;每當地統治者征收其他稅俏。值得一提的是，遠神方

外固人提供行政管理取位的做法井設有破杯對地的杖力平衡，也

﹒元損于耳眾人精英鏡泊盼展的決策地位。在遠神港口小主固里，過

她的學人首領常在文化上起同于對地，皈依伊斯主教，)Á而保恆和

推持統治者滑其的好感。他1日也因此能充虫鏡泊者和前來送小地

區的學商之間的中介人 o (Winzeler 1986: 143)述秤台作M~芳都

有利可困=相X>j"于其他統治盼息的成良，拉者的地位藉此得到現

固 z而中商同吋也裝得x>j"他們趴辜的貿易活功的保妒。

在較大的科檀水稽的平原固家中，如爪哇的耳打主

CMataram)和遲夢，中人寓居者的赴墳則有些不同。我ik生戶主T式

和剩余戶品的征收是以繕役和支付宴物的形志遊行的，而儡役和

~物征收又是在一神不韓、定的垂直支配和水平合作的金字塔狀社

舍生吉拘中這作的。方了i寸洽方便起丸，我只集中考察待銳的爪哇耳

打主王園，但邁步也存在同祥的社合錯拘 z即兩者都是一神社金等

圾站拘形志。在社金等級措拘的最高息，是依靠皇家和貴族成民組

成的頓辱群体〈遍i昔 :nai)的固主，送些領專集固的成民控制著圍

王分配錯他們的平民(還i吾 :phrai som).@ 

中爪哇的耳打主王因是按中心抽原則姐俱起來的固家。在抽

心〈如同“研眼")位置上，座落著被核心省份 Cnegara agung)那抱

著的首都亦拉卡均可塔 CSurakarta 梭~)，而京部、西部和沿海的外

省又固鏡若按必省份.理拾上，行政管理机拘是精心說汁的 z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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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h)通常赴理日常重要的政府事券，并句說拾耳打主王固內的

48 ↑封地的王公(regents)打交道。但宴廊上，司打主主圍}Á束未

能征集足侈的現悄來作方支撐集杖官僚机拘的資金。核心地區征

說根分散在統治者家族成員手中。在外部地區，征稅杖則均主公

(他們通常揖有在當地的杖力基咄〉昕掌握。在核心地區，統治者

(Susuhunan，耳打主王固政教含一的最高統治者)特自己設有直

接征說的土地的收益枝分蛤其下厲官貝(通常是其奈厲) ，使他們

能推持自己的生活。逗笑豚上意味每小官員都有向自己份地(ap

panage)上的居民征親的根刺。進些份地上有數百↑生戶單位

(cacah) ，不可能由封建統治者自己來草E血管理，需要有固王校力

的代表來管理.因此，份地又被分成小份地(sub-appanage) .甚至

小份地再往下分割，由其下層的下厲管理。達科基于小人瞋系的遊

貫式金字塔;但赴于最頂端的固玉的統治提供財力。行政命令的倩

道也是通迂逮神金字塔措拘，→展屠往下待述。在外臂，當地主公

征收固定數量的安物作方就收，特其中一部分交付給固玉，余者蚵

自己及其前厲。述神戶生于地芳的征稅付貢方法也接核，t"省份的

紳續盼厝冊效銜。

上述的政治制度表現出三手中美鍵性特征=王公相~-r自主 z貢賦

美系組成了社金基本結拘 F行政中心設有足略的手設控制外部地

區.固王影吶王公的手m只能通迂鞍姻政策和一年一度將沿海地(

區的主公召到宮廷，并特他怕的一些家屑扣下來，留作人民。遠幸中

手鹿獎似于德川幕府特軍EJf采用的“參觀制度"。

多數“大陪"我~固家既有神植水稻的表血，又有固隊貿易行

~.因此，送些固家采用的制度中，都有貿易背面的規則.耳打主

的亦丹j[貢 (Sultan Agung，即最高的亦丹〉在 17 世紀前期的數

十年中征服了爪哇北郁的港口市嗔后，就把政治中心移到內地.述

位腔利的君主有信蛤荷主人，“他并非象方丹和油水的統摘者那

祥，如同一小商人.他并不侈求遭出口商品的現收.H.H.他已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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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略的京西，不想再得到什么。"(Colenbrander 1924: 58) 但他的

繼承者們討此則有不同的想法。他們將昕征服的爪哇北岸的港口

斐方中央政府的稅美騎在地.在耳打主主園的令靖侯領地中，有

20 小位于爪哇北岸。最近美于耳打主宮廷和爪哇北部沿岸之何美

系的小案研究表明，爪哇北岸的主公力固定相滑油立自主的路錢.

大多數主公不能接看作是領取偉祿的故府官員，而是承R亦丹3的

太上皇的地芳統治者 (Nagtegaal 1988: 53)然而，再打主主固統消

者基于令人的偏好，安排催人管理港口，并址送些管理者直接財他

負責。他的目的很清楚z通垃指派一小杰出社金群体的成員負責重

要的說收事告，就可避汗我~固家戶生的借錢社金結樹的支~屠

吹。因此，亦丹就能直接挨得更多的收入.述些收入肘他至失重要，

能被大地加強其財政地。

二、學商阿絡和土著固家的形成

在 17-18 世紀，牟人的海外貿易伊弦是如何句不同美型的京

南亞固家政杖度生相五美系呢?爪哇北岸的大多數港口小王園是

穆斯林商人在 15-16 世紀建立的。掘況，美似錦石(Gresik)的途

獎聚居區是來自福建的學人種斯林建立的。 1368 年明朝軍臥特蒙

古人遷出中原后，他的害怕被迫害而逃寓中固。一旦送些商人挨得

統治杖，他們就力囡特其根力基咄伊大到財土地的古有 ， 1人而能增

加追隨者和部厲的數量。

例如，西爪哇的方丹(Banten)惜之研以能友展成均一小園時

性大商.ill'.中心，是因均其內地盛戶胡椒。方丹本來只是印度教興他

人的玉固帕查查主(Pajajaran，位于西爪哇異他地區)閏境內-1'

元足桂重的小港。 1527 年，方丹連同其附近的雅加速(Jakarta)被

說目(位于中爪哇〉亦丹的一小穆斯林都厲占領。在 17 世紀初，方

「 丹成方半商“西洋航路"的興鹿和印度尼西E群島的胡椒胸備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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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此，方丹成方學商貿屬阿絡勾耳來人港口小王團相互作用典

型地區.對少年亦丹耳卡拉(Aria Rana di Mangala)于 1608 年增

位吋，他身迪聚集了很多學人眼間，)À而加強了他在當地責接中的

地位.來自印度的胡茶辣(Gujarati)商人曾支配述方丹的當地事

旁，但由于英圍人和椅主人的竟爭，胡茶殊商入極辭出印度勻爪嗤

之間的航逞。在方丹，胡荼辣商人的地位也極半商取代。一位叫林

六哥(Lim Lacco)的“剃須"牟人穆斯林被任命方港主.不久以后，

虫地統治者就能控制市場，碗定胡椒的份格。當吋一位沮喪的荷主

視察者自鑫費 CCornelis Buysero)曾有道=“遠位光下巴的學人掌

管了遠小固家的根力，他們貪婪地用高利貸制削其他人，每件京西

都此我們送迪(指荷主人〉這套，而他的則的造商品，呂定行盡斷。"

(Y zerman 1923: 86) 

方什么牟人能比胡茶辣人更能堅定地抵御歐洲人呢?-1î面，

他的牢固地堅守服各于半人貿易岡緒的中介人地位。另一芳面，他

的繼續控制爪哇句中固家多鐘潰之肉的航逞。梅林科(M. A. P. 

Meilink-Roelofsz)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分析了中商的地位，主人均

學商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牢固=“固玉的六小簿籍宮中，有四名是半

人.王園中注有牟人詮把人，翻譯和垃磅具。但牟人宴廊上起是扭

心，-旦他們死后，其財戶金宴蚵于園王。學人的扭心表明，思管其

扭任各神要眠，但他們的社舍地位很大程度上仍是沒有保障。連就

是方什么學人抓住任何肘棍的任何机舍，~寄其最有偷值的財戶還

到中固。"(Meilink-Roelofsz 1962: 247) 

在還步王園，固王恃鏡上是滑外貿易的相當大份額的出資者。

在早期，還w固王主要是依靠穆斯林、學人，甚至是歐制商人承扭

管理~;j"外貿易的安隊責任，遠也是方什么半商能在遍w赴于上居

地位的原因。 1636 年，日本幕府特軍基于日本的海外貿易有損于

固家安全的考慮，宣布要施海禁，作方推F固家安全的根宜之汁。

此此之后，只有有三船和“唐船" (中固帆船)投允i午遊入長崎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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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世紀 40 年代中肘，中人挫敗請主人的竟爭，繼續控制日本和阿 J 

瑜陀耶(Ayutta戶，邁步首都〉之問的貿易。固王本身也很大程度上 V 

參勻泰園的財外貿易. J).. 1664 年到 1694 年的 30 年中，共有 77 奈

中固帆船被派往目本，其中有 54 奈厲于固王。 (Smith 1977: 78)要

么方固王服券、要么方自己的生意奔濃的學商現在卉始滲入泰固
\ 

的出口商品供座同站里，掌握渚如泰固甫芳省份出戶的林戶品等

春園出口商品的貸諒供座。 1683 年台灣回蚵大陪后，過~勻中固

間的朝貢貿易迅遠貧展。朝貫貿易的裳展使中商在過~.外事外貿

部(Phrakhlang)里的地位得到加強。就象在耳來小王圍里一祥，塵

個外固人在春固也不是新群事。在漫步港主机椅的大事i己是本

(Krom thi) 分方商郁，一都是在一位學人商各官 (Choduk

ra tchasethi)監督下的泊是，另一都是在一位穆斯林官員 (Chula

ra tchamon tri )名下。然而，毫元疑問的是，M.18 世紀后期卉始，越來

越多的學人官員在邊步的朝廷里扭任要取，使摩如人(指穆斯林) -

黯然失色。 (Pombeijra 1988) 

在爪哇，形勢則相當不同.再打主的統治者的J}..未以遍野閻王

的主T式或卷入的程度投資于海外貿易.然而，他的則致力于此內陪

的交通和爪哇北岸的航造中征岐恩可能多的費用和商說。在整小

17 世紀的 60-70 年代，由于中固海外貿易的衰退和京印度公司

勻那氏集固的交惡，巴速推里的學人寓居者入不敷出。由于勻家!;

省份的海上貿易衰退，學人均了求生存，被迫更深地融入京南亞對

地社金短暫于生活中。隨著中人晶豚貿易的展汗，很多巴速推里半人

趴俱到達神貿易的重要性，前往爪哇北岸的其他港口。他們也涉足

爪哇北岸地區的說收承包，因此){;j"耳打主王固沿海封建領地的市

場貨市規則化作出貢獻。早在 17 世紀 80 年代，耳打主的統治者就

把陪路說卡和沿海的征說机拘立學人承包。在稅收承包拍三是金上

的技拓者，鐘常要出比契約棕鹿高二、三倍的仰格，因均達神契約

使中拓者卉辟了染指其他商品這翰的路子。 (Carey 1984:8) 在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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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肘期，均下令十年大姐棋中商移民服易的基硝巴鋪墊好了.

三、學商阿絡勻殭民城市

余蹄周知，對西班牙人和椅主人在起京水域沿岸尋找立足嵐

肘，他們且是過揮中商往京南軍的京西祥貿易主航錢室主述的港口.

葡萄牙人一卉始是在耳六甲句中商遊行貿易，以后找到了在中固

措海的立正鼠，1557 年在澳叮建立了長期性貿易基地。因方葡萄

牙人趴iR到，前來耳六甲的中固帆船，其笑是初創伊始的葡萄牙人

中因海貿易岡緒的竟學肘手.因此，中固帆牆不再說往耳六甲，特

而促使渚如爪哇的方丹和耳東半島京岸的北大年等其他京南軍新

商~中心的形成.

始建于 1571 年的聽民城市耳尼拉，是京甫里的中西混居港口

建民地的第一小例子.每年}À墨西哥還往耳尼拉的白線，吸引了大

量中人云集為尼拉城外的人網 CParian. 又澤巴利安〉午土匪.他們不

久就成方市民盼展的主干。很多學人移民也此事科植血，方城市居

民提供食品。遠些年人移民大都來自福建省普江甚的四小多匠。耳

尼拉成方福建控訴海外廿拔的先驅地典型，正如當吋的龍活昕林，

菲律察方“崗人第三故3;". (回汝康， 1989:382) 福建人特耳尼拉

作方學商的前哨眸地，到那里接取墨西哥自棍和諸如香料、危筒、

燕窩之獎的大宗熱帶戶品。送些熱帶戶晶大多來自農犀.J1!t

〈趴在oluccas)和亦祿 (Sulu)群品，其消費市場則在中固。西班牙撞民，

當局勻中人移民的美系一卉始相當和惜，瞄著學商勢力nl4-t乏，西班

牙撞民主告局卉始忌恨中人。西班牙人出于安全芳面的考慮，几吹重

新萌定學人居住匠人洞的地寫.他們并不甘愿看到現在完全依較

牟人的局面.早在 158($ 年，西班牙人就了解到，每年有 300000一

500000 比索 (Pesos ，西班牙銀元)的白銀敏遲到福建，而沒有一兩

自餵帶回菲律翼。耳尼拉的一位瘟民官民~嘉斯(Pedro de Ro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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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捨西班牙固王菲力浦二世( Philip 11):"他的〈學人〉帶到達里

的是他們回家的垃圾，而且逮里拿回去的，則是尊貴的陸下昕轄

困家的精中.大量學人藉貿易繁束之机來到遠里，述X才原來不富裕

的固家是不小的街害。"(Cheng 1961:78)趴缺井承試，自己被更具

tt勢的學人鎧辨真力廚利用，而不能友揮自己的撞民杖力忱勢，連

:X~蘆民征服者未況，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1603 年，三位福建省地方官民渡海前往耳尼拉，順便看望海

外的半人社區。他們的來訪使西班牙瘟民當局大;但張弦。對福建

官貝此行的目的被解釋方中圓干預的征兆肘，西班牙人更方曹賞。

他們原本就已扭心中人定居者的存在拘成滑瘟民地詮前健康裳展

的成馳，福建官員的來訪更使他的增添財建民地安全的前慮。几小

月以后，財牟人的大規模屠示食生了.根括對肘的資料，大釣

20000 名學人接害.然而，投有半商，耳尼拉就不能存活，而福建沿

海屋前也不能送行.大屠益友生后不久，)}..福建來的移民又重新踏

上先輩的征程.息管在 1639 年、 1662 年、 1686 和 1763 年相繼度生

財牟人的大屠法事件，作站耳尼拉市民中伺盼展的學人，倡一直

是西班牙瘟民地的主要支柱。學人)À事求1lk、過1lk、商品零售血，向

政府承包昕有說肢。他們繼縷承扭中固沿海鐘前的研失堡取責，也

均菲律宴撞民經濟的萌芽和友展作出貢獻.

在兩句、清主的港口誼民地，半人居民也起了支柱作用:-1'瘟

民地是荷主京印度公司的且都昕在地巴速推里，-1'是荷主京印

度合司在通京貿易的主要集散地台灣的熱主遮城。瘟民城市巴迷

堆里(1619 年始建〉是耳尼拉祥棍的遊一步君主展。荷主入和學人在

城構內比部生活，請主瘟民主告局管轄下的學人行政管理)À一齊始

就較好地鋪入適民地統治体系。措主當局任命一位學人甲必丹

(Captain China ，學人首領〉未解決學人社舍的跡有民事事告，包

括向學人征蚊可使半人兔除城市兵役的人共說.直至 1666 年，一

或二名學人首領仍在市政~局中捕有席位。我在本唱的其他章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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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巳提到述，說概念而宮，巴速推里就如西方在熱帶地區的撞民地

一祥，可被主人均是學人噩民市慎。到 17 世紀 30 年代，牟人人口拘

成巴城市民盼展的主要部分.

由于附近的方丹不吋要由巴速推里tx1巴迷堆里的腹地，也即

巴城郊區(Ommelanden)的卉友直到 17 世紀 70 年代仍未提到故

事目種.只是在 1683 年巴城征服了方丹后，很多巴城市民才前往

郊區.由于荷主京印度公司扭保以固定俯格駒芙糖，在公司的鼓勵

下，甘肅神植固紛紛建立，遍布城市的郊區.到 1710 年底， 130 家

制糟作坊中有 84 小主人是學人企並家。因此，甘藤科植完全控制

在fP人手里.
在台灣，椅竺京印度公司遭過的是台灣島西部平原上猶戶，他

們居于設有首領的村社成民。因此，一卉始的形勢勻巴城非常不一

祥。弄始肘，荷主人并設有領土1t5提野心。 1624 年，他們卉始拘筑

大城堡熱主遮城。遠小城堡位于大具潛〈今目的台商〉入口赴的抄-

7種上，日本人和中園人一向在大民灣都密遊行貿易。前主人起先依

靠中固商人供皮來自福建的商品.在几狀和價怒的猶人的沖突后，

荷主京印度公司友葫几故故役，萄平了附近的村舍。 1636 年，荷印

台灣，也督特廚征服的第一換地租蛤一位大陪承包商 Ccabessa吵，

遠位承包商在大陪招募契約勞工.~寄他們遲到台灣)Á事墓禮。一年

以后，甘東神植固己生許出 30-40 方斤精糖。

荷主京印度公司址福建老桓卉炭台灣，并推尸出口商品作物.

的神植，只有荷主公司才有杖胸英台灣生戶的商品作物.卉盟主台灣

和推尸出口商晶作物神植方福建的移民創造了良机。移民們的生

活成本最后部斐得非常昂貴。被驅逐出自己的措坊的土著不停地

裴青正在田野劈功的中固人。強加于釣方把神植囝工人義上的高

額人口說使他們必境更惡劣。 1652 年，大措移民君主功了財椅主人

居住區的攻音，同吋希望裝得知成功的援助.然而，起文者的木棒

刀捨不能勻請主人的火器相匹散。有主人隨后史功拍蕩峨役，的00



.多名神植固工人在請主軍臥和台灣部落民的棋巨下喪生。

椅主人在台灣的遺民室主店里示出一神以后在巴述推里重寰的

殖民鏡治美型。只要帶主人和中圍人共同參勻海外貿易，他們就能
按合作程序良好地是作。但如果中因人遊入內地的表1Ik領域，承受
宿主京印度公司強加的高顯現收和低仰胸芙我rc品的行政區迫，

局勢就受得一因糟。對吋的一位公司官員臥俱到送小問題，他提

到，“妨說治-1-地立f而吉，司法杖力勻美杯比征服更均有效﹒"

(BlusSé 1989: 57 --: 8)不幸的是，逛一精辟的意見設有人理睬，以

后在巴速推][2t生的悲聞事件謹明7逛一息.

1661 年，忠于明朝的那成功(又和 2 園姓帶〉率軍臥)Á廈盯渡

海到台灣，圍攻荷主在熱主遮城堡的統治中心。在中固居民的協助

下，那成功在 1662 年初迫使有主蛙軍投降。台灣并入大陪是原厲

于京南軍文化圍內的某小區域敏置于中學帝固政治統抬下的唯一

例子，思管半人移民通道貿易岡錯遍布于京南軍文化圈的區域。

﹒到 17 世紀末，南中固海貿易費力的格局相討于前 50 年，投生

了根本性的斐化。請主京印度公司再也不是京軍水域的主要勢力。

宿主人在台灣投降，)Á勻東埔賽和京京(越南北昕〉的直接貿易失

系中撤出，勻日本的商貿美系又因德川幕府于 1685 年安行的F房
措施而倍受打音。(參間 z第 5 章)

在重新共起的學人海外貿易!t5狂熱潮前夕，南中固海坡已敞

悴迎接半商。南中圍港口的水手的此吹也加入達股熱潮。勻福建
南部過昇相郁的潮州商人和尸府人遊行每過步的直接貿易。他ffJ

能在退步建造帆船，胸果大米、錫、香木、皮革等，這到中國市場銷

售. (Cushman 1975 , Viraphol 1977) 由于大量)Á漫步鵬要大米，
潮州人滑過歹的貿易航是是最有利可圓的.潮人的航這也給福建、

「京內陪地區的客家人提供了移民机舍。送些客家人在固內7jtf=
賢瘋耗竭后，在圈外找到了采訪的新机過。新的貿易岡絡也同肘蛤

福建人机金。且然福建人有肘取代潮州人的航逞，但通常是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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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調有的考n商品加入連小新貿易問絡中。

四、 18 世紀的學商岡絡

西交rm史掌家通常把 18 世紀的中固和方“尸州制度" (Canton 

system)吋期.歐洲人在尸州制度的管理下跳事勻中園貿易。「州

制度是中固政府精心投汁、用來管理中固封外貿易的更差奈制度

的組成部分。連同沿海的廈門、站去、上海、嗔海〈在斯江于被〉港，

「州港也是管理中固帆船到京南亞貿易的主要海美中心之一。

長崎和巴速推直在中固海外貿易熱潮沖青下首當其沖。隨后，

述兩小地方就迅速滑中固商船和移民的數量避行限制。在長峙，牟

人最聲被限制在一小小島上居住，以便勻日本市民分隔卉.

相庄的情況也在巴城友生。巴城附近的方丹素勻巴城站散，但

于 1683 年接請主人征服。方丹的合并使巴城的內地遊入迅速卉2t

吋期.巴城對局玫迎華人努力遊入剛扇劫的表.\&領域，神聽制輔以

浦足搜斯市場的需要。然而，巴城那匠的元序度展，作方糖的唯一

合法英主的精主京印度公司強行BH底糖仰，學人勻椅人在管理体

制立于面的合作最些破裂，逛一切終于專致 1740 年 10 日中人抗荷

.起文的爆裳。起文的后果是全城牟人在一周內几乎敏屠恭殆息。送

小慘痛的事件震葫了遍及爪哇的貿易岡緒，也均年人融入爪哇人句

社金鋪平了道路。學人在爪哇北岸各地造反，油油澎愣的“中人哉!
爭"(Perang Cina) }Å 1740 年持接到 1743 年.述坊品學最與辱致;

再打主統治者的垮台。 (Remmelink 1990) 

述一期間，京南軍其他地方也度生了几件重要事情，送些事件

推功了中商海外貿易的多祥化。首先是研謂的“歐洲港腳商人"

4 <Europan COUEItry traders) 出現在南中固梅和布古人(Bugi)的
勢力在新加坡海峽周迫地區的共起。達爾丹、事件促避了 18 世紀后

半期南洋群晶地區新型貿易方式成長。 (Lewis 1970)荷主在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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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疆民對局面l惦元法庄滑的挑棋，失表了前附、近吉打(Kedah)

雪主義(Selangor)T加奴(Trengganu)土著統治者的控制能力，特

而舉行一科師不干預"的政策。

方了浦足中固市坊)(ij黃金、楊、胡椒的需求，中固帆船蜂滴到

南中固海周迪地區。到 18 世紀 20 年代，有 1000 戶牟人家庭在耳

未半品的頂端柔佛神植中固市場需要的胡椒。有更多的人屁事柔

佛勻其他港口的貿易，半人在了加奴的情況也是如此，一半以上的
學人居民神植胡椒、汗采金計，}Á事沿岸航行，勻沿過~、東埔藥、

京京、加里曼丹海岸分布的外圍港做貿易 o (Bassett 196~: 122) 

在 18 世紀 30 年代，定居在廖肉群晶 (Riau ，在新加坡和京亦
f1答牆之伺〉的學人求民奸星晶上坡地神植棋榔。位于加里壘丹北

部海岸的湖呢〈現文茱〉聚居著大批學人移民，他們盔蕾的繁茂的

胡椒神植固，向內陪延伸數十里。那些能停泊 500-600 時船船的

目失都忙于接待中固帆船。 1776 年坊向注 i勃泥的福萊斯特

(Thomas Forrest)滑油泥勻中圍之伺繁忙的商至于往來印象深刻，

特之勾歐洲勻美洲的貿易狀況相提并拾。他在訪問霹爵的穆斯林

固家肘，也同祥憶i牙于中固文化的影吶之巨大一一甚至亦丹的穿
著也是中園式的。 (Forrest ， 1779: 27)在耳來半品和邦加島的其他

地方，華人事?工(主要是客家人)}Á事暢f卉果.詮肪了 18 世紀 60

年代十年伺~;j錫哲肘的供迫于求后，中固人~;f鶴的需求在 70 年代

又重新高漲。因此，吉主丹(Kelantan) 、霹實亦丹以及不久以后的

雪主義亦丹清末了中人否?工 o (Andaya .1979 :325; Gullick , 1960: 

44) 18 世紀 50 年代，婆~洲的三度(Sambas) 、坤甸 (Pontianak)的

再來人說治者就召來潮州和客家f工卉呆內睹的拿才。學人以前

尋求的主要戶晶是胡椒和林戶品，那小吋期已銓一去不夏退了。

到 18 世紀末，每年有 3000 名“新客"(Orang baru , np新來者〉

移民遊入西加里曼丹。即使在湖泥，“金耐熱"也激起草人社區的熱

情.他們任胡椒神植固荒庚，捕入沙旁越(Serawak)的金計o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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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8) 
移民到西加里曼丹的學人卉始肘并設有領土野心。他的在耳

來統治者的保妒下采金投財，同肘也需要足侈的根食供座。因此，

半人求民的首先聚集在一起，組俱兄弟互助舍，制定共同的食品俯

格。送些互助金之一天地金可能做得太注份，以致激超前工杏起反

抗，打破畫斷局面。學人妒工組主只起來。各困体的大小依所在前監

規模大小而不等。在遠些大大小小的前工因体耳其盟的基咄上，所i冒

v' 的“公司"(荷主文敵中的 Kongsi，是根揖客家培的友音)組俱起

來，其坦俱錯拘仍是效伯客家人在中固否?區的企並錯拘.客家人在」

中園也是生活在山區，四周是土著村落.在加里曼丹，客家人更是

孤狼地面X~當地追雅克(Dayak)的侵找，而沿海地區的再來統治

者并不能給予他們任何保妒.不久之后，客家人的“公司"君主展成全

副武裝的自治群悴，有自已頒布的法律規蒞內部事賽。京南亞的中

固人妥展了兩付外部挑拙的新型反座方式.較大的公司甚至任命

當地說拾者，特他們置于其保妒之下，以保怔遠些鏡泊者的輯、固地

位，而遠也是誰持學人自身和平定居的基本奈件. (Chin 1981: 16) 

然而，財牟人否?工社區繁策的最大威盼并非來自當地土著，而 1

是牟人社區內部矛盾。逛一矛盾起因于河水輝、否?區蚵厲的內部相

互爭執. )Å 1803 年到 1850 年，公司之間不停地混娥，直至三炭地

區 (Montrado，蒙脫拉度〉原有的 14 小公司“滅"少方一小企司。而

遠令大港(Taykong)公司在勻有主瘟民主告局成斗 3 年后，聽于在

1854 年被嗔庄下去。美于牟人公司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主芳公司。

(Lan Fang KongsD。主芳公司方客家人~芳伯研剖， 1775 年‘成立

于曼多(Mandor ，又譯京方律). W芳伯是龍帶人，來自尸京者嘉座

州。他符其轄區對作是中固皇朝統恰在海外的延伸，自封方“大唐

拉長，'，但部沒有建立句中固的聲民耳其系.遠-tw工“共和園"的官

民由社區內遁拳許生。其官位很少，根揖乾換骨1度過朴，保i正大多

數人都有一Fta才何作方官晨。(Jackson 1970)我在此不祥細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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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些組-元二的社區組訊，只概略故其共衰述程。送些公司勾當地
拉者的美系疏通后不久，就:tt展成對強立的政治安体。由于大量
精力浪費于內部學斗，昕在的lV巨金計賢、聽几乎耗竭，述些公司在

h 19 世紀 50 年代相繼被征服，置于椅主瘟民主告局統治之下。在大港
一司勻椅主當局卉蛾吋曾保持中立的主芳公司，也在 1884 年不笈

存在，其最后一任甲必丹是刻毒山。
到 1790 年到 1830 年間半人的淘金知強烈地激妥了西方視察

h 家的想象力。送些t工“共和園"能使中人定居者特入表.ill'.領域，并
在勻虫地統治者合作美系不再維持肘，能:tt展抱相滑祖立自主的

力量.在遠1-意又土，送些v工“共和囡"有別于以前的學人社區。
由于耳來統治者通常控制著河口，因而他ffJ仍能通迂向往來的中

人征說而我得一進可親的收入。
高立寬(J.M﹒ Gullick)曾研究耳東半品的惕前社區和港主瘟

p 民地，他指出，中人的友展傾向于鏡迫而不是滲入再來人的政治控
濟形志，即使半人接置于拉者的相:ïttF密的控制下，情況也是如
此。遠不仗是因方牟人前工高度集中在波有再來人居住的地區，而
且因均達些年人仍是中商銓質問絡的組成部分。“再來人〈航他們
的角度)、峙中人但當作被人瞧不起的外固人。送些外圍人只能按他
們的汁划而極利用。"(Gullick 1987 :13 , 64) 

袖奕象未免之齣昕指出的，再來人的拉者的運扭心學人之外的
事情﹒他們赴于京芳的學人影吶力和西方的種斯林原教旨主)(影
咱力之間，送些影哨的投展妨再末人的基本生活芳式是一神日益
增長的挑故。因此，拉者的日益趴同穆斯林﹒和學人不悶，拉者的
并不如自己嘿聚棋財。他們和具有賺錢意垠的學人移民之間存在
著元法悔過的意缺了T面的鴻詢。“耳來人追求的是地位和青望(na

ma) ，而學人永通醉心于F血。在連小意文上，他們又才學人不屑一

賊。 "(Milner 1982:12 ,105) 
根措特w基(Carl Trocki)的看法，南洋群品的學人在 179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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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年|司投展7 自己的銓濟和政治管理体系，“學人不仗再度表.

現出自主的力量，使己衰落的耳來固家局勢更方還眩，而且通炭展

了自己的組俱体系，}人而使他們有可能長期真正組立自主地盤

膏。 "(Trocki 1979:32) 
只有柔佛的統治者里伯拉罕Obrahim 1825← 1862)和其繼承

者阿布﹒巴卡(Abu Bakar 1862-1895)似乎在合并學人聚居區方 r

面作出必要的行政安排。他fmm迂引遊港主制度，有效地重建了自

己的杖力基咄，在港主制度下，中人求民取代了他的倩銳的追隨者

耳東海民 o }Á字面上看，港主制度的意思是“河流的主人"。港主制

度允祥牟人順流而上，在上流建立聚居匠，神植胡椒和棋榔。-在遠﹒

神情況下，耳來說泊者則“成方學耳如何向學人科植制度征說的官、?

僚九 (Trocki 1979:19) 
中固勾京南軍之間航逅的愛展和隨之而來的移民捕入熱帶地

區，滑運w和爪哇述兩小求~園家的組妒、結拘具有強大的滲透性

影吶。逛商令固家中學人征說民隨赴可見，成方地方景xw.之一。而

原籍潮州的那信(Taksin)在 1782 年特緬甸人遷出退步后成方新

朝廷的建立者，述几乎不可能是一神巧合。那信的父素郊墉曾是說

故承包者.那信成7g固王以后，特迂呆任命中入方說收承包者、省

級行政長官和保耳王圍南部迫界的指揮官。 (Cushman 1981: 47) 
通歹的持市化遊程度展如此之快，以致于形成滑泰固社合組俱框

姐的晏托信用制度 (nai - phrai)的挑娥，人的私下以現金道行交

易。在泰固社舍的各小屠面，都可看到學人的影吶力。在再打三，

學人M稅收承包的避一步滲透引起了前三京印度公司的普兌。公

司只財大宗貿易有共趣，一直利用學商貿易阿站在爪哇北部渚港

口推鋪}Á印度吹大陪避口的訪夢、品，遠神詮蕾的還作需要大量的

預付賢本.巴城荷主主告局扭心勻多元文化背景的學人指客的交易

失去控制，因此宣布，即使是居住在耳打主君主 (Susuhunan)直轄

地范圍之內的學人，不盤公司同意，不得申清承包就收的合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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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送些學人基本上是用椅主人的資本做生意。 (Van Hoorn 

KITLV:31)在爪哇人社舍中，牟人稅收承包商不仗成均持市化過
程的主力，而且作方↑人，起加入7沿海的貴族險展。因此，他們摟
脫了請主京印度合司的控制，都參勻爪哇政治派別之爭. (Hoad!ey 

1988:507) 
. )À 1755 年的基安蒂和平奈釣 (Giyanti ，荷主京印度公司勻再

打主統治者盎叮的象鉤，遠項奈夠使耳打主回一分方三〉到 1825

年爪哇讀學爆炭期肉，言語地的學人間結妨對地社舍的室主演影吶力

日益增長，牟人勻曳地原住民的美系覺得有成黨強了。稅收承包在
遠些新建立的爪哇人王固中到赴盛行，學人說收承包商被授于寺
板來管理市場，征收特神商品(如鴉片〉說，)(1'沿陪路或在爪哇北部

港口還翰的商品強行征故美說等。

b人玉固建立伊始，日器(Yogyakarta )的統治者們就依靠中人、

作方征故美卡、市場說收的高效率承包者。送些說收是固岸的重要

資金來疇，在 1808 年送到國庫收入的 40%. (Carey 1984: 1的只要
牟人稅收承包商直接封日意宮廷負責，那么即使其行方詮常越軌，

也能被統治者所容忍。然而，一旦稅收承包的收益者易主，局勢就

完全不一祥了。 1812 年，說蚊承包均英固殖民者所控制. 1816 年
以后，稅故承包又方荷主鐘民虫周控制。美卡系統的這作勻鴉片墓

斷收入相較系的，是說故承包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卡系統征說

太高，早致當地人民于 1825 年爆裳起文。卡利 (Peter Carey)竭力
注明爪哇人勻牟人之間的美系正遲漸惡化.他指出，爪哇責接以前
試方，他們可利用牟人迷到特定的自掠。萌裳，他們句中人之|司基

于共同利益的密切合作美系已遠到相當深的程度。但現在他們則

弘方，學人是清主人的是狗。在當地半人影吶力和清主撞民大帝固
鏡泊杖力基抽上君主展起來的半自主的學人說故承包系統，几近于

中人自己的小領地。戶斯(James Rush)在最近出版的美于爪哇鴉
片畫餅的研究成果中，祥姐描接丁學人說收承包的 :tt展述種.



(Rush 1990) 

在 18 世紀 70-80 年代，荷主人一直武囡使中固帆船貿易集

中于巴注推血和耳六甲，但不幸地失敗了。京南亞的中商貿易同搞

成功地揖脫了西方的干預.到 18 世記 80 年代，半人在廖內群島神

植棋榔，在過泥神胡椒，在西加里曼丹卉采金砍，在邦加、吉主丹、

普育卉呆暢w-。學人的分布遍及整小耳東半晶。他的盟主展了新型

反座立T式，以前付在南洋群晶遇到的新挑哉。

直到進一肘期，萃且主主笠墓賢遮主賣主單車且是車ffi.JA風

緒相映系。 1786 年，英人萊特(FranCÌs Light)占領棋榔峙，遠是英

圈人第一次試囡結合京南直的學商岡絡.正象 1619 年荷主京印度

公司屈、督庫恩(Jan Pietersz Coen)以“正道和不正當手鹿"使居住

在報近巴述罐里的方丹牟人充奕巴迷維亞的人口一祥，萊特也恩

力琇使居住在耳六甲的學人前來棋城。 (Purcell1965:97) 滑英圍

人而吉，棋城在很多方面是用來作;但武磕塌地，他們需要熟悉中商

貿易群体的高效率統治机拘.然而，遠小港口尚不足以承扭遠項任

券，中固軌船宇可前往更容易到述的目的地。

1819 年，乘佛士爵士 (Sir.Stamford RaHles)占領新加坡.他斌

囡特新加坡建成方一小根攝自由貿易原則這膏，最低限度行政干

預的港口.他的自棕色甚于呂定現了。學人君主瑰，新加坡的自由政策能

促過他的的商.\Ik活劫。新加坡是印度吹大陪和中圓的船船都能方

便出入的地芳，自由港的政策)À一卉始就取縛巨大的成功 o 1836 

年的統汁表明，新加坡已有 29984 名學人，包括 7729 名女性。男女

比例'-.1 4:1，里然太不平衡。但如果考慮到對肘中固F禁女性移

民海外和新加坡牟人的流功扶缸，則新加坡學人的人口狀況巴里

示，牟人永久定居地正在形成。我們在此不再追溯)À新加坡卉埠到

成方大規模苦力移民在京南里集散的中iL'特這港的肪史。@重要

的是強調乘佛士的政策。某佛士風西班牙、宿主人財耳尼拉和巴速

推里說抬失敗中吸取經遍教圳。他創世了-1"自由貿易港，他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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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里的學人企~家在英固誼民政府不干預政策的保妒下能自由投

展其奕並。新加坡是一小小品，能非常芳便地道出。設有表並腹地，

因此也不金象在台灣和巴述罐里那祥，瘟民當局勻學人金反目成

仇。英園人過垃結合中商岡絡中心的手度，能進入南洋群晶的零售

商拉回益。也正是到達1-吋候，西立T帝園主文和學商海外貿易tt~*

才卉始相互交易。

結 i它

學人到京南軍拓展了相虫果活的貿易阿塔。遠1-岡絡使學人

在眾得昕需的熱帶戶品肘，也同肘推備了自己的戶晶.元i-e在什么

地芳，他們都能挨得昕需要的一切。學商欣然道)À耳來小王園的持

統貿易制度.在遠神制度下，外固商人能相財安全地這膏。員然早

期的學人寓居者困得到渚如;再來小王囝里的港主位置等地位而引

人蠣目，但在遠些小王園里，牟人的影吶力并沒有引起社合形志的

交化。在河口小王固中，外固商人星然受雇于當地統治者，但中人

是在赴于單向順瓜的合作体系中服旁的，在耳末民族研設想的政

治体系中，根本設有中人的地位。生昌地拉者邀清客家否?工到肉陪果

妒，但拉者并不能行使有效的統治杖.學人前工固于局勢，只能創

立新型政治組餌，以便能在勻迷雅克人或中工內部沖突中保妒自

己。
在京南軍較大的我-*.固家，學人的影哨力鴨其是元孔不入.3訂

了我取在沿海不能得到的商品，牟人不得不冒隘向內陪滲透，因此

也把貿易岡結)À沿海tt展到內陪。學人特稅收承包和內陪長距寓

逗輸合二方一，使其成方利潤丰厚的行~。而財爪哇和泰固宮廷而

言，他們也將學人說蚊承包間站整合;每當地行政管理結胸的組成

部分 .1人而 ':Jg宮廷卉辟了一神耕斬、穩定的財源。

只要能)Å事自己的賺鐵行血，只要當地統治者t能公平地財符



外圍人，牟人寓居者也愿意在外圍人保妒下生活在瘟民城市中。研、

究 19 世紀這蕾在南美共和固的英圈人企~的~真過 (Ronald

Robinson)提出了一小新朮悟，“非正式的帝圍，九他指出，英固人

的工~公司元需承扭管理費用，就能很容易地控制對地市場.

(Robinson 1976) 或祥牟人收血可勻南美英固人的工並集困的倒!

于美比.甚至可以說，牟人注能紙堆持土著行政管理中荻利. 已

且然學」組進去l1l"5*并沒有專致中學帝固海外領土的時

(台灣之倒除外) ，但肯定鹿三告看作是家甫血固家形成遊疆的推功

，因素。中固政府制度的大倩說并沒有吐學人胡有政治理念体系，而

遠神政治理念体系部早在部邦越南和朝群生根卉花。學商貿易同

，格的小持說則有自己的魔朮袋:海于中間表~社金相財先避的銓 d

f存組棋的特定形惑(目掠是榨取司是~剩余掛值λ 達科形志使他們

在歐洲瘟民政校建立之前就深入了京南軍社金現存的政治体系.

因此，我的座言語混，海外學商是“非正式帝園的商人"，而非“設有帝

固的商人"，遠祥說并非設有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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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注釋z

@進科~;f京南軍社金~展的不同解釋，引自溫渾然(Robert Winzeler)妨再來

半島吉主丹種斯林因家杖力、科族和政治組缺等現象相互美系的研究.迪

是一項令人共裔的研究成果. (Winzeler 1986) 

@措手E昕知，迄今均丘，只有草原步 (Claudine Salmon)提棋了一篇美于半人

R才京南里干土舍的貢獻的游庄lè文. (Salmon 1981) 

@庫什曼 (οJe叩nn叫ifer CI.肘J

納 (Wi叫lli旭amS蝕;kinn昀附e叮r)耳封f泰囡的例子有i諱羊f疼早的介招和分析 0

@美于建立T商較有影口向力的研究成果有 z王且要武《作~移民者和定居者的學

人 g 以新加坡多':If9iJ HThe Chinese as Immigrants and Se ttle.rs: Singapore , 
Wang 1991:166-78) ，以及李保平 (Lt;e 1978) 、特~基 (Trocki 1990) 、顏

清退 (Yen 1986)靖宇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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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619-1740 年的巴城竿人

巴迷堆里城內學人瘟民區的共衰，勻巴城作方--1'首府的功

能之演斐息息相美. 17 世紀初，主要A事里洲內部海上貿易的荷

主京印度合司勻伊比利E敢手(指伊比利正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人一一譯者〉赴于交故扶志，言語肘巴城就是作方商厲京印度公司的

大本蕾建立起來，方峨各勻商至于攻重目的服至于. 17 世紀晚期以后，

巴城的功能卉始投生錯拘性的安化。遠吋荷主人勻其歐洲竟爭封

于何的織爭己室主結束，勻本固遊行貿易成方公司活功的側重戚，但

達科活功是以個牲亞洲“地區內部伺貿易"方代仰的。在爪哇，公司

逐漸演受成方地區陸政杖，其主要蚊入來自于定額撤銷和強迫供

座制度(即“貢鋪"制度)。措果，巴城喪失了作方海上貿易帝園大本

宮的主要功能.它在造血其作方地區a陸首府新角色的述種并非一

帆風順。

本章試問重新考察勻巴城中人區失衰有美的几小問題，著重

探i寸巴城形成的府史背景、學人居民勻荷主京印度公司合作的制

度化形式、以及專致 1740 年學人居民慘遭屠奈的主要功因.

一、半人勻椅人的合作美系

當代帝固主文史竿家，包括亨利﹒布魯斯推格(Henri Brun

schwig)和w納德﹒魯冥避 (Rol1ald Robinson).都強洞了歐洲帝

園主文的非歐洲人基咄的重要性。 (Robinson ， 1970 ;Brunschwig , 

1978)兩位掌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一百年前，歐洲列強之廚以能相

當迅速地在非洲接得政治、銓前的立足鼠，很大程度上是因均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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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了對地恩意合作的集因作方歐洲勾當地政治、鐘前制度之

間的中介人，他們強調，吉普地的統治集間十分原意勻歐洲人合作

~地統治者已入方，元洽正三告勾否，通道勻瘟民者“共享資源"，他們

的勢力即使不廿大，起碼也能得到保障。}À 19 世紀椅主政府勻印

度尼西單群島上當地土首之!可不斷加強的美系中，我們能清楚地

看到同祥形式的合作或配合(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后者也持更愴

~)o甚至早在 17 世紀初期，科恩勻吋還不濟的雅加速土首之向已

建立了初步的合作美系。后者企因利用遠科美系摺脫附近方丹亦

丹的F密控制. 、

然而，連美合作并不局限于殖民地說治者和虫地土著統抬集

圓的美系之肉，運有其他的合作者 1需要得到保妒的各神非土著的

銓濟區裝力集囡"或者想通迪在瘟民地机拘里供甲、東向上爬的人

(他們在本族社舍中設有遠科机金λ例如，瘟民地社舍的通事具有

的影吶力，通常迢迢超出仗方其他人充當翻i萃的影吶力。西非的注

荷美人和京甫里的華人便是勻瘟民地道周搞合作的商人的典型例

子.
我曾經描述迫在荷主人管轄或非商主人管轄的京甫正港埠充

道荷主商人的合作者或竟爭前手的某些半人所起的作用.

(Bluss壘 .1975;1979)本章~等著重探i寸京印度公司在l[測的大本昔

一一巴迷罐車城堡勻巴城中商社金合作的一般模式。有起揖表明，

)À鐘前角度看來，息管妒城河和歐式三角時堵住房可能令人戶生

一科錯兌，但自 1619 年巴城卉埠到冊謂的 1740 年封半人大屠君主

期l旬，巴城基本上是一小在椅主保妒下的學人蘊民城.過述一神精

'L'投汁的、由政治、社舍和鐘前措施拘成的制度，巴迷罐車城堡及

其貸挽起著遍及l[~1i各地有主人商倌体系的“拱心石"作用，而巴

城則成3的京甫E半商貿易問絡的一按“真基石"。政芳在相虫長的

肘阿肉和浩平靜地共赴.在我們武間分析 1740 年成爭前巴城社舍

的性質之前，先湖見一下美于巴城牟人的原始資料勾當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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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況也件是有益的。

二、有美原始資料勻研究成果

(一)西文部分

逼迫已出脹的檔案和京印度公司宮民(或取民)的信函公文、

私人信件以及歐洲海民勻旅行家的游i己，我們荻縛了大量的對吋

見証人的各科資料.在迫些文獻中，巴城學人几乎元一例外地被捕 A

t金成一l'勤費、熱愛和平、而有肘又相告狡悴的民族，他們涉足各

神行虫，但同肘又肥小怕事。跡有進些原始賢料都表明，牟人支配

了諸如捕盔、倘木、建筑虫、表2&、因吉、零售}]k、手工並、勻內地及

中固的貿易等巴城重要的紐帶浩劫。公司向巴城居民所征稅收也

主要由中人征集。只是在酒ft零售方面，牟人承弘屈居于椅主人之

下，思管他fr-J奎斯了軍力洒的生戶。財牟人注有各科各祥的描述，

如 z “-1'勤旁的民族......巴迷維亞的繁茱完全推系于他的，如果

設有他們，巴城既不含有市場，也不金有房舍和防御工事，九

(Heurnius.1625 年氾載戶的繭，如果設有他們，不知要等多少年，

巴迷鐘里才能有安全保障和追到目前的狀況";(布旁三輯部 Brouw

er 且督 1635 年氾載)“學人是遠換疆民地的基袖"; (范﹒德飯﹒

萊恩 Van der Lijn 且督 1650 年氾載〉“要是設有他們，巴迷維亞注

目前述神狀況的一半也遠不到" ; (Francois Legu帥 .1700 年氾載〉

“學人在遠里相有最大的貿易，他的支付絕大部分的費物稅的美

說"0 (Woodes Rogers 1712 年氾載〉豈代祖心的坪ìê者可能借此

推拾，半人一定是倪秀的巴城市民。然而，巴迷縫里學竟是京印度

公司的大本膏，當肘人的并設有在遠-1J面做出避一步的錯洽。承

弘送小城市的繁架在根大程度上依賴于牟人社金豈不等于(討他

們自己的〉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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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研出版的原始資料，如《巴迷推E城日志>>(Daghregísters.

又i革《巴城日氾>>)、《巴城布告集訓Plakaat boeken)和《巴述堆里城

堡法案且最))(Re司 lía) .我們可以收集到美于巴城政治、控訴狀況

的丰富賢料。過峙的是，送些資料并投有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早期巴

城中人的社金勻鐘前組拱模式.只有最近亦你步 (Salmon)勾隆巴

德(Lombard)合作友衰的美于雅加迷店宇勻合共生活的會ìe及戴

.推埃鍋(De Víenne)未公卉炭衰的ì-e文，可以看成是述一領域研

究的真正起步 o (Salmon 和 Lombard .1977; Vienne .1979)本唱第

六章美于中囝帆船貿易的研究提供了巴城學人勻中固貿易的資

料，但几乎設有涉及 1740 年前渚如“行列同血公金)等學人的侍說

銓濟組主只在巴城存在的情況。 18 世紀早期曾訪阿巴城的勒加

(Francois Leguat)昕描述的學人互助社，可能是以共同的血緣和

地緣方基咱的。 (Kroeskamp.1953 1 346-7日由于賢料的限制，我

a 仍在遠芳面的研究起哲肘落后于清如封耳六甲或長崎等同肘期的

其他海外學人聚居地的研究，我們)t;j"述些聚居地了解得更多一些。

其他有美巴城學人的研究成果，如胡汀(Hoetink)美于半人社

區甲必舟勻其他官民的出色i-e文 (Hoetink.1917 ， 1918.1922.

1923) .費慕佮 (Vermeulen)美于紅漢慘案的洽文 (Vermeulen ，

1938) ，以及其他一些掌者肘巴城坪攻院的學人吹民、學人區院和

現收承包的研究i告文 .CD送些文章開述了椅主人勻學人合作的收

況以及遠神合作戶生的渠道〈費慕佮的洽文揭示的當然是這一合

作美系的破裂)。而遠些課題正是我特要描述的對肘形勢昕強有的

特征。

(二〉中文方面

就我T!Jf知，在我們昕研究的年代的原始資料中，但有三部重要

的資料被譯成西文。兩部屑于短篇塔i己，都出自 1740 年前在巴城、-

1740 年后在北加浪岸教苦的學人私塾先生之手。 (Salmo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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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悔， 1849)第三都是《卉吧茄代史氾>><或林《巴城編年史>>) ，遠

是一部 1619 年至大約 1810 年阿巴城的地古史。(祥云樵， 1953) 、

1840 年，述部編年史被租略而且不完整地譯成蔚文， (Medhurst , 

1840)其英文注釋埠本格在近期出版向世。惡管述部巴城的朋史i己

是提供了大量的賢料，但因吋伺跨度大和涉及面尸，其內容，色的業已

視是不恩人意的。作者M"荷印且督勻牟人社金領辱人几乎是等同叫

看待，而i午多美系到華人社金的重大事件均完全設有涉及。三目中或

祥或略地i才吃了荷主“王"(牟人輯:荷印且督方“王")財牟人安施寬

、厚或F房政策的范圍，以及作方且督勻牟人社舍中介人的學人領

袖的地位，送些也里示了中人聚居區的依附性民.該有同吋采用中已

固屁勻西洋后，加重了其內容的混索性。所有遠些因素使得述部眉﹒

史氾最成方美于學人每荷主人合作的檔案文獻。替中的主要內容 "J

是“當地牟人官民眼光中的"巴城讀民地管理机絢及其各科制

度。@

〈三〉未被研究的原始資料

在雅加速的固家站，案僧儲藏的件多涉及巴城京印度公司的文 L

敵檔案中，大量未被研究的公iiE文件自公司吋代至今一直故原封，

不功地皈藏著，連批文件座受到特別的重視.其中有失于巴城市民

的丰富資料，投有送些資料，便元法有出美于巴城社金勻鐘前肪史正

的杖威性ii?:文。至于中文檔案芳菌，古灰沙里(Gunung Sari)店宇 f

附近藏有几件殘余的尚未按研究的公憶(學人公傭〉輯案.克旁汀 1
亦均可步 (Claudine Salmon)曾測覽追述些文轍。她告訴我，送些文

敵大多屑于 19 世紀至 20 世紀的責料。看來，想在學人社區其他地、 i

Jj'jj:，掘到新資料是設有什么指望了。許多手稿勾文獻賢料似乎都司

在 1965 年度生的那場不幸的事件中被學人自己燒毀了，在當肘， 目

保存那些中文文件的碼有危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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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型比較研究

M.形志字班虎看來 t19 世紀的巴城的布局是圍贊其行政中心

分布著各科界限明繭的住宅區，因此，可能具有許多恃銳的印度尼

西單特息。然而，在 17 世紀，送小具有整体措拘井孤最于敢甜的外

圍棋土內的城堡，勻爪哇海岸的侍說港口城區部板少有相同之赴。

當人的尋找勻其相似的城區美型肘，金敢想到亨利.皮雷勒CHenri

Pirenne)昕描矮的中世紀王侯城堡或自治市.達科比較似乎有成

牽強附舍，但 17 世紀的巴城勻披步的海地區的中世紀遺民地城堡

市慎如里加、培林(丹表人的城堡〉的嘯有祥多共同之赴。在那里，

外固“王侯的'J在貿易框姐的故略要地上拘筑堡盒，而且“輸入 IJ城

市人口，由遠些人在堡金閏擂俯視下的外固建造城區。城區的作用

在于供座食物，并且逼迫胡說勻;Jg市場摺侏貿易以推持城堡內蛙

軍的財政支出。思管城堡里的掌杖人道慎保妒他們)(;j"某些貿易的

華斷(如說步的海地區財谷物勻蜻貿易的畫斷)，但運是賦予城區

居民航事海外貿易的某些自由，因方蚵根錯蒂述有利于增加城堡

的財政收益.城堡里的玉候的既非常失控他們自身地位研系的城

區控訴的繁菜，同肘又防范坡區潛在的軍事力量，他的車然希望城

區居民是愛好和平的，在政治上是馴服的。

在城堡的俯視之下，城區完全受到了它的控制，只能在漫長垃

程中逼迫加強勾城堡主人勢力蒞聞之外的內地膜系而推妒其總立

性。我看意拳披步的海地區的城堡市慎方例，以避免單純用印度尼

西亞人的現忠來解釋印度尼西單店史上廚有事件f1f固有的困准。

遠些孤寂常常是如此隱晦，以致很准弄清它們的真正含米。

M.形志看，巴城送小城堡城市具有組特的建筑錯椅，因此，勻

恃銳的爪哇港口城市几乎投有共同之娃。除此之外，巴城連站著歐

洲勻里糊市場，因此可能引入了新的規范，~生新的社含混念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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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組合及其他因素，送些因薰促使里德 CReed)和 17 世紀的巴城

是新央大都舍的一小典蒞。 (Reed.1967: 543 ， 62)然而，在其他

許多芳面，巴城勻爪哇港口城市喃宴有恃多偉人的相似之娃.逮頗

有助于解釋巴城作方群晶港口城市昕取得的初期成功。

四、歐人城堡、年人城區:主主尼拉和巴迷維里

耳尼拉和巴城是歐制人于 16 、 17 世紀在京南E白手建設起來

的唯一兩座瘟民城市.在遠些城堡市慎里，歐洲人自己管理自己，

并根揖他們自己的法律生活。我已銓簡略提及里德美于耳尼拉和

巴城最初如何成方瘟民地的令人感失趣的槍文。他主人油，京南軍新 1

型的城市生活是隨著述兩小城市的建立而戶生的。然而，他井設有 1

蜂蜜送些城區的神族拘戚，而它正是逛商小城市商~拓瘟取得成

功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有必要在遠里探付一下進一問題，并分

析一下逛商小城市的神族特性，何況 17 世紀的耳尼拉和巴城萌妥

有祥多共同之赴.兩小城堡一一耳尼拉內城(1ntramuros)和巴速

推E城堡一一都是說治者半人入口占絕大多數的城區.正如我的 1

在下文特看到的那祥，送些“半人的存在"，是強行種民的錯果.兩;

，-1'城堡都直接句中人海外貿易問絡相連{早在歐制人京來之前，遠

一......_一貿易間就已存在) .述是由其地理位置決定的.二者都成了學人

貿易阿勻墨西哥和歐洲新貿易阿之間的連續慮。它們的直接收入:

每供皮也都來自道地學人居民.在逛商小城市，歐洲人每年人伺互

相依存的天平在中人勢力戶益增強的重底下傾斜T.因此，歐洲Jk d 
的城堡勻元政治杖利的學人市民間的摩攘引起了緊張和不信任，

遠神狀況有肘甚至辱致了大屠祟的爆裳。在巴城，進祥的大屠去吾友

生在 1740 年，而耳尼拉銓局逮神不幸則多述 6 吠，分剔盟主生在

1603 年、 1639 年、 1662 年、 1686 年、 1762 年和 1819 年。撇卉送些
沖突不洽，令人頗方諒i牙的事宴是，在耳尼拉和巴城的“歐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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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舍中，歐洲人竟能桂而易牢地句中人交往并接受牟人。 17 世紀

的蔚文原始賢料也提到了催人“勤勉"、“愛好和平"和“懦弱"的特 ν/ 

性使他的成方易于受控制和受統治的平民盼磨。送些特性里然是

缺腕瘟民者庫恩等得以推行其政策的原因。庫恩除了注意)(1"牟人

社金組棋的研究外，尚另有煤算。然而，連當代空想史掌家也可能

承斌，生性和平的人們并不一定就是主人可桶身于破|日房子勻蚓掛

住宅區的安分市民。

學人~廊上勻歐洲人一祥，都是rr-生間措城市現象的文明之

戶物。汲清中“城"，安隊指的是“有城壇的坡市"。中固城市通常分

成兩令部分，即街叮和街區，前者是地方行政官民或其官署挂地，

后者是平民居住區;我們恰好能在巴城史現同祥的措拘。中圍城

市(首都除夕紗，是設有草蝕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拘的，它的行使的是

某一地區的行政中心的中、能。城市通常分成几小坊，并由政府任命

各甜的長官。-1-坊的絕大部分人口通常都此事同祥的行血。城

市里起有方公共娛辰、社金保陸或互助而世立的市民金研，以及區

院、孤JL院和非老院。巴城的情況也同祥如此o x1'學人社金未吭，

既然廚有送些机拘都是中固“固粹"，他的是不准融入送小荷主人

的建民地城市的。

椅主史掌家一向不反其煩地和頌 17 世紀他們在巴城的杰出

先輩的，贊賞他們不{又在巴城建立起行政勻司法同筍，以取代原有

的E洲社金結拘 (Asian Social Stn叫ure) ，而且均年人提供了區

院、孤JL院以及非老院。然而，送些制度最堅取得成功勾其舉行加

熱文教的施主的并設有什么美系。-述些制度之昕以起作用，在很大

程度上只不垃因方它的或是中固侍銳的組成部分，或是造座了中

固的待鏡，元需多加鼓功就能在搔功的移民社金中推行.因此，椅

主人能使學人成方瘟民地人口的組成部分，而后者先需花費多大

功夫就能造座歐洲人的管理制度。

再尼拉勻巴城如此相似并非偶然。吉普科恩創建巴迷堆里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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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rendez - vous)肘，就打算依照耳尼拉的模式來建立一小自

給自足的大本膏。庫恩其才注小城市的緝捕蹄作的解釋就是一小怔

明，他視，“再尼拉周固居住著大的 20000 戶人家，其中大部分是中 l

人，此外，也有一些日本人和當地土著。生活在送小城市的西班牙

人(且共不超迂一千戶〉則向遠些人征岐貢斌、現收以及其他費用，

以推持他們的政叔"。@

迪里的“城市"指西班牙人的城堡城市，或內城.在遠-1f面，

耳尼拉勻巴城是不同的=西班牙人斷然特中人趕出內城，限制他們

居住在一小叫入網 (Parian.又坪巴利安〉的，令坡舉人匠。有主人

則造擇了不同的解決方式。他們也拘筑了草蝕的堡盒一一巴城城

堡作方公司大本膏，但純的逃摔了勻牟人居住在同一小城市里。其 z

唯一的原因是，荷主市民人數迂少，而且他們有必要保妒學人，使

他們免遭未自外郁的費音。再者，荷人想保1iE跡有半人的商~芸芸

都能向公司納稅。因此，他們倒進了一神勻耳尼拉的情形姐然不同

的掛特合作形式。
叫
p
t
'

，
.

五、巴城的創立灰建設

封公司大本蕾的恰虫地成的最套書逃擇，取決于兩-t-方面的考

慮 z其一，它必須接近京西交通的兩奈海道〈耳六甲海峽勻異他海 1

蜈〉之一 F其二，它必須是中園帆船能芳便到述的地方，因方中固帆 1

船能在群晶內的貿易中君主揮重大作用。逛商項考慮、使椅主人于

1619 年在雅加速土茵居住區的疲墟附近建立了巴城，土商及其厲

民則鼓起出雅加速而去了方丹。仗在几年前，即 1611 年，彼德﹒博

斯 CPieter Both)且督只是在抉得土酋件可后，方能在中人社區建

立質槍。然而，到 1619 年，~芳地位顛倒迢來，庫恩采取了思可能

吸引大量丟掉人勾前主人移民巴城的政策。半人卉始定居在“請主領 d

地"上。吸引大量椅主自由民的人口汁划雙成泡影，而吸引半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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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政策則根均成功。當然，遠科成功在初期是通道一些不体面的

措施取得的，如:在中固浩海綁架“移民"，強迫附近爪哇港口城市的

學人移居巴城，等等。然而，一年以后，來自中固的大帆船卉始迢來

移民旁工，巴城建設才得以弄始。

城市的主要建世工程 i如這河的挖揖、城堵勻房屋的建造，全

部由著名的學人承包人拐昆(Jan Con卅日播明岩(Bingam)等承包

和其施。學人財制暗和砌礎工玄的熟i音不下于蔚主人。本世紀初

〈虫吋i午多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 l日房舍依然存在)昕拍攘的照片，

清楚地壘示了牟人:;{;j' 17 世紀荷屑巴城城區房屋~汁的影吶。公司

支付加圍城堡的費用，而市民則必頒承扭城區防御工事的支出。在

1620 年，學人每人每月須交納 1.5 里均可 (reai)的人失稅方可兔去
方筑城培還土的文秀(Coen.3 z 648)。結果，他們站巴城防御工事

所支付的資金，是其他市民的五倍.在市政斤的建造中，他的支付

的資金三倍于其他神族集閏的，忌和 (Opkomst 5'; 91 : Res GG 

and Council 9-4-1626. VOC.1088) 。

六、公司早期人口勻瘟民政策

在一片四面受散的沼澤平原上投汁勻建造城市固然是一小問

題，而充宴其人口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准題。我已銓提到，涉及椅

主移民的人口政策己鐘失敗。巴城卉埠初年，一些荷主孤)L院的老

赴女勾少女被這東京印度。對送些女士的在巴城港口看到數以百

汁的海民和士兵正焦急地等待她的肘，似乎醒悟到，她們的碼是拇

有巨大影吶力的。在合司官民寄住在荷主的公司董事舍的信件中，

充斥了封公司特述些知女遲到巴城的指責。在上帝都敬畏的、獅子

般的庫恩的住昕里，一位年鞋的海軍少尉躁瞄了一位年鞋的站娘，

她是被父奈委托給且督監耕的。采取斷然措施勢在必行，因此，企

司董事金改妥了主意，重新作出規定 z既然事裳証明，輸送荷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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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財大部分城區男子并充用赴，而且費用寓，也損害了公司的利

益"，此此以后，荷主男子座勾當地女子通婚(VOC~316 ， 2-9-

1633) 。

勻上述第一小向題密切相美的第二小向直是，荷主自由民一

旦賺了些咦，便搗家眷回圍，連些人并非安家落戶者。公司便逼迫

宣待，鼓勵荷主男子勻E洲女子通婚，力求把注些男子挂在其家庭

里，留在巴城。

令人奇怪的是，中人移民費工反而成克第一批真正定居巴城

的移民。隨著吋光的流逝，他們件多人挨得能自立的足移賢戶以

后，便決定留下來.許多人勻接送到巴城作奴眾的巴廈女子通婚。

述一成引起了在荷主的公司董事舍的美注，他們在有錯布旁唱過之

(Brouwer)且督的信中混，他們抨始意祺至lj :宿主在巴城的建民地

可能永逼得不到保障.一1'-瘟民地庄該由大量“京印度人"組成，

“使他們有机舍定居在那里，就象牟人那祥一一他們在巴城居住若

千年以后，現在已卉始造庄對地那境。章地越繁槳，他們就越想留、

下。然而我的投班，荷主市民的情形恰恰相反"(VOC ， 316 ， 3-9一

1633)。兩年以后，公司董事金重申了逛一命令，并且強調，巴城庄

核容納各神民族的人，“尤其是中人 c... ... J ，我們相信，中人貿易可
叫方牟人移民巴城卉辟道路"(VOC ， 316: 13-9-1635) 。

七、學人勻城市管理

1619 年 10 月.即巴城卉埠后不久，庫恩，且督任命他的密友掠

喝崗〈椅人和 Bencon)均年人市民的首領，即甲必丹，要他赴理其

同胞的研有內部事旁。通社述一任命，荷主人有意濕地特學人置于

他的自己首領的控制之下，由首領代表他們每荷印政府打交道。到

1666 年，在市行敢管理机拘中，除了 3 名公司官員和四名荷主市

民，起有一至兩名學人首領參加。几年以后，隨著學人人數不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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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虫局任命了被輯:方“雷珍主，; (Luitenant) 勻“朱葛礁" (secre

taris)的其他牟人官民協助甲必丹工作。到 1740 年大屠法肘，已有

-名甲必丹和六名雷珍主在任.我們已銓提到，牟人用額外支付費

用以免除費役的b法方巴城的建設作出了貢敵。 17 世紀 30 年代，

學人支付的人夫說占公司在城市征集的人口稅和其他說收研得忌

和的一半以上.JÅ那吋起，該說巳成方學人均兔服巴城兵役而支付

4 的一神“保妒金九人的通常把學人)(1服兵役的反思看成是繼續征

收述神稅收的原因，但遠也可能是方了使學人非武裝化而采取的

一科防范措施.布旁三告示且督詮迂財遠↑新央直民地形勢深思熟

煒、之后，在 1633 年指出，牟人市民在昕有1f面都倪于椅主人。但他

又警告視，“他們非常狡悴，因此我們絕不能信任他們叫Opkomst，

5 : 214)。到了 1644 年，在巴坡豈周財賭博、零售l&、貨物道出口、

魄儡或等行l&昕征故的 21 1'稅項中，中人承包了其中的 17 令。既

有送些稅收承包的投掠都于每年元且在學人甲必丹的府第肉遊

行。直到 1652 年，由于荷主市民滑述一程序的抱怨，才移到巴城城

堡內進行。中村幸志主人方，半人逼迫送些說收承包，負扭了公司大

本膏、城堡勾其要鑫以及市政且支出的四分之一。思管巴城決非因

此而能自蛤自足，但學人昕作出的超述其人口比例的巨大貢獻，仍

代表著巴城往自給自足方向努力的重要步伐.

)(1"牟人債杖人勻價每人的釗紛、遁奔孤)L(大部分是勻巴廈扭

女通揖研生)，以及定居牟人移民的惡劣耳生收況等問題，椅主人

很快適行了干預。在 1640 年首吹空武失敗之后，1655 年要于設立

了?武直迷，; (boedelmees ter ，或輯:盤妒人)杭拘 (De Roo , 1924: 

307) 。“武直迷"委員金由荷主人勻學人成民組成，旨在赴理那些死

J后先后悶或子女尚未成年的學人市民的遺戶。法机拘利用研得岐

入建立了一昕半人區院和一蹄孤)L院。此后，當局要求冊有半人立

下遺蠣，并通述文才財戶的法律保妒，鼓勵學人和、累賢本。送些措施

激勵了祥多年人資工滯留巴城，最些專致了富裕半人中戶昕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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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生和~展。

息管華人是唯一必須支付人失說的居民集間，但他們卸赴于

享有一定特校的地位。)Á 1647 年和 1652 年 270 位荷主市民商吹

提交的抗放咱看來，荷主人感到，尤其是在貿易芳面，巴城政府財

牟人更方厚待。他們就此滑荷主固金提出抗攻，因方他們試方他的

在爪哇得不到公正的前符. (Van den Berg , 1904 z.30-56)他們抱
怨道，對海外的荷主自由民貿易因日益受到公司空斷鐘蕾的限制

而注定要蕭奈肘，每人和他的的帆船反而能自由地在群品之肉和

追至日本句中園的海外同絡中遊行貿易。但是，中固輒船繼續遊行

貿易的港口，是公司因成本昂貴而元利可固的貿易港口，而椅主自

由民能移遊行貿易的地區恰好也是公司)À事貿易的地區，因而往

往在其貿易阿內損害了公司的貿易。如果我們考慮到達一事裳，那

么上述自由民的抱怨便非合理。由半人享有的有利可圓的海外貿

易自然不能不引起富裕的公司官民的注意，他的運以高利貸款錯

學人，或者直接投資于貿易〈利綱率高速 30%-50%) ，>>，而遭一

步刺激了遠神貿易的友展.就進祥，那些富裕的京印度公司官員和

荷主自由民句中商的利益便千些方續地糾續在一起了。

在瘟民地建立初期，曳荷主人起設有熟悉當地的風俗耳慣肘，

學人在巴城勻方丹和司打主的美系中掛演信使和外交中介人的角

色。美于送神角色的探i寸可作糟篇巨洽。但基于本文的目的，只要

指出學人硝呂定在述一地區給于公司根大的幫助就足略了。

在財巴城牟人的素質悅勢作出一些探討之后，現在法固其i寸

洽‘一下牟人的數量比例。巴城早期的人口資料稀少。我們知道，到

了 1632 年，除奴主偉人口外，牟人已成方最大的人口集困. (M~c 

Leod , 1927-I l 336)由于他們必頭支付人失說，巴城詮濟的共衰1

便勻牟人數量息息相美.中固的帆船貿易是牟人貿易繭收入的主‘

要來源，一旦述神貿易不景呵，大量學人便高弄巴城地區，前往司

打主或者方丹，因方他的在那里不必支付如此高的人失稅.出現遠



神情況肘，只有降儷或甚至取消人品稅才能特他們招回。 1648 年，

由于學人甲必丹的清求，范﹒德然﹒茱恩(Van der Lijn)且督持人

失說減:h 0.5 里飯。因此，星然淚年 8 月仗有 1335 小學人交納人

失說，但到 12 月，巴城學人又增加到 3077 人。@

)}.. 17 世紀 70 年代以后，便有較多的人口資料可資利用。我們

風中看到，勻其他集固相比，中人數量輯、步增長。在 1730 年前后，

牟人已占巴城，且人口的 20%(如果不汁奴束，則遠 50%)0

1699 年巴速推車城區人口衰

人口數量(人〉 占拉人口的%

年 人 3679 39% 

耳代克人 2407 25% 
歐 制1 人 ,. 1783 18% 
歐盟混血人 670 7% 

其 他 人 867 9% 

，且 汁 94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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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 1680 年至 1740 年祠，在巴城拉人口安縣上下降的情況下，

學人且人口增加了一倍。因此可以說，詮迂述些年，學人在巴城的

存在巴目趙里著。E.;城郊區勻多匠的人口同祥增長很快，那里的學

人人口仗吹于爪哇人，是第二小最大的人口集因。

在城區，牟人住宅遍布全城。城區其他人口集固，大多是非爪

哇人，如歐里混血人、耳代克人(皈依基督教的印尼人)、望加錫人、

巴壓人、摩均可人和印度人等，他們居住在各自的考叮社區 (kahl

pong)內，荷主人則居住在較体面的令~近區城。公司并不玫迎爪哇

人避入巴城城區，因方考慮到其中可能混入來自勻公司周期性爆

'it.鵑擎的耳打圭和方丹的間諜。公司財居住在城市周圍地區的爪

哇人數量也保持警賞，并把那些來自加拉璜而企囡居住在巴城附

，近的土著強行驅蛙回去<Daghregister 1661 : 223) 。

八、多匠的卉友

成見仍然十分流行，即主人3哲學人)}..貿易勻高利貸中牟利，沖淡

了遠令人口集圓滑群晶新在並地區避行卉度的重要貢獻。充庸置

疑，巴城多區是半人先班的卉度的。第一任半人甲必丹亦咱可在其
望加賴(Mangga Dua)的多問住宅門口以元可非坡的自豪山挂著

兩車吊止了，上唱“好周元助"四小字。(悴去樵 ， 1953 J 25) \ 

公司逼迫各科刺激措施，如豁兔人失輯、保怔胸舖半人fi ，品、

規定最低昕樁，鼓勵學人在城市周圍未卉蠱的原野和森林地區投

展商品果菜園和表作物神植~以繁菜市場。作3的故割者，他們在我

作物岐成肘也起著重要作用。在初期，送些浩劫仗限于在那些能有、
、可

殼防蒞來自附近五丹的劫匪地區。但在 1656 年，學人已抱怨他們八、:

的住赴寓誠太湛，元法得到援助。正因均如此，在當年勻方丹的成

爭中，多區就有三分之二的槍藤耕植圍被付之-ié (Daghregister 

1656-57: 18.194， .233) 。直到 1659 年以后(當吋勻再打主王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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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i井和)，糖真是神權M:才得以夏亦。在 1662 年公司最大的東糖生tr

基地台灣落入效忠明朝的要B成功之手以后的數年中，糖聽神植M:

受到特剔的鼓勵.但由于句方丹的美系不輯、定，在多 IKh人事求M:浩

劫仍然要冒相對大的風陸.

范﹒德均可﹒茱恩且督在 164:8 年指出，牟人几乎完全控制了晨

~。他解釋況，請主自由民封}Á事我~毫克共趣，他們只希望很快

賺到饒，然后田園享福(Opkomst 恥的。

然而，在 17 世紀 60 年代，一些有避取精神的人士，如E伯拉

罕﹒皮塔推(Pittavin) 、蚤﹒耳丁 (Saint Martin)和范﹒和佮(Van

Hoorn)"，也.}Á事求~活功，方其他荷主人做出了好榜祥.他們的行

方使請主人改受了財司長~的志度。他的友瑰，捕有一幢田園風格的

多|可住宅是「神吋單o 1675 年，蒞﹒和佮提出了把巴城及其周園

地區安展成一1'"以爪哇我並;但基醋的疆民地"的汁~Jo 遠項汁划

是財公司“純商並"性盾的小小挑畔。@然而，荷主人昕占有的大部

分衷地仍一直出租蛤學人，中人則利用爪哇努力鎧費收虫。

1677 年，加拉璜連同其大量的爪哇人口!崗人巴注推血管輯范

固 ;1683 年，巴城勾方丹締結長期和鉤 .}Á而卉始了一小炭展表挫

的新紀元.上述事件連同學人和京南軍貿易〈逛一貿易在清朝勻台

掩故學期何一直被中固政府禁止，直到 1683 年台灣極清軍占領均

止〉的重新正式卉放，給半人旁工移民的增加創造了理想奈件。公

司期望遠些移民能略方公司卉墨新的土地。而他們也的咱是蜂浦

而來的。 }Á中固來的、停靠在巴城港口的中固帆船數量.}Á每年的

3 、 4 艘增加到 20 多艘.數以干汁的移民浦入巴城，新的移民潮卉

始了;

九、荷主人勻牟人合作的迂程

}ÁX才椅主人句半人美系的概括和財攻芳合作主T式的分析中，

75 

』

iii--1 

. 



我們可以看出，公司勻牟人美系可以避一步分均正式勾非正式兩

小屋吹.在正式美系的居坎上，學人直接受甲必丹和雷珍主的管

擒，送些半人官民在既有涉民公司的事至于中充當中介人或代理人。

逼迫說收、現蚊承包、區院、孤几院和“武宣迷"机拘，中人勻荷主人

之間建立起牢固的制度化耳其系.

在非正式美系的居坎上，公司官貝句中商的私人商奇制益越

來越交晴在一起。大量請主人}À事非法的私人貿易.

年人甲必丹的根力和影喃在 1685 年前后送到頂峰.剛上任的

康布豪斯(Camphuys)且督址新任學人甲必丹勻他一道牟行就取

典札，象征著牟人和甲必丹勻他共同分事故杖。在巴城昕有街區及

其附近轄區，除任命荷主街長〈在 1655 年便己設置〉外，又任命同

一等級的學人街長.遠些學人樹長)(~雷珍主井最雙滑甲必丹負責。

甲必丹則是其同胞在“王侯城堡"里的利益推妒人和耳其系官芳事旁

的中介人.由于每小學人需按月到甲必丹府第交納人失說井至少

每年披到一次，甲必丹便能牢牢控制他的同胞.只要:牟人在市政坪

放院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在涉民市政的事旁中就胡有友盲校.然

而，市政i平說院仗存的學人成民、甲必丹顏二官(Siqua)在 1666 年

死后，就設有任命新坎貝接任他在市政汗說院的位置T.

逛商1-“伙伴"各自具有的社舍錯拘的差昇是群明的。公司翱

有的是一神官僚等圾站梢，每小公司官員享有特定的根限.由于進

是一科制度性結拘，可以保証政治勾行政的連續性，而不受由堆扭

任某一特定取位的影吶。但愿管有連科組~錯拘，在 18 世紀巴垃

罐里稿主公司官民中，裙帶美系和偏袒之見仍相對盛行.

學人的社金政治錯拘則以充當年人首領勻代表的甲必丹方中

心。起初，甲必丹是由牟人長老通道相當民主的芳式逃出和任命

的。人的有吋特甲必丹人遁的積定推退到}Á中固來的貿易帆船到

述后再作決定，以便船長或舵主的~衰滑人逸的意見。然而到了

17 世紀末，巴城學人有戶盼展的丟面人物把持了述一眼位。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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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必丹取位有肘甚至曲家族世槳，有肘可用錢胸呂定，大屠法吋的甲

必丹連富光即是此例〈i午云樵， 1953:42). 因此，件多政治事易的

有效是行只能取決于甲必丹和宿印當局之I司相互信任勻合作的強

特美系，特別是在不容中人于市政管理机拘中仍頓有一席之位吋

更是如此.政治事告的有效這行間祥取決于作方其同胞的首頓和

協調人的學人甲必丹地位的板戲性。

十、奈吉L元章的友展 ,vr' 

17 世紀 80 年代以后，被征服的領土和定居在城外的人口激

增，但行政管理机拘并設有關之惆整。9區成了美似文明以前的美

固西部地區。送些地區的法律勻缺序由兩小司法官及其副跟誰持，

他伯被任命于 1651 年，目的在于“防止對地居民受流氓和強盔的

偷跡、搶劫和暴力侵犯"(Stapel ， 1927-43 ， III: 112)。進些司法官戶

的取實呂定豚上勻城內的警官相同，只是后者比他的身區同行受上

司更;JgF密的監督要了。

新領土卉始大肆:tJslf之后不久，一些有責任心的著名人士日

漸意祺到，行政管理方面座改采取措施。奎﹒耳丁在給蒞﹒種思，且

督的密件中混，“我決非影射(現任的〉司法官小人，而是試方，統治

5時有當地人的政府勾政治杖力不座厲于其他任何人，只能厲于且

督，或屑于拉督指定的i平說院中的某小成貝 • "r:D 

另一弄明人士科內尼斯﹒查斯特萊因 (Cornelis Chastelein) 

(他因把自己在德波克的庄固留給他的奴眾而令人杯念)也財司法

官未能有致控制偏港地區表示不渦。 1705 年，他游述了一位司悽

宮的故事 z一位爪哇人股涉 3 天，瓜多匠的--1'備遍地芳起來披告

一桂謀長案，達位司法官竟命令他圖把受害人的尸体和法人犯都帶

來"。查斯特萊因悅，現在該是“政府主人真考慮怎祥滑待那些地芳和

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以及怎祥 xt 他的遊行管理"的吋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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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tele恤， 1855 t 68)因此，他提出一科以多村政府和多里長方

基繭的統治爪哇居民的政治制度 z多里長在政治代表〈捕入〉出席

的情混下出席長老舍(master - councils)參勻商討司法問題。他預

見到，人的合批i于他的建設使爪哇人接得太多的根力，因此，他引

用~耳帝固和中園的統治作方倒逝，先行解釋混 z“清看看那些不

安分的技人吧，他們受仗有小規模武力的戰祖人的征服和統治.之

EJT以如此，是因方他們赴于勻〈此前〉其本族皇帝統治肘相間的宗

教、法律和耳俗的管理之下.串連輕人搶占軍臥，不錯技人任何軍事

上的貧苦杖。因此，他們在危急情況下且是能牢固地萄取技人J

(Chastelein ,1855 : 80) 

1715 年 ，f; 區安廊上已有了自己的管理內地事旁委貝舍，其

取能是保持勻爪哇人的首領及其他土著人，如人數余多的巴廈某

人怕的接艘。述些數量勻牟人大致相當的巴壓人在其失人管轄之

下聚居在城區甘棒和自治村里。但很奇怪的是(人的很可能含混上

面潰的是“自相矛盾"的λ肘生活在港商城市的那些學人均設有做

管理上的調整。他們仍然設有得到識區及附近地區學人官民的照

庄，而是日益任兌司法官和政治代表的攝布，送神狀況的君主展自然

辱致了F重后果。

十一、合作美系的破裂

史學家如克旁福 (Crawfurd) 、茱佛士 (Raffles)、蒞﹒種推均可

(Van Hoevell)、戴﹒莽格(De Jonghe)、胡汀 (Hoetink)、德﹒技恩

(De Haan)和費慕佮 (Vermeulen)等都試囡}}.各科角度來解釋

1740 年財半大屠法爆度的原因。@封遠坊大屠恭究竟是偶然的起

是蓄意已久，他們各持己見。他們提出的研有原因和功机都有局限

性、杖宜性的特戚。我在遠里不想重述送些ì1?:息，只想、指出，他們井

未~;j"茄肘較長的〈事件〉度展述種作深入的探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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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些史掌家視“大屠若是"是城外學人頓亂的生吉果，逛一煮元疑

是正繭的.但是他們設有充分探究可能在城向中人勻城外學人美

系中起作用的內在因素。他的尋找城外造反者勻城內市民同諜的

迎象，但遠樟做看來是誰旁元功的，因方即使在 1741 年巴城法院

在財替罪羊甲必丹是富光的申判中，也元法i正明存在垃述神同碟，

對財星然元浩接得遠方面的i正攝和証人。

我言人方，巴速推~_g;區半人的造反及隨后投生的大屠法逐鹿

旗用甲必丹不仗封公司而且在其間胞的心目中已詮威望扭地來解

釋.甲必丹枝成的崩潰表現在几小芳面:許多多村中人成了城內高

利貸集團的個牲品 z賞問題戶生肘，甲必丹不斷回避，到最后，他本

來可以過是替他的交割人品種東幫助他們，但部設有遠祥傲。茱佛

士在其《爪哇史》中，引用了暗示牟人法律地位不斷下降的爪哇編

年史。學人首領已不再翱有){f其管轄下的平民百姓的司法杖。

(Raffles , 1817 ,II I 232) 

、結果，當公司本身也里示出克力在多底遊行座有的管理肘，那

里便出現了板力真空。隨后便是巴城城堡里的，且督和i平故院采取

的一系列日益考橫的措施，企囡控制已不再由城內半人首領代行

管理的“半人多村".賄貼和貪污在一毆期|河內繼續掩蓋了真裝的

情形，直到 1732 年，公司董事金避行有計滑性的政治調查和政治

情說，才培束了尤其擅于勒索和提布多巨半人的德雷德里克﹒杜

航文(Diederik Durven)忌督及其同僚們說拾。然而，由此釀成的爆

炸性局勢已元法避免。政治火萄筒只在等待息燃火錢的引燃物嬰

了。
著述《老吧城》的房史掌家德﹒技安 (F. de Haan)指出，巴城

最繁榮的肘期座在 1690-1730 年之間，到 1730 年，公司的衰落已

初見端倪。(De Haan , 1935 , I : 718)述肘期起伴隨著糖藤神植]k.

的迅猛君主展，學人費工潮水般地浦入.學人甲必丹討其同胞政治影

吶的日漸式微和巴城官員腐敗的加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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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有遠些'!J_展，都勻 1683 年間芳丹蜻緒和約以后多匠的卉炭

以及糖黨神植.illt.的相庄友展密切相失。

十三、小奈貨商勻藤糖神植}[t

煎糖神植~几乎完全控制在學人手中。@在公司的鼓勵下，神

植圍在巴城周固的妥匪迅速度展。到 1710 年，巴城9區已有多遠

130 ↑藤廓，分厲 84 小企.illt.主。在送些企.illt.主中，有 79 小學人、4

小有主人和 1 小爪哇人，有可能后者的東廓也由半人詮膏.既有雇

工和越來越多的商城相吉普通的學人昕厲薦廓，都不受城內學人甲

必丹和雷珍主的管轄，而極置于荷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監督

下。思管如此，送些東廊的學人笙蕾者每年必頌向學人甲必丹交納

其雇工的人丟失說。因此，我們不誰想象，真正按規矩交割的不金太

多。遠些詮蕾者于可每司法官及其手下速成“涼解，'，后者也情愿睜

一只眼閉一只眼，以便收取賄貼.因此，甲必丹威望江河日下而腐

敗行19 日益滋生.制糖.illt.肯定滑巴城鐘前戶生根具刺激性的深入

影吶.措霍曼(Hooyman)估汁，在東糖神植.illt.高峰期巴道很長肘

期的 1781 年，思管仗剩下 60 ↑煎廓，但仍有一半巴城人口逼迫供

座有美的原料L食物等M.制糖.illt.中眾利。 (Hooyman ， 1779 : 246) 

由此可以想象，在制糖.illt.炭展的頂峰吋期，它:x;f半人市民的影吶是

如何之大了.

不久以后，)}..中固捕入的大量學人實工所F生的阿題日益增

多，送些問題已先法通述原有的亦事渠道來解決。公司向中固帆珊

的船長ff]施加E力，武困控制牟人移民的輸入，并且早在 1690 年

就)(1中園帆船的載客比倒作了規定。然而，送些措施只不述是促使 且

船長們去賄路那些勻牟人菁、廓詮費者美系密切的港口官員要T.

學人移民也在巴城前方的干晶群品、或在靠近巴城的不設防的爪

哇沿海地帶登陷，以逃避在甲必丹住昕控珊，并巧妙突破移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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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遊入爪哇的非法費工人數越多，黨廓鍾膏者便越能得利，因均

達些移民既然未銓注冊，就不用方他們交納人其說;因而，送些非

法工人說如“逃犯"一拌，完全受煎廓主的控制。后者功輒用向司浩

官告度來威HÐ-他們。在遠神情況下，向司法官及其部厲行賄是防止

事情敗露的唯-保障。甲必丹的地位就述祥按倒底削弱了.最后，

甚至那些投資于東糖神植圓的甲必丹和雷珍主的也參勻了達科舞

弊活劫。錯果是造成惡性循萍，在遠神惜那中，短期的腐敗行方取

代了長期的合作。

巴城對局的份格政策受到戴﹒界格的F后指責.他輯:其方“小

零售商的貿易政策"(Opkòmst 8 : 131) 。格茱曼(Glamann)方公司

的樹格政策作了一番辯解，他指出，座三屆考慮、巴城糖在里洲市場上

的竟爭能力.孟加拉糖比巴城糖便宜逛一事宴成了解釋收胸份格

斐化非常有效的ì~揖。 (Glamann ， 1958: 160) 

即使我們討巴城當局的送些困誰可以錯于某神程度的理解， -

但不加任何解釋便M藤廓鐘膏者大幅度降侃收駒份格和收駒數量

的考橫做法是不能原涼的。遠神做法清楚里示了當局勻半人交流

的中斷.

一旦糟的需求量下降，公司便任意調整收胸俯格.)À而直接打

宙了9區的東糖神植園。公司蓋事含在 1705 年 3 月 2 日的信函

中，仍然鼓吹“座核千方百汁促遊糖的貿易"。然而几年以后，由于

西印度“糖~繁榮"，糖份就被降做了。在 1712-1716 年肉，由于歐

洲市場的需求，偷格曾短期回升，但以后又再下跌。波斯索非主朝

的覆夫(1722 年)意昧著公司失去了亞洲最大的主厭。只是到了

1734 年，再拉巴尿在印度卉始取代波斯作方主厥，正洲內部的鋪

路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寞。稽的耳其曾是公司有利可園的商~浩劫，

然而遠神收況現在己一去不夏返!而中人聽糖生戶者自然首先成

方個牲品.

且督和i平故院)(~一些抱怨也有耳聞，井在 1710 年和 1728 年



成立了令叮委員舍。但是，委民舍的披告并設有提供建設性的解決

b告，而是建拔規定根本元法控制的戶量限額，逛一建故燕燃了i平

說院早已酷酷的怒火。首份披告出自斯瓦阿得克挖 (Hendrick

Swaardecroo叫和范﹒斯灰缸 (c. van Swoll) (ûpkomst 8 : 157一

句4) ，第二小披告由范﹒登﹒索掛休對毛 (E. van der Schuur)和托耳

斯﹒范﹒亨宇更(Thomas van Heyningen)提出。送些披告捨我們

留下了美于黨廓數量每戶量頗有仰值的賢料，@但遠些資料也里

示出他的財學人直在廓狀況的元知，而且完全缺乏來自牟人聽廓主

本身的賢料.

亞伯拉罕﹒范﹒里貝克(Abraham van Riebeeck)且督指責負

責糖犀的且管里伯拉罕﹒道格拉斯<Abraham Douglas)迫使黨廓

主遭到破戶。道格拉斯在 1710 年穹的辦妒伺使我有1有誰得的机舍

窺見巴城制糖.ill!.內部進行的概貌.依照道格拉斯的說法，几家東廓

主的突然破戶勻收胸份牆下跌并設有美系，而是由于牟人自己的

內耗。他況，“陷入破戶的竿人聽廓室主膏者都是普通人，他們自己投

有資本，只好借有息貸款鎧膏。而那些用道高的款額租個帶有聽牌

而地力己耗惡的各科庄圓的學人，其下場就更不用提了.他們在某

科被奴役的拔志下詮膏，即在租個期內，承租人必須在氾.ill!.主荻利

的情況下來礦榨田|胃里昕有的甘藤，更何況起有迫使送些承租人

屈服的其他勒索。因此，一旦他們遭到哪怕是最小的麻煩吋，就不

能推持其地位，也元法推妒其信脅，誰免要破戶。在我作方且督期

間，是否進神情況就比我的前任更方普遍，尚有待于証明。"@

不仗是i午多黨廓倒閉造成成群結趴出設于巴城多間的失.ill!.歹

徒，而且)Å德雷得里克﹒杜海之文且督在任(1729-32 年)以后，其

他行~牟人的生活也日益瑕准。虫吋的一本小珊于《巴城飯吉L憶費

最》氾述了述令人口集因如何在 30 年代表失其特杖地位，而且由

于各神說收及勒索的增加，他的“像海婦一祥被巨榨著"。針財多區

牟人依食雄和旅愴的征說措雄使)Å事于送些行)區的人衍生活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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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數以千汁的老人和年桂人的苦誰先法形容。由于喪失了土

地、金錢和工作，他們仗能就以下三奈路逃擇其-:要么乞求救濟

(他們人數太多，教研金相滑少得可特);要么俄死〈述決非原事)，

他們并不想死;再不然就是去{銜。，，@

J多區日益搔功的消息几乎設有侍到城堡里的巴城政府。司法

官的友瑰，掩蓋真相更方明智.而在多lRi是失了杖力和威望、井勻

雷珍主伯矛盾畫畫的學人甲必丹，則又通寓現安.

十三、大屠荼

1740 年春天，公司官民特居留拌可直出售給學人驚糖神植圓

的丑聞曝光，遠件事迫使巴城當局提出一項激避而不太現寞的汁

划 z 強迫半人費工移民錫主，以便能帶一旁永逸地解決“學人阿

題九不久，半人中陶器官回起，悅遠些不幸的流放者將被拋入海

中，而不是送垂楊笠，達成了暴功的直接原因。起叉的學人先掠劫

y~村，然后在多區塔鍋阿邦 (Tanah Abang)的几小藤廊建立指

揮部，并致函城里，吉林他們將遊攻巴城，“生活在遠小城市里的前

主人如此之少而學人如此余多，然而荷主人均阻敢如此粗暴地對

待學人，元理地E迫他ffJ .遠神狀況決不能再容忍了.中固人不得

不敢合起來，竭息全力財有三λ宣晶九 (Opkomst 9 I 57) 

攻主T爆賞了一場野幟。學人一方“以木料及其他材料，包括成

排的牛丰拘筑野蛾工事作掩妒。他們把木桂打入地面，上覆野牛

皮，下鋪木棉和中圖紙料，中間填入砂土J木筒傲的火炮)Á炮眼中

伸出。當地上，旗根在飄扭，土帶 z“天燭良机"，“接助旁人勻被巨迫

者'，，“我們只信仰上帝"，“伊隊邪惡"，“天理回蚵" .@ 

在椅人1f面，且管范﹒英種夫 (Van Imhoff)和評故金坎貝蒞

.愛登 (Van Aarden)率領由歐人和印尼人士兵及六叮野峨炮組

成的部趴向前挺過。由于一些令人推以置信的胎溪，如野晶炮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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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迪拜在]j(田里，彈封箱在爭吵中丟失等，荷三軍臥第一吹過攻破

古退.第二天，也即 10 月 8 日上午，有主軍趴究借侃勢火力和布育

人(亦拉威商品土著民族一一澤者〉騎兵的勇敢出奇贏得了陸利.

然而，進場腔利意文不大，因jg遍天晚上學人都趴再吹圍困了城

市。

范﹒種推訊、胡汀和費慕佮等人都祥緬敘述了送些事件，他的

一致強調，中人甲必丹連富光毫克能力，并斷吉他是小愚蠢、懦弱

和腐敗的人.思管送些或i午是事笑，但~隊情況要支崇一些。事~

上.ßjf有送些事件的皮展都超出了城里甲必丹的影吶勻杖力范圍。

對然，甲必丹元力辯解視他一直設有兌察到日趙F重的單亂。他不

仗自己胡有驚廓，而且法院的文件透露，暴劫安綜上'}j:諒于他的-

1-神植園。公司每城里的半人遁民區之間的相互信任美系在迂去

十年已惡化到如此，地步，以致荷主人在學人多區的根成受得越來
越設有影哨力.對起又者直搗擴n肘，遠神失系便韌l底解体了.

對多區學人避攻城市，并在南郊放火肘，披主E心理和扭I()城向

中人背殼的恐俱便引度成持續三天的血腥屠奈。學人企園將城市

)}..前主人的暴行中解放出來，但終未成功.受害的城區學人站

10000 人，而遠些人并未參加攻芳的攻伐.
每述些問題毫克夫系的巴城港口船趴上的前主脂民方愈演愈

烈的大屠示友出了信哥，揖對吋可能在現場的阿里﹒休塞斯(Ary

Huysers)氾述戶令我的根度掠恐的是，我們突然昕到的都是屠奈

和起火的哭叫育.肆充忌悴的屠義和拾甜的最邪惡坊面的幢幕拉

卉了 z牟人元i~男女老少，均慘死在刀釗之下，即使孕娟和祖撫中

的嬰JL也不能幸免.不下百1-戴上僚銬的俘虜象宰羊一祥小1'-被

砍斷了咽喉.一些椅主市民近去曾控克i午多有蝕的學人市民提供

述庇妒，而在遠一天竟也財述些學人下了毒手，方的是要瓜分他的

的財戶。且之，在連一天，元始是有罪的運是充辜的，几乎5年有學人

統統按最害了". (Huysers .1789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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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遠吹血腥屠若是全城牟人、的慘倒使人耳其想起 19 世紀愛生在京

歐城市的大屠君主。在正常耳爐中憎惡野蜜行方的人的，在達科吋候

也突然不由自主地參勻遠神罪惡行徑，遠是人的}Å德裔木匠弄格

.伯哈得特﹒史瓦話(Georg Bernhardt Schwarz)的釵述中昕得的

印象.他視，“我自己也不得不參勻。我知道我的學人部居有-~

肥豬，我便打算寺均已有。對我的老板一一木工~看出我的意思

肘，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先恭死遠小學人再行拾弱。于是，我操

起一根搗米絆，打死了遠1-常勻我一起飲酒和吃飯的令~居。"事情

并未止于此 z史瓦釐速在哪居家中友現了一把手槍，就帶著拾到外

面去，“弄槍射法研見到的學人".他隨后承主人注荼死了另外兩、三

小學人.“我)(;j"此漸漸司以方常了，封我來悅，荼死一小半人就如同

荼死一奈狗."(Schwarz ， 1751: 120) 
、

結 洽

1619-1685 年期間，公司勻巴城牟人瘟民區的利益并元沖
突:~方都力因}Å海上貿易中荻取最大利洞。由手巴迷堆里在印尼
群晶肉的貿易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半人，因而，學人瘟民區在京印度

公司的銓蕾系統內部得到某些自由。在對吋，一般混來，又才巴城學

人有利的.~;j"巴城也有利.然而，曳公司勻牟人同吋在多 IK~:展表

~而設有特合作方式推遭到達些地區肘，半人每椅人的合作体制

便注定要遭到厄逞。而對荷人勻牟人美系陷入板度軍旅肘，述一有
效的合作制度的中樹就必然辱致圾站戶童的后果.

荷中人甲必丹威望新造成的打m已是移糟轄的了。然而，更-:Jg

F重的事其是:~局X才j多匡正#人居住區放任自流，不利于他的在當

地遊行自我管理，使他們不得不赴于前三司怯官控制的、不健全

的、腐敗的体制之下.在那里，賄賠勻敲作勒黨已成方司空見慣的

行方.由于十分重要的、也是公司大力提倡的制糖1世的不晰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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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學人移民被吸引述來，賄路勻敵i'F勒景之風也就更方盛行了。

對黨糖貿易的市坊收租引起深入每持久的制糖~危机肘，破

戶、普遍貸資勻失~便接腫而來。但是，對吋并沒有任何有組頓的

學人体制可使政府來解決遠些問題.甲必丹管理?/區5年有事秀的

杖力)Á制度上被取消了，其杖力也還研讀削弱了。因此，對商主人

最后求助于他肘，只能是使旁的。

在安臣，形勢急關惡化，在遠神抉況下，絕望的學人拋穿了他

的“愛好和平"句“懦弱"的裹住.高巨措施勻腐敗行均成燃了怒火，

而城區中人貝，IJ成了遠吹鼓夾性突1J:.事件的個性品。

最后出現的阿題是:1740 年財牟人的大屠恭是一神必然，陸投

展而專致的不可避免的女~fË-耳尼拉至少投生迂六扶養似的大

屠禁使人耳其想到迫神必然性，抑或是一坎勻事物正常~展述種不

枷瀾的偶然性悲制呢?我贊同后一神孤寂。在巴城卉埠的初期，椅

一主人勻牟人社合在巴城內建立起一料油特的、制度化的共赴方式。

一些只有在城市妥展的眉史全迂程內才能錯予恰對坪份的因素，

如鐘前齋奈和管理元方等的相互作用，暫肘破抹了述神制度化的

共赴方式。迂后不久，連耕方式詮迂修訂和改避之后又恢支起來。

勃后余生的學人在 1741 年破重新安置在巴城南叮外的學人膏匠，

不久后又重新設容i午定居于巴城城肉。而且，多臣中人也設置于他

們自己的首領的管轄之下。

思管財牟人的大屠系表示合作美系出現-iXF重危机，但達

科破裂決不具有長期的性盾，即使半人受害者本身的看法也是如

此。正如自英(Michele Boin)在其最近的文章中廚視的，((奸吧眉

代史氾》的作者也設有特大屠荼蚵咎方制度上的原因，而私均是，

“對吋一些負責人晶格不良和道德拾裝研致"0 <Boin , 1984 : 8)尸

京商九林但泰(Lin Heng-tai))Á大屠奈中逃脫后回到中固，被浦

清政府倩ìR肘，他也持開祥的現息。他趴站，座核滑事件承扭責任

的是“野蜜的共人"，他的的行方甚至連“前主固王也趴均是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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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 (Cushman ， 1978 1 149)換名話說，巴城半人只要得到妥善管
理，是能榕在一小文化背景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的那境中生活的.

在他們的現念里，一小好的和管理功能健全的“外固"政府是值得

效忠的。
研究都市茄史的史學家在探索城市生活肘，都反差強i周研究

城多美系的必要性勻有效性。若是遠祥的活，我已努力提供了一小
典型例子，混明遠神美系研具有的強大和我創性的影吶力.

檔案資料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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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海牙， 1919-1953 年版. (筒~C凹的

@].K. de Jonge .續f京印度椅厲政紋的建立 s朱利遺民地橋梁逃翁)，13 卷本，海牙，

1862-1909 年級. (筒詠 Opkomst)

@荷主主海牙固立街買H官員自荷厲*~fJ皮公司街集. (筒手拉 VO_C)

@A. V8n der Chijs 等自lii<巴述罐里域自氾， 1624-1682 年)， 31 卷本，海芳， 1887一 1931

年脹. (筒詠 Dagh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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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三. 注釋 z

CDDe Roo de 1a Fail1I."， 1924dw帥， 1975 ，Nakamura 1969 , Vermeu1en ,1956 , 1 
一 12.

@X'Ì棋布內容的分析，參見Boin ， 1984.

@參見 Wittram ， 1954 , Ligers , 1964. 
@“其他考慮事豆子"，Co凹，卷 1 ， 641 頁。西班牙人封牟人的依賴131吉尼拉且督
述決拉(Tavora)昕承i人.他在給西班牙固主非力浦四世的信中混道，“連小

固家〈草律案)不能設有‘生理，的angleys ，閩南潛‘生理，意指做生意的學

人一一洋者注)，他們此中圓帶食品皇舍我們 ."(Blair 和 Robertson 端，(菲

律集群島 )}(HE Philippine Is!ands)(1903-09 年出脹，13 卷， 108 頁).

@牟人13:了表述謝意，傲自合且督一份札物. ((巴迷罐車城日志)}.1648 年， 149

貫).

1657 年.牟人人口說再吹增長. ((巴連續E城日ÏisO.1656- 57 年， 344
頁).

@P. van lIoorn , U特要考慮事至于"，載 Opkomst ,VI I l30 I De汲妥， 1910.卷
1.67 賞， 95 頁.

â)Isaac de Saint Martin 手稿信件，收藏于椅主京印度人文字金 (KITLV)~H

箱，第 6 男子，萊頓.
@1820 年，卷 2 ， 427-30 頁， Van HoevelJ .1840 , 447 - 557 頁， Vermeulen , 

1938 ,Hoetink .1918 ，0p~omst，卷恥的一76 頁，De Haan ，l 935.卷 1 ， 381一
2. 

@本章于 1981 年度表后，“椅主人的關諜"理治的搧耕者找到了他們最熱情

的代言人，連放是 A. R. T. Kemasang. 他在近去几年中~表了美于遠令主
題的几篇文章，并打算說此每一本帶. (Kemasang .1985) 但我不知道，他
方什么且是忽犯我的親戚.

@美于甘黨培育，參見，Opkomst ，卷 8:129 -1子 .157 頁， Vanden Berg , 1904 , 
305-49 頁.

@]oan Everhard van der Schuur 和 Rogier Thomas van Heyningen 緒，(巴述
維E糖「的夾起>>(De Toestand der Bataviase suykermolens) ，附有附景和
統汁賢料 .1728 年 12 月 18 日，告司祖棠，2119 卷，f. 5932- 6009 寺).

@(Douglas ;也督通訊景 ).1710 年 12 月 24 日信件，公司指棠， 1782 年， f. 
1152-7 哥.

@逸名《巴城級官L憶苦F竟是>><"Droom竹， 174. 2 年版.

@海牙檔案信，第一室 .Aanwinsten.1895 年，70-2 I 5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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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荷三三京印度公司勻巴城的

中固帆船貿易

辱洽

任何研究巴迪縫里的中圈人聚居區的男史學者，如果忽視了

討其海上貿易岡絡眉史的探i寸，那末，其財巴城的描述就不可能完

整。持此親戚，我們就可)}..另一視角來探吋巴迷罐車，送小城市是

京甫21E~午多服各于牟人航遠的建民城市之一。巴城句中園的貿易

膜系成了巴城牟人的主要取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送神

貿易耳其系M巴迷罐里聲令詮m具有被其重要的作用，畫餅的椅主

京印度合司討其持縷的~至于活胡也只得容忍.每年春季，來自廈

n、「州、澄梅和于攘的中固帆船和猛船向巴是罐車輸送各科中園

商品())..大宗貨物直到高檔精品λ但是最重要的一項“貸物，'，卸完

全是另回事 z每年有成千上方名中因人極遲到爪哇海岸.送些水 \/ 

手、商人、苦力及移民錯巴述罐里帶來了黨柴.均其提供商品、考盯

技能及新的努劫力，有多少船客編造巴城元法統汁，但數量肯定很

處大.逛一成可)Å巴城政府不斷地試團控制和過止中圓移民而$t

布的法令奈倒長長的清草中看出來.員然中固人說大批屠祟，但在

18 世記末，在巴城及附近地區仍大約居住著 10 方名中圍人. 'v 
恩管很重要i 巴迷罐里的學人航這阿緒都并未引起西芳的里

著H肪史學家的重視.初看述似乎并不奇怪 z有美 17 、 18 世紀的中圍

海外航造的研究，最近才引起掌朮界的共趣。有一小生劫的事裳，

說明進一共趣是由一位印尼政治家的游活JiJf引君主的。下面的軟事，

足以里示逛一成 z 自

89 

llliai --III-T 

~. 



印尼的 A. 抄斯特?ff阿米佐釣且理如果通健在，可能舍慷昇地

得知他 1956 年坊向中固吋5年做的重要演游，在掌朮界引起了一場

有美 18、 19 世紀中固海外貿易衰落原因的長期而激烈的辦洽。如﹒

果我的可以相信中固著名的人美掌家及肪史掌家回故康研述，則

下述礦是真有其事;1955 年方隆金故園浦結束后，印尼且理訪問

了中園.他在公卉演併中，如在連科場合中通常旦時傲的那棒，提到

印尼和中固;人民之間長期的友好美系。此外，他提清京道主注意=

昕謂的叫中園帆船貿易"在垃去几小世紀中，在友展兩固人民友好

美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歐洲人的財竿貿易肇始于歐湖的京印

度貿易合司，后來的中固貿易敏荼卅、鴉片~剪船蹄取代，但仍仗

仗是服益于于瘟民者的利益，而中固帆船部精足了島上土著人的及

居住在述一地區海外學人社舍的基本需求.

回按摩在第一篇有美 17 、 18 世紀中園海外貿易失寰的文章中

說，沙斯特~阿米佐釣且理的排活，但使他本人思考中園帆船貿易

的重要性(回故康.1961:1) 。遠件事星然昕起來有成牽強附舍，不

述事宴上以前在中圈，述一阿題彌~被忽棍了。而受到客人游活的

扇虛而避行自省，送科事情倒也屢有$t生.

一、中固勻海上世界

以前中固眉史學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肘期沿海上盤網

之路昕遊行的貿易，或者集中在歐洲海外its長前夕，明朝皇帝派遣

郊和特軍率領的船臥昕遊行的蔚方社班的通征.在遠期間，共有 7

支船趴每故隨行的有 10000 多名士兵、水手及朝臣，先后出使京南

亞、百里，有些甚至到送了非洲。遠些武囡f大朝貫制度的航行，持

續不到 20 年.到 1433 年，由于蒙古勢力的夾起，迫使明朝廷特注

意力特移到北部迫境而突然停止下來.此后不久，明政府頒布了禁

止跡有中固人去海外或到海外貿易的禁令(米均可斯 Mills.197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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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的。就中固史學家而言，他的固家的貿易黃金吋代到此結束。然

而，他們肯定注意到，在以后長速 150 年的海禁肘期(一直持摸到

1567 年) ，福建省的私商秘密裝各船只，此事京南亞貿易。耳克思

主叉的廚史學家的，把述神浩劫輯:之方:被帝固政策把荼于萌芽狀

志的“資本主叉的早期萌芽 11 (費怨訣克 Feuerwerker ， 1968 : 

229) 。

1567 年部分解除貿易禁令后，在 17 、 18 世紀每年特坪往未于

京南軍的中園帆船貿、易，其詮濟上的重要性通常被忽視了.具有諷

刺意味的是 z送些由私人資本}À寧的貿易浩劫井設有激友那些于

20 世紀 50 年代畫有中固人茄史的學者們的想象力，除了傅衣鐘、
、• 

田t{(康兩位掌者。然而，傅衣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朝最后 10 年

福建省的貿易(傅衣凌， 1956 : 107一 160) 。而回汝康則i台述了

1600-1830 年期個.特近 100 艘且載重量遠 20000 峙的中固大型

船只，駛抵南洋，均數以千汁的福建人在航這~及其它行~提供了

就~机舍。每年，福建帆船航菲律真帶回數百方西班牙自棍，并}À

F 
其它京南軍固家退回熱帶戶品和大量的米。送些手工t;品及地方

商品作物的避、出口，方福建沿岸人民帶來了重要的收入，最聲使

他的完全依賴于同南洋的貿易.

二、中固帆船主æ.衰落之原因

田 i女康的研究，不仗洽述了帆船貿易的重要性，而且連荷中固

海外航造血的性民及最興衰落之原因提出了一些引起爭坡的看

法。 1956 年，他友表在《肪史研究》上的文章屋然包含了那小肘期

特有的隊向盤洞，使之現在看來有正是注肘，但仍值得肯定.因方法

文定了基憫，以挑晶的聲恣激起其它掌者參加辨洽。座核重視回汝

康的卉拓性工作，因方宣悅年鞋一代的史掌家尸泛引用其研究成

果，然而多數人至今注只是順便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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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 17 世紀初，中固商船在i午多芳面可以每西芳商船相匹

故，回故康則著手探付了方什么中固繭船在 18 世紀肘逐漸衰落'

，井最憋在 19 世紀最初几十年內被西芳竟爭財手告敗?他提出三小

內在的原因:(1)學人海上貿易組軾的第拘性弱息.如商船的研有

制形式落后元效，賢本投入和保隘的手續反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是在管理上缺乏延鏡性和命令的統一性; (2)政府頒布了一套近乎

拜占庭迷宮般令人惶惑的海禁奈令，阻蹲了中固航海~自由投展

的道路。如禁止船只投汁方面的創新，限制槍杆的數量，船只必須

在規定的期限內返回等等 ;(3)18 世紀后半肘，京南沿海渚省不醬、

定的政治究怯和控濟危机，阻蹲了中囝海上貿易的避一步妥展。

族文友表一年后，田、投康叉'jj:表第二篇文章。在連篇文章中，

他通迂滑比 17 、 18 世紀清朝政府禁止或削減中固海外貿易的根宜

行1J(普遍趴方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和歐洲政府M$t展本國商船趴

表現的支持志度，避一步ì~述和完善了自己的治祟。

回故康在其早期文章中，提出“西方資本主又有害的扼制"是

窒息中國帆船貿易的罪魁禍首.他指出 :18 世紀末，西班牙和荷主

殖民者只址中固商人在菲律寞和印尼群島充當中伺人，鼠然中圈

人一直把遲rJ 、越南控制在手，直到 19 世紀中期，在那畢他們保持

著「涯的活功自由，思管不斷;Jt展者的世界市場已銓受制。 19 世

紀的一30 年代，中固句道步的貿易迷到鼎盛.但在此后 10 年均突

然衰落。回文趴11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西方特甜的避步造成的(他弘

均以此均由悲方吋垃早)，其直接原因是 :1842 年的《南京采鉤》使

尸州、廈n、福州、于法和上海向外囝船只卉故。中固沿海地區很快

拾入“半蘊民地社舍，'，因此，中固的帆船貿易給方商古資本主叉的

咽牲品。星然回故康并未祥述方什么西芳資本主文舍~;j"中因海外

帆船航這並造成如此成盼，但也不庄符其親戚視方玩弄辭藻的j支

活而忽視。他均以后的研究勾划了一小粗錢袋的給廓，并在進一領

域方其他掌者修正、改善其規定留下余地。如上昕述，此后 10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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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鞋一代-*意接受逛一挑哉。

三、勻遲歹的貿易朕系

在 70 年代，J. 庫什曼(Cushman)和 S. 推拉褔力\ (Virapho[)商

人提交了美于中囝勻遲~貿易的博士ie文。幸逅的是逛商篇強自

戲篇的地文，由于昕持看法不同，并不完全重夏。正如推拉福青:在

其治文掠越“朝貢及其利洞"研單示，他分析了進步固王軍j用勻中

固政府的JiJf謂“朝貢美系"肘成功地采用的各科手鹿族得利益。他

每隔兩年，派使市乘坐由中固水手苟且史的帆船到中固.固王要求追

些“皇家船只"方皇室本身遊行有利可固的貿易.推拉褔你已入方 z 凹

，世紀中期，中過帆船貿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說蚊承包敬強化，成

方固庫收入的主要來源 s固王股本表失，不能繼縷作生意以及作方

固王兼做生意挨得的杖利被剝寺〈維拉福海之 .1977 : 22) 

J. 庫什曼的博士治文，且然也井未忽視Jf!! W皇家貿易畫斷制

度的重要性，但主要集中研究的是勻朝貢貿易并巷的中固本土和

道:書，之伺貿易的度教机制。她有直指有力地支持其i合成=中固勻進

步帆船貿易的衰落，是由中固自身美碰壁全被破柯:造成的。因均在

昕謂的“公平和有規則地征岐美稅"的通商口岸向西方船只卉放之

后，中園行政机拘不能再通社i周令避出口美說的芳踐來保妒或支

持自己的航是血，使其赴于比外圍商船更有利的地位.換句話悅，

庫什曼以比田rJ;:.康更肯定的志度洽述了清政府財南芳沿海渚省的

海外貿易政策。她試方，且然在 18 世紀皇家政府不鼓勵本固居民

此事海上貿易，但財待尸京的西方商人的貿易浩劫和財待帆船貿

易的志度是不同的，元疑更偏向后者。因有在那里，歐洲人遭到祖

暴的美稅盎剝并被迫繳納各科非浩收費(庫什壘， 1975 : 56- 7). 

方全面起見，皮改朴充混明一句:回故康在最近的一篇始注改題目

的几乎純哲理性的洽文中指出 z“中圓海外貿易安展何以接慢是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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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哥說社金長期停滯的 l可趣相美碟的。"不再~寄所有的過貴一古

脂)L地推在外固資本主JJ...身上。(回故康， 1982:32)

遠祥，西芳的侵略不再被看成是中固海外航這).[.k.衰落的主要

原因.相反，現在普遍ikiR到，中人海外貿易昕赴特有的管理体制

的斐劫荷中人貿易也是有被大美系的。除了維拉福你所研究的中

固勻外固君主的朝貢貿易以外，中固逆胡有集中在京南沿海渚省

重要的海外貿易。述一貿易安隊上不是被朝廷禁止，就是不吋地遭

到阻找。但是，在朝廷中一般的看法是 z不可能完全禁止，因方沿海

地區的豎排有賴于此一一或者如田汝康昕吉=“政府不敢賦于它完

全的自由，因方它既不能強化禁令，又元法有效地管理"0 (推拉福

缸， 1977:5)

中固皇家政府進科矛盾的志度，在吳振強有美 1685-1735 年

伺廈叮沿岸貿易的研究中被說明得十分清楚。他H、地主T政府政令

及地方志中搜集了懷人的大量資料，~1'福建海上貿易的察隊方式

提出了新的看法.吳振強的主要目的是 z在福建社金述一「帽的社

金背景之下.分析和描述了福建的沿海貿易，而不是去研究政府改

策，或西1r航這).[.k.提出的挑品等達美“外部"因素，他表明 z 在中固

京南沿海地區十分典型的宗族組紋，由于宗族|司方爭寺十分區乏

的土地賢溜的持續學斗而得到強化。同肘，遠神學斗賦于宗接以一

小新的特息，即包容住一一把并充血緣美系的人民接鋪遭迫小宗

族組頓中東.宗族美系姐告貝加強的生吉果，不但使福建在沿海地區及

海外貿易中赴于領先地位，而且使其敢于向本固和外固政府的歧

視政策挑哉。

且之，可以現回故康最早~1' 17 、 18 世紀中因海外貿易的分析，

在迂去的 10 年有很大的改遊和修正 0]' 庫什曼滑比最妻生衰落的原

因提出自己的看法。臭振強ìi?:述了福建海外貿易活劫和該省特定

的社金奈件之間的有机統一，可能在安廊上強化了逛一有組紋的

活劫領域。而 S. 推拉福你則考察了邁步的朝貢貿易，主要}Á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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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放在編年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回tfr.康在編年背景下提出欠

妥的措地方 z西方在菲律冥和印尼群晶的瘟民鏡泊.是否硝妥使達

且各地芳的中固帆船貿易到 18 世紀末巳衰落成方其全盛肘期的倒

影?回故康接著又琪，新加坡肘述一措地性規律拘成例外。方了眼

引中圍南洋商船到此停泊，茱弗士建立了述一新誼民地。一直到
L 

19 世紀 40 年代，它財帆船貿易起若有力的促遊作用.

但是，在南中固海地區， 18 世紀中仗存者的兩大“歐洲人的"

唯一的原料市場又怎祥呢T在福建海外貿易同中，研身于最重要的

目的港之列的再尼拉和巴速推單，其逐漸衰落是由于資本主叉的

有害庄制，起是其它因素也起了作用呢?

四、再尼拉和巴迷縫里

美于 17 、 18 世紀中固勻耳尼拉的貿易，在我撰霉的几篇文章

中趴~:牟人海上貿易阿縮到 18 世紀末萌妥衰落了。遠是否一定
萃， 由西方資本主叉的扼制研致，亦或是由于西班牙政府方過止日益

增長的中圍移民潮而采取的F房的政治措施的結果，遠在一定程

度仍然是一小可探i寸的問題。

菲律寞眉史學家 S. 奎森 (Quiason)指出 z耳尼拉帆船貿易的

鼎盛座改萌定在 1560-1670 年之間.按其既悅，耳尼拉的帆船貿

易，本來是}Á南中因海輸送奢侈品和基本商品到耳尼拉及其附厲

消費中心，由此再到美洲大惜的阿卡普你科。 17 世紀末，自印度出

'il來詮蘭的英固商人花費數十年吋惘，才以戶自印度的布匹在耳
I' -r 尼拉市場上荻搏一席之地〈奎森， 1966 : 65)。法固肪史掌家 P. 夏

勢 (ωCαhau叩ntω收集的賢料清楚表明，朱自印度的i遠主神“港肺商人"并

未x1中固人的忱勢形成威峙。此后的數十年，他們)Á未荻得起迂

30%的市場.其余的 70%的掌握在中圍人手中〈夏努， 1960-1 : 
)'1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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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 年，西班牙瘟民政府給中團和耳尼拉貿易一小沉重的打

音。方了神 1762-1764 年耳尼拉說占領肘期中國人句英固軍趴的

合作道行!i!/呵，他的驅遲了既有非基督龍的中因人。但美固眉史掌

家 W. L.斯考古畫(Schurz)堅持述一看法 z 方了保11'賢本主文的利

益，中商投降方中介商并被逐步消除。呈現遠-ìë.息看起來有些牽

強，但耳尼拉的中固人完全盡斷了瘟民她的貿易及零售血，以致希

望避入該領域的西班牙人叫器要驅逐和排除中固人，而逛一汁划

最聽得到忌督 S.D. 安述的支持〈斯考贅， 1939;97).

以下我的將要i寸治的巴述推盟的狀況就更能混明問題了。員

i兒半人在巴速推i區的控訴力量不像在耳尼拉那祥赴于支配地位，

但是送小城市的持鏡繁菜是向中固帆船輯、定供肢的中固商品直接

聆系在一起的.、而首先意浪到達一成的一位廚史掌家 J.C. v. ~ 
你指出 :1625 年中圍在巴速推里的帆船貿易迷到、甚至超述了荷

主公司既有回程的船趴的，臣、附位(Van Le肘， 1967:198)。但是~

你指的是巴速推盟的早期昕竄。在瞄盾的几年中，每年描往咳晶的

質還量很不韓、定，正如我將要i昆明的 z 中因岡巴速推里的貿易被劫

很大，逛一芳百是由于中固自身政策的混亂，另一方面也是請主京

印度公司政策的斐化造成的。

海牙椅主京印度公司檔案館保存的資料尸泛地闡明了巴迷罐

里中固帆船貿易的特戚、遊行的方式及逛一貿易的管理模式.它使

我們能移比兩耳尼拉避行更方通御的分析=透視巴速推}][中固帆

船貿易繁眾的盛況、因素以及方什么最后在 18 世紀下半肘衰落的

原因。

在述一蒞固有限的研究中.要x-r巴速推51[中固帆船貿易的各

1-方面于以相同的失控，其在是垃于雄'L~勃勃了。遠里主要)(-r逛一

貿易中商晶流通的組俱管理芳面遊行祥姐的分析.@首先，我持著

重釵述廈n一巴迷罐車貿易岡緝的友端。由于半人在巴迷推里帆

船貿易的机梅和~旁，勻庫什曼、推拉福位和吳振強描述的系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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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本文特做一綜述.此外，我特集中研究廈門的航是挫，而不涉

及其他有肘也向巴述推里派遣船臥的不太重要的中圍港口。我特

把中固航遲並置于站拘性的組島民拘架之中，以編年i己辜的主T法軍

視荷圭和中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及其財巴迷推E貿易同

的影吶.

五、中固帆船貿易的組奴結拘

!jil--! 

-ll 

(一)福建一巴娃娃E貿易間的友端

位于京南沿海的福建省.;;厄疑是中固抑有水于人數最多的省

份。福建人居住在→連串相當貧瘖的沿海平原上，達些平原方急端

的河流和高山分割成片 .ør以福建人在古代起就被迫M.~~省避口

大朱，出口陶島、缺器、幼訊等手工~~品以及糖和荼等盤帶作物﹒-

15 、 16 世紀，福建省受到日本和中因海盔的侵枕.錯果，同海盜活

劫Ãlt以區分的私人海外貿易敏明令禁止，應管~眛效果并不大.只

有朝廷正式的海外朝貫貿易，比如勻琉球〈群島〉附近地區的貿易

起允許繼續避行.由于財海盜侵找的大力打青及福建商人不時要

求恢夏珊京南亞合法的私人貿易的座力的增大，明政府采取了新

的政策.}Á 1567 年汗始，每年笠炭 50 張特吽缸〈貴的1>論此事勻京

商直海外貿易的私商.隨后几年中，特i午恆的數字有昕斐劫。比如，

1575 年鑫妥了 100 張特祥ìlE.到 1589 年，其數字被限制在 88 弦，

1620 年左右，特祥恆制度停止接行。

張盤是避行特i午ilE貿易的本國口岸一一海澄的一名海美管理.

民，他于 1618 年度衰的一篇有失措建的海外貿易及其行政管理的

著作《京西洋考》中，描述7 由于管理主面的原因，同京南里的貿易

是如何被官1i划分方昕娟的京、西洋貿易航績。京洋航鐵抵注昌

宋、亦祿群品和摩鹿加.而西洋貿易航錢鐘印度支那和耳來半晶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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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南下，到迷位于異他海峽的葛喇巴，即后乘和方雅加速的地區· l 
廈內地區和耳尼拉之間的貿易是最有利可困的，每年西班牙大帆

船M.南美避口的大量白偎在此特這分送。描述一領填最根威的史

掌家全技升統汁: 1600-1729 年肉，每年到迷福建的自報方 200 ...... 

400 方西班牙餵元(全沒升 .1972:438). ，~ 

在西洋航錢上，中固人和之方下港的新共港口一一方丹遲斯

作均與息，取代了附近的葛刺巴，成-'j]中固人在爪哇最重要的貿易

市場。方丹內地生戶大量的胡椒，岡吋渡城也成均未自印度洋、印

尼群品及南中固海商人的主要市場。《京西洋考》中描述了到遠方

丹吋拳行的仗式 z“中固商船到垃迪里吋，誠地一名其目來到船上

了解情況，船長送錯他一盤香攪和兩把小傘。此人立刻向固王振

告。在船遊入河道肘，水果和整飼作方札物送錯園王。區主委派四

名中固人和兩名本地人充當簿i己良，其他金說當地i吾吉的中固人

扭任翻譯，每奈船一名。園主在城外指定兩小市場，用以設置售貸

雄。清晨，人的去市場交易，一直到中午市場美間方止。固王坎第

征收市場說."(“:iþ船特到，有首宋l何可船主

酋拙信扭王@比到港，用果市避。王立牟人四人均財副，番財副二

人，各桔i己。學人清夷i吾者方通事，船各一人") (~長聾 .1981:40的。

英固和荷主人天才 1610 年前后方丹的中固帆船貿易重要性有

不同的坪研.有意思的是英固商人 J. ~茱斯在其《京1i貿易洽》中

i羊緬釵述了皇室綱、盔棍和棉布等中圓商晶，均有意不提其它商品.

“因方它們不方我回歸用"(珀切斯 Purchas. 1903- 3: 508). 荷主
人 (1596 年首次到遠方丹〉當然也渴望得到達些精美的差調和瓷

器，但同吋他們已弄始意祺到中固貿易封述一中心市場的重要性，

其彌切原因恰恰就是由于那些極研萊斯有意忽略的“原料戶品"。

他們意俱到有一天，在他11']征服里洲的通景貿易汁划中，一定得把

中固貿易考慮過去。但哲肘他們的注意力起在于別赴。

揖 J. P. 庫恩(Coen)悅 z句中固遊行貿易合作的汁划并非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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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而是由定居在方丹的中固商人首先提坡的。庫恩在錯公司

蓋事舍的一封信中有道=“不久以前，向間下致意的一些年人建故 z

在整-1'京印度1k行四神商品的奎斯 z即肉豆寇、丁香、胡椒及中固 v/ 

貿易的代表商品一一盤夠.他們說 z首先，你們將很快取梅前兩神

物品的華晰，并相信在占領占碑肘，我們也能肘胡椒遊行奎斯.

…至于討中園的貿易，他們主人均取決于我們研采取的措施，九(庫

恩 .1: 158 .1615. 12. 25. 的信〉。
~荷主京印度公司將主要的歐洲竟爭)(;j手排都出摩鹿加的香

料戶區吋，公司董事舍決定在印尼群島內造捧一小中心地祟，可以

在此道行且核算和特這貨物。公司主人均達一基地反法位于耳六甲

海峽，或者異他海峽，逛商象是錯印度洋和南中固海之間的通道，

成方公司商船主要的活劫場所。遠祥一小地理位置，使稿主京印度

公司的大本膏易于接近中固帆船。而1'1了要吸引)Á事群晶內部貿

易的本地商船，中固帆船的商品，則是荷主公司研需要的.請主人

遊攻葡萄牙人占領的耳六甲的汁划未技成功，支配方丹市場活功

的企囡也聽阻失敗。荷主人特目光特向雅加速，并卉始在送小港口

建立商僧，遠吋 t坪也甘]遇到了抵抗，卷入勻逛一地區既有竟學封手

一一英固人、雅加注土王及其宗主園，以及方丹的統治者的持久成

中。 1619 年 5 月，問題得到了解決:荷主人取得了駐制，摧毀了土

主的基地，并特此城重新命名方巴注堆里。正如第三章中昕垠的，

方丹和沿爪哇北岸的令ß近港口的中固商人被威Hb-利誨，在巴述雄

里建立--1'併民眩，向椅主大本當提供器具和其它必需品，吸引中

囝帆船到此停泊貿易。但只有在首批中固帆船擴帶著丰富的貨物

和大量移民在 1620 年到迪之后，遠里的移民才定居下來。遠祥，述

一貿易岡便建立起來了.或者)Á另一視為來看，以前的異他葛刺巴

一福建的貿易又重新恢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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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建的造船址及船組所有制形:å:

{會銳的中固技朮著作提供的有美駛向京甫並商船的資料很不

充分，然而，在廈內的地方史唱《廈叮志》中，遠矣賢料很容易找到.

此帶封聚集在鋪地的甜只一一故船、沿海商船、撞牆、小船以及下

面我們提到的最大型船只一一洋船或海樹都有津姻的敘述。，

南洋商船有三支槍杆，大小lÁ兩百至八百咱不等。牆上裝各有

戶格的規定(兩叮炮、人支火統槍、十把釗、十副弓備和三十斤黑色

火藹) t以肪止甜貝遊行海盜活劫〈廈n志，卷 2:178)。造船用的木

材，主要來自內地的山區，或部近的辦江省，但船的特定部分的材

料是lÁ其它地方果駒的，棍杆必頹lÁ園外避口〈廈內志，卷 2:

177) t用來做鬼骨敬、舵、備等昕唱的缺力木遠祥一些重型木材，只

有在海商品的黎山中才能找到〈傅浩山 t966:49;清宴最 :457) 。

帆船不只是在中固本土建造. 19 世紀 30 年代，德固侍教士郭

士立有道:在赴漫步途中，海南水手沿越南、東埔蔡海岸-帶砍偽

木材，曳他伯到迪曼谷吋大釣兩小多月的肘阿里便建成一只帆船。

然后，裝上中園輯備的貨物，說抵中固后，~寄自告和食物一起出售〈郭

士立 Gutzlaff ， 1840: 9肘。 1774 年坊阿婆~ifH的英圈人目睹在文

茱建造了一艘 180 峙的帆船，他指出 z在遠里建造帆船，比在中固

本土要便宜得多，仗 2500 兩.而在中固貝.tl耍的00 閱 (Purcell , 

1951:487)。特別是過~造帆牆由于部分是抽木遣的，冊以有很高

的份值。 19 世紀 20 年代，J. 克旁福特不悶地區的帆甜造仰遊行了

比較，得出下列錯ìé:福建每時船位的造份是 30 元 5 角 8 分 t}京

20 元 8 為 3 分，越甫的元 6 為 6 分，而在過~則仗 15 元而已

(Crawfurd , 1830 , II.: 159) 。因此，海外地區造船1&迅速友展并不奇
怪。回故康推測 z半併卉插在過~制造船艙店在 18 世紀的最初年

代，掘《高宗~最>>1747 年 4 月 5 日述一天的記載可知:lÁ 18 世紀

40 年代早期起，脂匠和米商就}À事自過~避口大米的新帆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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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子交易〈清~景 :461). )À荷主方面的賢料可知 z早在一百年以

前，過'$造的中固帆船就已詮敏ì-À均是有利可囡的. 17 世紀 20 年

代，清主京印度是全司甚至吐遠科帆船在過~-日本的航錢上服

每. (VOC 1062:106-121 )1 661 年 6 月獎呂克(}. Van Ryck)和邁

步坪故舍錯福摩Wq是官和坪說金的信中說，有中固人在此新修兩

艘大帆船.裝載米、干食品、硝石、硫礦、緒、錫等駛回中固。 (C:E.

丘，Verwaar\oosde Formosa , toevoegsel ,No. 17) 

、R 
F 

福建富商和豪坤就象合伙笙苦的小商人集因那祥技貸于造船

挫。古代著名掌者 J. 巴'$描述了如下述祥一神現象 z“一艘船只有

一小船主的事是少見的，往往是四十1-或五十令，甚至是一百小不

同的商人合咱一艘船船。有多少合伙人，就把船划分成多少部分，

每令人都知道各自在船上的位置，井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安排和

抵押。每一位昕有者可以特自己的貨物裝上船，素自或深自己的)L

子或素戚押送。而把財F托付蜻設有素脹失系的財方，是很少見的-

戶、 《即向了帥一小一凱的農枷店鋪 l 
或造一艙，他們便添加小名宇‘金，，(加在合伙人名字前面〉。遠Jp v i|! 

(Barrow , 1804 :42) 。

6盒，字象征著合作"(廈門志，卷 5:649). 我們)À下面可以看到 :18

世紀吋商船的胡有杖受到越來趙F格的控制。一般來悅，財志或投

資者本人并不京自出洋，而是香托一名貨物詮管人代表自己管理

商船和出洋蕾這〈廈內志，卷 5 ， 652) 。荷三三京印度合司的資料中，

若干神不同的即有制都列出數字。 J. P. 庫恩在其早期信件中放到

前往巴迷罐里做小商販的學人 j他的勻耳尼拉做生意的大商人不

同，往往站成回体，投賢于一些小商蝸(庫恩 1:1的。 17 世紀 20 年

代，送些富商中有一小叫王三的人，卉始~寄船駛向巴迷雄里，甚至.

素自訪問放城鼓吹(Van Leur.1967:203.227)。較晚的年代中，也

起提到巴速推車的一些學人市民，他們或者是西式快艇、或者是中

固帆船的脂主。@1727 年后，在廈 l可建立了管理海外貿易的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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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洋行，'，由其指定代理人，即“出海"負責商船出洋和蕾這.

(三)中固帆船

罔吋代言朮家fn~金制有美南洋貿易的真宴面卷很少，也很1種

族得。揖奧德耳德i己載 z揖i兌曾于 1794-1795 年坊向北京朝廷的

請主使哲 A.E. 伯拉姆(Van Braam)胡有兩卷面妞，共有 55 幅囡

片，每幅園時上面有各科大小的中固船只 (Audemard ， 1957! 16). 

但奧德耳種撰有治文肘，送些因巳室主遺失。因此，他只有借助于中

固奈i己，漪足于祖糙的木棍面。大庭修曾描述道的平戶松浦博物倌

抑有一幅面卷，由面面可以看到“往來于巴注鐘里航錢上可能是最

逼真的有代表性的帆船困面〈大庭修， 1972) 。面上的一艘來自哎，闊

巴的巴速推E帆船，長 96.08 英尺，寬 18.78 英尺，吃水 12.57 英

尺，比同一面卷上的廈n商船稍小些。由于船尾高旭、搶体曲綿羊
明、船首平偶而垂直，送些船看起來很功人.就象逛一吋期的歐洲

船只.船尾雕刻著各科困面和裝備，但船!k則完全不同 z兩側面有

很大的黑眼睛或黑眼珠，在海上看著很藍眼。

有美帆船的趙、布局，我的只能1人豈吋一位荷主水手昕改及的

娃防了解一些情況.元法接得更喃切的印象。 18 世紀 80 年代，J.

S. 斯塔訣勒斯 <Stavorinus) 出于好奇心，登上了停泊在望加惕的

自己帆船旁迪的一艘帆船。他有道z“我同我的伙伴一上船，就受到

了中閱失領被大的扎過，先端上水果，然后再址我們參況。述艘船

有 3 小梅抨，其大、中提几乎向我的歐訣克可寺船〈一艘 150 英尺

長的船〉的主拖一祥粗，它是由一整換木材制成的(勻西方船只相

反)。揖我測算，遠艘帆船的長度，航船尾夕|、端到船首最頂端有 140

英尺。船上有多少商人，船体就被划分成多少區蛾，每一區境都有

明繭的地方用于堆放自己的貨物.水同祥被分別9E:存在几小肚水

槽里，通迂甲根上打奸的舵口，用水桶:降水提上來。做恆的妒子放

置在甲板土主梅的右弦附近一一因方迫祥的船只有一↑甲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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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到烹調好的食物比起歐洲船上的做法要干淨、整浩得多。船尾

有几排小屋，或用竹片搭成的茅舍，供船上官民及商人所用。在遠

些小屋中 l可是苟且史室，萄駛室中央有神獎和l小教堂的虜屋，里面放

置著他的的神像〈薔哥拉〉或偶像。船舵不是靠舵桂和插銷裝在船上

的，而是由藤奈做的繩子挂著，其形收同我的昕用的有很大區別。

緒是穹曲的木訣，上面咽著巨大的石挨使其下沉。所有用具，包括

索具和帆都是用藤制成的"(StavorÍnus ， 1798 , 2: 286 - 8) 。

有美中園帆船的道航性，存在看坪多不間的現慮。全局吋許多中

固和歐洲學者滑于拇研、超載的巴速推E貿易帆船的廣量并不太

贊賞。 J. 巴~i入方:由于其脆弱的措拘，它并不遁宜勻多風暴的大

海作斗爭(巴歹， 1804: 10)。中固掌者王大海將其勻歐洲船只遊行

了比較，嘲笑地混道:“看看我的來自廈 l寸的帆船，脆弱的結相.匆

匆造就，和l乎就象孩子們的玩具"(“我廈晶唐帆，烏合草創直JL戒

耳.")(王大誨， 1849:60) 。因方他曾乘帆船旅行，問.吹往返巴述堆

里。財此，他享有充當裁判人的賢格。

根揖另一位中固對代掌者謝肇鬧的吉i台來判斷，中固帆船在

中因海上風暴中很少投生事故:“通洋貿易船不怕沉船或損郁的原

因在于 2事宴上它們井設有同暴風雨搏斗，大甜的抗投勻否主要在

于大船必鐵站陸風暴。而海外貿易商人財海外貿易往來很清熟，起

風吋舍升起船帆，使船服用自行漂流，因此，他的能移多年元事故

地避行貿易。"(謝肇崩 1972;8的。英固行政長官 J. 克旁佛同意這

一混成=“他怕的管理單然那么不熟蟻，然而我想不出有多少中固

帆船失事.遠是由于季風提供的方便和安全，中固水手非常了解季

風，因此，他們，且是可以避卉;多暴風雨季常。我在爪哇居住的 5 、 6

年祠， ì己得只有一艘帆船失事，而且在述故事件中，昕有的船民和

部分貸物都接救了出來"(克費福， 1820 .III: 177) 。

然而，中間帆船安全地萄取季風的*X見面面，并元民史對料的

証明。通迂又才福建 180 神族淆的調查，廈叮大學的掌者的說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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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研究的時期中，海上淹死人的慘案事宴上有人分之七度生在

來往于爪哇的航程中〈回故康， 1985:的。如果船只裝載得曳，遠些

統汁數字很可能含有昕不同。一位主u史福建帆船麒麟寺、在 1846

年第迂好盟舟的英固船長ikj師，車然放船拾夙掉肉吋不很;是活，但

它均是一般盤問而耐航的船只.對他跳蚤﹒海佮娜駛往佮敦肘，他

并未直接前往誠地，而是首先停靠在鈕鈞。

(四)船員

J. 克旁佛告訴我們 z“中固帆船"勻歐洲商船相比，操執船只的

船民人數要多得多。述一情形主要是由于它E可使用的是笨拙的船

舵、纜繩、備以民又重又擎的鹿大的芳形船。一艘我重 8000 拉(約

500 時〉的帆船需要有 90 名船民，在更小型的船上，船具的比例逐

要大。“〈克旁福， 1830 ， 11:160). 提 1761 年椅主京印度公司的原始

資料氾載:一艘載重的0 峙的帆船有 130 名船民，外加 130 名客商

( ((巴城布告集 ))VII: 471) 。在此之外，船上起有數百名移民。

以一只中型帆船來視，有以下船民 f出海"或“船主"，荷主人

一般輯:之方“拿科迷"(海于再來i吾 :nakhod前，他負責船只、貨物

及搭客等事蠢，但自己不參勻船只的航行。在福建，船長通常是由

牆只投資最大者的東戚或葬于來充任(回 1956:12: 廈門志 V.

652) 。船長不支薪水，{又在來往船程中留有一百扭的時位裝載自己

的貨物，同肘起可以收用 150 至 200 餵元的客船搭客費用，另外在

全船貨物貿易中抽收倆金 10%(克費福， 1830 ， 11:161)。船貸管理

民也扭任商品托這代理人〈吳 1983:157一的。但在事宴上，船上真

ì/ 正的船長是第二哥人物“火長"(領航民) ，可得 200 西班牙餵元， 50

扭船位。領航民通常是位商洋水手，脂只航行期間，他們完全生活

在甲板上.負責現測指南針 .ì己景太間高度，現察研迂海峽，并隨肘

檻查>>.海底智上來的沙子顏色(王蜴棋， 1877 .X: 490). 脂工可得

15 扭船位，旋工 9 扭，余水手各 7 扭，他們設有工資，每小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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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帶自己的貸物，正如 J. 庫什曼昕述“中固帆船上的全体船晨，其

身份首先是裔人，其吹才是海民(庫什壘， 1975;137λ管理民議"財
副“協助出海〈船長〉管理船只貨物的裝卸帳目。最后但很重要的是

運有一位牧師(香公〉或一位兼任牧師的廚師，在船行期肉，負責莘

行各科宗教仗式(廈叮志，11:178) 。

除船﹒民外，船上起有兩獎搭客 t兩人或“契子"(或佮仔〉及其助

手(通常商名或更多) ，他們)}..船民赴租用舵位。另一笑是移民或費

工，揖視他們靠獎身以支付約 10 荷盾的乘船費，期望到海外能度

財。送些可f兮的人除了隨帶的米飯和水之外，一元所有。而且，他
的故迫睡在甲板上，使述神攔擠的帆船看來象非制的奴眾船.，

中固商人A巴城椅主京印度公司胸茶的胡椒、蜴或丁香等貨

物是怎祥分配的則推以喃定.~;j'一名叫主提固 (ûl1gtiko)的船長)À

巴迷推芷非法駒芙丁香的走私活劫遊行司浩i周壺的措果，揭起了

黑幕的一舟。在遠艘帆船上，萌定均合法的避口質物.且汁方 3650

扭黑胡椒.它有1是由 16 名行商駒英的，各人駒茶的份額不悶，其中

有 8 人各自駒英T 50 拒，其余的分別胸丟了 100 、 200 、 300 、 350 、

400 、 500 和 1100 拒 (21-6-1713 ， VûC , 1834.f ， 2533)。船趴遊入
或高卉中固港口肘，要交納一系列費用，渚如測量費、領航費、執照

及通行証費等。測量費即特長度乘以寬度來汁算日程位，出口tr-晶是

抽稅的基咄〈庫什曼 .1975:54) 。由于很准萌定船上所有不闊的質

物，昕以通常抽取固定數目的商品稅。J. J草什曼主人方，且体看來，中
固帆船在中固港口所付的稅大大低于西方船艙。而且由于財前往

爪哇船只的特吽豁免，說率可做至座蠍數量的 50%。即使如此，送

些費用并非任何吋候都非縛織網不可，;1主神;吠況的存在郁結地芳

官吏和貨物室主管民敵fP脂民和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旅費，

1981: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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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船上的景教司俗

中固人封于自然世俗世界和超世俗界之何并設有作出明嘯的

界錢.在其意浪中，自然界相互并存，井密切美耳其。建神意現在海

上和盔常出現自然夾害的迫遠地區表現梅尤方明星。福建船在商

船通洋航行期間，非常重視借助超自然力量的都助，逛一京可)À中

固沿海和整小京南亞地區，到赴都修建供牽保妒神的宣培和寺店

緝到iiE明。在中固海上貿易r稚的同肘，新的店字在海外沿岸建立

了起來。福建人生存空間的計弦，完全可以根掘他的供奉媽祖女神

店字的分布位置，在地困上很好地描結出來.每當中間新年特l惜之

前，卉始詮常刮京北季候夙肘，帆船便遍捧一小吉日良辰扇程。遠 t 

吋船民和乘客用研于抬著媽祖女神的小雕像，)À甜尾﹒的神童出控

到神店，道行正式告別仗式，并供敵祭品，以祈求海神保佑速改航

程一路平安，“迅速、安全℃通常在羊行達科參拜神店伙式的問時

起演裁。仗式措束后，船民便分享那些祭品 z酒、豬肉、矗及蔬槃敞

的菜看。最后，他的帶上自己的“斯特拉、噶爾皇室"的雕像回到船上，

在繆育和鞭炮責中起嘯，括起船帆，超載的船慢慢南岸。在帆甜沿

中因海岸航行井詮垃各小港口肘，小抽根載者通禁品和珊珊來退

的乘客和信使，踏上前往巴迷堆里的航程(((巴注堆里布告集 >>v

II:470- 1). 

在整↑航行期肉，船民思可能使船靠近海岸航行，以便于繭定

船的位置。船民不但向海風，而且向通迂神差的海神供奉祟品。 L.

康特 (Le Comte)神父 17 世紀末乘坐帆船此道 !!l到中固旅行吋，

肘祭品的特虎作了如下描述:“一吹，當船詮述一座建有一小店字

的小山附近吋，他們的迷信活功迷到空前程度，因方他的除了拳行

通常的仗式外，起要供春肉食祭品，成燃蜻姐和香娃，特各式各祥

的金紙制的小模型扔進海里，起有充數渚如此業的花祥。3訂了制作

一奈長約四英尺、收似我們遠奈脂的小船模型，研有的人在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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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了 5 、 6 小小吋。它完全是人工制作的，即元搧杆、黨具、帆，也元旗

J 

F 

子，但它有指南計、舵和小舟、眾多長、廚房用品、食物、貨物和 l帳本.

此外，他們注除面出件多小紙人，船上有多少人，就固有多少弦，并
放置在紙船上和其人相同的位置"(康特.1697:8)。各神仗式完成

后，小船被放入水中，漂肉通方。《京西洋考》中也記載了相同的伙

式 z“夫山庄佛，丟失舟述者，函、放船和歌，以析神。 "(~.位鐘 .1981:186)
述神荒唐的娛呆浩劫使船民的很卉心。遠位法固神父吸息道 z“看

見他們述么盲鼠，而又克力去規正，我的感到切跌之捕。"安豚上，

L.康持在航行中花了很多肘個就“遠神迷信"活功Mñ~貝避行急

珍。而且在旅程中，且然船長一再邀清他和他的旅伴一起吃些肉，

但他只吃米飯，“看到首先敵捨神像的供品，他只感到恐棋，而設有

一成食欲了"。‘遠位神父坦白道.受船民尊崇的另一件京西是指南

針。郭士立描述混 z“指南針上蓋有一些問祥也系在船舵和纜繩上

的虹布。大量的香桂被成燃，金紙制成的一艘帆船模型放在指南針

前燃鈍。"(郭士立 .1840:8日。中固船民就用遠神支T法在海上勻他
們的神保持朕系井武囡控制自然力。

(六}海上骯錢

中囝帆船赴海外渚圓的西洋航錢并設有重大受化。在《京西洋

考》、《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等航海手珊中，都做了筒草的描述。

遠些不同吋期的航海指南，都氾述了遠奈航錢。他們采用侍銳的掠

准單位“吏"來汁算航鐵的長度，一“吏"大約相對于 2.4 小肘，一天

被划分成十軍.用于街量距寓，則一更~ 40 里至 60 里不等。搪王

大海 1770 年航行吋歸作汁算，船到巴述堆里，一般需要航行 280

更的肘惘，換句活混，即 28 天〈王大悔， 1849: 日。

帆船航廈l寸出裳，首先駛向位于港灣口的活峙，然后沿中固海

岸向西南航行徑珠江口沿海南晶京岸而下，遠肘其左側是方里長

沙〈西沙群島。 4、 5 天后，可到迷越南海岸的外~山(尸京列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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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銓占不贊山〈越南占婆晶〉、金安到順化〈越南港市)，三3

遠新州港〈蚵仁)，由此在東山或神山(~列拉角)拳行費工

仗式后.鎧迂昆金山 (Pulau Condor)再斜穿駛向耳來半晶

近地盎山(潮精品)，tI脅著亦叮答脂海岸繼續航行，經注 l日朝

旁〉穿越最后-1'邦加海峽，到述巴迷纜車。在遠奈航錢中，

的一康航程首先是越南海岸，因方那一地區有大量的礁石，

邦加海峽，那一帶是海盤盤常出潰的地方。椅主的巡逆肌銓

迎接中固帆船，引辱其安全投入巴注推單(VOC ， 209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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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抵巴速推E

至3唐船一到巴迷推里，脂民的便受到甲必丹、雷珍三等人的熱

烈攻迎，和他們寓卉廈叮吋的情景差不多.有~副表演、宴金及鞭

炮。且i兌英囝作家 w. 布萊肯尼，曾京眼目睹的是)À京南軍返航的

帆船到述中固財的情景，然而他在本世紀初悴田地描述過財的情

景，肯定每巴迷堆里的情景是笑似的。他i己載道=“那些借助順利季

風抵造內港的巨大商船入港肘的情景很有趣.在陽鼓和喇叭披端

的唷京青中，帆船緩緩駛入港口，船員都集中在高高的船首和船

尾，其目的是宣告船只安全抵述目的地.遠吋超出現某科獎似音系

的甫音，淹設在刺耳的汽笛育中。迫里可以望見沿海的和起洋給船

的被姻，它們每天來來往往，使港口保持一派生呵。 (Blakeney ，

1902;26) 

中固航船在方丹是幸逅的，但巴速推里的海美手續并不象在

方丹那祥筒羊，賠送一籃桔子和兩把傘，并不能使椅主京印度公司

的官員們感到滴足。在貿易活功奸始前几天，美說征收民的兩名助

手和船主上船，登i己昕有商品(((巴城布告集 ))1;210) 。達科耗肘的

做法在以后的几年睛很快吐位于校方筒易的作法了。除了避出口
說外，船長汪要支付停泊稅、安全引辱通行費及送捨港口管理良、

收稅民、秘蒂和出鋪民的札物，且汁共 1000 椅盾(ARA ， Alting 

Collection , 67)。盤查結束后，送些貸物被送到巴述推血城堡前的

中固貨說，公卉展跑出售。遠肘在船上只剩少數水手照看井道行必

要的推(虜。商人和其隨)À則住避本城居民寺叮用來出租的暫住昕

里。@商人們要到六月西南季風吋寓卉。

起初，新東的中固人挖了常省花費，群居一赴，在一間小房子

里嚼著 20-40 令人。但早在 1626 年，就頒布了一項禁止述神作法

的F房按令，因均達“不仗在他們中|司造成誰間的思臭、{會染病、死

亡及火棠，而且逐引起其它清如不正虫聚金、東余鬧事等不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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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VOC.I088.F ,16;RES GG.9-4-1626) 0送些新來者在巴速

推里逗留期間，向該城的學人居民一祥要付.....1'月人!k稅。而帆船

艙長在此受到很高的尊敬，鐘常出席參加-些重要的政策性阿趣

的吋洽.比如，在 1645 年，新的學人甲必丹或巴城中人失人的進

巷，一直推退到中固帆船到述后，征求了船長意見后才拳行

(Hoetink 1922: 14) 0 新客即那些留在巴速推里的新移民，通常，已

是給那些替他們墊付船費的人工作，然后才卉始方自己工作。沿

“申自西帥"(Pasisir)的其它城棋也需要中固苦力.三室坡在巴速推

車甚至坡有寺內的寄宿赴，新移民寄宿在此，直到找到可以帶他們

到三室境的船只方止，“送些人，不洽是同宗族或不同宗族，也不治

其推荐帶有帶好抹，都舍極接納并登i己在珊。然后，根揖其能力，昕

有受雇者都極安置在最造詣的位置上"(王大悔 .1849:2的。

六、共衰史的研究:友展、鼎盛和衰落

上述有美帆船貿易的組拱及其目常}jk旁阿題的洽述，可以看

成是我們即特卉始的文才放貿易同的編年i己事性付ì~昕傲的一小介

紹.下面我要采用分期的品法避行研究。分期方案是基于兩小棕

准 z一是能在不同程度土區分各l'吋期的某些美鍵性的~展 F二是

足以成方各小肘期的掠志的內在特成句延接性.

A、形成昕鹿(1619-1680 年) ，其特正是是:中固友生持續的政

治劫亂，它阻蹲7貿易的健康友展.中商貿易阿尚未t展成7Jg深入

內陪地區、可供大規模移民定居的市場 e速度肘期平均每年有 5 艘

帆船說抵巴述撞車。

B、鼎盛吋期(1680-1740 年)，遠肘中固正赴于和平肘期，而

同吋巴娃娃里內抽又有似乎是元限的机舍，在逛一偷缸中，我們將

研究中固和荷主的管理机拘采取多神方法笨拙地企因引辱浦入的

人流和物流，并防止它有1的迂度控展。進一期間，除中斷了 4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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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肘阿之外，每年釣有 20 艘帆船前往巴迷堆里。

C、停滯和衰落<1740-1795 年λ是最后述一昕鹿的特息。椅

主京印度公司由于圍牆英固在京南里日益F童的1JS長威峙，采取

了各科排外政策，如分割中固貿易，以便控制和排斥其竟爭對手。

駛往巴速推里的帆船數量急速減少。

\/ 

〈一〉形成附段: 1619-1680 年

17 世紀 20 和 30 年代，帆船遲來的大部分中固商晶的目的地

是Jí(盧布坊.遠些商品是來自:閩南俏笙伊、品、糖、瓷器、缺娟、釘子

和辟了在、木屐鞋、金箔紙、干群71<果及大量低檔組糙的訪俱品。@

起初几年，每年約有 5 艘帆船前往巴迷推車，平均每年捨該城帶來

1000 名新移民。 P.D. 卡彭蒂均可 (Pieter de Carpentier).且督在 1626

年吋提到，中囝商船載還搭客的旅費收入，勻載退貨物且可族利潤一

祥多，加上福建省人口調密.生活貧困，不得不輸送成千上方的人

前往京南亞各地，“送些人中，返回中國的可能逆不到三分之一九

(2-2-1626 ,GM , I: 1922)貴公司董事金抱怨 H. 布旁王若你 (Hen

drick Brouwer)且督不該允停學人及其子女返回中固肘，且督在
捨他們的夏信中遠祥答友:“中因人口余多，普通人在中圍就象丹

安、霍均可斯坦(荷主)的表夫那祥設有地位。如果中固帆船繼續前

來，那么每年至少舍有一千名新移民留在本地"(4-1-1636 ，

GM ， I:546) 。

一般地說來，由于中人貿易財巴娃娃里市民的生活是有益的，

而且并未削弱公司的畫餅杖，因此，中固帆船的到來使得到思可能

的鼓勵。 1626 年春，停泊在巴迷堆里的 5 艘中固帆甜的船長﹒蚊到

了苦面件可怔，其中規定:如果坎年他們返回的活.那么特減兔一

半港口稅。另外，又多妥了 5 份許可涯，由他伯特交錯中固的其他

船主 (Res ,GG ,6-6-1626; VOC.IO鉤，f26) .此外，脂上的船長、

帳房、大副、水于長和工匠，都收到]}..象牙到成袋的胡椒等ffi"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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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小人札物(Res ，GG ,6-6-1626; VOC , 10鉤，的0)。甚至起宣

布，乘京北季風到述的第一艘帆船，免除昕有的說收。

然而，每當公司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跡肘，它且是迅速地于

以反青.有一艘曾于 1625 年到垃巴迷推里的中固帆船，在 1626 年

卸元視可在巴述推里荻得給兔港口說的利益，欲說往雅巴拉

(Japara)。法船在途中敏公司的快扭捏截，妒送到巴述堆里，被赴

以 4000 餵元的罰款。方了把貿易推向它的大本膏，巴城當局甚至

通知巾固人:它格不再昕忍中園帆船駛向北大年、占碑、巴部旁、望

加惕和地向(帝渡江13一 7-1626，前印，且督蛤福摩妒忌督的信，

VOC ， 853J. 當然，直然椅主井不能安施述一命令，但是其目的元

是是河了牢固控制中圓滑京南里的貿易 .ft~r中固遊口的商品，他

的偶而也采取保妒本地戶品的措施.制如， 1636 年，當地許烈酒的

銷售卉始下降肘，一艘浦載“中固啤酒"的商船被宣你要保以重稅

( ((巴城布告集 >>1:40日。

17 世紀，中固帆船主要)Á巴速推里出口以下戶晶=大量的棋

市和熱帶F品，如 z 胡椒、肉豆宮、T香、檀香木、牛角、象牙、香料、

燕窩及各科訪材。大釣到 17 世紀末，惕和椅主布也成方重要的出

口商品。白銀出口造成巴速推里財岸的F重空虛。在中固，白棋是

繳納地租的基本方式，因此需求量板大。巴城當局武囡混服半商接

受以安物支付代替現金付現，但述一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在熱帶~I

品中，胡椒的備售量很大，}Å 1637 年到 1644 年，每年肉中圍出口

300-1000 峙。@

)Á一份報告可知:述一貿易的冒陸性是里而易見的。 1643 年 t 1: 

﹒駛抵巴述維亞的 5 艘帆船中，有 3 艘在返回中固途中因風暴而失!

事。送些船只上胡椒損失以及由于來自果阿(印度沿海〉的葡萄牙

商脂未能到迷澳汀，結果其他香料置乏，使中固的胡椒份格上離

而台灣商愴的請主京印度公司取民部大方高矢，因方他們能略

刻特庫存中的胡椒這往中固 (GM ， II:210). 1624 年在台灣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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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主遮城，比起逼湛的巴速推里，當然更道合荷主句中固的貿易。

} 而巴述罐里帆船貿易，在其存在的早期盼展起，既遇到的強硬的竟

令其才手也主要是來自逗些地區.

1.644 年，且載重量均 3200 峙的 8 艘大帆船玻抵巴述堆里
的M ， II;254) ，由于船主和收稅民之間就日益增加的各科中固貸
物庄付的過口說數量不斷友生學鼠，困雄也隨之許生，當局已入iR到
有必要安行一些新的規定，決定所有到來的帆船一一除首次到述

的按持說可免視外，其余的都特征收 550 銀元的“應英稅"。遠就使。
船只免受蚊說民的避一步的拉查(({巴城布告集 >>U;8日。到 1654

〉年，大帆船的稅收增至 1500 銀元，小帆船增至 1000 西班牙銀元。
b 逛一增長數字皮看成是每艘船只質物相封份值增長的指粽(({巳城

布告集))Il; 192) 。

1645 年以后，由于中固度生內蝕，堵塞了貿易和園內供庄錢，

駛往巴速推盟的帆甜數字迅速減少的M ， Il; 271)。滴族人 1644 年
建立了清朝，遠吋他們井投有占領中圍的全部領土。他們又花了

40 年吋何，才平定了全固.新政府最頑固的敵人之一是福建晉江
地區部氏家族的后代。在青年領柚部成功(或輯:固姓帶)的領辱下，

送小家族始與忠于明朝的合法推承人. 1649 年那成功取得了整小
廈n地區的控制杖.1真地區是中固滑京南E貿易的主要貨物集散

地。在以后的几年間，那成功簿措的誠摯詮費主要來自勻 H 本、椅 ν 
' 主京印度公司在台灣的蘊民掘品及中南半島渚港口的海外貿易，

(山 ß~佛二郎， 1976)。然而，巴迷罐里貿易卸控目了一1-F葷的衰

退期。
由于貿易衰退封牟人F生日益明星的影哨，且督 C. 茱恩

, CCornelis van der Li j怔.1646-1650)允祥在巴迷堆里的學人勻日
本做貿易 (GM.II;487) 。巴城學人勻台灣之間的交通也弄過了。
1653 年d 趣中固帆船駛入台糟港口。巴迷推SIE.帆船數量增加，使

台灣且督 N. 飾伯格 CNicolaes Verburg)感到忱慮不安，向董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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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 z 巴速推里的半人到遠里來其妻本公司銓臂的同祥的商品，他 I

的正在侵犯公司的奎斯地位(24-12-1652 ， GMII: 60心。阿姆斯

特丹的公司董事金贊同他的現息，禁止述神貿易繼續下去。起初，

巴城且督 J. 再接克(Johan Maetsuijcker , 1653 -1678 年〉反封遠
科做法，扭心遠祥做x;jl;支城的繁榮舍有消披影吶 (GM ， II :759) 。但祖|

是.曳 1654 及 1655 年來自福建的一支由 8 艘帆脂組成的船趴突

然出現在巴迷推里港吋，耳接克在捨阿姆斯特丹的信中寬慰地有

道:述是船只的到來.給送小城市的學人及其它居民控入了新的短

濟活力(1 -4-1655 , GM , II: 823) 。但他的速神感兌并未持續多

久。
至姐是巴城的 8 艘帆船均厲固姓帶Ðf有。椅主京印度公司如今

不仗面i瞄著一小不愿唯其耳首是晦、而且准各向其挑峨的可怕的

財手.逛一成至少可瓜耳六甲長官 J. T. 佩耶特(Jan Thijssen Pa- : 

yart)捨司展克的信中清楚地看出。前者告知后者:一艘來自廈門

的帆船到遠耳六甲，帶來一封固姓帶給佩耶特的回信。此人 2 年前

曾寫信翁達小中因特罕 z今后不座再派帆船到耳六甲去，而庄直接

駛往巴是誰里。固姓帶則傲慢地回答:就他令人來說，台灣、耳六甲

和巴速推里都屑于同一↑圍家，他言人均設有理由不允i午他前往耳 l

六甲。荷主人容忍了述一答度。然而，揖按自E船長透露，固姓有乎已

派遣 7 艘或更多的帆船前往京甫里，其中 3 艘駛往過歹，其余的分

別說往六坤、雪主義、北大年及乘佛，因此.他可以此送些地區過騙

、各神昕需商品.而不必在台灣、巴速推亞和耳六甲胸果。 CGM ， II:
\ 
824) 。

1656 年，中固頒友了“禁止片根下海"的沼令(回故康， 1956:

7).中央朝廷武囡通垃禁止海上貿易，削弱固姓蒂主要的故入來

諒。而后者將其目光特向台灣，在 1659 年，和荷主斷絕了昕有的貿

易失系。 2 年后，他的臥伍控垃台灣海峽前往按晶(GM ， II: 283 , 

359) ，在熱主遮城包固了荷主蛀罕。 10 小月后，迫使該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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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皇帝方了孤立台灣的那氏政杖，在 1661 年，采取了更Ft穹的措
施。他命令用武力迫使中固沿海的前江、福建和「京渚省撤出精岸

地區的居民.吳振強曾指出，送些措施的結果起了反作用，它們只

能增加當地人民)(.y北京政府的仇恨，使那成功的軍臥遊一步tt展

其尚未受激烈竟爭打面的海上帝固〈吳振強 .1983:53) 。

此 1664 到 1673 年，清軍和那民軍臥相互推持著平衛，直到三

藩之亂爆裳，述一僵局才漸漸錯東.迫扶叛亂是由前滴族的藩臣指

揮的。他們之中有云南、f京和福建三小藩王，他們和那氏家族的

軍趴耳其合起來。但是，由于首領之間不信任的加深，結果在 1676 和

1677 年肘，其中間粵兩名首領投降。到 1680 年，那氏再改組立作
眩，不得不}À大酷撤回到台灣的根掘地 (Le~:mard. 1984: 67 一 8).

述些政治史展的結果，)(1"荷主京印度公司來說影吶揀起，他的臥19-.

到勻中固的貿易失系有斷絕的F重危陸.因此，方肪止此局面的出

現，在三小不同的農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由于巴迷罐里的華人元法再赴廈門，他們便裝各船只向日本

遊行貿易f展。逛一活功得到最高虫局的支持和推劫.思管中固

商人注祥做是在侵犯公司:x1"述一航織的奎斯杖(GM .III: 112).但
是，遠神侵害可能是被-:J9桂徵的.因11前往日本的巴速推車半人，

并不駒英日本商品，而是勻那些在那氏家族旗帆下往返于長崎(日

峙，本港口〉一-福建之間的福建同多的避行貿易.只要巴迷推里牟人

能帶回中園商品，蒂主對局就示意另眼相看，哪怕連科商品是1人荷

主東印度公司死散的追隨者赴駒英的也要.

k 

公司董事金早就預料到勻固姓帶之伺金F生麻煩，他們曾在

1654 年派遣一位使常出訪北京朝廷，表示愿意蒂助清軍勻反情勢

力作幟，以此換取某些特杖。遠吹出使以及公司使市 17 世紀 60 年

代仿肉福建北部福州的活功，目的都在于建立句中固自由直接的

貿易。@由于三藩之亂的干找，逛一目掠}À未宴現.巴述推.i[lli局
也考慮了如何設法朴偕中固帆船的損失阿題。他們決定:~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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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忙于在福建首府福州勻清朝官民遊行預各性淡判肘，不妨鼓勵

巴城的自由民在靠近尸京、勻葡萄牙人占攝的澳內航事私人貿易.

澳叮的葡萄牙人也卷入了一場事失生死存亡的殊死斗爭中，因方

其倩銳的收入來源由于中固政府的封鎖政策已逐漸枯竭.起初，他

們受到故驅逐的威跡，但到 1668 年，他伯的景況旦得不太危陸了。

}À連年起，巴城市民也參勻了珠江三角洲一年一吹的走私活劫。遠

祥一來，澳門就成均減程中固沿岸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的安全陶

1'1 0 (Wills t 1984:94-101) 
有美述一特殊吋期前主京印度公司勻中園之間的美系問題，

當代史學家 J. 推均可斯(John Wills)引起人的)(1下述事呂定的注意 z

“此 1669-1675 年，荷主勻中固之間仗有的貿易是巴城的自由市

民航事的貿易。自由市民是居住在巴城、但并不在京印度公司任取

的椅主人九}Å 1669 年起，始于一二艘自由市民船只此事的貿易旦

得重要起來了。到 1674 年，在中固沿岸有 11 艘自由民船只，其設 h

賢額的方 250000 椅盾。此外，推力吉斯在另一文章中談到“一小新

的、重要的安展是 1674 年自「京到遠巴迷雄E的一般載貨的

250000 荷盾的帆船，遠是几年以來在巴速推里登記的第一艘來自

中固的帆船川Wills ， 1974: 150- 1)。另外，根搪推力吉斯研究，到

1678 年，自由民的航逗已被完全禁止，“遠是公司芳面均阻止私人

貿易及侵害公司畫餅校研果取的且体努力中的一小重要組成部

分"。然而也戶生了述祥一小何題，形勢急劇特斐，公司派出了自己

的商船，但速運不是全部商船。

推依斯的描述錯我們遠祥的印象 z 中固的帆船貿易一直到

1674 年才重新卉始。遠是小混解oM. 推尼 (Marie-Sybille de Vi

enne) 根揖巴建推里出版的《巴迷罐里城'Ìa 1624 - 1682 年

(Daghregisters) t財群島上午併的控訴括功遊行了深入的研究，滑

此提出不同看法，挑均那些船只并不是往返于澳叮的自由民快艇。

巴迷罐車的中固帆船貿易，自 1665 年后接慢地恢廈，其貿易

116 



圳
州
州
附
州M
m訓
，

l
d
H
H
H
U
H
-

討象很可能是一些不受那氏控制的中固港口。而且在 1670-1674

年的 5 年期間，堆裝有了里著的投展。 M. 推尼:tt珊，在進 5 年間，

共過行了 12 吹自由市民快艇貿易和回故中固帆船貿易。而在

1675-1679 年期肉，自由市民快提貿易勻中固帆船貿易的比例是

6 : 50，很明星地中因人占仿勢。此肘，除澳叮之外勾各港口的貿易

也已恢夏.推尼且詰道:如衰 1 昕示 (Vienn巴， 1979:115) ，只有

1665一 1674 年速度肘期，巴迷堆里勻澳n的帆船貿易，超垃了勻

中固南部其它港口的貿易。毫克疑何，澳叮航鐵起了幫助渡迂間又在

肘期的有益作用。

表 1 赴巴注推車勻澳n的中國輒甜一覽表(每 5 年一小偷眩〉

出

年 份 澳 n 巴速推里 -的4品、

1665一的 1 。 l 

167。一 74 13 5 18 

1675 一 79 15 28 43 

1680-83 6 10 16 

>

)1. 

廈叮于 1680 年最終被清軍古頓，而該城的一些蘭人在改年，

就又恢夏了同巴速推里的帆船貿易。但是，在公司董事舍看來，反

差元常的中園勻巴述堆里的帆船貿易似乎主要是方精足京南里消

費者的需求，而并未形成一小力求彌保歐洲市場討中固商品的盔

常、不斷需求的供貨体系。出于遠些考慮，合司董事伯繼續派船到

中固，在福州}Å事貿易，且然述一貿易受到各科各祥的限制(斯塔

佩均可 Stapel ,1927-43 ， U一 1 :752-67) 。隨后几年的重要炭展，或

副住地改受了中固貿易的全局，迫使荷主討其忱先杖作出重新估

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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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鼎盛肘期: 1690_':_ 1740 年

17 世紀 80 年代，廈f1同巴迷堆里帆船貿易出現了夏亦，遠是

由于在注十年里的第一年，同吋友生了兩大政治事件。

1683 年，巴是推車當局在長期盼望后，與于找到机舍，將其附

近的竟爭M手一一方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特別是在前几年，方

丹已銓卉始吸引一部分中固及日本的帆船)。公司不但取得了爪哇

沿岸地區的霸杖，而且逐平定了巴迷堆里腹地.巴速推里郊區以往

常常敏方丹的強盜困伙頭挽，如今已在荷主京印度公司的控制和

管理之下，并得到汗炭.特別是甘東神植並的'&.展，需要大量的中

固神植工人和制糖工人，而在此以前的東糖工人大多數是J)...廈叮

地區同安丟東的。

中固在 1668-1681 年間，涅斯鹿除了迂界命。 1683 年，施現

特軍車占了台縛，最終站束了長遠 40 多年的內哉。遠場內峨使中

囝喪失海外貿易的進貫性。 1684 年，又取消了海上貿易禁令，廈盯

在朝廷官芳政策蒞固內，故攪勻各科行政杖力，以恢夏勻南洋的貿

易美系(廈f1志，卷 2:178.193).

政治上的友展.河遊一步促遊帆船貿易起看決定性的推劫作

用。而且，如果我{盯著重X;J":各項政治友展分別作出筒要吃述，并且

把它們放在制度性背景下加以研究的活，那么，上述政治安畏的推

功方式就特更方明星了。

1.廈鬥

自 1684 年朝廷卉禁后，中固當局便努力促使中因海外貿易的

友展，同肘防止非法移民。 ].K. 廖納德(]ane Kate Leonard)封 19

世紀官員兼學者的魏海民其有美海疆的著述研究后昕作的介錯 1

中， ;{;j"決定上述事宴君主展的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原則作出了或祥是

最簡明扼要的概念性分析〈廖的德.1984) 。

根拇廖胡德的洽述，精清政府偏高了明朝的海外政策，將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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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作方一+失鍵問題來討待。遠并不是由于他們討海外航海事
血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共趣，或朝廷參勻7貿易，而是由司~.~~月船鼠易
是沿岸銓軒的骨干逛一盤濟親戚引起的。滴清朝廷很清楚，海外貿
易財京南沿海地區短濟和政治秩序是很重要的，而京南沿海地區

一直在抵抗滴族統治，持續釣 40 年之久.直到 1683 年，台灣遠小
最后的種亂嘿嘿地被消灰方止﹒因此，海岸控制根和海外貿易的行
政管理，吉普作圍內的安全問題來赴理是不充道理的。即使在征服和

平定了精海地區之后，民情情蜻仍很活脹，具有強烈夏明傾向的秘

密錯社的出現就是恆明.

3甘盤督商人的活功，尸京i福建和斯江几小港口設立7海美征
稅制(庫什曼 .1975:31;廖納德 .1984:60)。海美取民負責征收遊出
口說，控查貨物進出口和登t己來往貿易船只。園鏡}À事貿易的人，
形成了一張相互負責的支祟同緒，而大多數的官芳:管理取能J矣!原
是由‘地實商人和有執照的商人來承扭的，他們則相互扭保〈廖鍋

德， 1984:60-1 )。
清廷只允i午殷察和有信脅之人建造帆船(廈門志，卷 2:167) 。

方管理11便起見，福建船漆成綠色，井有紅色的主只則析、氾 F尸京船
漆成紅色，并涂有緯色缺點!掠志。〈廈叮志，卷 2:168)。帆船的武器
裝告也有F格的規定。所需船民入獄根措法船寬度等，按比倒加以

萌定(廈叮志，卷 2:168) 。北京中央政府悔_t政策的目綜，基本上
是通道地芳虫搞研果取的小別挫理的措施和日益F密的相互扭保
的自我的東的制度，來控蚓京南沿海的居民.只有在事恣到了失去
控制的肘帳，朝廷才金采取鱉急措施，例如象 1717 年完全禁止船
只出祥之禁令逮祥包~方象的措施.或者正如我們后來特看到，朝

廷在 1741 年至少曾鐘主人真考慮注重新推行海禁令.

2. 巴注推E
1686 年，來自廈門的 8 艘帆船和中圓其他一些港口的 3 艘帆

船曾載遲了 800 多小苦力和大量的中固商品，說入巴浩罐車(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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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686 ，GM ， V : 19 ， 23) 。在以后的几年中，逛一商晶勻努力的潮流

不斷地r大。

《巴城信函文件集HOvergekomen Brieven en Papieren)是每

年)Å巴城送往椅主的文件勻信函屈、缸，是《京印度事旁扳告》的附

素。它包括有美抵迷巴迷罐里的中固商船的一系列貨料，海這草

，上i己載了船只到迷日期、船主姓名、船名、始投港口、抵浩浩口、到

述和南卉巴城的正式的人數，以及南卉日期及目的港。特送些大量、

的資料錯合高廣量的故案和信件等材料加以研究，可以比 1683 年

前那一肘期更准喃地迫琮研究恥船貿易的友展. 1685 一 1715 年

肉，每年到遠巴迷罐里的中固帆船几乎增加了一倍。其載重量各不

相同，揖估汁，85%的中固帆船在 150-200 畸之間。

帆船貿易君主展的同肘，由公司商船航辜的中回沿海貿易部交

得昇常蕭奈。遠是由于貪婪的官吏控制著述一貿易，使之受到日益

增加的港口說和苛捐起稅的盎剝。盤于遠神情形，W. 具特種恩且

督(Willem van Outhoorn , 1691-1704)慚漸明白，公司也祥座法

停止向中固派遣船只，而特送些船只用于滑孟加拉的貿易，在那里

可以荻得更大的利網。盎然，達意昧著荷主京印度公司今后特完全

依靠中固帆船(和來自澳叮的葡萄牙船只)，均歐洲市場供座中固

商品.

衰 2 赴巴娃娃E商船一虹衰〈每年平均數〉

年 份 中 因 葡萄牙 且i十

1681-1690 9.7 1. 8 11. 5 

1691-1700 11. 5 1. 6 13. 1 

17的一 1710 11 2.9 13.9 

1711-1720 13. 6 5.9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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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中 囝 葡萄牙 且汁

1721-1730 16.4 9 25.4 

1731-1740 17.7 4.8 22. 5 

1741-1750 10.9. 4.1 15 

1751-1760 9.1 1. 8 10.9 

1761-1770 7.4 2.4 9.8 

1771-1780 5. 1 3 8.1 

1781-1790 9.3 3.9 13.2 

1791-1793 9. 5 3 12. 5 

賢料來海:(<巴城信函文件集》

注: 1718-1721 年期肉，中固船沒有前往已遠維亞。

W. 奧特種恩十分清楚中固帆船貿易結巴迷堆里帶來的繁架，

他也清晰地解釋了之所以建故公司船只改造印度祥的真~功机。

而在那以前，公司船只一直只被用于中固沿岸每年的貿易探陸浩

劫。其接利机過分析表明，把船只用于“西部海坡"比用于中因海城

更合算。在中固海域的利油只有胸英份的 45%(VOC ， 2219 , F. 

82). 他又指出:笙蕾中固帆船比公司商船更便宜:“他們的水手設

有掘酬，每令人此隨身揖帶的商品上掙錢.因此，小人向船主交付

的逗費不可能很多。 "(31一 1-1692 ，GM ， V ;466). 面前述一具有

現服力的理由，公司董事合一致同意了他的看告，決定故弄勾送小

“中央王囡"的直接貿易。

1693 年，份值 194 ， 891 餵元的胡椒、紡旗晶和香料在巴速推

里出售給來自中圍的商人。間吋，又}:À.他們那里駒其了 109923 餵

元的小妻、鍾網、紡俱品和瓷器.遠比公司商船在 1689 年最后一吹

121 

11.: 



3史往中固期何所遊行的真袁大得多。 1694 年， 20 艘中固帆船到迷

巴城.搪汁算 z公司b人他 ffJ那里駒英的商晶且量比派往中固沿岸 5

艘椅主京印度公司的商船可能載田的商晶起要多。

然而，繁盛的帆船貿易也有其副作用。公司董事金卉始扭心，

公司件多取民通迂中間阿站大肆)Å事非法的私人交易，并~每昂貴

的瓷器和荼Pt等船贊這回家~.而巴城政府部財每年流入巴城海

岸的大量元主Ik中固游民表示扭償。

3. 公司的限制

荷主的董事舍掘其盔瞌明白，討其在京芳的取民航事的非控

交易，他們几乎或者根本投有可能制止.但是，~;j于歐洲市場至美

重要的荼卅和瓷器逛商科爾品，他111抓住机金財邁向歐洲的航是

錢上盛行的悲耳卉刀.< 在帆船貿易早期，僻的需求量就很大而荼問到吋記

80 年代才成方重要的商品.公司董事舍曾在 1685 年 4 月 6 日告

知巴城政府 z公司取民非法避口的荼卅在哪芳面都超迂了限度，決

定特荼Pt作均有研值的商品保留蛤公司經費.因此公司董事金度

布命令 z再也不允祥特茶Pt作方小人物品帶上船(De Haan .1918: 

24-5). 送小命令一定是故效甚微.因方 8 年以后(1693 年 5 月 5

日)，合司董事金又命令 w. 奧特種恩且督財乘坐荷主京印度公司

船只的公司取民，在返家途中昕擴帶的荼Pt和瓷器征收高昂的附

加說。巴城政府立刻特此命令付渚~施，于 1694 年 2 月 23 日頒布

法令，通告那些准各回圓的船民和船客，)Å 2 月 23 日后回固的第

4 天井始，他們私帶的茶"卡和瓷器等奢侈品，必頒支付這輸費 z荼

卅每磅蚊費 2.10 荷盾，瓷器每磅岐費1. 00 椅盾.JiJf有送些商品必

須送到忌督府接待室檻查，在那旦迂秤、登t己和包裝(((巴城布告

集>>， III: 359) 。

送小法令引起有美人士的一致反滑。、勻述一法令有美的大釣

人封靖恩唱，由巴城中人送交錯最高當局。送些信中最令人感失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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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是 z指出了這往歐洲的中固商品在巴迷堆里貿易中的作用。

人的金有共趣提出遠祥一神看告:研究渚如中固帆船貿易的

掌者，因中固帆船貿易不受椅主*印度公司當局直接的管轄，因此

庄重成美往直民主5周果取高E或不公平決拔的那些美鍵肘刻。由

于判斷上的錯誤昕引起的反庄，其直接的結果往往是 z深入地調查

那些由孤立事件掩蓋的、或由于毫元共趣或文化上的淚解而被忽

視的事件的真~性康。

在逛一特殊場合中，有一神調查是不必要的，受迫些措施影咱

的中圈人，己思力混明了他們的困境.首先，甲必丹挂昆官(譯音，

Que Koenqua.)和雷珍主林其官(譯音 .Lim Kheequa)向荷主告局

i斥視其中固伙伴的“巨大悲衷和不清傾向"。他的感到自己滑巴迷

罐里貧努學人的福利負有責任，趴3台中人“很長吋何以來，一直在

間下的保妒之下平靜地生活著"，肘以恩清且督思快解除近來頒布

的法令。學人官民〈指牟人甲必丹、雷珍主等。一一揮者〉估汁，每

年大約有遊口 1200 桶 Cbaly)的荼卅遊入巴城，其中 500 桶袁錯公

司，虫地消費 500 桶，起有 500 桶三是錯了荷主水手和回間的公司取

民。 500 桶相曳于 250 扭。揖此每磅荼H十的逗費釣 1 里克斯元，那

么，達 250 扭的茶肘，最多特帶給企司 25000 銀元的故益。

此外，每年由帆船提供的 500 箱覺器，其中有 300 箱借給當地

市場 .100 箱案給公司 J剩下的大部分避入了非官芳的流通領域。 1

箱盔器等于 200 磅，而其費稅(每磅的使士)又特帶來的00 銀元.

錯果，述一新措施蛤合司最多賺得 33000 銀元。學人官民運指出，

中人向海美、商店、市場和迂秤址等地的那些故稅人，主E有中固人

夫說、姻草稅和措肉說的收說人，以及那些收賭說的收稅人支付現

收租費用.那么牟人的負祖就逼迫于上述表面上的 330ÔO 餵元了

CVOC ,1523 ,F ， 555一份。

第二美清應有是由九位船長提交的。他們一抨始就用i司藻竿

而的i吾吉林頌道=“i午多年以來，我們在中固和巴速推里之何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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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Á福州、廈門、基陸和于波，這送中囝室主調、茶時和瓷器，而且

且是受到倪符。肘于以往的支持，我伯的感激之情非盲i吾既能表

述。"船長的說.:反封公司最高當局頌君主的法令和公告，其才他們來現

是誰以想象的。但是，他們試方 z送些法令只能在一小造詣的吋飼

之后，才庄生效，“因均達是歐洲各固 l司研有商.!&奈約中的慣倒"。

他們接著申訴道:如果船長預先已得知奕行新法令的消息，他們就

金再三思考“前面昕面 l隘的危陸，渚如故人的裴奇、狂風、雷雨、吵

丘和暗礁、大火及水手可能在被待站誦的大海上遇到的任何潛在

的危腔"。而在目前途神情形下，他們說，他們既元告丟掉自己的貨

物，也不能向公司胸英布、胡椒和了香等商品 (VOC. 1523. F. 

557). 

茶商也加入了清愿行列，大喊大叫悅已到了4即特毀矢"的境

地，因方他的不能再像往常一祥，把茶卅冀捨回固的水手，而那些

荼卅是他們借錢芙下的"。謊菜市場和水果蟬的包現人〈每月 2260

喂元).思求解除其合的.吉林 z几乎ør宿在荼街叫真的小販〈釣

200 人)及大多數店主，都拖欠每月底繳的說款(每人 2 喂元)。揖

垃秤娃的包說人(每月 530 餵元〉披告混 z再設有荼 ~t來垃秤

CVOC ， 1523.F.561)。接著是皆器商“清含熱?目地預測著自己的命

這紗，因方他的不能出售自己的商品了. (VOC.1523.F. 563)。而那

些中固工玄晶、姻草且豬肉的包稅人JM抱怨 z 收入來源巳湖漸桔

竭。最后人失說的包說人(每月 1.400 銀元)通知當局，至少的0 名

荼服和 200 名單E器販子特寓卉巴城城區前往郊區的果固、科植自. j 

和制糖作跡，以便逃避人失稅負扭和價杖人CVOC.1523 ， F.564) 。

因方放貸人主要是巴城的有三市民，量而易見，連一法令不但

仗只影吶學人。當局主J...:ì，，R到，必須果敢座急措施，以幫助那些必須

付l脹和決定駒某公司股份的人.述些股份最初是用于此事私人貿

易的。

在 1694 年 11 月 30 日的《巴城文件正蝙》中 .w. 奧特霍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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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清示公司董事金改斐述一政策。因7位他扭心下一↑貿易季常期

l司，中固帆船可能金改而現往柔佛或直卉 (VOC ， 1540 ， F.130V)

方了使自己的建故更具混服力，他提供了一份上小貿易季常的財

照表(VOC ， 1540.F. 130) 0 1694 年， 21 艘中固帆船和一艘葡萄牙

商船到迷巴城.以下是其芸芸的商品清草=

表 3 1694 年巴迷維亞中固帆船貿易清單(以磅均草位〉

商品科委 數量(磅〉 金額(餵元 rixdollars)

轉 119150 9512 

各養蠶器 462309 29034 

荼 93973 33767 

粗笙 6141 10921 

姻笙 2130 4713 

花棉 578 4846 

自棉布 879 1406 

素棉 445 1876 

人參 61是 98 3348 

主E漆 19050 1053 

日本銅 466604 8022 

且汁 108498 或 325533 椅盾

黑胡椒 2323734 176184 

丁香 23424 25150 JI 



商品耕美 數量〈磅〉 金額(銀元 rixdollars)

肉豆 976 752 

樟胞 2260 2175 

柯胺 4880 440 

錯 66135 2710 

荷土士戶晶 23197 

昆、 t十 230581 或 691597 荷盾

公司的銷售額比起航中固帆船上胸英的商品額超出 366064

荷盾。述一事;9Ç証明了 W. 奧特霍恩在前封信中坪加iê述的班車，

“由于中固人銓常往返巴速推里，其他固家〈也即公司的竟爭封手)

元法得到其商品。因此，在歐洲和亞洲，銷售送些商品井)À中族利

的机金被剝守了 "(6-2-1694 ,GM , V: 666). 除了銷售利1月之外;

中固帆船貿易起可使巴城荻得 17 ， 655 餵元的海美稅、人失說、安

全費等等(VOC ， 1540 ,F. 132) 。忌督接著又說，起要求 5 般有三京

印度公司的組只迢來相對于航中固帆船上胸英的貨物。

在巴特利里的公司董事金鐘迂很長一殷吋向后，才斷定 W.

奧特霍恩的那底是正繭的。 1695 年 3 月 24 日，他們正式承臥，帆

船貿易是巴速推里繁榮友展的巨大財富，建放過述各科必要的方

式給其支持 (VOC ， 323) 。巴城政府非常精意地艾布了官芳通告，

宜林可能不再施行“布告九然而，勻此同吋，當局自身又過到了逛

一貿易男-1f面的同題。

4. 遇止移民浪潮的措施

M“黃禍"、抑或滑移民浪潮席卷海外領地現拔的恐棋，勻瘟民

主文的眉史一祥由來已久。它不仗存在于撞民地當局之中，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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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巴城學人的精英中，圍方其保妒人的地位受到新移民的挑故。

“各笑來自中園的~合之余"的流入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巴城

甲必丹勻雷珍主{口和其手下清示忌督和i平說院采取，行功，因方他

們元浩再推妒自己的杖威地位。(((巴城布告集>>.II1 :262) 。作方答

夏，當局在 1690 年 5 月 21 目規定:既有 1683 年以后到來的學人

必須在兩小星期之向前往中人甲必丹官郎擺到，說明自己的姓名、

眼並及全家人數(包括奴眾在內〉。全城除了荷主人居住區外，起考

叮姐走了學人居住臣，以此有效地位查非法移民。

過局運要求辟有定居的半人保持失頂留一簇毛炭的持統友

型，禁止在前顯剃淨、后留辨子的新“聽盟友型久遠一措施元疑使

人的易于區分定居牟人和自IJ)À中回來的、前額全部剃淨的新移民。

然而，安佇逛一措蟬的結果，出人意料的便是使巴述雄里我得了一

神買書 z即它成了忠于明朝、拒絕精族政杖磷定的剃度令的那些中

圍人的避妒所。
另外，帆船船主被告知=不能再向巴迷推里載有帶客，連者特

赴以每人 10 餵元的罰款，該款用以救拼法城的貧窮半人(((巴城布

告集 >>.III:264 一的。 JA~告吋宴豚需要學人求~費功力的魚度來

看，完全禁止移民的法令是一科很不現耍的措施.更何況，載這搭

客是脂主的主要收入。此外，方了便于管理，規定中囝水手每晚必

須在 6 泉之前返回自己的冊在船只，只有船長和商人可以在城里、

租房。

遠些安全措施并設有多大成效.ì!午多水手和船客繼續違法搭

船前來。于是.1696 年對局又規定 2萬境船長必煩要方那些未隨船

返回的連令者支付呵款. (每人 15 娘元)。后來，徑述几吹勻巴城的

學人官員協商，連一規定改方一吹性交付且數均 1200 餵元的朴偉

盒，作方那些嘯要元告返船或晚蚵者的象征性呵款(((巴揖布告

集 >>.III:40的。

)À 1706 年起，巴城當局規定:大帆船每艘只能載這船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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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小型的〈“蜢蚱")限 80 名(<<巴城布告彙>>. III: 566-7) 。但是.

船主的一直忽視逛一命令，甚至船主將船客送往元法有效巡視的

巴城沿岸地區登岸。因此，當局在 1707 年于耳陸得(Marondt)安

克然 CAncol) 、安肯 (Ankee)和丹吉 CTangerang)等河的河口地區，

設置了曹耳(((巴城布告集)). III: 578)。上述送小冗長的筒況証明

遠祥一小事宰 z 巴城政府面峭的福建移民潮所帶來的問題就像福

建當地政府昕面|闊的伺題一祥多.影日向中固述一省份人口的推力

勻拉力因素 .1正明它們比巴速推E貿易航鶴的兩小些東采取的行

政措施更加有力，它幫助福建人卉辟一奈摺脫“唐山"現苦生活的

道路.

5. 間接貿易之利弊

公司董事合在 1693 年肘曾桂率地抉定:財載這荼卅和瓷器的

商船增蚊附加稅，混明通迂帆船貿易提供捨巴迷推直的昕有商品

中，趕往歐洲的商品越來越占重要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歐洲人

對荼卅、瓷器等奢侈品的需求，刺激了中固航追1恆的友展。只要公

司董事金及巴城虫周承R帆船貿易財巴城和聲令公司的繁東作出

了貢獻，那么也得默i午隨之而戶生的公司取民依靠中固商船避行

的非法貿易及非法移民等弊病的存在。

就荷主京印度公司本世紀初在聲令軍洲的貿易組夢、1f式而

盲，里然該公司勻中園歌系的性廣勾其在其他地方案行的(壟斷)

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在印度洋上，荷主京印度公司概不情愿地:xt>>.印度京部港口

說向京印度的印度商船，投放安全引辱通行宜。到 1720 年，孟加拉

商人只被允許此事南印度、鵲主及耳恭代夫群品的沿岸貿易。著名

的研究印度洋貿易的杖威 K. 界德哈瑞(K. N. Chaudhuri) i入方，市

場的衰落不座作方本地航這}[k如此明星削減的主要原因，而庄阻

咎于“歐洲"航還必反其軍洲貿易的支展。孟加拉商人使用瑟挂歐

洲旗軾的船只這送商品，才避兔了荷主人可能金宴行的禁令(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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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 1978:199)。在遠神情形下，所惰的“歐洲回家的貿易"我得迅

速的1.t.展，并凌當于本地航這~之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國 由于前士士勢力的增長，京南亞本地貿易受到F重影吶。 1641

和 1682 年，再六甲和方丹分別被荷人并吞之后，只剩下里井和柔

佛成均達一地區唯一仍向正洲人和歐洲散商汗放的港口。荷仝士繼

縷奕行排斥外固船只前往印尼群晶的政策，但有一小值得注意的

例外 z繼續向中固帆船投放安全引辱通行宜。因此，荷竺京印度公
h 

司卉始完全依賴中固人，逛一情配似乎并未使董事舍不安。

迅速度展的帆船貿易給巴城帶來的繁束。使公司的歐洲竟爭

X才手更加嫉妒。 18 世紀初曾參親近咳城的英固人 w.~杰斯

(Woodes Rogers)Ì己載道:“荷芒人使既有這朱熹捨他的的中固商

~ 品.比他們自己去販逗要便宜得多。由于他們做香料貿易吋地理位

置上的便利，便完全控制了局勢c.....仆。巴速推直不需要印度能提

供的商品.遺憾的是，我們的京印度公司在中囝人可能常去的地

方，又設有根掘地。我想，如果很好地利用根搶地的活，比我們去中

囝要有利得多。因方我們的商船在中固只是按一視同仁地財待而

已。我們再奸耳辰(婆~*iii南部〉已有五年了 c... ... ) ，而此地:x1我的
的京印度公司，就象巴述堆里河于有三，本來是很有用的"

(Rogers , 1712: 407) 。

法園也表慕荷士士在:x1學貿易中的地位。 1699 年，第一般到垃

尸京的法固船“阿菲特利蒂"寺 (Amphitrite)的一名脂民，搪其素

、-
眼目睹宇fìé道“11 月 27 日，中固船高珠江口出海，向巴速推車駛

去。其中有几艘挂著荷竺旗，因方它的裝載的是案給前全人的貸.

遠祥一來.巴速推里的荷士土商人通垃中固船員的輯旋，勻中固全固

各地進行貿易。他們很容易得到那些短缺戶品，而且很便宜。因方

他們兔除那些既有中固港口都要征收的苛捐染說，也可避免拒付

7 的可能性。因;但其預交給中因人的那些商品(如果需要)i車站把票，

可在巴城或方丹的學人机拘中立即兌現"(Madrolle ， 1901: 4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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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主人不同于其他歐洲竟爭滑手，在中固沿岸未遭到高稅率

的盎制和勒景。除此之外，他們可以引方自傲的是他ffJ勻中園的貿

易是出起。有主京印度公司把熱帶戶品獎給學商的收益，安縣上比

他ff] JA學商赴駒某商品研得更多。在 18 世紀初的 10 年肉，椅主人

勻中圖船貿易出超 10-50 方椅盾<DeHullu ， 1917:39) 。起有一小

附帶的好赴是 z某中固商品不必支付白線。

JAE時有遠些有利之赴及其完學封手的贊向來看，似乎超設有

理由指責荷主京印度合司的董事的退退未能承趴句中園的貿易并

非象表面上看來那祥帶、定和理想.赫戶(De Hullu)在有美荷主京

印度公司財中固貿易的早期研究中表明，早在 1702 年，公司蓋事

合就要求巴城政府.要以偏于安隊的市場份出售其商品。例如，出

售給中固船長的胡椒，份格很低，中固船長可以特手將胡椒~給「

州的英固人和法固人，后者則又作方回失賀這回歐洲 (Hullu ，

1917:39). 

然而，歐洲現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公司是否能把潛力被大的尸

州市場排除在外而不加理睬，是一小更具有根本性的問題.每述一

問題相比，上述考慮就旦得充足桂重了。由于有主京印度公司~寄希

望寄托于充當中介人角色的帆船船長身上，因而陷入被劫的地位，

因此，公司于冒退退不封外圍在中商多友展引起的玫治斐功、甚至

市場份格的被劫做出反座的民陸。事~上，送些情況已室主君主生。有

主京印度合司完全失去了良机。首先，遊入「州太晚:其吹，在茶Pt

貿易竟爭中又輸了一著。~廊上述一奢侈品早已侍入西方。

6. 斐勛的前景

f泛地i寸沱「州的嚼起和荼卅突然成方歐洲市場上最重要的

遊口商品，已超出了中固勻巴迷推車貿易的研究范圍之外.而且，

赫戶封遺一何題已有深入研究.丹寰宇者瓦格萊曼 (Kristof

Glamann)又特其置于更尸泛的背景中加以研究 (Glamar凹，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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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3)。而我們昕要探i寸的是在 18 世紀初的 10 年惘，歐洲肘「

州的直接貿易和生机勃勃的茶卅貿易錯合起來，文才中囝勻巴述罐

里的帆船貿易F生了何耕影吶，以及荷主京印度公司的蓋事舍是

如何迎接其歐洲竟爭封手的挑娥的。

尸州和廈n港同吋于 1686 年向外固商船卉故。廈叮一直是中

團海外航逅的君主糊地，而「州則如一千多年前一祥，成方來此停泊

(黃埔港〉的外圍船的京道主(廈門志，卷 2:177)。尸州港宜人的那

境，成功地吸引了英浩商船的到來。 1701 年，英人巴卉始在珠江沿

岸貿易.有趣的是，其商~貿易伙伴通常不是尸州本地商人，而是

個籍商人。像歐洲人一祥，他們在貿易季令到「州，然后返回廈門。

18 世紀后期，遠些福建商人便定居在「州。他們勻服各于巴城前

主人的貿易問緒相耳其系，但他仍在「州的赴墟均有很大區別。述表

現在他們研供庄的荼卅售仰和E質量方面。@﹒

易腐商晶貿易的兩小美鍵是連度和民量控制。就奈Ilt來混更.

是如此了。~吋普遍主人3位，皮{象侍候排美的年鞋太太一祥恃候它

(Haan ， 1918:25)。最上等的武夷荼生長在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夏

季果摘，初秋吋退到尸州.}州的歐洲商船英到一等精品貨，精心

裝入皓封的箱子里，把這神奢侈品直接這往歐洲。中固帆船商人常

常只能是芙到挑剩下的三等荼卅。裝在竹籃里送往巴城，其銷售份

比尸州高出很多。格茱曼班.:18 世紀 20 年代以前，巴城的茶掛比

尸州高一倍。由于送些荼卅故不加區別地赴理勻包裝，加上又耽喂

了几小月才能在吹年 3 月由寺叮的請主“茶船"這往歐洲，使有主

京印度公司在荼Ilt貿易中勻其歐洲竟爭xr手相比，赴于明星的不

利地位。@

7. 中固皇帝的介入

此瓦佮丁(Valentijn)起，荷主持銳的瘟民局史竿家一直堅持

主人均 z斯俠仗皂、督 (Christoffel van Swoll , 1713一 1718 年) ，在 1718

年吋作出了一小魯莽的決定，造成中固勻巴城航逅的突然中斷〈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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佮丁， 1724 ， V : 348) 。由于巴城郊區的學人元2&游民帶來的成堆問

題和巴城孩人茶份引起的麻煩，且督于 1717 年 3 月 2 日，友布了

一項強硬命令 z禁止非浩移民造入巴城和掠錯茶份。

1717 年 1 月 30 日即作筒明決定表明斯訣飯，也督在t亥年的貿

易季常中廚面 I峙的困境。朱自廈n的 2 艘一大一小的帆船各載

440 和 248 名船客到述了巴城.然而，按規定只能各這載 100 和 80

名船員。對局在i寸洽計~f述一違法事件座采取的每呵吋透露=且然

按 1706 年 5 月 28 日的“布告"規定，超載一名乘客罰數 10 餵元，

但每船最多只能調款 1000 餵元，不管超載的 100 名乘客中有多少

非法移民。進吹過局部作了區別 z兩名船長共罰款 5280 餵元，因方

椅主元意將 528 名非法移民拘留 5 小月之久，而特他的交錯船長

自己管理(VOC ， 1876 ， F.2456-9) 。

1717 年 3 月 2 日，巴城對局草芳面特三神不開質量的茶份分

別定方 50 、 60 、 80 餵元。而遠是在學人堅決要求降低荼份之后炭生

的@。格萊曼贊同遠祥的見解， l!IJ斯扶然財此事赴理得并不好.他

有道 z“中囝皇帝以禁止其臣民駛往巴城作方回音"(格萊曼， 1981:

217;掛戶， 1917:42) 。然而，中固有美人士趴方，遠些措施句中固帆

船由于椅主安行高E政策而回避巴城市場并元美系。其原因逕縛

在改貿易錢的建成中園述一失去尋找。在斯扶起之法令頒布前几小

月，即 1716 年 12 月 9 日，中固皇帝頒布法令，宣布不再允件中固

商船硬往南祥。新的海禁法令是針~;j"中固沿岸日益猖澈的海盜浩

劫以及江亦、斯江南省非法出口大米作出的反座。朝廷主人方，“呂宋

和巴迷堆里是中固逃犯的避旦在膀，'，“也是中因海盜的大本蕾"(傅

洛亦， 1966 :1 22) 。

仔細閥混京印度公司 (VOC)的檔案質料可以征明，巴城當局

是早已掌握著一切事裳，因此毫元疑問舍大方放JL'. 1717 年 11 月

30 日的《巴城文件r[繡中，他們已告知公司董事舍，在即特東l值的

貿易季常里，不期望有中園船到此。 }Á中固船長的故活中，逛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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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清楚f由于皇帝年迫，將戶格限制中固船只，不使有損于帝圍

的騷亂有机金投生。揖倩閹帝園的社金缺序正銓房一小不穗定的

肘期"(GM t VII: 323) 。

几小月以后，逛一視法得到了t正笑:不止一艘中固帆船在巴城

停泊。 2 月初來來自耳六甲有美中固禁止海上貿易的消息，JÅ 2 艘

英固船“溺森寺內Townsend)和“埃塞克斯寺"(Essex:)的船民赴得

到過一步怔裳。遠 2 艘船 1 月寓卉「州，現停泊在巴城.中固皇帝

積已向臣民2宣布禁令，禁止除日本之外的所有海外貿易。然后，在

遭到“富裕的省份福建"的激烈反對之后，勻京京和交趾支那的貿

易航錢，于 1717 年 10 月 26 日重新卉放.但)(;j"船主來攏，勻逛一貿

易問吋而制定的根端的安全措施，事宴土使其充法出航，因方船主

扭心，在交趾支那水手舍大量逃跑，而他的又必旗負責水手返回

(VOC.1890 ,F.1716). 

)(;j"耳尼拉和巴迷罐里的貿易仍然元法避行，“因均達里的學人

注保留古肘的主型和服裝"。根措英囝船帶來的帝國法令的譯文

本，而遠神服怖本身就拘成了“叛逆罪"。財巴城福建籍的中商也得

知同祥的法令，如果他的不再上回園，特被切均奴眾而放遲到難扭

地區(法令集 .10-2-1717.VOC.1890 ，F.1715V) 。

海禁奈令一宜有效地維持到 1722 年@正如在上-1-世紀妥行

海禁奈令的年代里那祥，來自澳叮的葡萄牙商船很快填朴了空白，

或者至少是部分地填朴了空白(赫戶 .1917:44) 。因此，巴速推血句

中園的貿易)Á未完全停止述。然而，某奈的預付款項則特到葡萄牙

人手里。
椅主京印度公司董事金曾于 1719 年指示巴城對局.息可能多

地在巴城駒兵荼肘。其目的是傾銷歐洲市場，以此抑止竟爭，結果

逛一目括在一二年內就迷到了。到 1721 年末，出售荼Pt的手推牢

充斥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i民安， 1918:28).

荷主京印度合司董事金抵制的竟爭來自奧斯坦德公司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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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 Company)的介入。 t黨合商投在奧地利尼德主地區，但主要使

用荷主人的賢本。 t葉公司 1719 年)Á中因果到第一批茶卅，迫使椅

主京印度合司看到它的基斷受到了威馳。除上述傾銷活劫之外，蔚

主京印度公司卉始勾奧皇淡判，要求停止奧斯坦德公司的貿易。兩

家餐于在 1727 年 5 月刮目速成一項解決#法，即奧皇做出保iiE

7 年內禁止其臣民繼續此事任何活京航海活劫。

勻此間肘，由于帆船貿易的中餅，巴速推正當地盤帶被F重破

杯. 1719 年 1 月，半人科植固工拖欠 22352 餵元的現收(GM ， VII: 
394) 。遠神不幸的局面一直持續到 1722 年。此肘康熙皇帝死后不

久，尸州宣告卉禁.使慈督和董事金大感欣慰的是，他的斷定，既然

現在很多西芳人可以航行尸州，那就不愁設有中固帆船到巴速推

車來(GM .vn: 513). 

1722 年，萌安有几艘中固帆船說抵巴迷堆里港停泊。同年 3

月 31 日，且督有給董事金的信中視 z不再需要葡萄牙人的幫助

( ((未刊京印度公司檔案花編))，IX :78). 事宴上，第二年，中圍同巴

迷堆里的帆船貿易又鑑矮遊行，似乎})..未友生迂任何事 :21 艘中

固帆船停泊在巴迷罐里港。然而，廈n的海外貿易，則到 1717 頒布

一系列新法規后，才正式卉放。在章良探討中固行政措施之前，我

們首先簡單地坪份一下中固貿易的中斷滑蘭主京印度公司決策的

影吶。

且督和t平攻院監然肘中固帆船貿易迅速恢夏感到游意，但公

司董事金部卉始悴疑，中固貿易的畫斷)(1"他仿宋i且意昧著什么。他

們多吹告誡巴城當局派遣一艘或更多的船只到尸州了解當地的市

場情缸，但遠一切都完全元用。且督和巴城i平故院在 1724 年 5 月

19 日卉舍， ì寸拾是否庄吉普遵循公司董事金最近的指示，派遣 2 艘

船只前往尸州。他們以季風巴追述一相對站不住帥的借口，拒絕了

董事舍的提攻。 }À他的作出的送小訣定可以了解到他們討此問題

的真正看法:“一方面方了貿易目的而漲船去中固，另一面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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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帆船詮常往來停泊手巴迷罐里港，遠祥做是自相矛盾的"

(VOC.2001.F.407) 。

1727 年，合司董事合封遺秤頑闊的志度不耐煩了，自行采取

了一小決定性的行劫。且然和奧皇之間己造成了枷攻，但他們起是

過行自己的汁划，且阿姆斯特丹直接向中固派遣7一艘裝載 30 方

商盾白棋作方賢本的船只.蓋事金迷神大胞的帶功使巴城當局受.

挫.并被排軒出句中園的直接貿易。然而，巴城當局仍得到指示，要

繼繞在巴城通垃帆船貿易，以合理份格和包裝良好方奈件胸芙茶

Pt (Haan.1918: 29) 0 

8. 中自海外貿易的重組

大約在奧皇勾前主京印度公司迷成#J.坡、保証禁止其南部尼

德主的臣民友船航事同中固貿易的同肘，北京的雍正皇帝正式授

予他的福建臣民重新在京南亞進行貿易的杖力。他的父素康熙皇

帝由于江草、漸江兩省非法出口大米到南洋及搪現在巴城和耳尼

拉聚居著明朝的追隨者和海盔的原因，而美閉了句南洋的貿易，封

此人們的i己也就薪。 1717 年海禁吋昕宣布的居外學商 3 年內座規

功其回固的規定几乎未遵守迂.

在福建且督寓其f車的努力下，雍正 5 年(1727 年〉海禁終于破

解除(尸京几年前已卉禁〉。宇航那年起，逛一貿易一直沒有中斷

垃"，付清朝文敵通考>>.7456) 。該指也清楚闡明了方使改府F密地

控制貿易而推行的新規章制度。述些規章制度涉及船只的昕有校;

造用于商人的安全措艦且也有遁用于船主、船民的規定;有美移民、

限制或禁止某些出口項目的規定。后來起規定了避口外圓大米的

船只的稅收減免程序。

但是，居住在耳尼拉和巴城的中儕均未按准回園。逛商地“藏

匿盜職甚多，內地之民希囡族利...…，甚至有留住于彼地者，不可

不預方措置也J康熙皇帝有道。他在 10 年前已注意到達一泉。四

方只有兩午人依照命令在規定的 3 年內回園，故康熙皇帝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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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根到，設有理由封那些如今公卉表示后悔的人里示什么寬大

特憫之心〈傅浩寡， 1966:158.9) 。

廈內成立了貿易机梢，輯:方“洋行"，其取實是j.J果其政芳提供

扭保，代表梅外貿易商船到海美鍋視。按吳振強的說法，洋行并不

是一小全新的机拘，而是廈門原有的鐘批准赴理外固商品的商行

即昕謂“洋貨行"的退輯妥展〈吳振強， 1983: 168-70)。商人要行船

去南洋，必須在 4 月份以前申掘， 10 1-月后返回。出洋妞民必須事

先取得原籍部人的扭保，揖此扭保草，地方政府頒君主一小苟有令人

祥惰的執照。

店程港的海美官民盤查送些宜E件之后，投放航行試可涯。到

1731 年，述一規定放寬了，連吋在廈叮就可以搞到出航執照(吳振

強， 1983: 17.1) 。

前往巴速推里的大型帆船，規定只能載逗 250 祖大米，中型帆

船 200 扭。@遠是 1731 年巴城“米伽莫名其妙地突然上漲"的原因.

之一。巴城政府立刻禁止大米出口，而學商到迷吋突然英米的真正

原因，也祥他的并不了解(((巴城布告集>>，!II: 283) 。

1736 年，皇帝允持那些 1717 年以前寓卉中固井在此后一直

居住在京南軍的學人返回祖園。而在海禁吋期(1717-1727 年〉寓

卉的那些人仍禁止固固 e到 1741 年南洋貿易全盛之吋〈廈叮志，卷

2:179) ，遠項禁令更加放寬了，遠肘且在察使王丕烈向皇帝上苦，又

解釋了那些限令頒布后仍逗留在海外的學儕未返回的原因。他混，

假如到遠甫洋的中固商人I帳目元法措滑，那就不得不滯留到第 2

年，耳慣上和之方“E冬"(滯留越冬〉。他又朴充視，如果他停留的

吋!可更長，表明他不可信任。他試方，那些三四年之后返回的人，庄

岩攻迎返回但不允件再寓卉。他的建設投栗的了。逗留爪哇多年

的前巴城學人雷珍主陳伯老本以均可以安全返回中園，但部于

1750 年返回中園附被逮捕并流放，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最后，福建巡扭除宏濃于 1754 年上者朝廷建坎 z福建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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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民，“大半是靠海謀生 "，}Á，遠小地區出祥的移民由于未能真掉

自己的貨物或怯清債菇，因而孤身流落在查荒之地較長肘肉、故座

允祥他們回園。他趴方，也座允許那些客死海外的學人之妻妾)L女

回園。皇帝同意了他的奏唱〈傅洛芳、， 1966:193).0

~朝廷臥根到，如果設有多少穗定居住在海外的半人，海外貿

易岡就准以這作。因此，康熙、雍正年向昕安行的一些最F房的禁

令，就還年放松.述說明朝廷的海外貿易改策，比我的通常規察到

的更均寬松。

9. 夢想運是惡步

1728-1 7.33 年間，荷主京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分部曾 6 吹

派船通航中園。述些連接性航行并未辱致公司董事金所希望的突

破.其原因是「州，奈和質器須用領元來駒契，公司則缺少有鋪路

的荷主商品，而且船上的水手和商人被征要稍有走私的傾向。勻此

同吋，巴城豈局設法使巴城荼仰降到勻尸州持平(Glamam ， 1981: 

236) 。甚至在阿姆斯特丹可昕到造祥的故洽:在巴城.述神貿易也

件比在椅主能被管理和控制得更好些。隨著送些主要問題而來的

起有一小事案 z就是巴城的荷主船比他們的歐洲滑手更早到迷「

州.后者在南卉歐洲或印度肘，必須要等印度洋上出現順向季風

后，才能到述中固海(Steur ， 1984 : 5~) 。最后，公司董事金試方，巴

述推正城堡參勻達科貿易能捨董事金提供熱帶F品，如錫、胡椒及

香料等，以此作;但椅主市場既需的中固商品的支付手段。對巴城當

局接到逛一汁划肘，感到左右方耀:如果他的振船去中園，則帆船

貿易可能要受損失。最后且督和汗攻院緩和其立場，他們寫信錯前

三公司董事舍，同意帶主京印度公司的船只仗此事的巴城勾尸州

間的商房，其奈件是只要中固帆船貿易不受阻碑。公司董事金則提

出相反ìë息，表述了他的的意因:減少句中固帆船的貿易往來，可

以一努永逸地解決圍內航錢上荷主京印度公司雇貝昕遊行的茶Ilt

芙#:何題。而巴城當局回音道，他的不贊成述神戶房的措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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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公司“金像一小好固丁，不合因方一小有病的樹枝而砍倒整棵

禍"(Hullu ， 1917: 138). t平故院內部就有美中固貿易的組訊方式勻

方法進行辯尬。在余混紛告中，提出了一科現成 z特別說民布朗姆

(Wijbrand BloII).) ，一位帆般貿易的堅定胡妒者，反封由椅主京印

度公司船只向中固避行任何11式的直接貿易.他的不同意見值得

注意。呈然他的同事試方，他的建吹“筒直是步魔"。仗就他的雄辯

所提供的有美 18 世紀 30 年代帆船貿易的特忠和規模等室貴知俱

來看，他的現束就很有研值。在盟主生的激烈的辦洽期間，布朗姆常

常在不間的場合友表自己的看法。

方清楚起見，下面特其冗長談活的要成摘景出來。布朗姆廚做

的工作是“使此未真正了解中固同巴述罐車貿易之真要性盾的公

司董事金提脫偏見"。他告澈，由于前主京印度公司空斷了巴城勻

尸州間的貿易，造成中固帆船貿易的中斷，同肘注~每~-t~支城經濟造

成很大破杯，“X1此早在几年前就可視察到"，那吋由于中固皇帝~

行海禁，勻中固的貿易陷于停頓(VOC ， 2219.F.38-9).

方了現明句中固貿易的規模，布朗姆說汁出公司出售給巴城

中固商人的貨物息量 :300 方磅胡椒.100 方磅蝠 .50 方磅蝠， 100

方磅亦方木〈一神提取紅色染料的木材)及 5 方磅柯脂.

中固帆船每年大釣這送忌共 555 方磅的貨物去中固〈且載重

量約 700 方磅〉。布朗拇指出，如果公司要把送些貨物還往中園，就

要在 9 1'月的吋間里，派出 7 艘 145 英尺梁失的租貨船。荷主京印

度公司在上述商品的屈、備售額(在前-1-貿易季常中，備售額迷

565 ， 523 多方荷盾〉可我得 3駒 .538 椅盾的鉗制。達 67.25%的利

潤，同 17 世紀 80 年代 45%的薄利相比是相當可親的 (VOC ，

戶, 

2219. F. 82)。揖布朗姆估汁，臥鋪售的熱帶戶品、港口稅及包說 司

中，公司一年共可荻利 70 方荷盾。至于巴造維亞的學人的其他生 司

意，掘進位放民汁算:每年學人大的胸英并這走俯值 120 方銀元的

F品。他避一步除注視 z他們之且可以達么傲，就因方他的不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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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茶IIt. 1732 年，由帆船遊口述神奢侈品不少于 374 方磅茶。

布朗姆試方，如果照公司董事舍的建哎，方椅主市場采駒荼峙

的地方只限于尸州，并禁止逮神商晶在巴城出售，遠不可避免地舍，

降備中固帆船商人的胸英力。換言之，公司要捨他的的巴城土戶:持

要減少，說牧也特減少。虫然也就意昧著荷主京印度公司下厲部內

的費~額特金減少。布朗姆在提醒董事金注意巴城郊區的甘藤科

植~特陷入絕境的同肘監持現 z 巴城鐘辨不能因削減荼Pt生意而

再改遭到打青CVOC.2219 ， F.81V) 。

在布朗姆看來，即使是依揖其他理由，中固帆脂貿易的有利赴

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 V. 奧托航CVan Outhoorn)在此前曾談到 z

句一般的前主京印度公司船的成本相比，中固帆船的還行成本低

得微不足道。中固船主只負責裝各船只，船民几乎或者根本投有扳

酬，平均一艘載客 120-200 名的帆船，可錯船主帶來一這可親的

這費(每人 10 銀元)。布朗姆承帆，帆船貿易唯一致命的弱虎在于

訂貨芳式的低效率，但他試方運有改避的余地.他建設每年可派 6

艘不同的帆船，特 6 整套貸祥逗往中固。逼迫送神芳式，就可克服

由于文化和地理土的差距冊造成的耳的了質的恐俱心理.而其他放

民則主入方，只要公司在中囝設有代表，就不可能拉查和比較尸州勻

巴城的成本仰格。布朗姆反頭道 z遠只是學究司的空談，井不是現

其存在的問題.他起抱怨地朴充說，“他們也玲是}À女管家那里打

昕到達些情況的九借此暗示京印度i平說院的同僚的，此來未曾在

勻帆船船長的私下交易吭短肪垃遠祥的阿題 (VOC ， 2218 ,.F. 

7349 ;R帥.GG ， 13-3-1733) 。

布朗姆最后的送些活特別引起同僚的的反感。且督 M. 主拉斯

特帕默 CMichiel Westpalm)兌得庄該反破布朗姆的槍戚，因方他

扭心，“未曾京身室主j芳注的人，討中圍人的真正晶盾，財送些食梅元

民的狡偉人民的閥混混汁是先}À趴垠的，因此都金非常贊同他的

的一般意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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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逐辦單道 z私人交易和公司~每完全是兩回事。另外，他超

支入方，中固甜的這行成本并不象布朗姆蹄悅的那么做=中固人以船

作拇押的借款迷 35-45% ，此外遲得在巴城交納各神捐說及其它

說收，遠意昧著他1n至少要我得 50%的利祠，才可信清價每.@

1734 年 3 日，公司董事舍快刀斬首L麻，決定在此期間吐兩神

造捧互相洞和，命令巴城~局管理研主京印度合司勾尸州間的貿

易，其奈件是z可繼續遊符茶Pt貿易.根措遠神新的安排，每年有兩

艘荷主京印度公司的船航荷華通航中園。勾以前直接投往中園的

船只相反，送些裝載者歐洲商品的船只先說往巴城。遠些商品在京

印度換成錫、胡椒、亦木及其它熱帶F品，再在中圍以貸易貨方式

換成茶、覺器和偉等返回。

在新政策妥施的夫几年間，逛商奈航錢同肘繁架起來。帆船浦

載數量更多的荼口t~史抵爪哇海岸，到 1738 年送到鼎盛。逛一年公

司在巴城，以 412198 棋元的份格胸芙了 15229 扭茶 pt (VOC , 

2425 ， F.3241-2)。有美的檔案資料清楚地表明，巴城當局不但促

避了巴城、也促避了尸州貿易的友展，并不斷地特阿地的荼pt、笙

綱和監器的民量和研格加以比較。遠也表明:兩奈航章是安隊上赴于

相互竟摯的地位T .. 

表 4 荷三京印度位司在巴城駒要茶時表〈平均每年〉

吋 |可 教 量〈扭〉 份 值(里克斯餵元)

1701-}710 400 

1711-1720 745 46215 

1721-1730 3439 184003 

1731-1740 6048 14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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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 向 教 量(扭) f介 值〈里克斯頓元〉

1741-1750 810 16347 

1751-1760 。 。
1761-1770 。 。
1771-1780 3 116 

1781-1790 4 147 

1791-1793 。 。



釋了有信捨中固皇帝的功机 z“我們趴均有必要注尊貴的皇帝陸下

了解事件的偉情句真象，免得其他人由于忌妒椅主人勻陸下鏡泊

的帝因之肉的繁柴貿易〈述里指f州貿易〉而渲染此事，妄因使皇

帝陸下玲蔚主人依法干預行訪F生錯漠印象，)Á而損害我的之何

的貿易而使他們防謀得逞" (Huysers .1789: 65-72) 0 

討中固政府人士就巴城大屠荼避行的深思熟慮，J. 古斯曼作

了寺題研究。他著重研究下兩尸，且督皮笈滑形勢的考慮、周到的坪

仰。他的i平研有助于改善皇帝財該事件的志度(Cushm側， 1978λ

皮友捨皇帝的奏折中，~除上除述了外貿封京南沿海渚省詮軒的

至美重要陸.他的現東勻他的i午多前任闡明的親戚正好不謀而合。

皮愛的洽，故在朝廷人士中并非法有知音。他的看法事宴上得

到了皇帝﹒的福建籍教師黨新的贊同。蔡新反封可能采取的海禁令，

其理由是 z“尸京、福建翱有百余艘通洋帆船.大型船繭的造俯，且

i十迷 10000 悶。即使小型船只的造份也迷 4、 5 千兩.如果'B:.布海

禁令，廚有船只都特擱置元用，而五六十方人格失]k。

f州廈門等沿海港市，世存著，也掛值几官方商的貨物。如果皮

布海禁令，結果勢必造成破戶，又浪費民伺財物。

當商船往來肘，數以千汁的實困家庭就指望靠遠神貿易方生。

如果宣布海禁，則是成商人元賢，求民元戶，勢必iiif.寓失巨作，又使民

伺數以千汁的百姓生活在仇俄之中。

遠神悲慘的局面，短期內就合'B:.生，但几年后的情形特斐得更

方F章。福建和「京兩省使用的番喂，每年大約需要過口特近一千

方餵元.息之，如果宣布海禁，每年鈞一千方的收入就金突然消失，

不仗百姓的生活陷入貧困，而且固庫也金空虛"(回故康， 1956; 

《清朝文獻通考》氾截了朝廷中文才逛一問題的辦拾，由此可知

朝官中存在著兩神截然不同的主張:~神主張自由貿易，另一神反

神。福建代理且督策輝有道 z那些被屠奈的學人已墊在爪哇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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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吋間，多吹元視皇帝令其回固的命令.按照中困法律，他的都

理座受到恁呵.但是，封他們慘遭屠余座表示同情.他已入泊，荷主

昕以敢制造建起屠議事件，~只是由于爪哇句中固相距太堪，故財皇

帝不移敬畏.他靖求皇帝禁止南洋貿易，以免“那些殘酷的野蜜λ

也許金煽劫反封中園在巴城的商船"。

尸京道監察御使李清芳指出 z有十分之九的帆船是駛往京甫

里的，以此反封上述規束.四小沿海省份}Å述奈航錢上可征得一大

軍說收，而海禁令則金使政府遭受且汁几十方商的損失。但是，考

慮到南洋貿易是“民伺貿易，'，海禁財那些必須依靠集資胸~商品

到海外出售的貿易商人街害更大.因此，李清芳建設地縷同京甫里

避行貿易，但哲停止勻巴城的貿易，直到椅主人表示懊悔，朝廷最

初吋接受迫一建波(清朝文敲過考:7465) 。

搪 1742 年 11 月 1 日的朝廷氾載，尸京庚笈隨后指出 z葡主人

已表示后悔，送來一封信，“思求我固帆船船民同以前一祥，繼續向

他們做生意'，.既然荷主人充意找亂學商在巴城的生意，因此，他清

求再次允祥同巴城的貿易(清要素=的0).

朝廷官民特以上現成概述如下 z“一些官貝靖求不要禁止中間

每甫祥的貿易.而另一部分官員部主張智切斷勻爪哇的貿易.員

然班底有FJf不同，但他們都感受到了皇帝陸下滑待外人案通之意.

如果現在爪哇王(即有主息督〉感到后悔，希望改迫自新，以使得到

皇帝陸下多芳面的恩典，盧特南洋一帶渚番，仍准照Iß過商."皇帝

批准了延官的奏清. (傅浩謊 .1966:174)0

皇帝贊間的主要功机是否方了表示封外固人的友好呢，起是

出于財海外學人悲慘赴境的漠不美JL'?吉斯曼和我都已入方，送小決

定并非只是根拇短暫的考慮作出的根宜之汁，而是清楚地試浪到

沿海省份的需要才作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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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船貿易的衰落: 1740-1795 年

毫元疑問， 1740 年的慘案錯中固勻巴城的帆船貿易一小致命

的打音。由于一些年人貿易捕客和重要人物敏赴死或流放，在巴城

的大多數貿易設施反組俱完全消失了。@不泣，紅漠屠法只有短暫

的影哨，不能作方帆船貿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事寞是 1743 年帆船

貿易恢夏后，在短短數十年里，連一貿易比以前減少了件多，成了

強弩之末了。

徑常有人試泊，蓋事合決定重新把中固貿易置于自己管理之

下，掠志著胡船貿易衰亡的卉始。由于董事舍不漏巴城對局使用中

tÆ貿易的部分刺調來方巴城大本苦的考損作扭保等做法，于 1756

年在阿姆斯特丹設立昕謂“中固委民金"，負責管理有中直接貿易

(Hullu.1923)0 遠祥一來，巴城再次降到吹要地位，完全喪失其在

荷中貿易中曾起的美鍵作用。“中固委民舍"的船只在駛往中固途

中，在巴城只作短暫停留，裝載這往尸州市場的胡椒、肉豆寇、丁香

及賞;木等貸物。“中國委貝舍"的委良的在 1759 年 10 月 10 日的信

中向巴城吉普局建坎 z“采用造虫的b法鼓勵中固帆船貿易，因均達

滑巴城殖民地非常有利可囡"，但同吋又規定不鹿允件半商特荷主

公司自己盔蕾的那些貨物這往巴城(VOC ， 4542;Jo嗨， 1982:38)0

表四清楚表明，公司)À巴城中商手中駒英茶nt的生意，在 18

世紀 40 年代后已衰落，到 50 年代驟然停止。毫元疑問，充當歐洲

市場供貨者的中固帆船貿易巴交縛微不足道。然而，遠遲不是問題

的全部。例如，京南血的中固商品仍主要靠巴城的中固帆船貿易來

供座。法項貿易的衰落法如何來解釋呢?巴城當局是否采取了“造

貴的b法"，來促避帆船貿易的'b..展，或者安隊上阻磚了它的1.i..展?

換吉之，帆船就這息量的減少，是否如田汝康研言是由于“資本主

文的投采"?送些問題意文深迢，我武困在下面予以解答。

探i寸巴城政府財帆船航是.llr政策的最好古法，是研究~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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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1'肘期的由巴城t平說院合坡上昕傲的快攻.已午多“是每告"的

頒布，先疑表明b\. 18 世紀 40 年代起，巴城對馬急于鼓勵并保妒述

一貿易。事宴上i午多公告不得不多吹草申、修改，正可說明它們常

遭忽棍。“金告"安縣是公渚于余的且督和i平說院的決說，因此也是

巴城豈局的目的和古法的全面除述。作方眉史研究的史料來說，是

有明星的缺陷，它只不迂反映了當局的愿望f公告"公布后特被遵

循和貫御執行。但是送些法令是否真帶到孰行，通常很:;tfH正耍。里

混公會作方史料，是有其缺，氓，但起庄朴充一句:每當公告破忽視

肘，當局且要被迫重新考慮其立場，思考是否盔持或昕其自然。有

美述糞問題的帝說，照例要加以概述井拘成重要史料。

在此.我不准各列主啟昕有官主rE牙采取的有美中固帆船貿易的

措施。逐小文件洽注金使戶生送些公告的抉策模式反而模糊不清.

如果我們以下列前提站出'jj:泉=荷主京印度公司滑帆船航這~的

政策辱致該項貿易的衰落〈如回汝康研i~) ;那就不言而喻，我們座

對研究荷主吉局在決策吋著重強調的帆船貿易的那些特定理由

了。巴城*周M帆船貿易的干預表現在以下几小方面:(1)港口說

及其它稅收;(2)移民程序 ;(3)通垃卉放和美間群島中某些港口，

限制帆船航錢.

1.港口稅及其它稅收

18 世紀 40 年代，巴城政府方筒化和加快征收港口說及管理

費的官芳手續而煞費苦心。但逛一切努力常常遭到反封。安例之

一，是英霍夫 (Gustaaf Willem van lmho日， 17位一 1750)忌督干預

財學貿易，特每年囡囡海民偷藏在吊床和行李箱里的釣 25 方磅荼

nt述神非法交易加以制度化。 1743 年 6 月 25 日，他宣布=吹年特

派一或閱艘船只，還遠遠批原先厲非法的貨物，此而“使船民能略

以達神不損害公司利益的芳式遊行投資"CHaan ， 1918: 37)。表面

F 上看來，每扭 4 娘元的這費句 1694 年征收的費用相比，有很大改

逝，那年每磅征蚊 1 餵元。用寺~朮培朱琪，述一措施必然刺激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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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胸芙力，同吋也特促使帆船貿易的君主展.可是，第二年卸F生了

相反的效果，由于改避了控制私人交易的措摳，引起現金短缺，以

及扭心前主市場疲軟，使巴城的海民不再胸芙茶卅了。@一旦消除

了走私荼卅的激情，船員便很有可能另找一神可以引起“家多人感

失趣的商品"。

因均公司已在「州叮駒了荼肘，巴城學繭的貨物滯留在手中，

甚至元法支付遊口稅。方迂就他們，虫局豁兔了 20%的現收(19-

6-1744 ，<<巴城布告集 >>V:149) 。他有]也同意取消正常的避口說，

“以吸引牟人繼續和tt大他們的貿易"。

尤其是在遊出口說方面，英霍夫和i平說院史現起有金拭改善

t.g余口， 1743 年 12 月 10 日，他們已宣布 z兔除帆船貿易中避出口 3 

稅征收的通常手縷，即昕謂的海失說“rechten van de boom"。按照

在巴鐵較早期的做法，帆船貨物只是大概估小{介，即以桂查并不象

包現人做得那么F格。按著又i地 z“遠祥一來，航逅~特稍稍古便

宜"({(巴城布告集 ))V : 11心。

1746 年，研有帆船都免去了遮秤抵港吋粗略估份的手續，只

要根搪船只大小和始友港口，支付一追數項即可.述宰你是重笑了

一百年前巴宴施述的規定({(巴城布告集))I!: 192)。述一規定曾試

行了 3 年，即交稅費如下: (單位=銀元〉

廈門 | 尸州 ! 于披
大帆船

小帆船

nunu 
n
U
A

住

1
ι
-
n
x
u
 

唔
，
A
R

nu-nu 
n
u

『

P
D

Q
U

月t

散失稅表清楚表明:來自以上 3 小港口的帆船，昕載貨物的仰

值是不同的(((巴城布告集)}，V:430)。于法帆船ør敏美說，相封來

混較高，可能勻送些船詮常將日本的娟和中圍的黃金逗往巴城有

美(((巴城布告集})，IX: 16) 。

虫三年的試行期錯束后，當局放弄了朴偕費的規定。因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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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均中固帆船不必再錯于忱待。 1749 年 12 月 9 日起，帆船又要付

分別方 6%和 4%的避出口說。現在，中固追洋貿易船勻éff有印尼

商船一祥，受到同等待遇(((巴城布告集>>，V: 635 ， 9-12-1749) 。

而且督和汗故院兩周之后，又部分地改斐了主意，規定特造口說固

定，一次性全部付清(((巴城布告集)}，V: 639 ， 23-12-1749) 。

草位 z餵元

廈 n 尸 外| 宇彼

大 船 1100 1500 1800 

~a 840 1400 1500 

兩年后， 6%的遊口說也改方固定的一吹性全部支付，其數額

句出口甫晶的朴催費相等。當局已承主人以下事宴 z帆船且是在雨季

到述。等使海美盤查的吋間太長。拖延的吋間長，封商品不利。在

令人民煩的控查述種中，商品常常被雨水浸溫(26-6-1751 ，((巴

城布告集 >>VI: 68) 。結果，貿易帆船的過出口說又碼是如下 z

草位:銀元

廈 叮 尸 ~'N 于波

大 船 2200 3000 3600 

船 1680 2800 3000 

述神稅率一直持續到 18 世紀 90 年代初期。述吋貿易衰退使

稅蚊下降成均預料之中的事.

在以后的几年中，巴城當局又采取了一些建設性的措施，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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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現有規定，加速貿易.illt.秀的愛展.其中一項決定是:座中固船長

1744 年 5 月 24 日的清求，硝立一吹性支付迂秤稅制。述些措施指

明，大船要付 2200、小船付 1680 銀元的固定朴偕金。述一數額理

洽上大的相對于貨物且份值的 6% ，再加迂秤稅 1%。中固船長的

提攻大船和小船庄分別支付 336'， 32 餵元及 280 餵元的固定迂秤

觀。筒宜興i十算一下，述表示大船貸針，平均每船釣值 33.600 餵元

(((巴城布會集>>，VII: 864)。且督批准了述1-揖訣，但他M帆船1Æ仰

的估汁稍高些，規定于渡大帆船的迂秤稅-:h 600 餵元，小船 500 餵

元。尸州船分別方 500 ， 400 餵元。而廈門帆船各自方 400 和 300 銀

元(((巴城布告集 >>.VII:897).廈門帆船貸{fr較棍，是因均達些船只

主要是載人和方爪哇市場是送份格便宜的畫、覺器及鍋等貸物。最

后，巴誠~局決定 z不再允i午用鱉急狀惑下之法律訴訟程序相留帆

船。所有訴訟要求，必須在 6 月 1 日前提出。。

著重研完巴城當局在自身利益的范圍內方鼓勵中固帆船貿易

而采取的几小建攻性措施后，我們現在來研究一下有元阻磚中固

帆船貿易正常這作的某些障磚存在.

首先庄再吹指出 z在法令的目的和裝施之!司，也許存在著很大

的差距。可是，巴城的交易程序和入港口手縷的工作效率比預汁的

要低，述一底是毫元疑問的。在阿你廷且督(WilIem Arnold Alt

ing ， 1780-1797)的私人有信文件集里，有些征括很能混明問題 z

牟人甲必丹黃衍班(Oeij hingko ， 1775-1784 年)在帆船寓岸肘敲

作船主。有一攻，他以下列名文要船主付了 16 神不闊的捐說 z

說贊袋刑

1.下鏽辦

2. 通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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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z餵元〉

尸家帆船(金額) I J夏叮帆船(金額〉
100 

100 

100 

100 



稅贊美男IJ r京帆船〈金顯〉 廈叮帆船(金額〉

3. 小船(作帆船交通用) 8.24 8.24 
4. 海美服安手勢 3.12 3.12 

5. 海美稻米交易費 6.24 6.24 

5. 說汁人失的學人秘唱贊 212 122. 35 
7. 巴城政府秘帶費 954 552.18 
8. 海美監督出口貨值班貝費 358.05 695.30 
9. 公司收費 212 122. 36 
10. 港口長官費 150 150 

11. 益事文件的息稅努貝費用 65 65 
12. 退出口特別贊 40 30 

13.JI行liE收費貝 3.12 3.12 
14. 通行liE持有費 t 20 20 

15. (1 1每 10 10 
16. 海美探員 (mata mata)贊 20 20 

忌汁 2262.30 2010(幸晨況~)

、~ 

在遠些眾說中，可以看出 z其中第 4 、 5 項或者是杜撰的，或是

不必要的.第 6 、 7 項勻鑫盒放在出境鑫班有失，庄支付〈除船民外，

每人1. 25 餵元〉。第 8 、 9 頃，不知方何研麓，第 10 項規定座~ 65 

餵元。第 12 項座方 20 餵元。第 14 、 15 、 16 項不知方何昕坡。按規

定，廈叮船主座付半人甲必丹 824，而不是 2010 喂元〈固立檔案情

第一室，奧位丁文集， 67) 。
美似的倒子可使當代的研究者前巴城的中固帆船的日常錯美

手按順便作出粗略一瞥。星然，作方一項t正攝，連神事例只不迫給

人留下一小印象而曰，但彌妥也里示了錯失手續安隊上并不按公

告指示的那樟去安施。

2. 移民程序

1740-1790 年間蹄頒布的大量失于中因移民的法令，再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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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了上述美于公告性民坪述的正碗性。就上述浩令的有限范固而

吉，送些法令几乎完全不方人的研重視。 1743 年 7 月，對局曾提故

船主的在下改航行肘，帶來些“城裝的表工、制糖工人、園林工人及

商人"(((巴城布告集))，V :50)0 ~局又才他們的缺定作出如下解釋:

迂于F格限制牆上水手的人數，可能危及航行，而船費又是船主收

入的重要來諒。后來，他們証安 z“近几年來，巴城的持多學人去世

或移居則赴"。新移民悴著各手中意囡和目的，很快就填扑了大屠系

后留下的空白，因均不到 10 年，人的又不肘昕到“移民未受控制"

的抱怨.

1754 年 5 月 13 日，巴城對局宣布，昕有在京北季風期間前來

貿易的中固商人必須要有“i午可"i正(俯值 O. 的前盾) ，那些想要留

下來的須交 1 餵元的“安家"費({(巴城布告集 >>.1:666) 。兩周后，方

了維持中人中的法律和秩序，頒布了一批特別法({(巴城布告集)}，

VI:673-:-5) 。

在椅三三京印度合司的檔案中，有美《文件信函且tc>>目景中，包

括每年人口統汁目景，提供了出入巴城的學人人數。在成千上方的
移民登記表中，首吹指明有若干蚵女。遠些道往船客的數字，是由

負責登記和清查避出口人數是否相符的巴城學人官民說汁的。旦

然在拉督和坪故院的故設中，詮常提到，也超額人殼，但送些旅客壺

氾表并元說汁仰值，不足;但覓。例如， 1754 年肘，廈叮來的 7 艘帆

船載的08 人，但只有 1928 人登i己在冊(((巴城布告集))，VI:666)o

几年后， 1760 年，中人官員的欺作行方接君主現了，有一奈船宴院裁

700 多人，卸只登記了 220 人({(巴城布告集))， VII:40的。

查巴城對局采取了校方F格的政策，想要投收帆船貨物，井滑

船主赴以重呵肘，他有]即象)Á前一祥遇到強烈抗攻。但速改情況有

昕不同 z要是他們接赴以重呵，他們則金湖底破戶，不敢返回廈口

的洋行(31-4-1761 ，<(巴城布告集))， VII;469) 。另外，他們解釋

道 z他的用這載船客蹄毅的蝕，只吟詠朴部分的支出費用。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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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鏡最多的悲是替私商還翰的貨物.送些私商都帶著一或兩名助

手上脂，占了全体船民中相當一部分.如果波收了貨物，那些和非

法載客完全元美的商人，也要受到損害。船主的而且指出 z船客中

相當一部分是信i便，他們在巴城投過了信件后就舍返回.錯果，大

船可載船客和船民的人數增至 250 人，小船 200 人.中固人接受了

遠+弄明大度的規定，并注意遵守.在以后的數十年中 ， :M)Á中固

描述巴城的大量新客井設有太多的抱怨.

赴巴城航船數量及屆航港〈每 5 年一令昕段)

年 份 ~ 汁 廈 n 于 被 f州 其 它|
1721-1725 46 21 16 2 7 

1726-1730 79 43 17 8 11 

.1731-1735 88 46 12 23 7 

1736-1740 82 55 6 15 6 

1741-1745 41 27 4 8 2 
' 

1746-1751 37 27 2 8 一

1751-1755 37 26 4 6 1 

1756-1760 39 33 1 - 5 一

1760-1765月 34 23 2 9 一

1766-1770 33 27 1 5 

1771-1775/3 21. 20 L 一. 
1776-1780 25 25 一 一

• 

1781-1785 33 22 一 11 一
一一一一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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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786-1790 

資料來源 z荷主主.f-印度公司 4草案《已成信iI文件集》

注， 1.1746 和 1747 年元氾我.

2.1163 年元記載. 3.1772 年元沼裁.

巴城當局如今非常清楚，迂多的限制可能金使半人移居到群

品的其他地方.同肘，方刺激井控制貿易友展，他的結帆船規定一

定的載人配額。客逅的重要作用解釋了赴巴城的廈叮船的數量。在

很長-~吋期內，只有廈門船荻准載客來巴城，遠是由于巴城閩南

人居多數的緣故，亦可能是因均福建人比客家人或尸州人旦得更

隨和些.且而吉之，根掘過肘中文史料i己載，大多數居住的巴城的

學人，都來自廈n的一↑資多僻壤一同安地區(((小芳壺育與地主主

鈔>>， X: 490) 。

3. 限制航錢

根揖可得到的資料表明，存在著阻磚帆船貿易的持久性因素，

渚如巴城當局i式囡控制中固帆船貿易，井符其限制在几采航銬和

港口，以便一井~[集到巴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進些措施本身并不

主要計討中固帆船，而座解釋均是渴了防止逛一肘期英圍人財印

尼群晶民南中固海的滲透而采取的肪御性措施。而限制中固帆船

貿易的努力，則預示著另一遊罷，即荷主京印度公司在京南軍水域

霸枝的崩潰.

美固茄史掌家費力， fl自 <Holden Furber)祥姐釵述了 18 世紀 30

年代后，英固貿易時位的持鎮上升，而荷主京印度公司未能滑述一

挑故捨于有效的回音，巴城當局堅持其盡慚形式而不是放松限制。

而達科限制巳阻磚了荷主私人貿易船臥(以朴充京印度公司自己 戶

的船只〉的投展。早在 1739 年肘，椅主人就已銓意浪到形勢正在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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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斐化，也吋“各園在尸州的各科自由貿易"辱致剩洞的急創減少

(Furber ， 1976:279)。印度的英固港肺商人 (Country traders) ，如
其輯:呼昕示，越來越多地駒英京南亞的地立rtc品，然后在中固市場

出售，)À而成站長期以來控制著述些商品在尸州銷售的有主京印

度公司強有力的竟爭肘手。英霍夫忌、督和其繼任者莫塞均可 Oacob

Mosse!.175。一 176 1) .都武囡通垃枷故阻止英固人財京南里的滲
透，但徒努克益。 1751 年春，英固人察隊上已宣布他們將把族群島
中凡不意挂府主固旗的每小港口看成是“自由和中立"的地方，因

而成方向他們的貿易船只卉放的港口 (Furber ， 1976:281)o

港肺商人{則又代表了剛剛露失的問題的一部分，英固京印度

公司也正在尋找途益和芳法，以利用京南軍的許晶作;但一神文付

方式，用以替代每年這往尸州胸芙笙調和茶付的自娘。同肘，英固

人汁划在京南軍建立一小貿易中心，以有利的采件吸引中園商船.

英椅 7 年餓爭(1756-1763 年〉阻止了逛一汁划的迅速妥現，但是

品學一結束，英固人就卉始JA高德拉斯和加均可各答到正芥、吉打、

三室坡、廖內遊行明星的貿易1Î~*(Basset ， 1971:12) 。

港牌商人向荷主京印度公司的挑晶必然影咱中人到京甫里的

航這~.中商在婆w州京南沿海一帶句是去挂英固旗的港腳商人相

遇，或者在亦fl答脂駒某胡椒和暢，而不前往巴城。遠肘他們7千始

主人根到，椅主京印度公司遍及改晶的貿易同起有很多漏洞。荷主京

印度公司千方百汁地試囡阻止逛一漏洞，如派巡逆船趴以控制識

時要道，戶格限制中固帆船之航說及停泊港口。巴城當局在 1753

年肘曾通迂一項決哎，方防止廈門帆船去巴部旁及婆豆，曾H京南沿

岸地區避行在荷主人看來是非法的貿易，明令禁止自由航行。(15

-5-1753.((巴城布告集))，VI:350)o 由于遠奈航鈍，使大量的惕
和胡椒M.荷主的貿易同括中偷偷這走。且督和i平說院決定，只允祥

帆船駛入巴城和耳六甲，并向 3 艘勻望加偶、巴特旁遊行貿易的帆

妞，頒皮特別i午可証。一年后，此決故受得更方祥息，斷然禁止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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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前往安放(Ambon) 、班述 (Banda)、德那第 (Ternate) 、芳、拉威

西 (Celebes.) .以及婆w洲京、南沿岸〈包括亦加丹那3、爪哇、亦n

答賠和耳東半品等地貿易。只有一艘帆船得到祥可說往望加惕。同

肘，每年頒炭 2 張駛往耳展的許可i正 (9一7-1754.(( 巴城布告集>>.

VI: 688-9)。在以后几年中，巴城當局曾几吹斌因阻止巴城以外 j
的研有貿易。然而，牟人貿易同緒非常牢固，很推倒腐破除。而摩

鹿加、耳辰及望加惕，如果設有每學人貿易就不可能繁束。因此，最

后這些港口又都重新拜放.有美送些貿易發的說汁數字很缺乏，只

在 1765 年才說汁出 z在勻望加髓的貿易中，中人平均每年可我利

3600 多餵元(({巴城布告集>>.VI:352). 起初，每年和坡地的貿易件

可恆冀指出伽最高的商人，但是，后來極作方一翠額外津貼送給了

巴城的學人甲必丹，他們通垃向學商倒三是件可逝，挨得一毫可親的

收入.@

息管采取了昕有送些干預貿易航織的做法，或i午也正是由于

進科做法，巴城帆船貿易的衰落己日益明星. 1766 年，且督和坪故

院召卉秘密合哎，付治形勢。揖說汁 .1765 年.}Á耳來半品還走了

大釣 1 方扭髓，經其它不受荷主京印度公司控制的航道抵迷1.州，

而在廈門大釣卸下了 1 方 8 千扭貸物。送几乎等于公司年銷售額

(VOC.500;secret res. GG and G21-2-1766). 京南5l[rz:品的外

流漏洞，是公司研面峭的主要問題，因均出售惕和胡椒的錢〈詢問

方椅盾〉本來是公司搶來到尸州某茶的〈斯蒂厄 .1985:56). 因此，

巴城當局決定，漲船在中固帆船必鍾的邦加海峽巡逆堵漏，制止送

些“走私活劫九兩年后(1768 年) .過局承趴巡坦政策元效而故弄

(VOC , 500 , secret res. GG and c 7.-4-1767 31-3-1768) 。

巴城當局通武囡通垃巴城學人雷珍主郭洪亮(坪音. Kouw 

Hong一 liang)的帆船，裝載 1000 拒邦卸的惕和 2000 千祖胡椒去

于哎，以恢夏勻遠一地區的貿易，但也以失敗告堡，巴城當局和雷

珍主根揖共同承扭夙隘的原則派出的速艘帆船，筒直是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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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消息，}À未帶回虫局昕希望的中固黃金等貨物。@

1776 年 6 月 20 日，里姆斯代伊克拉督。eremias van Riems

dijk , 1775 - 1777 年)寄信捨尸州荷主商愴的大班悅 z 中固帆船不

再帶有研值的貨物來巴城，“速滑法瘟民地的控訴F生不利的后果 a

使我們感到很遺憾內voc , 4414; 1982; 35). 廈叮洋行派出的帆船

的船老大也有同感，肉里姆斯代伊克提出清愿，要求，且督采取強硬

措施，迪垃前主京印度公司的外固商情把中囝食物退去爪哇。每年
到巴城的帆船致，}À 1755 年的 10 艘織方現在的 4 艘。 3居船主說，

主要原因是中固和柔佛弄展了貿易，每年有 5 艘帆船到柔佛，而不

必付捐說.由于乘佛以低份出售的中固貸流遍聲令群品，研以去巴

.城做生意的船主安隊已元法勾其竟爭.他們表示，每~到爪哇要投

賢約 1 方餵元，用來支付巴城的手裝費、房屋等費用。里姆斯代伊

克答庄了他怕的要求，避一步削i曉波群品內的中固帆脂的航行，并

討ør有并非}À中固直這巴城的繭品，征岐Xltf音說(((巴城布告集>>，

X; 81) 0 巴城當局19過一步使船主的浦意，答座在下令貿易季常

中，合司特在巴城方學商准各 200 扭以市坊仰出售的惕和公司股，

份能允祥的思可能多的胡概。里然，公司力閻扭住學商，朴信其在

巴城纖納注高人失說、商視而造成剩滴下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廈門洋行以前被迫根揖荷主京印度公司

的指令而規范航行，而如今因扭心元法勻那些派船駛往京南亞其

它不付現的或付說不多的港口貿易的掛主竟箏，主劫息求巴城當

局造一步加強管理。由于巴城曳局的限制和庄迫，售商在族群島內

的貿易失去了其主旱地位。而在乘佛，由于可以得到便宜而耐用的

木材，連一地區已逐漸成方-1'建遁及修理中團帆船的重要中心。

由于此因，中固帆船特而駛往乘佛，主吉祥行意俱到達息后，不得不

重新考慮其立足怠。

早在 1780 年春，廈叮洋行清示巴城對局不要干涉駛向柔佛的，

中圍帆船。荷主*局批准了逛一靖示，相信逼迫、此巷，能思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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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中固帆船駛往其它未詮i午可的港口，而增加前往巴城的航行

(Realia ,1I: 81 ， 14一7-1780) 。

巴城曳局或i午抱有送祥的希望 z即友共中囝帆船在t葉群島內

部的航行，建立一些通往巴城送小大本苦的航這支績。但是，在外

港的學人社區喪失句中固的直接交往后，很快就里露出衰落的越

象。耳六甲在 1778 年故禁止友展句中固避一步的直接航退職系.

該港口的一些學人官民的iiE ì司很值得注意<((巴城布告集扎扎

309) 。因方它不仗表明了中固貿易在逛一地區的里著地位，而且也

里示了述一貿易的某些特殊芳面.

1781 年初，巴城的學人官具有{言論阿依廷且督 (WilIem , 
Arnold Alting , 178。一 1797 年〉解釋混=由于近來帆船貿易的減

少，使巴城有三京印度公司在耳來半晶的地區貿易正面I隘茶、盔、

糖、笙獨、糖果、妙、針、成菜、干盔、紙去了娃、香姐及其它笑似的中固 守
商品的F重短缺。 i主些商品通迂巴城也可以共到，只是仰緒很貴.

因均速些商品先被遲到巴城，再這抵耳六甲肘，已控迂多章中伺 ! 

商，并被征以高稅。此外，有信人吉林，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們已 1 

投棧寄去結園內的父母和素友.滑他的來說，遠是--1'非常F重的 1 

，不負責任的行方，“因方一小忘掉父母奈友的中固人，金投咒男方 1 

忘恩負夫的不肯之佳。因此.元if::多么貧窮，花錢錯家里是每一↑

海外學人都要遵守的古老耳俗，并成方一奈敏的規定，否則，今后

的生活中就要倒這或得不到祝福九

勻中園貿易美系的中晰，也早致了耳六甲三分之二的半人港

口搬這工、烘烤姜併的面包州及園林工人逃到附近的廖內群品，故

品在布吉斯人 (Bugis)統治者拉賈﹒啥只 <Raja Haji)統治下正題

漸成方英固商人、中固帆船及當地航逅的--1'新的聚合息。而再六

甲正面|拖著失去作方法地區本地航逗jY.商晶集散市場的地位。半

人官民強調i且“需要用中固商品來吸引那些鼠不帶錢去市場，但部

耳慣于用象牙、奇捕香木、安息香、血福、手工紡車只品交換中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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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著風"。最后，他們表信中指出，來自草芥的二三十艘船只﹒前

几年詮常駛入耳六甲。現在則都特向j寥內.}À而使公司損失稅收

22000 銀元(海牙檔案情，第一室，奧示了文集 .67) 。

過垃逛一安例，也就非常有力地混明了帆船貿易的中斷即帶

來的消披影吶.因此，阿依廷且督立即解除了航海禁令(<(巴城布告

集 >>.XI:379.27- 2-1781)。廖內群晶伺題在 3 年后，由布拉姆(J.

P. van Braam)特軍解決，他在 1784 年打敗了布吉斯人，}À而使英

固人在送些晶峙上建立根搪地的汁划成;但泡影。英固人因方需要

一小更好的地息，便于 1786 年占領了棋榔峙。

第 4 吹英荷哉爭期間(1780-1784 年) ，荷主商船暫吋元法駛

往中固。遠坊鐵學并未辱致帆船貿易的里著tt.展。由于始投港口

多祥化，數目增加，帆甜數量也曾一度有f)f增加。呈然公司廿大了

xt一些商品包括荼卅的收駒，但對公司准各滑超載船客的几小中

固帆船老大赴于罰款肘投瑰，公司外郁的貿易情混仍然很不景呵。

巴城政府官員投現“中學帝圍勻我們的首府之間的貿易己衰落到

如此地步，以至于來巴帆船的偷值達，同其質俯起不足以支付我們

打算指派的詞款"(15-6-1787 ，(<巴城布告集))，X: 924) 。

后來，在 1791 年當局改定采取某些現收措施，“東挽救，巴明星

衰落，甚至有夏夾危隘的廈門帆船貿易"，并允許前三船民在行李

中帶荼回荷主，“否則的活，已銓F重衰落的帆船貿易合更加衰

退。"但送些措施都已方耐垃晚.巴城，遠小一度很重要的商.l!t.中

心，巴衰落到准以夏原的地步(((巴城布告集))，XI:381.428) 。

七、巴城貿易衰落的原因

巴城特派員內德堡就 18 世紀 80 年代巴城貿易遊展緩慢避行

坪帖，他指出 z地芳的貪官污吏加上宿主對周財航錢的干涉，神帆

船貿易的衰落不元影吶。此外，有一項比較消板的措施座核提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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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餵元出口數量被削減，只允i午那些要莽活中固家厲的令人

tc出銀元。 1796 年允坪出口的銀元息鼓-:f.J 30000 西班牙餵元(((巴

城布告集))，XII:281) ，但到 1899 年就完全禁止了金銀的出口〈間

上，XII:983)。述一禁令辟造成的影吶〈要防土早在 90 年代之前就

已影哨到學商的主耳其〉可此同吋代中因人的i含著中有美中園航是

並衰落原因的解釋中找到.在王大海的爪哇旅行氾中()}.. 1813 年

起〉清楚地提出他的班長， .lIp責任在椅主人身上 z

“我們再卉如花似錦的祖園，不過方里來到巴城貿易，以前允

i午我們銓商掙錢，可買主存新質，或將饒帶回園，我們感到很芳便.但

后來 ，fL禁)À巴城出口自嘿，我們只好被迫把研族利調用來駒英貨

物之后，才能揚帆返航.此外，要花些吋向把回失貸〈經常是其他地

芳的戶晶〉還往巴城，結果我的的帆般要等很多日子，以致于備注 且

了季風期，元法按肘到遠廈l寸。要么一直拖延到夏季錯束，述肘台 4 
夙很頻繁，船只和水手盔常遭到夾頂之究.送神狀況一直持縷了i午 i 

多年，致使居住在清海地區、致力于逛一貿易的商人陷入連綿不斷

的悲慘境地，我固〈中間〉收入也受損。而又找不到扑救的b法"(王

大海 :1849:20) 。

(我牟人通服于此，向來皆就研售貨餵，或置質，或特候帶回，

各)À其便。今則F禁，不i午寄娘出口，必令將特置貸物，主fl!午揚帆。

而其貨物又皆戶于他蚣，未到吧地，以致唐船守候日久，風訊社肘，

年年不能抵廈，甚至道及夏秋風肥，人船俱設，數十年如是。迪海之

人}[l!'.此者，莫不昏睡t乏哎，因課亦因之織飯，惟付之莫可如何而已

耳。)

上面提出了一小阿題 z椅主京印度公司J:;[巴城帆船貿易的干

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了它的衰亡。除此之外，我們起可以探

i才一下中固自身出現的某些投展受化，是否也辱致遠一貿易的衰

落。)À 18 世紀 50 年代起，中固朝廷昕采取的有美南洋貿易的大多

數決定，似乎并非特別具有抑制性盾，就象前面昕指出的，禁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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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期在海外居住的禁令是寬松的。因方扭心出口貿易合使中固

市場的伽格上長，昕以， 1759 年吋曾頒布了集止笙調出口的命令，

但荷主人清示放寬后又部分解禁，即每船F格限載 1000 匹笙夠

( ((清奕景.徑1井賢料輯稿)}: 463- 66; 付浩蕩~， 166: 227.235- 237) 。

庄氾住回故康指出的， 18 世紀最后 10 年的控訴危机和海盔

的猖嗽，是阻磚中固航這~自身君主展的主要原因。Xf此大多數研究

述一課題的掌者都持贊同班息。其中一位甚至吉林 t帆船貿易中斷

了近 30 年，直到 1809 年海盜浩劫被平定后才恢夏 (Leonard

1984:81)。福建巡抗汪志伊 1799 年在有美沿海港口形勢的文章中

~f打青海盔的目的、手設及官方昕持主要志度，遊行了全面的ì{?;述

( ((皇朝鎧世文編)}，卷的， 34 頁一一揮者)。王堅持試方，元洽如何

要避免禁止貿易，因均許多人靠貿易謀生 (Cllshm恤 .1975:171) 。

1806 年，福建帆船時位的大小受到當局的限制，但逛一限制似乎

只計討沿岸航這.!lk而吉，因均《巴城布告集H己載， 1808 年仍將投

抵巴城的帆船區分方草店或政崖，后者的盡量有 800 多時(((巴城

布告集}}，XV:41)。

《廈 l寸志 >>ì己載 :1727 年后建立了i午多洋行，其中到嘉庚初年

(1796)起剩有 8 家，比 30 多年前(當吋曾有 7 家〉只多了 1 家〈推

拉菲尿， 1977:10肘。是同另外 30 家沿海航逅的商哥〈商行〉一起，

共詞有 1000 艘遁于航海的商船。 18 年以后，只剩一家“和合成洋

行"，其他的由于短嘗不善以及受到那些航事非法海外貿易不必交

稅的沿海航這公司的竟爭而全部破戶(((廈叮志)}.卷 2:180) 。至于

勻巴城的帆船貿易，在海盜肆掠的速度吋期，是否受到很大損失，

地方志中元記載。但《廈叮志》載，洋行每年要貢 20000 兩供海防之

用(((廈n志)}，卷 2:179) 。

)Á述些隨意進捍的零星賢料可以看出，福建海上航逗.!lk的衰

落，是由于稍后戶生的地芳上的因素引起的，它勻廈n一巴城航追

問衰落的原因是不同的。惡之，現在可以有把握地慚宮，中固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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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衰落，并非由其自身造成，而主要是荷主京印度公司的政策古

的住民造成的。然而，不能象以往那祥只是):À合司蓋事金討中固貿

易策略的交化上來加以解釋，而座):À更尸祠的角度來考察逛一課

題。遠祥說有可能去注意荷主京印度公司文才改群晶控制的削弱，或

英固勢力在南中固悔的滲透等此美伺題.

巴城遊出口說努助理收稅民考佩w斯 (P. T. Couperus)在

1815 年有道f中園勻巴城的貿易非常不景究.星然每年仍有一些

帆船):À，州、廈n這載瓷器、荼口十、室主網、紙及漆器抵迷巴城，但數

量逐年減少。"(海牙樹案惜，第一室，考佩w斯文件集，4的。假如考

佩w斯得知，同祥的貿易几年后在新加坡卸鎧扇了或間性的高漲，電

他一定全感到悔呀，遠吋萊佛士CRaffles)在京南E成功地建立起

英固人已夢想了多年的兔說貿易集散中心。

結 洽

有美中固勻巴城|司的中固帆船貿易史，就，故迷到比方止。達~

JJj史或i午可以把要地概括其I央在兩小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陶的

私人貿易岡絡。不受的似乎且是董事合希望勻中固避行貿易的愿

望及福建人前海外貿易的需要。而受化的是荷主京印度公司均速

到自己目的昕果取的方法以及中因政府武圓規蒞貿易以避免損害

固家肪采取的手段。而樹案史料的性晨，使人的准以象希望的那祥

全面地赴理進一問題。結果，述一課題的學者，必須依靠前主和中

固商固官僚体制F生的資料，達科官僚体制曾試因限制逛一貿易可

井把它納入自己的社金盤帶秩序。政府當局方加強控制而避行的

努力是一奈主要錢黨，而j主奈鐵索持我主要是按年代敘述的各科

小別史料串連在一起。

根搪官女f政策遠余錢索研究逛一何題，也有某些不足之赴 z它」

容易錯人以一神不可靠的感覺，好象中固和椅主決策的那批人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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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統一的思想，而巴迷罐里社區的東j益部敏置于背景的地位，以致

于使人杯疑遠是清佼佼是在研究有主京印度公司句中圓的帆船貿

易而已。
在前面的敘述中井未完整地回答送小影吶探逅的問題，但是

看起來很值得研究，其原因不仗在于它使如下事安格外明白地里

示出來 z即在 18 世:紀末，巴城作均一小都市化社舍已成19;;直以防

守的陣地，而且也值我有1能避一步祥姻視明回故康研抱怨的“設
法"的特征.有可能捨逛一向i吾賦于-1-完全不同于其本意的肉

涵。
首先，鹿再次指出 z中固和椅主述兩小官僚体制之間表面上的

混成-致，安綜上是各神不同班，氓、利益沖突以及有組棋的種嗔戒

各釗撞在一起，述>>..苟美朝延就禁止或權接卉放南洋貿易間的投

完住了的吋洽報告中就可以看出.蔡新悲兢地說，“海禁不仗金伯

害普通百姓的生活，>>"1是起來看，甚至可能合損害固庫凡而遠在有

三京印度公司述一卓越的詮清帝固不同展面上的訣竅者的通信中

表示得更方明星。

早先，力囡最大限度地收回投資的有主董事金痛苦地視察到，

他們在亞洲的大本蕾具有消耗賢本的特性，同肘，其正洲的代理人

一一且督和京印度公司坪放院則可奉行鶴立方針.正是在逛一成

上最引人注目地表現出自相矛盾之赴;--}在車洲最大的歐洲貿

易公司不得不靠外固航這間來供座.正如本章全文，也是金帶表明

的那祥 z進科依賴美系戶生于如下事~:巴迷堆里在群島內具有商--/ V 
品集散地的地位，座蚵功于大量中固商人的存在 G #....--

到 1756 年，董事舍感到句中固貿易的大部分利洞，都斐成了

巴城的推持費，因此決定奈自赴理中荷貿易，而把巴城在亞洲貿易

蒞固向更弄放的固院長市場特化垃程中昕面 11面的徑:非夾雄，留給巴

城當局自己去解決.在遠方面，他們并未給且督和汗故瞬更多的行

訪自由，遠又加速了巴城地位的特吏，即J.Å原來的海上貿易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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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寅交均地區性首府.正如瓦佮丁曾詮提到的，作站“公司且体机椅

的心腔"的巴城停止了跳劫。 1793 年，內德堡特派員瓜清主來到巴

城，他'J}:.現述↑由當地精英管理的社金已銓衰敗。送些本地精英握

有堆滴爪哇人神植的商品作物質找的胡匙，因此中飽私囊。他描述

了對吋的情形:那些居有高位的人有著根大的校方欲，伴之以一神

元法克制的 i中功，千古百汁使自己已銓相當鹿大的家族主持遊最好

位置，以注巨額饒財流逝送些家族成民口袋中。的.舒特 Schut妞，

1974:153) 。

董事金首先此巴城撤回其賭注，然后巴城當局故弄了巴迷推

E城堡，而定居于威力之特弗列登(Weltevreden) [三.送些步驟并非

突然，而是銓垃多年考慮、后才加以妥施的，最龔棕志看作方貿易中

心的巴域的衰落。然而部大大影吶了得以追行的帆船貿易。在明

智地考慮了各小不同的投展盼民之后，或許可以引用一句名言=

“起先充當公司溫床的奎斯杖，最后交成了送興之床"(Haan ， 1935

1;720)0就巴城的情況而吉，逛一名吉尤其准哺。由此可見，并非是

正在?誰的世界銓濟体系設法了帆船貿易，而是衰弱的讀民貿易

体制的僵硬籍制，把巴城的帆船貿易拖遊垂死掙扎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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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注釋:'

<D~斯特虛夫(J﹒ OC1sterhoff)、費梅佮 (A. C. J. Vermeulen)和萊頓大字歐洲
:fn長研究膀的生當代學者，根拇海牙椅集f官員賞美于船這、商品挂出口等賀科
i挂行數量分析，此成果不久將向世.有美帆船頭品中的造出口商品的文獻

賢料也能使我{rJ部分了解中園帆船的貿易找況.上述學者注重討椅主家
印度合司向中固帆船駒英的商品進行分析，并將其勻椅主京印度公司在
l于州的交易談系起來考察.

@快Iif CYachts)只用于巴迷宮陸軍和澳叮間的激系，忌督和公司t平淡院向意，

爪嗤的學人任意揖有三且能船z 三畫畫的學人雷珍主除汀周(海音 :Tan
Tjinko)要求椅主當局同意他建造長的英尺、寬 25 英尺，帶有椅式船舵的

帆船. (Res GG and C 1- 7 - 1774 , VOC 卸的.除晚生〈海音 :Tan

Wanseng)要求il::其新建的“大松益"(Toa-son-j)學帆船魯、免稅收.雷珍

主亨~宏亮〈洋音 :Kouw Hong-liang)要求允i午其屆倒更多的水芋，因海他
用京爪哇柚木建逅的帆船更大更重，能載重 12000 扭或 720 時 (Res GG 
andC 27-6-1769 ,VOC 709 ,f. 731). 

@({)順風相送》成有于 1430 年(Needham 1971IV-3 ,58l). <<指南正法》的現
代編築者i)..方tl費者成桔子康熙末年(1720 年).連部帝也描繪了中固帆船
在巴迫娃5Jt和日本長崎之向的航錢.逛商部45按編入向述主編的《商紳海
道幸十銓)(向述 .1961).

@失于椅主市民特房會出租給學人船長的例子，可以伊伊克﹒戶訣(lsaacq
]ansz )l 709 年的回化素來世明.述一珍貴的文獻收藏于海牙樹眾信，第一
部主楚，椅主京印度公司知這癸 11999/D寺，巴迷罐里就這輯策.

@失于早期的瓷器貿易，參見福克你 (T﹒ Volkω似巴城臼 lt.)中輛出的說
汁資料(Volker 1954).1984 年，啥街均可 CMichael Hatcher)在新加坡海峽附
近處現一奈沉船.Mt.支船的考察可見 17 世記 40 年代中固帆船控制瓷器是

輸之一斑.同年，遠奈打撈上來的況船所載的 23000 件l&器在阿姆斯特丹
拍案(Jorg 1984). 

@1639 年 ε9102 扭的M II:9);1640 年 :6000 拉伯M II:105);1641 年 z 約 340
峙的Mll: 149); 1642 年;釣 1000 峙的M II:181). 

@同吋代人的商都囡文并茂的著作生功描拾了達三位使可穹的ieuhoff 1665: 

Dapper 1670). 

@參見胡戶的有美著作. (De HuIIu 1917:102入胡戶引用 1730 年 9 月 5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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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信中提到，j眾的几位中國人曾多年在巴城居住和貿易.因此，他

們能為到椅主人的叮貸.

@14 艘中固帆船Ji)ft鷹帶的茶肘通常能接清一奈荷主京印度合司的茶船(De

Hullu 1917:42-4). 美于尸州和巴城茶仰的比較，參見，Glamann 1958 , 

218. 

@參見 Res GG and C 2-3-1717 ,VOC 1876 ,f. 2454-5 ，松~荼(綠茶〉每

組 40 元 (rixdollars)武夷紅茶每扭 80 元.

。1728 年 11 月 3 日上渝((消失最.鍾游覽料緝要恥459 頁).在更旱的上渝

中(l717 年 3 月 7 日) ，每小出海水手准帶兩升米(同上，457 頁入

@(清朝文獻通~>>7465-6 ， Hoetink 1917:372. 

@VOC 2216.f. 6610-4.18-3-1733 ，克若梅 (Crawhtrd ， 1830 III ， 179)也引

用 40%利率的質料.他提到，利綱可垃數倍.這小視法也1iJ(廈門志H卷 5 ，

644 頁) JiJí'証明。

@參見 1737 年 3 月 13 日的茶份表.船長和貨主的名字都在表上 (VOC

2366. f. 3054). 在瓷器貿易中，(項民地〉竿人官民也掛演重要角色.

@例如，連富光激流放到安汝昌b(Hoetink 1918:501). 

@179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又頒令，准許用合司的船版這荼附((吧城布告策》

XI:427). 

@遠是荷主商人奧登渾然(Jan OldenzeeJ)收告翁固官(譯音，Ong Koquan}船

.長的1ft乏自久的訴訟結果.荷印高級注協主事信告訴「州的中固船主有美新

的程序(VOC788.Res GG and C 26-5-1758 ,11-4-1758). / 

@皇家楊港口的狀況正好混明遠些畫劫的政策. 1746 年 11 月 25 日，到送小

港口的航這美問你巴城布告策W ， 426).1752 年 3 月 14 日重汗(同上 .VI:

688).1762 年 12 月 24 日又失間(間上.VIII: 29) ， 1768 年 7 月 21 日再度卉

放(間上 .VIlI :519).

@美于遠小板不尋常的小案，參見 VOC 798.Res GG and C 27-5-1768 , 14 

-6-1768.17-5-1768.VOC 799;Res GG and C13-1 一 1769 ， 10-3-

1769.8-6-1769.20- 6-1769.276-1769.1770 年 3 月 23 日，進艘船不

畫出現(VOC 800 ,Res GG and Ç-233-1770). 

@Realia II:81.9-4-1778州巴城布告集》提到 1754 年和 1756 年兩小倒子.

在述兩年中，胡椒被普IJ俯案給于波來的中固帆船商人和主吉尼拉來的港間商

人，“因 Jg他們的航這封巴述繞巫是非常重要的."(((巴城布會集 >>VI:655;

VIl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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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635-1690 年荷主京印度

公司勻中因海上貿易的交迂

不可一營的貿易命固迅速瀕于夫亡，

泊滿的:在垮終將沖破處弱的堤防，

只有自強的力量承受時空的拉發，

如同中流氓拉吃立在海天中央。

一一賽f/-才2. 約翰赴(Sarnuel Johnson) 

1690 年，巴迷堆里的有印最高當局試方，椅主京印度公司繼

續同中固直接貿易在短濟上已不再是明智的了。當肘正辯洽 z 以往

用于同中固貿易的船只是否皮特而部署于印度洋。

研究南中圍海貿易的民史學家財此困惑不解。對肘唯一有理

由宣稀里洲內部貿易及其收益“是本公司東魂"的歐洲最大特i午貿

易公司的航行机拘，方什么合作出造祥的決定?CD送些精明的有主

貿易商方什么決定故弄他們在中固的貿易支柱而轉向印度洋貿

易?在印度洋立足韓、固而在南中固海元立足之地的英固人對肘正

卉始每年由耳德拉斯(印度港市〉派遣 7-8 艘船到中固，克什么恰

在此吋荷主人均反其道而行之呢?是因方同其它歐洲固家或商人

的竟爭太激烈了呵?或者是因方故地區的政治格局的交化阻蹲了

海上貿易使之克利可囡?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肉題或某科偶然性的

忱先考慮影吶了荷主人在南中回海地區的貿易立場?

看來有多料理由使送些阿題值得避一步探i寸，一般的研究亞

洲特悴貿易公司肪史的根戚史掌家試方 z荷主京印度公司在 17 世

紀 80 年代后期逮到了全盛肘期.但是，減少荷主京印度公司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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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的貿易活劫的重大決定似乎同逛一公弘的現成截然肘立，或許

我們座特此決定視之19該公司超向衰落的最初征兆?在速度肘伺

椅主京印度公司已鐘或正打算A甫中國海地區其它商港撤退的事

安似乎反映了逛一起勢。我1日如果)Å亞洲侍說貿易岡絡的持續存

在勻斐功表探討椅主京印度合司停止在中固沿海貿易活功的原、

因，遠不但肘研究西方在亞洲貿易:tt~長史的朋史掌家，而且財研

究該領域的學者也有相曳的意艾。

在整小 17 世紀一直活厭于中固沿海地區的荷主京印度公司，

其檔案不仗提供了有美荷主在該地區貿易浩劫的大量資料，而且

包含了很多有失荷主的軍訓{竟爭者的商.ill!.活功的珍貴情掘。因均

按檔案不i叉涉民荷主京印度公司的浩劫，也反映了是京沿海地區

靖國家政治格局的斐化。就 17 世紀末圾，荷主京印度公司的檔案

拘成了唯一的一份有失過吋E洲海上貿易的持續不斷和比較完整

的合共机拘資料.在~r我們研究的背景和肘代做了上述規明之后，

在武囡提也答案之前，i上我的~r研究的吋代和背景做出避一步的

規定。

一、吋代 :17 、 18 兩小不同的世紀 / 

17 世紀是稿主人在里洲地區避行貿易活功的全盛肘期，18 世

ν\ 記則是英固在京軍海城稍:霸的吋代，述一底可逼迫有主和英固的

京印度公司在][洲的全部浩劫中錯中園海上貿易各自昕萌定的大

相徑庭的作用來充分混明。荷三三勻英固在里湖海域爭霸的主要劫

机(如果我的在使用誠向肘，不賦予它垃多政治會文的活)在本頁

上是有很大差別的。@

椅主京印度公司最初的主要目的是惡可能)Å南中固海海上貿

易中族帶更多的自帳。事宴上，均胸果中固和印度的主主俱品，背主 i

京印度公司在 17 世紀的貿易集中在日本，其目的是努力)Å日本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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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金嘿，以支持其亞洲的ft4子.但到 17 世紀末，逛一策略巳ilE明是

不再可行的了。聞著日本貴金厲出口的逐漸枯竭，椅主京印度公司

木得不依靠歐洲白線的種定供庄，就象其英固伙伴自一弄始起就

那祥平一以下已故的 A. 阿特曼(Attma叫失于有主、英固白銀流入

亞制的說汁數字t正明了達成.@

表 1 〈以官方西班牙線Jt;均單位〉

1650 1700 1750 

椅至全 0.9(0.5 來自日本〉 2 3 

英固 0.5 勢 1. 5 2 

勢 1650 年，英固)À京地中海及波斯進口的白銀數字包括﹒在內.

17 世紀 90 年代卉始，英囝商人在南中國海的勢力逐漸增長，

逛一述種通常被描述方印度洋貿易向京正的自然延伸。然而，且混

在西單、南軍和通京之間商晶交換的 l日侍繞萌己存在了數百年之

久，但座強惆指出 z 以印度均基地的第一批英固商人，于 1690 年首

吹到是中固海岸，元疑宣告了一小新的貿易吋代的到來，方鴉片及

荼卅等一些并不太重要的商品，找到了新的市場或鋪路。

17 世紀末.荷主京印度合司不得不M.亞洲几小買易區撤退、

斐得越來越更多地依靠歐洲白線的供庄，而遠吋英團合司在軍洲

商費中的地位，安隊上卸依靠那些逼迫.ill[~H內部貿易祺累起資本

的英固散商的貿易活功而得到現固.因方英固散商只要Jæ迂京印

度公司出掘的tc兌涯，就可特其利潤特回英固。英固京印度公司則

盡斷了英囝勻印度之間的是輸鈍。到 18 世紀，該公司又能在里洲

本地卉友自報資源。@寂村散商人數的增加，有助于正圳市場的弄

裳，加上供求美系的急副交化，安隊上都封管理本地區海上貿易的

侍統格局提出了F峻的挑娥，遠就使英固京印度公司越机而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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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許德哈里及德米格尼等研究 18 世紀歐洲勻中國貿易迅速度展

的身史掌家，都以投展的現成看待逛一貿易。@結果，他們強加給
我們進么一料看法 z商芳滑過京地區的遊步影吶是直錢盟主展的，而

且灌輸了一神眨印度洋親戚，南中固海只是赴于一小吹要地位。遠

神且括的珊處，恰好勻正在出現一小新世界体系的理地相通庄，比

較容易歪曲我的財更早的 17 世紀蔚史安隊控展的坪仰。下面我特

現明，即使I. TR勒斯坦(Wallerstei叫的親戚也是一致的;@即整小

17 世紀，中固海就象是一小“通京蛋糕，'，甚至比達更好。在“漫長

的 16 世紀"中，西方的商至于勻軍事都哲吋地在逛一地區留下了烙

印。在此之后，中固海又斐克里洲的內悔了，遠吋的中園主5 日本相

互爭。t并卷入內曲之中.

二、背景:以耳六甲方界錢

中固梅同詮常相提并拾的印度洋，其昇同志何在?首先，在『

帳上，南中固海勻京海(我主人均是-1'整体)f寺銳的海上航錢，特熱

帶、亞熱帶地區連接了起來，然而面棋大得多的印度洋在『候主卸

較少有明星的安化。其吠，中因海地區具有抄漏狀內海，呈現封封

閉室吉拘，岡卉隔的印度祥形成群明封照，其西迪是里訪H大階，京迪、

北迪是>>..台痔詮琉球到日本的一系列扇形品的，南迪則盤菲律宴

到印尼群島。另外，如此文化的現成考察述兩片f祠的海域，那么，

伊斯主文化和印度文化都肘整小印度洋戶生了巨大影哨，而那些

勻南中囝海鷗郁的固家，則或多或少生活在中固文化的保妒傘下。

印度洋勻中固海的共同之赴在于它們都接近京甫里，其貿易阿在

海上通道咽喉地區交叉，在耳東半晶地峽連接，形成新的原料市

場.

蔚主人于 16 世紀末到注E洲。 1619 年，他的軍慎地在里制內 1 
海交通要道巴速推E建立了大本膏。在大釣兩小世紀中，有主人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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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均基地，在印度洋句中固悔之肉跳事和枷惆自己的航還~舍，并

且遁虛了同述兩小地區當地政府的美系.在印度洋，虫印度和印度

尼西巫兩岸都建立了商倌后，椅主加只成功地華斷了印度次大陪

.到印尼群品之間已有的航錢。但在中因海則是完全不間的情形.因

19中固政府禁止荷主人自由過入京南沿海渚港口，請主人很快就

主要依靠駛往印尼群島的中圍商船.只有在中固海貿易的肪史背

景下未研究侍統的中囝貿易同格局，我們封此才能有造奇的弘氓。

三、京、西航錢

英固作家 W.S. 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在《憤怒的船》

逮篇有美南中固海中印尼群島的短篇著述的卉失几行中作出披好

的視察=了解E洲京部海域遠小組持世界的筒便途徑，就是胸~奉

海軍大臣之命由航海部出版的《航海指南》。“但是"，他耳上接著又

悅，“述祥做并不可靠.假如你是一位受固定耳慣支配、而又不想打

亂它的人，或者在某地有小工作把你黨黨挂住了，那么，遠些事各

式的唱只金使你陶醉于精神的旅行而已。"

如果毛姆懂得技悟，并特其故事置于 17 世紀，他也許金查闢

描述南中固海海上貿易的《京西洋考>>，此有出版于 1617 年，是中

固航拇指甫的前噓。

根搪此苦，遠些晶崎有著奇珍昇室，沿著兩奈主航鐵象一串串

珍珠，持中固勻京南里祺系在一起 z沿海岸的京、西航鐵始于中固

福建省的月諧，詮京過的菲律案及西迎的印度支那半島到遠印尼

群島。

16 世紀末，中固勻京南軍海上貿易的組fJt形式友生了急割的

交化。以前由中固政府本身組敏的“官芳"同絡，已由私人貿易商操

剔。明朝初期(1405-1433 年) .由于蒙古人繼按封鎖著階上坐網

之路，政府先后 7 吹派遣廣大的武裝船臥，在宣官郊和的率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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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京甫][、南E及西里，以便勻海上盤網之路沿途的海外渚固重 y

v 建朝責美系。述些出坊的直接結果是釣有的小E洲因家的固王定 j

期或不定期地派出朝貫使回到中固的京甫港口。但是，一旦送些野

蜜人的使常帶來足慘的熱帶商品之后，朝廷就反泊中固商人在其

政治管轄范圍之外此事越洋貿易，便重新加強了荷中固民伺商人

到園外活功的早期禁令.明朝政府方什么在 15 世紀 30 年代決定

停止派遣船趴到海外地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派遣船臥功用船只注 200 艘之多。隨行的水手、官員、工匠、古

朮家、商人及士兵 27000 人，進即使M中固皇家財政而言也元疑是

沉重的負扭，此外，由于北部迪境軍事形勢的迅速惡化，必須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振御蒙古的侵找。朝廷甚至特沿岸地區的

帝固海軍撤換.派遭到西北迫境.逛一切足以混明， 15 世紀 40 年

代，達4、“中央帝固"已停止向海外投展了。但是，座核i昆明的是~ :中

固撤出京南]E，不i它是多么富有就聞性，主要的運是官方的行功。

而大多數中固商人拒絕孰行政府禁令，繼續在南洋}}..事貿易活劫.

且然明政府力囡消除送些違反固家政策的非怯浩劫，但是遠神私

人貿易)À福建省繼續f展，以至到明朝中期，非法貿易阿巴}}..北部

的日本起向南t展到了印尼群島。(J) I 

1550~1560 年 10 年間，沿海各省展卉了班悽這功，最后有效

地封鎖了句陷入激烈內蛾的日本武裝走私貿易，但同肘也使福建

沿岸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在海蛾中尋求庇妒。正如當吋一位

視察家指出的“海禁愈戶，賊余愈盛".@方此地芳官府清求朝廷解

除M京南亞貿易的海禁，然而同肘堅持M因內部學紛而分裂的日

本的海禁。 1567 年，福建巡祝都御使涂澤民的奏折得到的批准，皇

帝宣布部分解除海禁，允許滑南洋的特祥征貿易。@

位于九先江三角洲下游的月港，在前一小走私貿易吋期，曾是

走私者的秘密藏身位和大本膏。明政府方完全控制特許tiE貿易，抉

定將一切海上貿易浩劫全部集中于月港，并改名方海j壺，由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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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芳行政中心。

1567 年以后，朝廷每年均往來于京甫里的商船船主頒度船
引。到 16 世紀末，月港貿易阿遍布于南中固悔的各重要港口.在
度迂7中固新年之后，立刻有鉤 200 艘帆船超京北季風向南韓去.
然后于初夏肘常，乘西南季風，浦栽熱帶戶品而肉。

月港貿易的繁槳，不但有利于本地人民，而且也有利于地芳官
府. 1575 年地芳說惋且汁迷 6000 商，到 1594 年，增到 29000 雨，
1613 年，送到 35000 雨的最高成.。然而，地方說俏的增加使中央
故府十分妒忌，方商皇帝派宣官商采前往福建，監督說備制度.>>.

月港貿易中存取部分利益，因此，月港不久便被輯:之方“皇帝的南
方財庫".

方了更好地了解海上貿易悶的道出口情況，明政府要深地芳
著名學者技變對南洋貿易作全面的洞查。 5長變以被大的熱情投入
工作.他根措官方有美管理南洋貿易的文件及來自各朝肪史記載、'
古代{械晃地理描述中有美京南草地理、蔚史的資料，完成了研
究。作者特辛吋的貿易浩劫，系統地排列在兩小綜題之下 z西洋針
路和京洋計路。京洋計路)Á廈門糟的太武山出裳，沿澎湖列晶到菲
律冀〈昌宋).由此繼續向南，最后到迷摩鹿加群晶 f 西洋計路>>.同
一地成出裳，沿南中固海的西岸徑占城(越南南部〉、真脂〈東埔
暴〉、過~(春固〉、耳東半晶到都f1答晴和爪哇北岸，由此特入帝

說，而帝訣別文勻京洋計路的態成一香料群品相連接。

京洋軒路包括大約的奈支織，其中大多位于菲律黨及亦祿群
品之肉，而西洋計路則大約有 125 奈支錢。弦盤ør描述的京、西洋
貿易岡錯，除了中央政府偶然的政治干預之外，一直完整地保持到
19 世紀。

然而，張艷的著作中明星地缺少連接中園每日本的京海貿易
航錢.因均 1549 年明政府明文宣布禁止兩周肉的直接貿易，因而
)Á嘉靖吋期(1522-1566 年〉起，中、日商人只好相互在京、西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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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京南軍渚港口接蝕。在此特定肘期內，歐洲海上力量武困控制

部分中囝海上交通，即調整政策，使自身能完全造血于下述交通格

局 z要么說法使自己的船趴勻京西洋貿易同絡連通，要么提供一奈

連接澳叮勻長崎的航錢，3峙中、日伺缺乏直航的不利抉況特化均有

利.

四、歐洲在中園海的?張

注我們前草回厥一下三↑主要歐洲固家在廿弦舞台上的浩

劫。遠也可能是老生常談了.早在 1511 年，葡萄史人就占領了接

近西洋針路外側些成的耳六甲海峽o 1557 年在澳汀 .1580 年又可在
長崎建立了商倌.依托送些商惜，他們控制了印度洋勾南中固悔之

祠的主要通道，向避出逛商令海城的正普li商船征收道路費，并且每

年向京和向西派遣數艘大帆船，在印度勻中固之間建立了長期聆

系。此外，往來于澳盯勻長崎之間的阿耳康哥大船，特大量日本自

餵這往中固市場，以硝保中固說收体系的順利推行.同肘，送些船

又特日本市場渴望得到的笙釵晶、磁器及中固其它成品或半成品

商品還舖日本市場.

1瑟1 年，西班牙人沿京洋計路在耳尼拉建立了他們在軍制的
大本背.方71A中固船商手中駒芙盤棋品，又1A南美洲避口自棍，

遠就避一步加強了既存的京洋計路。到 1567 年以后，京西洋体系

已經完全形成，并得到正式主人可，而此肘歐洲人在南中固悔的勢力

也在r雅，遠小体系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神固定的格局，是財西班牙

人、葡萄牙人在家里水域勢力的一神抗衛.@

大約 30 年以后(1596 年)，荷主人到遠京南軍。遠吋中固人、

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的貿易岡結巴交叉結合，這特良好，新來的精

主人有意哄地在耳六甲間葡萄牙人保持距寓，持他們在京甫里的

大本蕾建立在印度洋勻南中固悔之!可唯一的另一通道附近，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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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葡萄牙人控制的異他海峽。 1619 年，新建的巴迷罐車很快取代
了附近的方丹，作方西洋計路的鑄成。首先到迷日本的荷主人，恰

好目睹了 1600 年炭生在美西的那場肘代的蛾斗。括不可靠的消息

來源，槍是A椅主的“f尋里夫德"學上借來的，此而荷主人甚至可能

幫助德川家康嬴了述一仗。然而，荷主京印度合司直到 9 年以后

(1 609 年) ，才在日本的平戶建立了第7小商倌.間吋，逼迫不斷的

摸索，在錯誤中學耳，椅主沿著西洋計路的其它地方，包括耳東半

晶的宋卡、北大年及通~的阿瑜陀耶，建立起一系列商情. 1û24 

年，有三几次在尸京、福建建立掘店的企囡失敗后，在福均可摩盾售商

海岸的大具潛抄崎土建立7基地，因均在垃去的教 10 年間，台灣

依然赴于中央政府的管轄范圍之外，被中固和日本走私者對作貿

易基地。椅主在此建立了熱主﹒遮城。在起初遭受了一些挫折后，

1663 年荷主句福建的長期的貿易失系建立起來了，}À而京印度公

司卉始了中園、福均可摩醉每日本之何的三角貿易。@

五、布三句伊比利盟的財抗(160。一 1640 年)

以土昕有提到的瘟民活功，方三小歐洲海上強圓各自莫定了

旨在寺取當地資諒而在中固海地區廿展的長期貿易晶略基咄。遠

些故略同椅主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長期祖立斗爭有直接聆

系 o -11面，西班牙人每葡萄牙人在中固海地區學常友生財抗，另
一-方面是椅主人的陶入。荷主京印度公司最些充當了商旁勻鐵爭
的攻章工具。

1620-1630 年?荷主京印度公司試圖特西班牙超出菲律宴，

或者將耳尼拉勻福建的京洋貿易隔絕，但由于以下兩小主要原因，

進一企囡失敗了.首先，荷主運元法蛾陸西班牙在自宋的相滑比較

強大的軍事力量 E其吹，恢夏活力的中固貿易問絡方卉展}]t每迫切

需要墨西哥白棍，他們或弄了椅主人。荷主肘耳尼拉的企固一卉始



就不斷地遭到打青.中固商人仗但用比請主船更机劫、跑得更快的

艦，替代了原先大而設慢的帆船，就智腔了入侵者。但是，椅主均

有效地阻止了西班牙向摩鹿加避一步1t雅的超勢.@

在還京地區，荷主人尤均成功地指御乃至摧毀了葡萄牙人的

勢力.葡萄牙人在摩鹿加被荷主驅趕之后，1639 年又接迫撤出長

崎的出品而特日本市場注錯了自己的主要故手.。兩年后(1641

年) ，甚至不得不特耳六甲垃措前主 .1人而失去7在京南軍的最后

一小有效立足成.布主一旦控制了耳六甲海峽后，他的就成方述一

地區占仿勢的西11海上強固了。

我把迋-吋|司作方本文以下持要佯加洽述的茄史吋朔的卉

始。到 1641 年，椅主在向伊比利E散手的較量中成方腔利者，并且

在此以前的長期迫程中巴基本上熟悉了述一地區的市場.研有湛

象都預示著美好的宋束。但是，比肘食生的兩件划吋代的大事，打

斷了貿易的迅速度展 z即迅速席卷中固的內織和日本回家的形成

垃程(其目的是宴現政治詮濟的問美自守).

六、市場規律

W.H. 其然主德(Moreland)很早就指出，荷主人卉始肘是直

接方歐洲胸英香料，后來逐漸往來于直洲水蛾几乎每奈重要的貿

易航蟻。他們特印度的盤棋品還往印度尼西單群品出售，以其回香

料.岡祥，中固盤棋品在日本市場有美巨大的需求量，它是歐洲市

場上第二手中最接利的商品。益頻向祥需要有一小分布尸泛的商

品供座岡絡，逼迫物物交換才能芙到。比如 z胡椒、香料及檀香木等

熱帶戶品，是通道京甫里的西洋航逗干鐵提供的。

在甫中園海地區，除了已遠堆里、摩鹿加以及台灣 (1662 年投

忠于明朝的那成功占領后寵失〉萌宴作方種民地遊行統站外，椅主

京印度公司并設有占有大片土地。ør以，有主在逛一地區缺乏政治

174 



上的影吶力。有主京印度公司萌~族得近一些畫餅性的英冀特杖，

但充其量只是一些君王方了促避本圓的海上出口，或者均了中個

私囊而蛤于的一些特i午杖。因此，椅主京印度公司在南中固海的商

奏，除了具歐洲駒入大量的自餵之外，在侍銳的地1ïtr-品的交換芳

面受到限制.換言之，就南中國海海上貿易來說，椅主京印度公司

滑于述一地區貿易同並各fJS長或萎縮，其作用是有限的。盎然前三

在巴迷堆里和台灣安行了牢固的政治控制，但中圍商船仍能到遮

遮些地方遊行貿易，所凶，荷主封述些地芳的貿易控制仍相對軟

弱。正如我最近的研究表明，整小 17 、 18 世紀因方巴述堆里正赴于

中固西洋計路的態鼠，故請主京印度公司在巴士拉住里的机拘就要

庄付其作方貿易公司和地1ï對局的自身利益。而那些滑坡揖炭展

必不可少的中固福建海商之間的沖突，結果就使自身陷入元休止

的困境之中.

但正如1.訣勒斯坦封此恰對坪述的那祥，且然荷主“并設有，

在里曾H舞台上注入新的因素，'，但他們自 1630 年起以自己的方式，

討中固及日本避入世界訣序起了一定的作用。通垃台灣遠1-貿易、、:一

集散地，荷主縛以間葡萄牙人在澳門勻長崎間的貿易遭行竟爭.幕'/ I 
府在 1636 年頒布了命令，禁止一切日本船只出園。京印度公司立 li 
刻抓住了日本勻印度支那港口之間貿易阿結合并的机舍，日本市﹒ 1'11 

慎的繁榮，是在勻還歹的阿瑜陀耶，越南的花囊、金安、京京〈安南) UI 
及金迫北部滑油公河的定居底的貿易安展起來的。遠神貿易受盡 1i 
于前主京印度公司的船只，荷主船只取代7 日本的昕滑朱印船或 V i1 
朱印美防船。連足以i昆明，由于喊扭了海禁M日本遊口貿易的打青 ),I! 

〈使其有肘伺造庄更戶盾的問美自守的控濟政策).宿主滑于日本

新世界秩序的形成起了洞滑作用。

討中固持說海外貿易同具有彈性勻活力的主人嘿，以及荷芝在

重建日本政治、娃游迂程中昕炭捍肉接作用的錯ié表明，荷主京印

度公司氫然是一支鹿大的海上力量，但仍必須造座故地區市場，叫

175 

l---li 

ll--lil--l 



及力量的平衡的斐化.几乎設有錯荷主人留有什么余地去改斐述

一區域不同地區的生戶和備售錯拘。然而，財于 1635 年到 1690 年

伺荷主京印度公司在中固海地匿跡有浩劫的研究，均可引起人們

的共趣，因3位朋史掌家過中遠1-隨市場前奏而翩劇起舞的“跨園"

貿易公司作方京方市場連續和斐功的晴雨衰，.x!Ë道不是一小最好/

的迎題呵?

七、 1635-1640 年:蜜月之年

1的3 年，台灣的熱主遮城參勻了同中固和日本的首吹重大的

鼠易活劫。在向福建虫局多年的爭吵和峨爭之后，班主T速成涼解，

荷主人在室主飼供座上似乎有了醬、定的來源。并且几乎就在同肘，由

于在台灣的中、荷商人之伺投生爭鼠，日本人于 1629 年頒布的貿

易禁令也被解除，結果荷主京印度公司得以有效地參加9=!目貿易。

台灣在哉略上位于中固悔的最狹牢地帶，因而很快成了公司在京

軍海域的浩劫中心。此肘，廈門地芳很有勢力的那芝兌卉始在熱遮

城備售盤攔。遮神通垃台灣避行的笙網貿易裳展的直接結果是

1633 年重建了阿瑜陀耶商悟，此商倌因長期寺損曾于 1629 年缺

失悶。此后相繼在東埔泰、蚵仁(越南中部、 1636 年)及京京〈越南

北昕〉重建了商僧，遠肘日本敏因政策的頒布則方椅主商船取代日

本朱印船投向西洋計路靖港口貿易扭清了道路。送些貿易港口，除

了向日本市場還硝鹿皮及其它善良、木材、象牙及各制染料用的原

材料(如檀香木〉等商品外，向吋也向巴速推~提供商品。真脂充豈

了巴速推里的 l脂吋糗舍，而遍野、安甫主要提供木材及其它林F

晶.然而，在遠 5 年間，荷主貿易阿毅得最大友展的是坐網貿易，遠

是由中固商人)f..福建遲到在台灣的研主京印度合司，再)f..台灣由

荷主京印度公司的船只遲到日本平戶。揖統汁，家京笙夠貿易(每

年平均注 2一 300000 荷盾〉仗占平戶商憶往獨貿易忌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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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戶輸人頓(1635-1640 年)(荷盾〉

年 份 輸出合汁 生 安企 笙生只品

1635 1000117 638881 64% 216202 20% 

1636 1517062 921991 61% 404276 27% 

1637 2387865 891916 37% 1202459 50% 

1638 3576698 1567137 44% 1536699 43% 

1639 3351834 767021 23% 2241188 69% 

1635-40 11833516 4806946 40% 5600825 47% 

如表 2 所示﹒生笙及笙伊、品之間的比個沒葫相虫大。荷主xt 日

本的笙掏輸出平均占拉輸出額的 88%左右.根揖有2&頓汁算，朱

自台灣、邁步及東埔暴輸入的鹿皮古 4% ，還:w及其醋的盤皮 1% ，

糖、亦方(一神可提取紅色染料的木材〉及香料釣占 2% ，既有加起

來只占平戶商情商品交易的 7%。剩下的 5%包括荷主的棉布及小

商品等歐湖戶晶。而平戶增長最快的出口戶品几乎都是自線。

表 3 平戶白領輸出額<1635-1639 年)

1635-35 

1636 

1637 

1638 

1639 

1292279 

心-
m一
叫
一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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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和 1639 年，平戶商愴)Á日本出口到中囡悔之外的白棋

迷 570000一 1228350.荷盾，其余的則又再投贊于中固梅地匠的貿

易。誰怪巴速推里拉督及i平說院主人方，椅主京印度公司勻中固和日

本的貿易已成站前主京印度公司在印度吹大陷的主要貿易.@

1635-1640 年何，每年平均約有 22 艘椅主船航事中國海上

貿易。

人、 164。一 1649 年:明朝覆亡和京京
(河內)的共起

在達 10 年期肉，一步于始就度生了一些重要交化。 1641 年，荷

主商情被迫A平戶迂到長崎糟葡萄牙人已撤高的出晶。幕府加強

了遊口控制，提出荷主的皇室飼貿易庄像葡萄牙人一佯，要遵守系割

符 (pancada)制度遊行芸芸，此外， 1637-1646 年期間，由于日本

園內市場轉市短缺，因而憫的出口也被禁止.

表 4 里示，在日本頒布新法令之前的 1640 年，前主同日本的

貿易送到頂束。隨后的几年，避出口數字分別保持在 100 方椅盾左

右。

表 4 出島造出口數字說汁衰〈且位 z荷盾)

年 份 遊 口 出 口

1640 6355569 4358254 

1641 1022908 3028891 

1642 1022908 117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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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過 口 出 口

1643 529357 1639145 

1644 1251416 1192697 

1645 1430583 2423716 

1646 704765 1858521 

1647 611165 1045883 

1648 961235 1270315 

1649 1358554 1333141 

椅主人旦然在 1641 年占領了原屑葡萄牙的耳六甲，但述并不

意昧著后者退出了中固海述一舞台。對一位華單位者于 1642 年登上

王位后，在葡萄牙人的策划下，金迫商倌的荷主人全按最害，因此

蘭億立刻被美悶。在漫步，荷主京印度公司的貿易受到王室奎斯的

阻磚。在訪俱品貿易中，又受到很大損失。因方遇到了控制克拉地

峽階上貿易的來自科~曼德航海岸(Coromandel ，在南印度〉的印

度商人的激烈竟爭。而中固商人又過迫降低份格和合司拾生意。@

因此，過歹的出口商晶必須換回日本的自餵，荷主商人再用造神白

棋去和福建人做生意。
1641 年，福建挂鉤的主要供庄人那芝兔越迂台灣而卉始同日 V

本的直接貿易，錯果，宿主京印度公司不得不尋找其它笙調來源。

他的在越南京京投現了一些幸存的日本貿易因体，送些因体設法 L

牢牢控制了逛一地區供出口的生盤貸諒。在 17 世紀 40 年代，因幕

府的限制措施，前主銷往日本的笙飼減少了 78% ，但由京京逝口

的笙飼几乎翻一番，錯果減少了企司封日本的笙夠供座.自此句中

圓的坐網貿易垮台后，台灣和福建之肉的帆船航逞，除了方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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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品市場提供少量的黃金外，如今主要是站地芳煤利。\
17 世紀 40 年代，由于浩鹿的加強及甘東科植~的收荻，台灣

V 鹿皮及糖的出口量上升.在此 10 年肉，每年平均有 26 艘椅主京印

度公司的商船往返南中囝海地區，其中有一半往來于台灣，里示了

迫換撞民地起著集散地的作用。另外，有 9 奈船則每年前往日本。

九、1650-1659 年:勻孟加拉的往來

1641 至 1654 年，前三京印度公司在京京、日本之間遊行的貿

易造到繁蕪的頂戚。在此期間公司鋪往日本的商品偷值注 1280 方

椅盾，其中益和笙夠的份值約 700 方荷盾(54%) ，述其中的一半

(約 350 方椅盾)是:}}..京京逝口的生笙(80%)和生生網(20%).17 世

紀 50 年代中期，孟加拉取代了京京，成方樹立京印度合司:xt 日貿

易中的笙媚的主要供庇者。囡站在注 10 年肉，孟加拉的生笙售仰

由 1651 年的每磅 5.89 宿盾，到 1659 年降至每磅 2.68 椅盾。相反

京京的生笙份格由每磅 2.38 荷盾漲至 4. 97 荷盾，}).、而失去其竟

爭倪勢。在此 10 年間，日本的白銀出口每年平均保持在 1340500

到 1375750 荷盾之間。

1655 年，有主在京京的貿易過到了根大的困雄，甚至對年不

得不完全停止貿易 o方保ìiE笙夠及其它紡車只品的駒英，有主京印度

公司}}.. 1656 年起卉始特日本白棋逗往孟加拉。仗仗一年后，企司

董事舍趴均比貿易被均有利可囡.故和之79請主京印度公司在軍

訓i內部貿易的“奶牛"。注意味若有主京印度公司一旦被迫改斐其

聲調胸芙体制，它在中固悔的貿易即合失去封閉式這行的特色。當

日本 1646 年解除禁這后，日本銅的出口迅遠增加(1652 年的00

扭， 1658 年 12000 扭)。在達 10 年間，荷主在日本貿易中表得的年

利掏仍是 100% 。

台灣和退步是昕有出口到日本的鹿皮股和其他善皮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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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中固海貿易問絡中仍有重要地位。出口到波斯及日本的台灣

糖，其利調分別注 96%和 25%. 前主船只在 1650 至 1659 年的 10

年同稍微有昕減少，大釣每年有 20 艘京印度公司的船只往來于中

固海水城。

十、 1660-1669 年:中因市場的長失

在達 10 年期間，一卉始就是台灣的丟失。 1662 年 2 月 1 日，

熱主遮機被固 9 小月后向忠于明朝的中因特領那成功投降。那成

功在大陪遭到戶童失利后渡述了海峽.荷主人在《被忽視的福依摩
醉》中悔恨地說 z台灣貿易基地的喪失，使京印度公司多年來辛苦

建立起來的南中固海貿易阿遭到戶重破杯。 1663 年，巴城拉督勻
坪故院抉定美問阿瑜陀耶的商倍。既然台灣已失，邁步和日本陶的

貿易不但已成蝕本生意，而且自 1657 年起，過~鍋雷王也卉始派
遣自己的帆船(船員均中固人〉前往日本J勻荷主京印度公司拾寺，

邁步首都和日本長崎之|司的生意。 1664 年，由于訥雷王允渚稿主
畫斷鹿皮出口，遠就使公司在阿瑜陀耶商倌可以有一小魯定的收

入來暉，因此，巴城政府重新考慮了店用阿瑜陀耶商愴的決定。
阿姆斯特丹的公司董事合也在考慮是否庄演美闖京京商愴的

問題。現察公司 1658 年在日本銷售的京京堂皇攔，只有 29%的第j

j間，而“要保ì:iE商船在送些封閉密集的水域的這行及提供大量的札

物"，京京當局要求利祠率至少要追到的%。有人抱怨京京的笙飼

市場很不安全，由于干旱、水究等自然究害的投生，詮常造成盤質

短缺。另一芳面，中國人和其它竟學滑手不斷提高售份，也損害了

有主的利益。偶訊公司能成功地把大量京京笙網退到日本，結果市

場笙調必然垃剩，辱致元利可囡。遠里不能不指出:昕有遠些抱怨

似乎也只是每小商人都必須回滑的通常夙陸而已。事宴上，也許是

巴城政府收到那封告收信耐的普遍看法，昕以，且督勻i平說院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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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保持京京的貿易-*-~手。

17 世紀 60 年代.荷主由于丟失台情而討中囝避行披友，但送

些浩劫被証明是代份高昂又徒旁元功的.在做趴司令 B. 伯特的指

摔下，荷主在數年伺几吹派軍慨到福建，和清朝軍趴一起每郊成功

余部且其它福建的同盟者作成.佯姐研究 17 世紀 60 年代中背美

系史的 J. E. 威力之斯曾明萌指出，送些還征活劫和出使北京的 V.

霍恩 (Van Hoorn)使因(1 666 年) ，以及方荻得同中圓的自由貿易

而在福州遊行的元努元厚的談判，都沒有戶生任何措果。清朝政府

方了此鎧濟上打告以日本和京甫里的貿易利潤支樟其軍事浩劫的

那氏力量，安行了焦土政策和海禁，使得中固和巴速推盟的帆船貿

易几乎完全停止.

達 10 年間，荷主京印度公司在南中固誨的貿易主要集中在財

日本的遊出口上，金額在 150-250 百方有盾之間摺功，利油差額

遲漸減至 50% ，仗仗超出維持航這)!k費最低水平所需的 10%. 然

而在出品的出口品神芳面均有了-些有利的投展。除了白報之外，

鋼和金的出口也相對重要。送些年間，直對H內部貿易及椅主本固財

銅的需求量有很大的增加，出口釣注 100000 椅盾，甚至代替石失

做方返航船只的巨舵物。主要方南印度科~曼德拉需求的金，此吋

在日本以及亦n答脂和耳來半晶京海岸也圾站丰富，以至不再需

要}Å歐洲遊貸. 1668 年 8 月 22 日，公司董事金曾共高采烈地結巴

城有信z“如果在白銀方面出現同祥的情況，那我的就太高共70"

他的不知道就在開一吋刻，幕府已頒布了白銀出口禁令!

台灣的丟失辱致椅主京印度公司在中固海地區原有航逅的急

勵衰落。平均每年只有 13 艘船只駛入迷一地區，其中有 8 艘駛往

日本，其余的 4 到 5 艘船只在返航進中直接數入印度洋。 17 世紀

60 年代，日本貿易就遠祥勻印度改大階上的竟學者的貿易蓮在了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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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670-1680 年:銅吋代的卉始

還要的納雷王且然捨椅主人以鹿民貿易的盡斷杖，但是阿瑜
陀耶商愴的貿易奈件并未得到必要的改善。 1671 年，公司不得不
叫除約 62191 背盾的倒脈。幸逅的是荷主教縛了園主的另一特許
杖，即滑六坤的貿易盡斷杖 t}À而把逛一苦封包上了糖衣。由于進
-措麓，一些駛往日本的船只仍然到阿瑜陀耶去接這鹿皮及牛皮，

但是勻遍野的大量貿易部改進特往巴述罐里。在日本舖售善良所

得 61.5%的剩洞，要保証根其鹿大的商品交易是侈的。但是如果

反正要聽往日本，接質的船忌比空船好。
在注 10 年肉，由于幕府財貿易的過一步限制，日本的進出口

市場自身貧生了影吶深述的斐化。禁止白棋出口后，椅芸眾印度公
司逼近雄接向科~曼德依出口黃金，緩和了進一黨令帶來的沖音。

然而此后仗仗 4 年，金仰自長得很高，以致于黃金的出口巴交得充利
可因。黃金的比俯在 1669 年只有 5.6 兩白喂，而到 1672 年已增加
到 6.8 冊。遠并不是幕府方解決遊口商品偷格的膨脹以民金、假大

量外流的夏追趕糾纏的問題而采取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采取了由 1.

荷主人和方“振仰"和稍i:t.J“佑仰"的新交易体制。進科定份1f法有
些美似以前的錯所有遊口商品定份的立于法。因此，帶主在出品的貿

易刺調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17 世紀 70 年代，正如后來荷主官:方林
之:t.J日本貿易中金、銀吋代還漸結束、銅耐代的即特東l惱。直到-
1667 得氣質易，仍占重要地位，出口量迷到 17035 扭(約 1042 時〉。 ν
公司 17;入董事金在銅吋代午卉始肘就趴定，滑日貿易具有十分重
耍的意文，因均如果沒看個貿易，他們扭心荷主元浩向印度支那大
陪提供充足的質本。

在此 10 年間，每年前往日本的商船減少到 4 艘. 1671 年，椅
主京印度公司主要止了在京京和日本間的直接航道貿易。)À 16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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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始，以前主要負責19椅主市場采駒當地F盤朔的京京商愴交成

了寺擴版，因此按美悶。在中固沿海地區，荷主句中園地主于當局地

接就福州的某些零星貿易造行談判。

更令人注意的是巴迷堆里和尸京之間的帆船及自由貿易的皮

展。 17 世紀 70 年代后期，海禁一放松，這往巴速推里的中固商品

明星地增加了。

十二、 1680-1689 年:幕落

在此 10 年肉，度生了一連串的事件.員然送些事件各自友生

在不同的往往是相距很逅的肘肉、地泉，但是其后果且是互相同美

釀的。

1682 年，椅主京印度公司的軍趴介入了方丹繼承板的斗爭.

方丹是印尼群島唯一保持竟爭的港口.最后，椅主抉上了一位受自

己支配的亦丹。Jijf有非前主籍的外固竟爭)(;j'乎被驅逐出西爪哇，其

中包括英因人，他們以方丹作方在中園海卉展jk:旁的跳板，否則就

得在巴遮罐里避行交易。

位但一年之后，在提督施瑕率領下，清軍古領台灣。 1683 年，

明朝抵抗勢力的最后一小堡全被攻克，台灣蚵入清朝版因。送些情

況些于使中固政府放寬尸京及福建滑京南亞海外帆船貿易的限

制，并卉始~行特祥航鐵制度，美似于 60 年前弦變描述泣的家西

洋貿易同。遠吹起同吋准i午參加福建以外的沿海省份的商船參加

貿易。巴速推直是第-1'->>"中訣別者。不久，中固帆船卉始大規模

地說入荷主京印度公司的大本膏。到 1685 年，到迷此地的中固帆

船已遠 15 趣。

由于去日本的中固帆船迅速增多，早致幕府宴施新的限制措

諧。然而，中固人在市場交易中友現了漏洞，在交易季咕卉始肘，中

圍人有意址遊口商品供不座求，遠祥就迫使日本當局制定高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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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介格硝定了，于是避口商品便大量地浦入。因此， 1685 年的幕府

不得不又一吹改斐政策﹒下令~行所謂的“限制貿易制度，'，在長崎 \:' 

規定了交易的最高限額。限定椅主人的貿易假頓方 300000 商或

1150000 盾，中固人則是多其一倍.荷主京印度公司在中固悔的其

它商惜，貿易也蕭呆下來了。@公司在阿瑜陀耶的貿易，由于的雷
主(他本人偏袒英固人)的財外貿易且盤康斯坦特﹒牢獄康 (C侃"

sta叫n Phaulkon，希賠籍代理人)的關謀活功，因而陷入混亂。京

京商i官員然站摟在}À事守本的.llk脅，但是公司董事合建說繼續推

持其活功，其目的只是方了阻止其它歐洲人寺走荷主京印度公司

要放弄的貿易。

十三、貿易平衡

正如我們昕看到的 17 世紀后 50 年中，公司在南中固悔的活

功是一部日趙衰落的朋史。但是，正如硬市起有另一面一祥。格萊

曼、佛伯 CFurber)及其他府史掌家指出，就在同一肘期，椅主在印
度洋的貿易部迅速裳展.可以混請主京印度公司中固海貿易的衰

落，勻其印度洋貿易的君主展是成反比例的。 17 世紀 70 年代，由于

11, 

日本金喂貸輝枯竭，亦拉特(Surat)甚至波斯都官吋充當起遠些貴 I!: 

金厲的供庄者。按斯黃金輸往耳拉巴和科歹曼德飯，而亦拉特則供 11 

座其來源于主E海貿易的白棋。但是，研有逛一切都原方根宜之汁: [1 

到 17 世紀 90 年代初，公司董事金就不得不而又于現宰了。面l描財目 il 
貿易的最高限額及每年討中因利油微薄的貿易。 1687 年，且督勻
i平說瞬再改派大使前往北京，要求在台灣蚵井大陪之后，在荷主勻

中固貿易中，能重建輯、定的貿易結拘。對費賽特. i1iC訣 (Vincent

Paats)大使空手而與肘，其錯果不吉而喻;

到 17 世紀 80 年代末期，每年都有大批帆船游載中圍商品駛

入巴迷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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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 年爆毀了荷法 9 年峨爭，真直接結果造成荷主船船時位

的F童不足.航行在印度洋上暴露論法園私諒脂的椅主船只需有司

妒航慨妒.TI.此吋，既然荷主船只不足，那么把船只用于印度洋貿

易比派遣船只到中固沿岸遊行貿易探陸更有意又了.因均椅船在

中固舍遇到高稅及地芳官員的巧取豪寺。因此，公司董事金完全贊酬

成巴城當局停止向中固派遣船只的決定，他的i兌“逼迫卉'ii.巴速推

SlEM中囝帆船的貿易，可以比在中固本身挨得同祥多甚至更多的，

中固商晶，而中固本土我的要費大劫、花高仰、付高說蚊. ,,@ 

結洽

大釣在 17 世紀中期.返京地區商神政治形志的盟主展，決定了

以后持續件多年的南中固海地區的固掠貿易失系:即浦州征服中

圍及一小日本的自我封閉。達爾科內部原因引起的斐化，河逛一地

區因豚貿易結拘戶生了巨大的影吶 o 1644 年精州人布取明朝政校

后，精清政府一直成功地阻止中固臣民航事海外貿易，遠祥一直延

-縷到 17 世紀 80 年代最后的明朝殘余抵抗勢力極消夾克止.在日

本，)À 17 世紀 30 年代起，幕府逐漸建立了一↑根本不同的政治鐘

前錯拘，形成了一小勻侍銳的中固訣序井存的新的目本封閉秩序。

因此，考察連一吋期荷主京印度公司在南中囝海的浩劫肘，座注意

進祥一小背景.

荷主京印度公司在中固海的貿易，受日本市場的友展研支配.

而有主句中固市場的貿易戰系則由巴迷堆里句台灣拘成的中囝侍

說海外商ll~間結研控制.而)À 17 世紀 30 年代后期卉始，椅主卷入

京京、蚵仁及東埔泰等圍家以填朴日本海外貿易阿站消失后出現

的空白.但是，由于本地說泊者的畫斷及E洲商人的竟爭，迫使荷

主京印度合司推功了除日本之外的昕有述一地區的梨貨貿易.到

1690 年，通迂孟加拉的豆豆調貿易加上由恢主活功的帆船這往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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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單的中圍坐鉤，完全獨足了請主京印度公司)(;j"笙網的需求。

現在，吐我們回到在遠篇i-ë文序盲中提出的問題=也i午我的注

意到日本避出口控訴的財政改革，逼迫估俯貿易制度，辱致了滑過

出口商品的最高限額。那么，也帶可以有把握地視，遠些錯拘性的

格局的斐化，削減了荷主貿易。此外.Æ，洲商人的激烈竟箏，使梅椅

主在述一地區的貿易充利可固，除非揖有特許根或奎斯杖。

伴聞者注神長期的結拘性交化，一些特殊問題及忱先板也影

吶了前主京印度公司的志度，它的最高杭拘可以決定在何赴采胸

商品，或者在必要吋特船調往其它航錢.事安土，他們也遠祥做了:

原先A中園、京京、后來改方)Á孟加拉胸芙盤樹，最后把稀有的商

品來源，也即把商船特到印度洋。也只有象荷主京印度公司達祥此

事多科銓蕾的“跨囡"公司，才能作出述祥的決定。

事后思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述荷主京印度公司的衰落及

灰心喪呵地撤出中固悔之事件，恰巧度生在荼Pt述科新的中固商

品出現在歐洲市場的前夕。 17 世紀 90 年代，追宿主依靠中固帆船
前往巴迷推里而重新過入南洋貿易肘，英固商人已卉始在尸州熟

悉中固市場，此而屯跌跨入 18 世紀，也即棉布、茶卅和鴉片的肘.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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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ñ. 注釋 z

@國家間的貿易和>>..中所我的利益是合司的東魂，必須忍心照管.因;h如果

東魂腐;住了，它的軀体也成毀抹了.引自 O. 普拉凱恩(0. Prakash) ，(椅主，

家印度合司董事合于 1648 年翁精印且督的信L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第 118 頁.

@有美荷竺句英固勻英固家印度企司jl'.績的比較研究，參閱包尿史《奔向海

岸 z古代英固每荷主在軍洲的1ts長 ).Itinerario (1988) XII-l:195;_219. 

@A. 阿特曼《歐洲世界貿易中的美洲白線 .1600-1800 年>.哥德堡 .1986

年，第 15 頁.

@“但主要1f式是通迂*印度公司在?州的財益于委員金，收取出冀印度商品

的英國散商的費用，以向佮敦董事金或孟加拉政府申扭……"，見 M. 格林

盤(Greenberg) • 

《英固貿易句中圓的汗放.1800-1842 年比釗拼大學出脹社.1951 年，第

12 頁.

@H.B. 茍士(Mor5e)<<京印度合司只才學貿易編年史 1635-1834)， 5 卷本，台

北，再版本 .1915 年.

@I.法勒斯特《近代世界体系 z 實本主主次jl'.勻 16 世紀歐洲世界經濟的戶

生>>.紐約，學脫出版社， 1974 年，第 342 頁.

@張彬村《中因海上貿易 :16 世紀的福建L博士洽文，普林辦頓， 1983 年.

@唐樹《雨梭象是比

@曹永和的4明末中固的海上貿易)，11"*西洋貿昂i挂行了最好的考畫畫，見《第

二屆~洲固隊IE吳掌舍i~文集)，台北， 1962 年，第 429-457 頁.

@旅變《京西洋考>>.卷 7 ，第 133 頁.作者勻廈叮庄園土博士正在准各英文海

注本-

QDW.L. 舒力之主u耳尼拉大帆船)，紐約， 1939 年 5金汲升4明朝末年至清朝中 1 

蜘入中

第 1 期.第 57-79 頁州晚明吋期中固勻菲律冀的賣身>>，同上，1968 年，卷

1 ，第 27-50 頁。

@L. 包尿史著，庄園土洋t中椅交往史)，阿姆斯特丹，正989 年.

@iD.A‘斯洛 (SI005) {{1626 年前在菲律其沿海浩劫的荷主人L閉上 .18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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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格萊曼《荷主家印度合司在日本的網貿易， 1645-1736 年比引自《斯堪
的總縫里徑:井眉史坪治犯1953 年，第 45 頁.

@G.V. 史密斯(Smith) <<l 7 世紀泰圓的椅主人比美固北伊利諾斯大掌京商

里研究中心，系列洽文第 16 寺， 1977 年，第 62 頁.

@J.E. 威力可 (Wil1s)(胡椒、火炮、淡判一一椅主京印度公司勻中固: 1662-

1681 年的，~~佐堵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學也跟社， 1974 年.

。吳振強《貿易勻社金 F 中固沿海的廣叮貿易阿 1683-1735 年比新加坡，新
加坡大掌出放社， 1983 年，第 67 頁.

@R.L﹒英尼斯《微店的叮-17 世紀日本的~;f外貿品比末刊博士洽文，密執很

大字，1980 年.

@椅主京印度公司董事合信函，168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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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71 竿商恩浦和早期的荷中美系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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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紀海外學商令人活功尚餅方人知，但他的安廊上封里洲

的歐制貿易公司制定政策起著重要的影吶.

斯金鋪在其美于泰園半人社舍的著作中說迂 z“述一吋期學人

移民人口大多數仍是元名可尋。"在官方編年史和其他眉史i己載

中，仗存在一些包括“月l'具有特殊性康的學人的講人資料J'。

人們可再上聽想到的唯一i羊姐研究是以下兩人的研究，即日

本岩生成一教授美于併居日本平戶的學人首領李旦的iß文和 B.

胡汀美于巴迷罐里牟人甲必丹的系列，逛商人的研究都是在祥姐

比較西芳和京方史料的基咄上有成的。@

今天，我們逼迫荷中史料的小案比較研究來集中考察恩浦逛

一眉史人物。恩浦是北大年(大泥〉的一位重要學商，@在荷主人第

二故謀求打過中固市場肘起著重要的指辱作用.

我在遠且不想、垃多地描述 17 世紀北大年城市的情況〈泰普斯

特拉美于北大年的研究巳錯我的非常精碗的描述).悶吋我也不想

集中描述恩捕后轉小人。@我于愿用研搜集到的美于恩浦活劫的資

料作方主錢，藉以拘串西方向中固海tt~區的朋史脈絡。

送小吋期，西方勢力向中因海íJ~.長只能依靠現荐的貿易岡站.

其常規途徑或是由京南軍固家的朝貢使固，或過垃有特i午貿易校

的海外學人過行貿易。考慮到達些事裳，我的可明星得知，方什么

竿商注定要掛演貿易中外者送一重要角色。同吋，如果我們要了解

他有1魚色的性庚，我們就有必要比較中固和西芳的史料，)À而探討

半人和歐洲人合作的方式.

在 1602 年，椅主航趴司令范﹒萊克<Admiral van Neck)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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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澳叮蘭人耳其系的當斌失敗后，荷主人的注意力特到那些可能幫

助荷主人打卉中固市場的中介人上。

就逮到進1-目掠的起去而言，設有一小地方比北大年港更合

通，同吋送小港口又是避入京里的大f1.地赴水陪要道且使海路航

錢大大縮短的北大年港百貨在集，有未自耳六甲和孟加拉的正麻

布 z來自爪哇的檀香木;有來自婆~洲的奴東、樟胞、西米、蜻和牛

黃石.悶吋起有遲~出戶的黃金、大米、盆、緒和安息香 z東埔賽人

帶來的奴東、棉布和加留巴木 z 日本人帶來的健刀、銅 z中圈人則是

銷售令人垂誕的坐車只晶。荷主人在此炭現了一小奈件很好的市場，

必 歐人的商品，如布、纜、浪希米里玻璃、各式各祥的印刷品，都能准

進里避行舖售.在北大年，不{又描述蚤銓情帝的帶暢銷，而且描述

“根原因弋“春宮囡"的撞車步作晶也被急切的選~顧客拍胸一空。@

括一荷人游客昕述，送小城市三分之一的居民是“介于自跌色

和黑跌色之間，跌色看得垃去的再來血統人，他的華止自如，非常

喜玫炫耀自己."@遮些冉來人主要1人事求並和溫2&.人口占一半

f 的學人牢牢地控制了手工古品的銷售和海外貿易，并在北大年女

h 王宮廷里扭任重要官取。按妒的宿主人是遠祥描述半人的 z學人是

一1-勤旁的民族，但涉及賺錢玄木肘，他有]則是屑于冷酷的、元恥

的一美人.學人每年乘京北季風搭中固帆船南下，帶來了盤棋品，

以供座盤棋晶的手最控制了有三.正如荷主人有道，“進些牟人不

合容忍任何到他們因家(指中園〉的外固人。，，~遲~少數民族遠肘

期似乎設在該城市室主辦中掛演重要的角色.

1604 年，有首宅麻郎 (Wijbrant van Warwijk)方謀求第二吹

打拜中固市場，先坊向了北大年。他派遣二名下層到阿瑜陀耶王

, 朝，以使他有]可能加入邁步人的朝貢使因。然而，由于過~固王去

, 世，朝貢使因未能成行。@
隨后，帝麻郎即勻北大年當地的學人社區接蝕。他要招募志愿

者方蔚主人領航到中固、且把椅主人介紹給虫地中固官貝，遠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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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恩者可得到丰厚的披酬。遠吋的宅麻郎吋來這特.一年前剛)}..

荷主回來的半商恩浦表示要提供此美服券。@恩浦好象在其航行

中已遠街地研究迂荷主人的風俗刁慣，因方他A荷主回來吋已是

新教教佳。美于這次通航中固的准各，有主史料提供了如下的基本

信息。@

荷主人曾多吹打算廬何一名十分輔逼中固朝廷培吉、文字的，

來自古打的學人金匠，但其企因設有成功.有主人便龐伺了恩浦和

其四位朋友(一位是領航具，一位是文唱，另外兩位也是中人).其，

雇何奈件是 z在寓卉前，恩浦等每人特得到現金 600 元 (reals) ;如

果貿易耳其系建立起來的活，恩浦特再得到 2000 元的儉，其他四人

每人則得到 300-400 元.

但中人↑不疑通航的成果.他們扭，c" ，椅主人可能不同意提供在

中固必須錯的控常性賄路.然而，一旦椅主人保証述束，通航准各

工作就弄蛤避行。他們要求北大年的沙班連飯( Shahbandar ，即港

主，牟人社區首領，本身是催人〉寫信給福建泉州的地芳官作一介 2

緝。此信由中園帆船迅速帶往中園。

幸麻郎自己于 1604 年 6 月 27 日率 2 艘概只寓卉北大年。在

航行中，另一艘椅脂加入過來。但是由于天在1惡劣，牟人領航民黨 1

民差，遠支小慨臥直到 8 月才遊入澎湖列晶悅良的避准港-一司

公倦。請主人在此派遣一名學人助手林玉〈荷文檔案作

“Lampoan吋送信給泉州的地方官。在隨后的几小星期里，肘而是 j

i午諧的回答，吋而是拒絕的回答。 10 月 27 日，代表福建省太監(指

說盤高集〉的一位使者獎于帶來消息說=荷主人座揀出一名代表前半

往官府談判.注名代表皮帶札物給高案。起座向皇帝遊貴不少于 4

4-5 方元〈里依〉的巨款，并且運要向“軍叮"(即巡扭，~吋巡扭兼書

提督軍叮〉及其他高級官民賄路. 司

每當荷主人企園出航，且方惡劣的天在1昕阻，迫使其返回澎湖 j

列晶。不久以后的 11 月 18 日，一位中園都司率領一支 50 艘船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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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臥出其不意地出現于附近海域。“都司M翱有比蘭人在澳n吋期

任何蛙澳n的中固人更大的校力和地位。"。都向奉軍n命令行

事，禁止蔚主人陪同太盟的使者前往中固，并力功他的葫身退回其

南部地區的原出炭地。

在都司的陪同下，荷主的通事林玉瓜大陪返回.他告訴荷主

人，葡萄牙人一昕悅請主人到來的消息，就}Å，州火速派二位中固

人到福建，用大軍巨款賄路福建官民，劫阻福建同葡主人貿易。由

于福建官員見鵲眼拜，他的故英了几小証人.j主芳法很快見效，措

果是數名市民v商人被控告勻荷主人都密交易，最后特進些人投入

監獄。
在北京，甚至神父刺耳寞也注意到南方研投生的事情，正如其

在日 i己中昕述，“)}..福建來的船只有 3 艘，障同來的福建知甚呈上

令皇上不快的賽折，送些奏折我已間述，一名太監似乎已表述了允

許荷主人貿易的意思，奈件是荷主人慨趴耍弄往別赴，并且他們的

件多貸物要送到省府，以便在那里幸高仰。，，@

根揖荷文史料，對中園的概臥到來肘，太監〈說盤高案〉的使者

主人俱到 z形勢滑其主人不妙，因此迅速地向宅麻郎告別，但同肘答

座在情況好特肘，一定金通知他。

在太盔的使者寓卉澎湖后，中固珊臥統領〈都司〉似乎很友好

地甫詩椅主人.都司注荷主人的注意力特向澎湖晶京甫的一些晶

峭(他也祥指台灣) ，椅人可撤退到那里，和中圍商人自由貿易，因

均達些晶的不在官府管轄之下。都司甚至借一些帆船捨幸麻郎，以

使他們能略在織海底平安地找到拋錯地店。但對肘設有找到遠祥

的拋喃地，都司即答皮，他將派載有中固貸物的三四艘帆船到北大

年，奈件是椅主人要寓卉澎湖.事麻郎因此決定起緒，揚帆寓卉。

、商主人就達梓“在設有說藍的任何答夏或音信的情況下!þ ••• ••• 

在航行未注到貿易目的的情況下寓卉。但同肘庄岩強瀾，他們贏得

了視盤及其他一些人的友誼和好感，遠方貿易打下基拙，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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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該〈滑最后的成功〉免得太絕望。，，@最后的等待視望并未達到

目的。如果真正了解大陪形勢赴于何神抉志的活，那么荷主人就更

設有理由原現了。

除官芳的《明史》在“椅主侍"前上述事件有清楚描述外，其他:

美于遠方面內容的現存中固史料逆未被仔姻查閱述。之研以有i羊 ι

細描述上述事件史料的存在，是因均達些史料集中氾栽了中固政

治舞台上同一吋期存在的兩小重要民史人物。一小是臭名昭著的

太監高棠，另一小是典型的儒家掌說代表者都司沈有容。《明史》和

《京西洋考>>@描述了高眾作方京南省份碰撞的腐敗行徑.受荷主

人尊敬的都司則編了一本小珊于<<1到海贈言弘達本小冊子是都司

的朋友~;j"都司英勇抗音使寇〈日本海盜〉和紅毛番〈荷主人〉所繡的

歌頌文集.送些史料的理想主文基惆是頌揚送場斗爭，即都司沈有 k 
容令人勻高東和他的是狗〈指海外學商和腐敗的官民〉的斗爭.高 1 
東和他的是狗方了金鐵勾引野蜜的紅毛番來到中因海岸.我們E呀 ! 

接蝕的財送些事件的生功描述，看起來似乎是相虫正胡的。

遠些史料向肘使我111能移在更高居坎上研究恩浦廚策划的、

方了送到直接貿易目的的汁划的這作迂程.由于西方史掌家財送

些史料几乎不了解，他的財西1f貿易商如何大腫策划和遊行打拜

中固市場的行劫很少研究。中園史料表明:有人雇個的述一群海外

學人是如何策姐和安施遠項工作，荷主人甚至連大階上蹄:&.生的

事也不知道o(伺吋)史料也表明 z在前主船上安全地指辱行功的恩

浦，是策划汁划的真正“智囊"人物。學人名字在不同的史料中不能

很好地相互滑庄，思管遠注入有一成失望，但荷主史料的記載%\扑

了在中文史料中的空白，中文記載反迢來也是如此。遠芳面的一小

例子可在有失達1f面的丰富的中固史料中見到。

“澄人李棉者，久蛙大呃，勻和主相耳。而猜商潛秀、郭震亦在

大泥，勾和主貿易往逐.忽一日勻首麻互信郎(座均宅麻郎〉談中半

事。棉目J若欲肥而囊，元以易樟者。瘴故有彭湖峙在海外，可昔



而守也J首日，倘守臣不允、奈何γ棉日 z ‘案搗在間，負金錢癖，

若第善事之，伯特疏以間，先不得清者。守臣安敢抗明沼哉!'酋目 z

‘善， .,,@ 

根括其他史料，由李棉起草信件，以北大年固王〈送里指荷主

史料中提及的抄班迷餌，即港主〉名文移布于福建巡扭、中貴人〈稅

盤高案)、省府二位官員(一方各兵視察， -'J;]防海大夫〉。岐到達些

信后，福建的官民相虫慷愕.但遠明星投昨住太監高棠，史料表明，

他企囡以如下方式行事 z

“大特軍朱文造者，勻泉厚善，金以其子方案干子。東煤之文

述，自 J市幸而成，方利不對(同“賢").第渚司意有佐佑。惟公因

之l'文注喇喇自大吏官=‘紅夷男聾絕佮，成器事事精利，合陶舟肺

不足摟其蟬，不如祥之。， (似乎在整小斗爭中高泉-1f取蛀〉靠遣

周之往披夷，因索艾T物。，，@

《京西洋考》卷六的“紅毛香"篇中描述了收到北大年來信后其

他官貝的志度=

“防海大夫陶拱圭聞之大眩，自對道(指道台) ，系秀于獄。震縷

至，遨匿移文不投."@

~吋本座核等待潛秀回答的荷主人，則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澎

湖。李蝠，北大年恩補的同煤小姐的第三位成民，也登上椅主的船

只，“李棉弩得一過舟，附之不瘴偵探.流云方夷昕虜逃注.監事已

廉知其琮，并奇之。，，@福建省局封椅主脫趴在中固海域上出現不

知所措，因此告訴述三位間諜者，如果他的能使帝麻郎硝信他的囡

謀已破戶的悟，他仍3悔不受到恁呵。然而，連三位學人，并不敢進祥

做。此外，甚至是派往通知荷主人座核立即寓奸的特校詹敵忠“乃

多擴雨、串、瓜、酒，觀其厚怯。海漢人又有帶裝學貸而往市者。夷益

班車不肯去。"@正如我有]昕見，有美相互勾結的披告在前主史料

中可t正安.對昕混高察和大將軍(朱文迷〉奈密地勾椅主人(往來只

甚至已派出使者周之范邀清荷主人來大陪避一步腫商肘，泉州、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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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二位道台召集其他官民來商i寸財策.李光謂是遠祥贊頌沈有

容的:

起吋人金唱=‘澎湖乃津、泉叮戶，祥之必多勾引，久且窟穴戶室

其中，或易以梯亂，宜lÆ之 F不則，難!之便 o '1tt中丞台移沈特軍士弘

輔之。"@

沈有容扭然自 z“盤來求市，非;但寇也，奈何樂j之?難j而得腔，徒

聶元罪，不足明中固尸大 z不腔，則經嬰百姓力，胎朝廷差，不如洽

之。第令元即得利，徐造自去也。"@

因此沈氏度布公告禁止任何人同椅主人接飽。不服)Å命令者

受到了每羽.吉普有效切斷了句澎湖的研有戰系后，他和接悍的宅麻

郎之趣事(林玉)一起萄小船〈抵迷澎湖).在釵述此事肘，中文資料

勻蔚文有一定程度的差昇.如 50 艘蛾船出現在澎湖海面上，在蔚

文史料中未提及。沈氏告訴幸麻郎 z貿易的前景元望，井再次要求

他寓卉。中文史料財宅麻郎的反虛作如下生功的描述z

“麻郎自 z ‘有當事者均我地，特軍未知也J將軍(沈有睿〉后背

曰:‘三且事者皆朝廷臣，肯受郎金?盲受金者，治故也，法座斬。且奏

清根毛主在扭、按，互市事至臣，必臨、道熱等方敢上間，時能自

善7' "@ 

揖視若昕到荷主人財遵守其命令說聽不接吋，沈氏威助視要

返回，重新采取強硬措施。但最雙椅主人屈服了。文才有主人寓卉

(澎湖)的略有偏見但又丰富的描述裝在功人，因此不座省略=

“玉以持軍i吾劫郎，郎縮頭墮?目日: ~特軍吉是也，德我深矣!吾

赴努海1屆脫，何敢犯中園地?第令自宋(間#裁")牟人研我，元旦仔JJ.

頁，故遲徒來，特軍若i寸之，清奈芭王失以之謝將軍J于是麻郎率

部落思脫帽叩丟失謝。特軍1i燕〈同“宴η績之.目目，郎以銅銳，饒

彈及固戶物答將軍。將軍部他玩及網繞不受，受鏡掉。三艘皆揖航

望西海而去. "@ 

上述史料表明，荷主人的同謀者斌囡回避福建省地方故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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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監高案作交易.皇帝J令人均征收否?稅和拘海外貿裊的船只征

說，派出了送位太監到京南省份。因而皇帝和太監存在著一神直接

的耳其系。遠神耳其系正是恩浦的目綜。事麻郎最后再卉的史奕表明 z

逼近里示~;j 1603 年耳尼拉牟人遭受西班牙瘟民主自局大屠祟的同

情心，荷靚趴司令很明星地想、武團接近沈有容。如果中固要i寸找菲

律冀的西班牙蘊民者，宅麻郎甚至表示愿意提供幫助。

由于明朝政府視牟人均搗亂者，因此是否明政府金){;j耳尼拉

大屠最高度美住，遠是很值得杯疑的。若我的考慮牟人和福建沿海、

人民在荷主人謀求打卉福建沿海(市葫〉遊行貿易即起的作用，明

朝i&府的達科↑不疑志度是很可以理解的。海外學人積裝有“勾引外

固人來到中固沿海.，，@送些中介人或“勾引者"封中因海外貿易岡

緝的推持十分危陸。由政府監督友蛤引慕的朝貢貿易巴是一神財.

中固現拔的銓常性威勵，它很容易極不想按中圍貿易体制原則避

行貿易的外國人初底瓦解。因而椅主人被告知座退回到北大年，在

那里勻年商貿易.}À而將麻煩引往通扯。

以后的 10 年里，荷厲京印度公司武國通道把中固商品遲到北

大年或方丹的福建商大來投展一神相似的對學貿易。由于福建巨

商不想冒隘把貴重商品這送到如此迢迢的港口，因此荷主人的速

神努力注定要夭折，福建商人更應勻在澳叮的葡人或是耳尼拉附

近的西班牙人繼續貿易。因此，直至 17 世紀 20 年代荷主人在台灣

建立商僧前，荷肩京印度勻中固的貿易規模仍是很有限。

上面大篇幅地洽述了宅麻郎的中固之航行及其隨后的結果，

現座回到恩浦的結局拔況。 1604 年 12 月，荷主肌臥返航北大年

后，受廬的學人除一人外，均被主人均不金再有什么作用而被解雇.

宅麻郎的i己最表明，“府主人:&現恩浦很忠城.X;j貿易十分精遍，因

而更愿留下他方荷主人服脅。因此，他們給恩浦述祥的任寄:照看

可能還往北大年的中國帆船迢來的珍貴貸物，以兔送些貸物不金

投合司以外的人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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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后的年月里，恩浦仍替公司服妻子。 1606 年，他方荷主入末

，成功的閏攻耳六甲蛾役提供糗食o@對他提供錯椅主人連科援助

肘，葡萄牙人攻告了他的一些帆船，使他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他

向吋起充當椅主京印度合司商人勻福建商人之祠的合同保宜人，

送些學人船主這送荷主商品到泉州備售.在連手中交易中，學商按荷

主人ør錯的祥品采胸盤棋品.然后在改年，半商帶著用自己資金蝸

果的盤棋品來到北大年。

我的在荷主海牙京印度公司輯案中，找到了恩浦勻荷主盤鉤

的原始合同.輯集中記載，在 1608 年 5 月 22 日學人恩浦先生說收

証件的副本中，均數 70 兩黃金在下故中固帆船航期吋特以自笙付

逐.在他f酷迫閩南禪泉(Chanchiou)地區安現他們下述育明以前.

.其中一半的金額，我們用作對他的寺攝的朴貼.

1608 年 5 月 22 日副本全文 z

我恩浦藉此笠夠机金買明，現在欠北大年商僧負責人維克多

.斯普林科(Victor SprinckeD 70 商黃金，用以胸芙 43 根象牙，且

重量 1280 市斤，一市斤即 3.5 小判(Couban ~日本市的一神入由

于下列奈件我感到很清意，即 z
上述盤署的 70 兩黃金，特由我即恩浦負責.一起負責的起有

前述的斯普林科，違章德利克﹒賈森(Hendrik ]anssens)和耳均可藤﹒

種特曼(Maarten Houtman);即是恩浦負責一半，維克多﹒斯普林

科和他的助于負責另一半，一直負責到描述閩南瘴泉地區〈使用的

茄克妞船主是被肩:均放眼的三官 (Sangua叫，現住在福州

(Hoxion)府的高清(譯音 ~Cophan) 。

到了個南地區以后，上述的推克多和他的助手特不承扭任何

風隘，任何冒陸和風陸特由我恩浦本人負責。『肘于上述鑫暑的 70

商黃金，我保t正下吹來的中固脂按祥品盒中貸祥，結斯普林科，轉

德利克﹒賈森，再均可藤﹒種特曼或是他們的子都后裔(有資格者)5

扭悅潰的南京盤。一扭份格北大年市 14 兩黃金。船主必留一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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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盒的貸祥在我們逗里。我特保持分蛤向祥的笙給他們，用他們耳

慣用秤象牙的中固林。而且以同祥的主T法，我~每朴怯和付給研有的

稅收和座享杖利，以講:朴他們付捨土迷提到胸英象牙的現款。要是

有什么反悔勻斐化的話，希望上帝金幫助我的不合裳生造祥的事.

達旦我特以北大年市付給他們 70 兩貴金，不用任何回答。研有送

些，我以我l'人、貨物、我現在捕有和特胡有的現戶和不劫戶作扭

保。
'-1了更好地保証，我盤了名，是在鑫宇i正人在場肘，我按照耳

慣，以接我自己的手印鑫名。昕苟是裳，絕元欺睛。

1608 年 5 月 22 日于北大年.

笠名如下:

半人，恩浦先生的基名手通

証人決克森(Volckertsen)

伊沙克﹒式份慈(Isaack Wullemsz) 

葫主人里然蛤于恩浦高度信任.在述一定上，再也設比北大年

的荷主代理商威廉﹒伯克種均可特 (Willem Boecholt)捨耳六甲蘭

人且督的信更能班明了。在信中，伯克霍加特譴責葡人，也督封恩浦

的商~利益遺成了巨大的損害。

“由于恩浦曾在荷主居住，并接受迫椅主新教的挽札而成均教

搓， (因此〉我們把他告作是前主人而不是北大年人， ".. • ".風而，昕
有財他的危害都按看作是對我的的危害。，，@

且然恩浦被告作椅主人看待，但他似乎更主人均自己是一小學

人基督教信徒。正如我們特見到的， (由于他被~作荷主人看待) , 

他死后引起荷主人勻英固入美系的某神程度的緊張.如果中人信

奉伊斯主教〈見上述北大年的例子)的悟，星然他們金相封容易地

/被耳來人社金Ðf接受。遠里的例子表明，加入基督教的學人也清楚

199 

"
A
V
l
h
t

『

'
e
E
E
F
l
u
r
-
u
q

』

1
'

的
可
1

吋

t
i
l
l
-
-
M
叫
l
h
叫
“
川
i
l

仆

H
H
I
l
l
-
-
i
l
t

←
l
L
H

制

-
i



地接看作是有主人.在荷主人的描述中，恩浦是勻稱主人具有相同

信念的兄弟。而且，在考察其~豚活功肘，我們一定更能控現恩浦

的研作研jJ合乎道德准則.正如我在一篇美于西爪哇方丹年人的

文章中游到 z印尼群島上椅厲京印度的重要何題之一，是牟人中分

商在當地說泊者(土著酋長)的管轄之下。@因而，椅主人不能把他

的虫作合同的破杯者或債券者.恩浦的情況更座息可能特其視3訪

問化的商主人.正因方如此，他庄被完全信任。

旦然荷主人財北大年的學人貿易抱巨大希望，但告果則令人

失望。不仗是大部分半人海外貿易繼縷浦向耳尼拉和澳門市場，而

且就是那些繼續來到北大年貿易的船主也卉始吶往費物稅和人港

稅低的港口遊行貿易。由于北大年王室的反迫，恩浦在北大年的地

位也削弱了。恩浦在一封給椅厲京印度公司且督的信中，清求且督

解決一塔18償。他悅 z

“由于當地官民騷找我們學人，我特不愿繼縷留居北大年.因

而我冒著損失昕有財戶的危陸往帆船上裝貨，汁划和我一家人往

安哎，或和間下的抽扳一起前往班述，目的是方了向那里的要塞供

座糗食。"接著，他表示希望能在群島的那些地方找到安全的居住

地。其虔城的措束語是“因此，我最后接受耶亦基督賜予你我的仁

慈的、守信者的和平。阿叮!"但他忍不住加了下面的活♂送里是我

寄給你的帳羊，方的是址你知道你起欠我多少... ...I'@ 

)À替英固人服旁的荷主人彼德﹒佛~里斯 (Peter Floris) 的

目 i己中我們得知 :1612 年 10 月 8 日，恩浦在 2 艘船的陪同下寓卉

北大年前往柔佛、望加錫、摩鹿加。 1613 年 7 月，佛夢里斯有道 z

“恩捕的帆船當年并投來送里，他決定前往摩鹿加。"@我們)À荷主

史料中了解到，一年后恩浦死在那里。他死后留下一小(同肘在安

波接受述說札而成方新教教徒的〉迷人的寡扭，一小JL子和?這超

垃 6000 銀元的過戶。@

遺戶成均英厲京印度公司和椅主京印度公司爭洽的主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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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那時只是荷主家印度公司方丹商傭的主事. 1615 年，他向公司

董事合埋怨道z有主人不久前}Á北大年酋長手中數出來的恩浦遣

蝠己愛上了英囝方丹商愴的一位叫杰克遍的先生。“事宴上我們沒

阻挂送小寡姐句英固人(他們同居76 ↑月〉相妥. (昕!加熱文派

教徒庫恩如此悅〉我的只是要求進位英固上尉(指英固商愴的茹均可

丹上尉〉座立杰克過先生述一度耐間再錯蟬，方的是新有的事情

(指婚姻和遺~)i能移根掘基督教的風俗來解決。"@述里庄該注意

的是=恩浦留了三分之一的財戶給其子，而監妒人的限責則在稿主

人手中。然而，杰克赴宴廊上并設有想要移交一便士.英圍上尉茹

均可丹美閉了英固商愴的大n.注他的手下准各哉斗。因此，他參加

了遠封夫娟的婚札并委任自己方恩浦之于的盤伊人。在遠神情況

下，送位英固人在一天內漲得 6000 喂元而斐得更加富有。

稿主人更美JL'恩浦留下的另一科遺戶，遠神通F很大程度上

改斐荷主京印度公司X才華人的貿易政策.庫恩詮常勻其他貿易商

倌的同事交換看法.t寸沱如何采取措施乘f大勻中園的貿易。由于

每年來方丹和北大年貿易的學人船主不能浦足荷主人的需要，因

此就如何最好地打卉中固市場通道的i寸洽又非始了.在送神背景

下，北大年的有主商備大班亨德里克﹒詹士設(Hendrik ]ans:Z)有

給庫恩一封信(1616 年 10 月 13 日).@詹士設在信里提到 z他的一

位密友，即已故的恩浦，在近去曾提出兩小方案來卉通椅厲京印度

勻中圓的貿易戰系。第一小方案安隊上是筒草地仿效由來已久的

余所周知的朝責貿易方式。在荷人 1604 年過航失敗后返航肘，恩

浦曾向幸麻郎提出送小女T案。事麻郎漠視它，試均不切合安隊.根

攝恩浦的描述，送小女T案座按如下芳式來避行 z荷主人需鹿個二位

精通北芳培育的學人。由于船只速改要按往南京附近的台州港，因

1 而甫立T人投有用必。椅主人座通知道地的官民 z船上有奧主治素王

(Prince of Orange)小人的使者，連些使者是要往北京向明朝皇帝

表示敬意的。因而他們庄岩呈通荷主素主的信件并展示奈玉的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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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庄族主上人昕見美于貿易的話。恩浦iÁ方，中園地方官民當然

金盤署往北京的路引，因13“根括中圓的法律，向皇帝表示祝賀的

任何使者不庄遭到拒絕."在使者往北京朝廷的旅程中(要 6一 7 小

月的肘|司)，前往中間的貢船上的水手所帶貸物不用交稅，就能自

由地出售.因而，荷主人可以自由地大批量采駒誰是只品。

恩浦起提出另一↑立于案，作方方一昕有和平芳案未能奏效的

最后過揮主T案，那就是椅主人座對封鐵泉州、尸州的港惰，過攻、寺

取他們跡可能遇到的任何船只。"(正如恩浦鍵饒有的〉“…...中固

送些地區人口調密，他們依靠通航海外，服幸手工並晶而謀生。(到

那肘〉任何回家昕朱開未見的最強烈的反抗、飯亂和屠笨特含在中

固友生."于是，荷主人那吋就可幫助中固政府慎巨人民的反抗而

取得“信任"。根措恩浦研述，葡萄牙人幫助明罕驅逐珠江三角洲的

一小海盜集回后，就在尸京挨得了一小立足瓶(指澳門)。

遠1-狡滑的方案萌奕成方荷屑京印度 1622 年派出的、由栗均可

森(Reijersen)率領下過征中固沿海軍趴的行訪汁划.述表明于荷

肩京印度討中固政策的決定性交化:有主人在眉之現通往中固市場

的持統渠道被封鎖后，就訴渚于赤棵裸的侵略。因史學家以前且是

把庫恩看作茱均可森起征中園的策划者，但上述的信息非常清楚地

表明，是恩浦策划了送小芳案。

然而，即使是恩浦也充法預見到，曾在 17 世紀 20 年代請人封

鎖福建造成的功亂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海盜一官〈部芝克)，將

成方一位地位輯、固的明朝官民。恩浦同吋也設有想到，遠位海盜的

JL于那成功，最獎金肉前主人的侵略展汗F房的軍仇，那就是特荷

主京印度公司逐出它最富有的一換領地一一福依摩醉品(即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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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注釋=

@斯金納(Skinner) :<<泰閏竿人社合 3史的分析H英文)第 5 頁，康奈你， 1957

年版.

@岩生成-，(ffl-居平戶的學人首領一一李旦>>，(京洋掌披>>， 17 寺 .1958 年

版， B. 胡汀:<<首任巴述縫里學人甲必丹革喝肉， 1619-1636 年)，(椅主皇

家人吳學研究院字披)， CKITLV) ， 1917 年， 344-415 頁， 1923 年，第 1-44

頁.

@“En P' u"二字是按北京活“恩浦"~音.述旦我逃棒丁福建立T吉的全音，

“Inpo" • 

@特放斯塔 (Terpstra ，HH荷屑*印度的北大年商倍以De Factorij der Oost

indische Compagnie te Patani).海牙， 1938 年 F并參見 2提臭CTeeuw ， A)和

杯特CWyatt .D. K. 河北大年紀奕HHikayat Pattani).海牙， 1970 年.

@埃渾曼(1jzerman ， J. W. )(1602 年北大年椅文困混》惘。llandsche prenten 

alshandelsartikel te Pattani in 1602) ，海牙 .KITLV ， 1926 年.

@特波斯塔，上揭嗨，第 2 頁.

@楊格CDe Jonge ,J. K. J. )((荷厲家印度改紋的共起HDe Opkomst van het 

Nederlandsch gezag in Oost-lndie) ，卷 2.493 頁，海牙， 1864 年.

@美于事麻郎的通征，參見 z孔愛林 CCommelin.I. H椅草酸合京印度公司的

共衰HBegin ende Voortgang Van de Vereenigde Nederlandtsche Geoc

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卷 2.阿姆斯特丹.1644 年.

@克第j姆斯(Pieter.Walichsz) 1602 年 8 月 4 日的信，載 z 鵲橋，土揭莉，卷 2 ，

480 頁.

@孔妻林，上揭帽，卷 1.

。椅文對料中的“Capada"即“太監~“Conbon~'即“率f1'九指巡扭 z “Touzy"J!P

“都司"

@貝納德 CBernard ， R. P. H. ) <<利竭賽在中國: 1552 一 1610 年>>(1e Pere 

MatthieuRicci et la Societe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 -161的，天津，

1937 年，卷 2.218 頁.

@孔賣林.上揭嗨，卷 2.77 頁.

@旅費:<<京西洋考>>.卷 14.1617 年.

@沈有容:<<崗海贈言>>，除汶光校忘了，台北 .195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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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洋考>，"証毛香".

@向上，“稅措3兮".

@向上，“紅毛香".

@同上.

@李光續，(均百番ffi) ，(商海贈言)，卷 2.

@向上.

@同上.

@向上.

@同上.

@中文“kou yin"吉普“勾引九@孔妻林，上揭嚼，卷 2 ， 78 頁.

@恩浦 1612 年 10 月 15 目的信，海牙檔案僧，K.A. 棠， 96p %. 
@v. 伯克tI然特(Boecholt) 1611 年 12 月 1 日的信，海牙檔案僧，K.A. 爽

966 哥.

@包~史，(17 世紀初商責人河西爪噓牟人社舍的影鴨)，(甫.BE.研究通訊》

(Tenri Bulletin of South Asian Studies) , 1975 年，第 2 期，41 頁.

@思?當 1612 年 10 月 15 目的信.

@真主德(Moreland ， W. H. )緒，(很得.佛歹里斯及其 16日一 1615 年的家印

度通航)，佮軟， 1934 年 .43 頁，82 賀.

@庫恩于 1615 年 6 月 10 日在北大年勾結亨德里克.第笨重室的信，科任伯笠

德 (Colenbrander.H. T.)編《庫恩及其京印度生還)(J. P.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zijnbedrijf in Indie).卷 2.悔罪 .1920 年 .12 頁.

@l1615 年 10 月 22 日庫恩有給企司董事舍的信，上揭布，卷 1.131 頁.

@倉士ìt 1616 年 10 月 31 日在北大年的信，同上，卷 7.212-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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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遺言第七章

一一巴城卉埠初期半商物昆伶略

iliilili--

)(1"京南亞學人的研究)À來設有得到垃JJj史掌家的足移重視，

海外學人很大程度上仍可輯\~“設有眉史"的群体。虫地牟人設有

留下大量資料，他的之中也設有戶生出一批朋史掌者來)À知情者

均度指定自身的茄史.除了神脹勾文化背景的差昇外，學僻區別于

京南亞土著的地方是他有1蹄掛潰的中介人的角色。近几小世紀以

來，他的在京南里各小地區、撞民地和回家中，都一直起著中介商、

短短人的作用.因此，學儕必須道t真地赴理好他們的私人美系.他

的向來)(1""外部世界"掩怖其真正的目的勾功机，以至連同肘代的

人也很准真正了解他們.

基于學靜的中介商的作用，京南軍土著房史學家自然傾向于

，趴;每嚀。于是投机商或外固資本勻政治勢力的依附者，由于現念上

的原因，中閣大惜的肪史掌家通常要么把其竿併同胞描捨成上司、

世紀中罪惡的外圍資本家朝眼契約半工活功的細牲晶，要么趴方

學評是弄固拋多的不肖子都.換句活說，在中固本土，向海外移民

的真妥原因常被政﹒治伺令昕掩怖。述井非新現象，而是在本世紀初

就已如此。不加掩怖的真相是 z元i它是道去或現在，每當中固美注

學併肘，且是方了)À遠些享有較高生活水平的海外弄民身上在得

某科好赴.由于述和朋史背景，學研且是千篇一律地按歪曲和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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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伙原意勻外圍資本合作的唯利是困者。

要用較易接接受的積切概念來取代以上討中儕根深蒂固的除

腐現在并非易事.要送到遠神試椒，最好的逢在是把注意力集中在

京甫草草儕詮濟面l惰的功萄的生存奈件，通道分析典型案例，荷中

併在不同肘代勾當時PJf赴那境的相互作用遊行探討。近年來，查永

斯﹒高柏(Charles Coppel ，在宗教方面)、克剪汀﹒亦均可步 (Clau

dine Salmon，在文掌芳面〉、廖奧﹒亦E汀那述(Leo Suryadinata , 

在政治掌芳面)、王廣武等掌者都在遠神研究芳向上作出迂引人瞋

目的金試。海外學人茄史掌家王廣武是位直盲不坤的掌者，他堅持

趴方，學人設有共同的分母。

由于缺乏對有失學儕思維、吉淡、行均以及他的遭受磨瓏的賢

料，斌團重新考察局史的研究人民遭到了很大的困瓏，他們不得不

此一般不太引人注意的地芳收集資料.在請主肪史掌家 B. 胡汀克

(Hoetink ，著有《赤喝崗恃>>， 1923) 、岩生成一等人的店示下，我令人

iR到，在荷厲京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保存的有美 17 、 18 世紀京甫E

牟人移民的資料具有重要俯值。我武囡利用途些樹料，瓜、新的角度

研究一小典型學靜的鐘眉，由此來透視椅厲京印度初期學儕的概

貌.

一、令人困惑的人物

在 1639 年 12 月 18 日的巴城往來信函集中，有一封對吋的荷

印公司，且督安京尼奧﹒范﹒迪叮 (Van Dieme叫蛤他的上司一一

公司董事舍的信件'0 他在信中掘告說 z“學併巨商搧昆(Jan Con 譯

音)摔然表吐，過下大塔克力清倍的債多。 t， (VOC ， 1129 ,f. 91)他按

著混 i遮位巴城牟人市民欠下公司 27636 又 3/8 元 (Rial ，西班牙

根市一一揮者)，由于此人未留下邊唱，有印公司元可奈何，只好指

定一1-監妒人特別委民念，負責惡可能公平地}Á韌昆的過戶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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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述這巨額債要手.

以上情況使迪叮的前任彼梅﹒卡宴第依 (Carpentier)的忠告

里縛更具諷刺味道。卡彭蒂均可在 14 年前介紹搧昆蛤他的一位下厲

肘有道，“盤于此人系本人研引荐的，尚望予以充分信任勻美照，俾

使其惡力方公司效力。但須遵循如下基本原則=決不能注公司資本

落入學人手中，即使比誰看似合理亦決不可方之。惟此始能保持你

等討自身事岳的支配杖，以兔冒信任反被欺悴的風陸 z惟此始能防

止好人做錯事o '~(VOC ， 852 ， 1625 年 6 月 14 日〉

卡彭蒂獄里然在防范學人曾有道溫用公司雇民信任的行方，

連科行tJ如今叫“站空子"。即利用公司的信任，弄虛作假以牟取私

利。然而，人的可能逆不知道，遠位卡彭蒂$提到的搧昆，是真的侵

吞了資金，抑或只是得到巴城當局迂多的美照?

}À上文引述的迪1'1;也督失于揭昆的信件看來，遠位且督似乎

并不試方協昆是在存心欺騙他。相反，他:x1搧昆死后的情況倍感掠

i牙.因方巴城 1619 年卉埠后，送位中商在承包巴城政府的一系列

重要城建項目中，是如此的精明強干，而死肘卸一貧如洗。監妒人

委民舍的調查結果更証安迪叮且督的想怯z遮住學商看來并非要

拐騙大草鐵財。迪叮忌督甚至向遠位故人致以最后的敬意。科:楊

昆是一位“勤勉勇敢、輔明強干的人，是公司的室貴財富九 (VOC ，

1129. f. 91v) 

如何解釋揭昆遭受重大損失的同吋又挨得可現利油遠神巨大

，的反差現象呢?我武囡)Á堵如瘟民城市巴城的建設，句中固直接貿

易美系的建立以及有印公司商品消費市場的形成等較大范間的社

金炭展角度來考察，以求解卉漣康。在研有送些主T面，學人都掛演

了美鍵性的角色，他的各受信任，并能}À公司預支大2產資金。卉始

研究送些問題肘，既元准則可循，也缺乏銓墟。只是銓垃一度肘間

的探景，才摸崇出比較合逅的研究途徑。我們:ti.現，公司和學人之

間金錢往來互相作用述一阿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本文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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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詮店中。如果說，楊昆碎死而未留下過唱的活，送篇文章或

i午可作方送位已故的中固“其家"的珊珊來迫的遺育。

二、社合背景

巴城牟人市民在巴城卉埠初期研起的作用元疑是一l'不容忽

視的主題.弗萊德利克﹒種﹒波恩(Frederik de Haan)在其昕著的

。老巴城>>(Oud Batavia 又譯古巴迷堆里， 1935 年版〉一帶中指出

了中人在巴城'/t.展中的重大貢敵.同肘，說學家 B. 胡汀克 (B.

Hoetink)分別在 1917 年和 1923 年度表了美于巴城第一小學人甲

必丹亦喝崗〈稿文檔案中作 Bencon ， 1580-1644 年〉生平的兩篇

恃氾文章，也給我們提供美于述l'著名甲必丹及其管理下的巴城

學人社舍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材料。亦時尚不但是學人社金，中受

人尊敬的領袖和仲裁者，而且也倍受巴城瘟民主告周青眛.他常在自

己的寓Jijf接待蔚主高官貴客。在送些責其中，就有巴城的倡建者燕

.彼德遜﹒庫恩且督，他銓常在黃昏后造訪亦時崗。一位勻寡喝崗

同肘代的人輯:他u勻其說是一小商人，不如混是一位官民'"述神看

法很能反映進位甲必丹的特征.樹案材料表明，亦晦尚在他勾其他

更精明的商人所做的大多數生意中，都扭有責任。送些精明的商人

之一就是他的密友、名青吶亮的搧昆。亦時崗是中人社舍利益的最

輯:取的捍耳者及倍受尊敬的頓辱者，而搧昆則埋失苦干，不方官坊

冊注意。因此，荷印公司的輯案中也較少氾載他。順便指出，他們

兩人并非宗奈，他們的名字 (Bencon 和 Jan Con)只是中文原名的

荷文訛音。拭亦時崗的墓碑上我們才知道他的中文原名，但迄今元

法起原搧昆的中文名字，只是在他笠署的一份公liE苦中，投現他常

使用的蔚文鑫名旁迫，有中文門b胖"二字，迫或許是他的渾名，至

今尚元法喃說他的原名。

象楊昆述美典型的學人“共家"，)}..其最初的商旁生盤中，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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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室全押在勻椅印官民正正規規的合作上。因此，撰有逗笑恃氾

肯定金碰到一些友奈的xiË題。假如我們承帆，每令人都是一神社金

存在，因而他必然不斷勻周圍那境炭生各神失系，那么，由此而來

的問題就是如何表把握象搗昆逗笑人生瀝的脈絡。搧昆是小努力

銓紀人，大多數肘向勻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只有在承包說收和企共

工程項目需要盤叮合同和協放肘，才勻荷人接蝕。正是由于他勻捕

人有了送些交往，才使我們了解到美于他的大部分材料。因此，我

的在研究學儕世界的內幕吋，很大程度上只好局限于使用荷文材

料，而且述1-奇昇的世昇也不易通道官芳的荷印公司描述社金拔

況且rr用的培吉束了解。

/ 像很多第一代學儕一祥，揭昆同吋勻各主T勢力保持耳其系。他到

海外謀生，或多或少地道座了言語地的形勢一一先是在方丹土酋的

統治下做事，以后又拒鹿于巴城的椅印公司，但是他仍勾唐山〈學

人移民封其祖園的呢輯n保持著耳其系，有感于萬多背井寺于孝道，

他只能定期jC款接濟固.內素厲以聊解疚意.貪婪的圍內官員且是

想在揭昆逮祥的學研身上榨取儲物，他的素朋戚友也自然成方官

民手中的人潰。

搧昆勻祖固的單是系由于有如下情況而更加密切=他是巴城的

費力銓紀人，每年把}Å福建招募來的努工用中固帆船遲來巴城，他

雇備的送些熟據或半熱線學工是用來朴充巴城的奴東勻囚犯的不

足。后者是荷印公司招募來挖描妒城河和修建防至于工事的。搧昆

也雇個學工扑克伐木it和甘煎神植圓的努劫力。因此，楊昆不得不

在勻各芳面打交道肘保持一神失系 z兼顧荷印公司、巴城學人社金

和家3;奈威等各芳利益.

三、立身創立Ik

對 1619 年 5 月 30 目前人占領雅加注土首統治區域肘，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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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恐地盟主瑰，除了少數半人以外，當地土著都眼看他們的土首逃到

附近勻之績盟的方丹王固.達旦然使讀民政杖兔去討付潛在的反

規者的麻煩，但也帶來F重的后果:-1'統治者設有臣民說如失告

耳匹的騎手.方了給新居留地提供必要的工人、商服、迪夫、坎貝、

圓了勻工匠，巴城的奠基者筒﹒彼德遜﹒庫恩不遺余力地)Á外地

招引牟人來巴城。正如他几年后即提到的，在這些主T面設有人能比

學僻方荷人提供的服至于做得更出色。在送小肘期也沒有人比學人

更容易招募到。 (Opkomst ， 1V:280)

搧昆，別名糞泰(Gonthay) ，原是木匠，也是第一批來巴城的

一位學人移民.楊昆厲“削度者"之列，述表明他在某科程度上皈依

穆斯本!7.他原先住在仍句精人表面上赴于搗爭收志的方丹，后設法

逃出。方丹的出海口敬請船封擻，因此其命脈一一海上貿易隨之停

止。方荷人充當方丹胡椒貿易中介人和果胸人以及扭資于多下收

胸胡椒的對地學商損失慘重。肘于送些半人來況，逃往有余多机舍

的巴城，可以使他們桂易地逃避在方丹承扭的文多。每此同肘，半

夜潛逃起可以得到椅印公司的枷助，因方他們欠下后者大直在債旁。

站了幫助梅昆重新立血，椅人于 1620 年 8 月 1 日貸款錯他胸

其一片可可園。不久，搧昆又得到机金方巴城市建工程供座木材。

木材貿易是一項很危陸的行~.因均木材取自一些晶崎上的森林，

由新聚居在那里的學人悅木工采倪.他們必頸肘吋警協來自方丹

芳面的裴音。由于搧昆雇{用大量怯木工的同肘也雇何大量旁工)Á

事市建工程，元怪乎他勻學人甲必丹在E昀崗一起極挑遁去承包賭

稅0620 年卉始征岐〉。巴城的賭徒主要是牟人，楊昆自然勻他們

往來密切。才能保恆嬴家付給他勻亦喝崗 20%的賭說. (Coen III: 

654 ;Plakaatboek ,1: 78) 

逛商小學人社金的首領工作出色，因此庫恩斷然宣布，在下拾

的賭說承包投掠中，楊昆捕有忱先杖。 (Coen ， III: 10)投棕浩劫每

年除夕在甲必丹府郎帶行。由出份最高者承包。 X1~地土戶，如婆



W~i和掠叮答脂出F的樺勵、燕窩、犀舟、站石、牛黃等戶品的遊出

口煤征的新說承包杖，也于 1622 年 3 月 1 日以 600 元的份格落入

拐昆的手中。 (Coen ， III:826)

封巴城說故情況的第一吹全面調查可追溯到 1644 年。)À各神

說收承包表上可看出，在巴城丑埠初期，揭昆即承包一些最重要的

稅岐.美于述些承包租收的賢料以及偶然裳現美于搧昆JA事巨額

木料交易的資料〈如一吹就供座 600 根栗木〉使我的戶生搧昆攔有

巨額商.ill!資本的印象。 (Coen ， III: 829) 

搧且在私人生活中并不走這.對他的妻子被投現有一小叫囂

圍的oecko)的情夫肘，楊昆勾亦時崗元視法律，私自扣押亦園，向

他勒黨大道倍金.述神行在自然F重速反了荷印公司的法律枚力。

一年以前，就有一些苦力控告亦喝崗橫征暴敏、高巨作勒索，視人命

方草芥。但他的的控告毫元效果。 (Hoeti此， 1923:14) 由于亦園一

案中搧昆勻亦略崗違法行在已被查裳，公司戶后譴責其“擅自如

押、惘時威跡"的行方。 (Hoetink 1923: 17)不述，揭昆因妻子丑聞

曝光而大丟面子的事安可能擾和了公司的憤怒。元洽如何，几1-月

以后的 1622 年祉天，出現了止他挽回其丑行的机舍。

10 月 13 日，搧昆肩負荷印公司的特殊使命，揚帆前往方丹。

他受命尋求勻方丹土王和平淡判的可能性.但方丹土王拒絕接待

他，因均他既設有挽帶官方i正唱，也不能出示任何能証安其官芳身

份的証明。揭昆元汁可施，只好在九天之后返回巴城。 (Coen IV: 

97)但起小插曲意文重大，因方它定下談判解決問題的調子。几年

之后，果然拳行改判.而且所有句方丹的交涉浩劫都通道半人遊

行，直到 1639 年鑫叮休織品鈞。巴城當局之研以不愿冒陸派出使

可言，是因方扭心一旦遭到方丹土王的拒絕就舍大丟面子。同吋，方

丹土王世不愿表現出討和平迫不及待。因此，攻了都揀出各自的
“精明的學人"相互斌蝶。

送些使命避一步改善了揭昆在椅印公司面前的地位{以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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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亦喝崗竟能在除夕面渴且督，方學人市民的利益靖命。他們要求

拉督“考慮到巴城中人的軟弱勻貧困。"推退二年察站已宣布的增

收土地稅怯。渴了著重表明他的的謙卑勻和善的意向，他的按著朴

充道，他的同意巴城政府失于禁止在市內擴帶匕首或其他利器的

英明決定. (1 622 年 12 月 31 日，Coen ,III: 930)庫恩正值首任，且督

任期持清(他于 1627 年再吹出任椅印且督)，因此不但座允商位學

人首領的清求，而且封他們在三年任期內方巴城提供的服至于贊搗

各至。他起贈送拐昆和亦時崗各伽值 600 元〈里依 Rials)的布料，

而另一位學人則得到一份較薄的札物. (1623 年 1 月 23 日，Co凹，

III:946)庫恩且督必定了解到，他又古學人的政黨巳弄始收效。另一

位有影吶力的竿人林六哥(Lim Lacco)也1人方丹逃到巴城足以恆

明逛一戚。思管在 1619 年以前公司在方丹設立一小商情肘，林六

哥曾勾方丹土王勾諧，反封迂荷主人。林六哥逗吹出逃表明他已改

弦易轍，要豚上他也別克他路可是。他在方丹的生意已經破戶，他

和楊昆一祥，身負公司重債，而又因識字元法收回方丹小商家欠下

他的價至于.里然，元i它是拐昆或林六哥，他倆在方丹肘都曾向公司

拳債來收胸胡椒，而遠些胡椒部因織學而元怯退出。林六哥和楊昆

清求公司輔兔送些債勞。，也督庫恩在即將任浦回固前，慷慨地同意

他倆的清求.

到 1623 年春，楊昆己清信了價每并能避一步ft展他的商安.

當年 6 月，他又得到一項更加有制可圓的截肢一一屠宰觀的承包

杖. (1623 年 6 月 21 日， Plakaatboek ， I:113)他在椅人勻方卉的故

判中繼縷起著帶足鞋葷的作用。但此肘已有兩人充當其助手，一名

是亦略崗的女婿蒙述Ontche Mouda) ，另一名即是林六哥，后者可

能很了解方丹王固的政抬形勢。 (Dagfmgist-r ， 1624282-3 ， 42)然
而， 1524 年春中園福建官府使困滑巴城的訪何結束了拐昆繁花似

蟬的前程，中固使因看來)(1"揭昆垃人的精力并不欣賞。

212 



四、中園皇帝的遙控

中固使回坊阿巴城的主要目的是抗故有人在福建沿海的掠寺

活功，個省巡扭兩年來一直疲于座付椅主水萃的騷故，遠使前主慨

趴由康奈利斯﹒果然森特軍統率。茱均艾森曾督部在福建勻台灣之

間的澎湖晶建堡鏡盒. i式囡以此方基地用武力打卉遊入中固市場

的通道。他的部下不吋偷裴、劫掠福建沿海，以加強兩中固官府的

巨力，逼其同意椅人的通商要求。同吋，他的起讀掠沿海居民充虫

在風暴肆虐的澎湖品上筑堡的旁工。送些資工中只有少數人得以

生起，他們在完成筑堡任勞后便被這往巴城，最后由學人首領出于

伶惘而收英方奴。 (Groeneveldt.1898:224)

中固使回訪問巴城的一小更隱蔽的目的是要查明堆在方荷人

的侵拉浩劫出謀划策。福建官民主入方，肯定有某小學人在煽功“紅

毛香"描述神海盛行徑。

1624 年 1 月 1 日，中固使常向有印政府呈交合文后，亦時崗

和楊昆受椅方之命去了解中固使帝的意固和身份。但另一方面，送

些中固使守主也并非等兩之孽。他們了解到楊昆在巴城的青單后，趴

7'J此人正是幕后操訊者。中圍使常委婉地譴責他行均不端，功其立

即回原籍，如果他不愿注家多的素厲朋友受牽連的活。

1624 年 5 月 4 日，揭昆屈服了。他在荷印且督和坪拔金召拜

的眼席金坎上表示，他已引起福建官府的悴疑，要求精印當局允i午

他商汗巴城.他希望此行只作方普通商人，不要負有企司的使命。

他准各特在巴城的j>'l:~委托朋友照看。(VOC ， 1082 ， f.360) 由于他

的良好表現，荷印當局批准了他的清求。我們不准友現巴城當局欣

賞遠位學人首領的原因。在不久前完成的巴迷罐里京城的建設中，

學人社舍辟承扭的費用比其他市民承扭的忌和高七倍。

搧昆准各功身前夕，季帳夙改向了，他只好等待下一吹季候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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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斐化.逮神情況也i午反而財他有利，因'-1此肘福建沿海的形勢

已炭生抉定性的斐化. 1624 年夏天，荷人撤出澎湖，前往台灣，在

台灣建現新城，此吋他們已在中固官府管﹒稽之外。萊加過的后任高

丁尼斯﹒宋克 (Martinus Sonck)述吋正方如何勻廈門和福建過行

貿易而充汁可施，因此要求椅印且督派一些象楊昆、林六哥或其他

有能力的學人前來台灣，岡吋送一批笙鋼、金怖、刺鏡、訪荊等行~

的工匠到台糟。 (Hoetink 1923:5; VOC 1085:3-3-1625) 

卡彭蒂航向巴城學人社金特述了宋克的要求，并網向他們是

否准告協助台灣且督宋克完成此項任窘，但遭到學人社金的斷然

拒絕。卡彭蒂欽在給宋克的回信中有道，“元人愿意做進件事，'，“即

使台糟的局勢炭展相對有利，巴城中人也不愿在此事上站迪。他們

不但不愿意卉罪于中固官府，也不愿因效忠前主人而方“路人"廚

不由.另一芳面，如果他的表現出對我的不忠誠，則金失去我們封

他的的信任和獎賞". (Hoeti此 .1923:日中固使囡里然在巴城中人

中培育了)(;f天朝恩威通擋的敬畏自在遠神情況下，巴城牟人就金賞

梅台灣寓大陪太近，不愿貿然行事。

五、保持各方乎衡

在述一成上，楊昆決心推卉他的想法。逛一是吹准得的机舍，

使人1iJ恰好能}À檔案中几乎是明白元漠地了解到某令人的想法。

楊昆可能以前也改迂此美想法，但這吹故活的主要內容部清楚地

氾素在案。 1625 年 6 月，在搭乘中園帆船高弄巴城前几天，他面竭

且督，卉城布公地放及句自己相尖的几項事多。他再吹方自己寓卉

巴城向且督表示歉意。他視，他“必須申辦有美自己帶荷主人干杯

事的指控，'，由此才能“使固內的朋友免受串連之累."接著，他表明

自己封我們上文己提及的財巴城事旁的看告。他建故 z“當局座對

小心進慎地赴理學人事告，庇設法使他的詮常有活干.既不要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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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退市慎建設的活功，也不要注牟人工作三天打且兩天晒同。如有

机舍，庄岩每小月都搞一些項目，遠祥，才不致于使失脂筒羊的人

(指牟人〉挨傲". (Daghregister t 1625: 164 - 5)遮L席活有如出自

-位忠心忠實的公司鹿民之口。街昆運提醒，已督注意，爪哇人勾巴

成的貿易近來日見蕭奈，避口的大米已不足供巴城大量的學人消

費.

楊昆甚至可能x1"他商卉后牟人社舍非正式的領辱展中留下的

缺口感到扭』be 他建放學人社舍的事至于再也不能只委托給一二令

人，而座至少委托給三人以上，以前他的串通欺祥和E迫學人。“因

3甘南令人比三小人更容易互相勾結. "(Res GG and C , 1625 年 7

月 18 日 ;VOC ， 1085)

拐昆井不指望勻方丹的和平淡判含有什么成果。他試方，在送

小問題上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方丹土王的學人願阿拉克摩 (Lack

moy)。除非述位有影咱的人物采取主功，否則，遠神談判不含有什

么具体成果.

搧昆的最后建放是有美椅人句中圓的貿易。息管他的措i司委

婉溫和，但他明碼表示，前主人座斷然停止他們的好蛾行方。荷人

試因切斷中固勻西班牙人在菲律漠的貿易，但遠只能辱致其他貿

易航道的卉辟及建造速度更快的船艙。楊昆避一步指出，吸引福建

商人到台灣去的唯一途徑是提供悅惡的奈件，如保証他們的中固

商品有 30%的利祠，椅人要胸笑的商品座貼上份喝稀笠，公卉出

一
那
巴城當局看來仔細考慮垃搧昆的建攻。便只有象方排干沼澤

而挖揖新掏藥等公共項目有足侈的資金可以劫工，街昆jg巴城年

工謀求的“快飯碗"才能有保証。有旬章局最憋不得不采取抉定每

小巴城牟人、包括來巴的中固帆船的舵工水手每人擻輛 3 元(里

鼠， Rials)的附加稅，且共征收 9000 元(里均可 Rials) ，用述2喜歡未雇

何責工. (Res GG and C , 1625 年 7 月 28 日，VOC ， 1085)~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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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1640 年巴城城堡建成，遠些“自愿捐獻"浩劫几乎年年過行.

但送些資金最后都以支付工資、胸英);À海灣小品迢來巴城的建鏡

材料等途徑流回學人手中.比述些“捐獻"更重要的賢金燕窩是征

收人失說(每月1. 5 瑞獄)。每小學人市民都需繳納人主觀才能書~ \ 

兔在軍臥服役.根攝汲恩(De Haan)提供的材料，在 17 世紀 30 年

代初期，遠項人失說占巴城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 (De Haan , 

1935.1:61) 

卡彭蒂均可封搧昆在使過中椅貿易君主展芳面的浩劫抱有很大期 3

望(但送些期望只有在后者先解決自己的伺題之后才可能去奕

現〉。因此，卡彭蒂忽有信錯台灣且督，告訴他“那位勇敢果斷的中

商韌昆即特赴台，他對愛展荷印公司、中固和他自己的商旁有很多

設想勻卦法"。同肘，卡彭蒂欽在信中附有我們上文研引的警告，即!

不要貸錯他大翠的資金，因方文才他來說 J再大的生意也敢傲。 (1625

年 4 月 14 日，VOC ， 852)卡彭蒂欽且督也表明自己是一位善于昕﹒

取他人意見的人。他按照揭昆的連說，炭布命令萌保到台年商的商

品有 30%的利油可賺。 (1625 年 7 月 17 日.VOC.852) 
几小月以后，台灣商信長官弗利館里克﹒ f不特 <Frederik de 

Wit)回信錯巴城，報告他尚未見到那位“失家九有人特東含糊不

清的信息，混述位“失家"尚不急于到台灣;有些福建商X也liE耍了
述一信息，他們坦率地通知杯特，揭昆特不舍參每公司勻台灣的貿'"

易。杯特昕到達小消息后感到很遺憾，西方他預見到胸兵中固商品

的重重困准.他扭心，除搗昆之外，恐怕投人懂得如何進擇道合在;

象帝斌、索洛依嘻地的特殊市場樹備的商品，如司尾、銅智、腰帶、

刀具之獎。 (1625 年 10 月 29 日，VOC.I087)杯特甚至超有{言論正

在福建官民面前方自己洗辨的協區，清求他回巴城以前先到台灣。 J

<Bluss是霉 .1986:9)

杯特的期望未能奕瑰。 6 小月以后，巴城且督解釋了楊昆未到 d

台灣、甚至不能錯杯特回信的原因 z他曾受福建官民的勒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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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慷受怕，他保持鐵默迷 3 年之久。楊昆可能在當年(1626 年)春

返回巴城，但公司檔案史料，中長途數年設有再提及他。另一神提及

他的史料是熟主遮城日記，熱主遮是台灣的樹人且部。述部城氾提

到， 1629 年 12 月 19 日，“曾在巴城居住多年的商人楊昆"“特蒲特

曼 (Putmans)都督的一份札物呈獻給廈n都督."遠吹他向蒲特曼

要求預支 40.0元(里鼠，Rials) 以便在廈門駒某商品，“并答庄一周

左右就蚵起 0")Å遠里完全可看出楊昆的精明之娃，他在朝貢使者

身份的掩蓋下同肘)}..事自己的貿易活劫。

六、被班的消竿貿易

到 1630 年，楊昆不再說豫，斷然充當起中椅貿易的中介人，他

愿意方京印度公司在中國英袁貨物。述一斌噓最些問于失敗并非

他本人的注倍。一系列信件資料有賺于太冗長，不便在此一一贅

述，但足以証明楊昆的浩劫陷入隘惡的困境。

荷印公司委托揭昆特 300 扭胡椒送往福建舖售。 1630 年 3

月，遠批胡椒還抵福建肘立即按當地官民投收。在通常情況下，荷

印公司是不金委托一位學商承但如此重大的使命的，但由于椅印

公司扭心浦載胡椒的中固帆甜瓜甫洋到述中固后，中國市場的胡

椒俯格金暴跌，作方杖宜之汁，就簣扭扭昆妥方赴理.錯果不仗胡

椒被投杖，連楊昆本人也被拘留，美遊廈門沿海地區的海澄措監獄

里.但兩小月后，即 5 月 7 日，台灣椅即對局得到披告，遠位不幸的 i

商人巴族釋。至于是否把胡椒炭運給他，則不得而知。但街昆此后

卉始收駒出口貨物，准各在秋天把注批貸物先退去台灣，再用公司

的商船乘冬季季候夙回到巴城。

至2年秋天，暢昆揹信給公司，柯:昕需貸物巴鎧b芥，正存放在

安海港待逞。安海港是吉普吋的風云人物那主兔的老巢。其ß芝克又

名“一官"(lquan) I 曾在椅印公司對社通事。又過近海盔，不久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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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官府招安，委任方防海守告，奉命攻剿他以前的海盜同伙及荷

主人。如此錯綜夏素的安排視明，福建官府也在紛繁錯綜的形勢下

睹奔亂間，誰以清醒判斷局.勢了.我們在此不去探究福建官府的關

煤油汁，仗要i昆明，暢昆的費物因海盜劫據而A未到注目的地，海 1
盜浩劫已使昕有沿海貿易瀕于停止。

在遠故事件中，荷印公司如留了昕有搧昆在台灣的私人貨物，司

以朴怯公司的部分損失。即使如此，揭昆仍欠下約 1338 元(里想. 1 
Rials)的償要手。以后，有主台灣都督勻巴城拉督之肉的信函往來表

明，台灣都督)Á未停止垃迫吋價多，直至價至于完全信措。 (VOC 'l 
1102: 22一2-1631)元始楊昆對勻中固貿易的設想如何宏偉，又才他

令人來況，結果只有損失.

由于到赴碰壁，遠位“失家"決定再改回南洋去。他聽于肪恩顯 l

飯費頓，于 1631 年 2 月 25 日到迷巴城。他受到椅印玫府的熱情接

待，后者則急于昕取他又才前中貿易前景的看法.

楊昆財前景的分析令人沮喪.他已入3台，企司希望的自由、卉放

的貿易在短期內元法安瑰，其原因如下 z福建守土官民頻繁惆換，

荷人推以句之鑫叮長期1毒攻:“海盜毫元{言文"，沿海貿易瀕于停

止。他單決反妨對吋台灣都督蒲特曼使用哉力的主張，而建攻句

“被招安的強盜"那芝克和平相赴。 (VOC 1103:f. 493) 

揭昆的送些睿智之吉并未引起蔚芳的重視，前印當局萌玄武 t

團用武力迫使中固人合作，結果是避行7兩年多的哦爭.在造成人

民勻物盾的慘重損失之后，才得以每部芝免遭行現雄的談判.有美

中固沿岸的事件送里不做避一步吋拾，然而，進些事件足以表明搧

昆的遠見卓棋。

七、挖掘這河勻鑄市

揭昆再次定居巴城后，即重新承扭重任。在他寓卉巴城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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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承包商已取代了他的地位，他只德通迂勤杏工作勻敏銳的洞

察力來根夏原有的地位。勻方冉的外交淡判已不再需要他了，精明

的林六哥已在談判中掛演主要舟色。林六哥起勻茹;喝崗及另一位

叫小冀定 (Chili Gonting，洋音)的學人一起，成了巴城的主要承包

商.

揭昆回到巴繞后 ，'Jt_現巴城正赴于繁忙的共建昕殷。新任忌督

雅科思﹒斯佩克斯重新恢廈前任忠督庫恩 1628-1629 年被固困

吋擱置下來的件多修建汁划。他下令挖揖巴迷罐里城堡西面的還

呵。几小月內巴縮減到 1200 人的巴城中人人口又增加到 2000 人

以上. 1630 年 3 月到 7 月間，巴城半人均達些公共工程提供了

16368 元(里尿，Rials)的賢金。對吋巴城仍位于斯利旺河的腕蜓出

海赴，城市投展汁划有待于遠奈河道的卉扭。楊昆承JHT此項重

任。 (Brandes ， 1901:257)合司只能依靠學人承包商和贊工室主紀人

保怔公共工程的安施. 1632 年.斯佩克斯任期屆捕，中人其家們贈

送他一面精致的紀念獎牌以表示x;j他的謝意。獎牌的一面持有一

幅對肘巴城的地囡囡案，另一面持有用中文和拉丁文穹的財述位

息智的道美之詞。斯佩克斯的后任亨利克﹒布費三輯部 <Hendrik

Brouwer)避一步強調了巴城學人不可缺少的作用。他在 1635 年

12 月 27 日捨公司董事舍的信置中霉道 z“〈巴城〉椅主市民沒人愿

意承包清如疏通河道、供座木材、石灰、石料等項建筑項目，只有牟

人愿意承扭送些項目。設有學人的協助，巴迷罐里城堡的建設及城

區現有的f展恐怕要推退許多年才能完成"0 (Opkomst ,V:218-

9) 

府人在一1'-散文才的那境中勉方其又在地建造城市吋，楊昆ì"ô素

在案的忠娥和組~T千)t;j椅芳來混肯定使他具有被大的份值6

1634 年 7 月，楊昆和一位合作者以每土方〈立方)1 瑞欽的街格承

包并完成以前的承包商投有完成的挖掘一奈這河的項目。第二小

月，他又承包了市區牟人這河(Chinese Gracht)的挖描工程。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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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河井非象很多人想象的那祥，是方了址巴城的夙光勻荷芸本土

相似，而是;但了排干沼澤地以利建設及填平.水塘的需要，遠些水塘

一向是轉盔的原因。 1636 年 5 月 13 日，在椅昆的協助下，巴城西

面的犀牛河道CRhinoceros Gracht)的挖掘以每土芳 2/3 元(里缸，

Ria[s)即 1.6 荷盾的原包俯成交。對年年底，拐昆又完成了一朵逼

到巴恕，、伊干(盈市)以便利海戶登岸的新這河.根揖技恩的資料，遠

位不知疲倦的學商在同期連承修了那挽巴城西面和北面的妒城

河。 (De Haan ， 1935 ， I:79)在承包送些工程期間，搧昆又是建造巴

造推車城堡和市區的石灰、木材以及石料的主要供座者。由此看

來，他昕承包的項目的規模及使用的努力數量監然是很億人的

CGM ， I:422)然而，連些項目起仗但是街昆南至于活功的一部分。上

文提及，卡彭蒂航班垃，楊昆是一位再大的生意也敢做的學商。事

要也是如此。搧昆起承包了特市令利，在巴城郊區建立了甘黨神植

圈，并打算生rz:.食盤供當地消費。

現在注我們來祥細考察他的述些浩劫。首先是美于鑄造鐵市。

17 世紀 30 年代，荷即公司試方，大量鑄造錯市(即昕謂銅錢)能加

速市面貿易的周特，并使錯的3耳其可大藐其利。拐昆及亦鴨崗首先

得到持市承包杖.數年1司，述項活劫使公司勻楊昆得到可親的利

益。
M.某神角度上況， 1636 年也祥是搞昆生握中的特折鼠，他的

密友勻多項生意的伙伴亦喝崗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決定薛去甲

必丹取旁。荷印公司召集半人首頓和中固帆脂船主奸金征求接任

甲必丹人遁的意見。 7 月 21 日揭曉，林六哥的呼育高于楊昆。 (Res

GG and C:1936 年 7 月 21 日，VOC ， 1119 ，f. 353)搧昆肯定感到非

常沮喪并竟得前景不妙。因此他采取了一項很不明智的行劫。几

天以后，他拜訪迪n且督的夫人，徒費地企囡賄路她，以便吐她功

說且督，特下月即:降到期的特市承包含同仍由他接包。. CRes GG 

and芯， 1636 年 7 月 30 日， VOC ， 1119 ，f. 362)可能是有印官良心

220 



杯仁慈，抑或是他們根本就不打算符合同特注給別λ，楊昆要于保

留了轉市承包杖. (Res GG and C ， 1636 年 9 月 20 日，VOC. 1l19. 

f. 4.07)虫年秋天，英固商人卉始在市場上傾情緒用以GM ， I: 570) 

以致于卉始吋感到欣慰的搧昆頃刻間方分沮喪.英人的行功使楊

昆均期一年的合同在英街上付出高昂的代仰。

八、多神行~詮膏

然而，遠位“美家"的精神并未因挫折而崩潰。揭昆在同一年旦

勻軒印虫局合作，卉始了一系列的商努活功，在巴城郊區設立甘薦

神植固便是其中的一琪。其肘，林六哥勻方丹的休成談判几近成

功，巴城政府主人方，)À此楊昆的雇工在巴城城牆之外的回野里費功

可以免受強盔的建m了。于是，工人的把避口東神砍成-a臣，把

8000.鹿東哲插入寺叮塑成的東睦上，吐其生根成長。 (GM ， I570)

安京尼奧﹒迪 l寸且督在 1636 年有給公司董事金的信中表述，

了他封巴城近年來長足的道步感到浦意的心情。他視“感謝上帝，

我們在巴城尚未遇到巨大的失害、:k息或其他困諧。"遠位且督按

著仍強惆了遠位“伸大商人揭昆"在巴城及其郊區迅速度展道程中

的特殊作用。迪 l寸，且督希望搧昆在兩年內每年能生戶 2000 扭糖，

公司再以每扭 5.5 元(里缸，:Rials)的保ìiE份格向楊昆胸果送批

塘。

在遠封信中，迪叮起提到，搧昆正在巴迷堆里城堡京面的近海

赴汗辟一片挫田，這時益田汁划年f= 2000 時益f共當地消費和出

口。迪叮最后且全古道，“昕有逛一切辱致的結果將是巴城工虹的大

量增加，而使他的相郊的神手赴于不利地位。叫旦是，以后情況表

明，狄叮的錯沱未兔垃于尿現了。 (GM ， I:570)

7于辟並因是一項代仰高昂的失漠。人的很快ÌÅl只到，由于巴城

旁力仰格昂貴，根本元怯勻爪哇京部的益回竟箏。因此，拉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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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帶不敢弄，即有投資付渚京流.

甘肅神植也遇到目益增多的困雄。據固卉辟后的一年半期惘，

過展起算順利。《巴機信函集》記載，“楊昆巴建成了糖坊，准各汗

榨，首批會糖出這指目可待。"(Opkom鈍， V: 233-4)正如資料表

明的那祥，巴城當局)Å很多芳百幫助搧昆。巴城虫局頒布一項寺

令， 10 年內兔時搧昆甘鷹收成的什一說o (Res GG and C.1637 年

11 月 7 日.VOC.122 , f. 454)1 638 年 1 月 16 日，楊昆以 255 元(里

缸 .Rials)的低伽英到靠近巴坡南門的一片土地。此外他又得到靠

近布依得主堡 (Gelderland)的一斤土地，如果楊昆用遠片土地神

植甘諜，十年內仍可兔除收成什一稅。息管有遠i午多忱蔥，但收成

令人大失所望。 1638 年，仗有微不足道的 22.5 扭白糖這往荷主，

每汁划的 2000 扭相去甚退。第二年的戶量也未多玫瑰。 1639 年干

燥的季俟夙烤焦了部分甘齋，幸免于瓏的部分又遭偷盜。

.送些鐘蕾的失敗必然使楊昆的財政資源受到根大的打音。亦

昀崗曾抱怨，他的送位朋友設有如期蚵起他 3100 元(里缸， Rials)

貸款，遠可能是楊昆瀕于負債的第一小信寺。 (Hoetink 1917: 396) 

搧昆卉展多神銓臂的金武宣告失敗，他只好再把希望寄托在他昕

能略勻椅印公司鑫署的建鏡承包合同上。巴城當局似乎已看穿述

一店，因而不注他有机金通道承包邊往來朴儂即遭受的損失。

九、巴城固堵竣工

1638 年夏天的季候夙結束肘，巴城監局決定要接机更換巴城

西、南和北面的木棚柱，代之以石砌城堵，遠祥既能常省大量推修

費，又比較安全.述項工程的且費用估汁方 11000 元〈里獄，

Rials). (1 638 年 2 月 117 日，VOC ， 661)考慮到木仗公司、而且市

民也得益于遠項肪耳工程研提供的安全保障，因此一致同意述建

費用由巴城市民分扭 z合司負責提供建鏡工地研需的奴囊，市民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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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負扭胸果建筑材料研需的 11000 元〈單獄，Rials) 。其中，荷主市民

負責 3000 元(里餌，Rial心，牟人市民負責 8000 元(里缸，Rials) 。

且督勻i平放金卉舍吋洽如何第集述道款項。員然昕速成的掛

故上用的是“志愿捐贈"的字眼，但奕障土是“強征"。甲必丹林六哥

接到命令后持“捐贈"通告張貼在大街小巷，功辱其同胞;但防E工

程慷慨捐賢。此外，牟人富商連被召集到公哥拉部，規功他們揖貴

的主f式可能令正派官民感到羞愧.公司指案記載，合司官民“委跪

地暗示遺些學商的座根括其財力志愿捐瑜，連者依其資戶按比例

課說。元資F的半人則需在 8 小月內交出 4 元(里鼠，Rials) 0"強

征帶來意想不到的碩果z仗}À學人身上就征集了 9300 元〈里鼠，

Rials). (GM ,1: 715) 

1638 年 9 月 4 日，楊昆邀清椅主官貝盤查巴城西面和南面閏

牆的遊展情況。拉查后荷主官員宣布，城睹的建造符合投汁要求。

三天以后，巴城北面圍牆的建造合同也奸始投掠。然而，請昆井不

愿承扭遮項任旁，“明言每立1f 日元(里欽，Rials)的仰格使他先

法承受o " (Res GG and C .1638 年 9 月 7 日，VOC ， 661)他甚至庄

允，如果能兔于承扭送些工程，他情愿捐賢 300 元(里缸，Rials)作

方技貧基金.巴城當局財他的抱怨表示涼解，“智吋"免去他作方建

筑材料的供座者的責任，并設立一小委貝金調查他抱怨的安民.

于是在一群士兵的枷助下，几位公司高級官民著手鴻查揭昆

的抱怨是否合理，他的官肘取代楊昆監督石灰密的是當以及}À附

近的西里伯群島迢來木料、珊瑚石等建鏡材料的大、小船只登岸的

情況.遠些士兵可能用乘充當官民的耳目和保証船船j1!;岸和貨物

拉壺的正常遊行。船主還貸盾得到一張收奈，再免收奈到港各官公

署領取怯款。

我的元法在虫年秋天公司的財旁椅集中找到達小委貝舍的調

查錯果。在 1638 年 12 月 22 日的忌督信函中也找不到明繭的氾

載。在法份信函中只提到搧昆承包了 1438 又 1/4 立芳的石灰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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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伽格是 15821 又 3/8 元(里鼠 .Rials)" (GM.I:714-5)述表 1

明，每立方仍是 11 元(里然， Rial的，就好象元人M此份格提出昇 t

故似的。多寺一年半以后(在搧昆死后〉的一份材料幫了忙，我的鼠，

中了解到，企司找人代替楊昆的企囡失敗了。 (Res GG and C , 

1639 年 9 月 5 日. VOC.622)送混明，椅印官民不久以后tkiR到，"

改城唯有搧昆能此事如此大規模的工作。“投有其他人能負責如此 i

宏大的工程J'息管奕噓的吋悶不杖，但元疑可得出結拾，每立芳的 1
承包份格座核提高，息管惆查者起x{Ë以嘯定庄該提高多少。事情的

錯果是，合司方了避兔工程再改延期，竟制定出一項非常令人失望

的b法。

很可能是貿易拉監菲利浦﹒戶伽室主(Philips Lucasz)向楊昆

做出許筒，在每立方建筑費用垃低的情況下所遭受的損失可由公

司財庫妳朴.于是楊昆同意按原來是仰繼續施工.巴城賞月混泣，

楊昆是“最有能力的市民之一，失去追祥的人，公司格不合成功J'

是拐昆不負逛一i平仰，抑或他根本設有其他過擇而不得不遊行述

項工程呢? (Res. GG and C:5_:_9-1639)元拾情血如何，到巴城圍

牆竣工之日，也正是公司特一象有力的設崇套上街昆的脖于之吋。

鵲昆且是預先向企司支付資金，到完成另一項防E工程后倍

遲。在合司雇貝看來，用遠神亦武墊付紡昆資金并克風隘，因方建

筑材料的供庄被視均是楊昆借債的抵押品。巴城對局x1"搧昆的表

現相對潛意，工程依照坡汁要求有奈不紊地過行著.奇怪的是，牟

人看來再也不用品、事建筑工地的体力贊功.迪n且督提到達一現

象吋指出，“中人似乎且能找到比卉詢挖渠更好的謀生之道."

的M.I:716)jf鐘巴城的木棚桂就這祥一成JL一成JL地被高速 11

英尺的城牆胏取代.

銓迂一年的東苦工作，到 1639 年 3 月 25 日，荷印公司提到了 l

封述項工程的看法，“感謝上帝，堅固耐用的城牆建說遠項值得林

道和永留史冊的工程已接近竣工。"1fT械桂送些公共建筑項目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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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吉周預算的沉重負扭，荷印政府又卉征另一項特別費用， )(f象

是昕有居住在巴城西區的各戶人家。承捏供庄建筑材料的人也不

能幸兔:石匠每月擻 1 元(里缸， Rials) ，悅木工人每月 1/4 元(星

缸，Rials). (Res GG and C, VOC , 662) 
同年 4 月，括昆向公司披告，)Á奧菲萊索堡延伸到赫~于根堡

的城站巴竣工待拉。 (Res GG and C, 1639 年 4 月 14 日， VOC ，

662)他希望在遠項巨大的工程撞撞完車后能用現金付款，但他的

希望落空了。他以前已預支大軍賢金用于並田、甘東秤植固及其他

建鏡工程，公司需支付他的費用就直接)Á他廚負公司的價每中拍

除 z他已落入其債杖人的掌握之中!

到了 7 月.遠位學人承包商謙恭地向椅印且督和汗放全呈上

一份清求唱，要求解除他EJf承包的每月 650 元(里京， Rials)的賄

博承包說.他的述份清示苦使我們了解到一些美于賭說承包及其

如何這行的情況。楊昆在清示告中現明，呈然他小人在除夕吋泓巴

城吉普局那JL承包了賭說，但隨后就特賭稅再特包蛤那些“依附他做

生意的學人'，'。送些委托人除了在中固帆船這載船民和商人到遠

巴城的繁忙的 2、 3 、 4 月中能賺錢以外，其他月份都在賠號。中固商
il! 船固掉的 6 月，連些委托人至少要損央 320 瑞鼠， 7 月的情況甚至

更糟。“在委托人的敦促下，'，揭昆有足妙的理由要求恩快解除沉重

的說收承包合同。荷印當局“不愿看到搧昆完企破戶，而于可注他

.繼續享有信用的借貸者的青瞥，"就同意了他的清示。 (VOC 662: 

27一 7-1639)楊昆的清示有中提到，“椅人完全1知道，他在研承包

的几件建筑工程、賭稅、挖掘這河等項目中不肘遭到巨大的損失，

而他并設有注且督知道或清示朴倍。"或許，請人是因此而感到迂

意不去才同意搞昆解除承包賭貌的合悶。

同肘，城牆工程繼續穩步過行。到 8 月份搧昆宣布格~于根勻

那1f城堡之間的北面城墳巳告竣工。工程在瞌收之后他就可以待

到付款。 CRes GG and C, 1639 年 8 月 15 日，VOC ,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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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城牟人編年史《卉吧眉代史i己》中提到，巴城城牆、城n完工

之目，即是牟人居民厄退到來之吋。JA其建造者揭昆述一特殊倒子

看來，結局正是如此。

A
4
官
司
，
1

司

f
d
1
3

何
4
4
2唱
t
a
a
a
呵
述
，

十、悲慘的結局

1639 年 9 月 1 日，荷印，也督和坪說金以沮喪的心情弄舍，吋

拾如何采取特別措施.因方他們剛剛得到披脅，楊昆昨晚碎然去

世，一些事情需要再上赴理。搧昆欠下公司大塔債勞，揖悅債杖人

已浦集到他的寓昕要求信償。在進神形勢下，勻金者一致言人均 z即

使公司要追問楊昆欠下公司的某些債發，“也庄岩保証其他債杖人

兩輛昆遺F的杖益，'，“因此，楊昆的遺戶座立即查封、清鼠。同肘，

又才楊昆在巴城、海外或其他地方的借貸也座遊行估查。"在 10 天之

內，辟有欠搧昆債每者均被召到巴城秘帶赴披告償要于情況。因方工

作量太大，當局任命了 15 小車伊人來貫街上述命令，其中有 10 1-

公司耳貝貝， 5 小學人。 5 小學人中包括剛JA台灣回來的詠唱崗和i人

中固來的揭昆的弟弟. (Res GG and C ， 1639 年 9 月 1 日， VOC ， . 

662) 

表面上看來，銓泣如此亡羊朴牢，事情基本可告-Et落，但其

陳情況并不那么簡羊。到了第二小星期，公司哪怕稍微留心一下現

裳，說知道再也不能滑眼前的事情掉以鞋，t;.。遠不但因方當局在完

成城建工程吋得不到法位糖明強干的人的協助，而且也暴露其以

往的政策的各科阿題。

搧昆去世的后果首先在城建工程上表現出來。民然城牆工程

已竣工，但几小城堡工程遲未完成，仍需要大量石灰、石料和木材。

站了不使工程延喂，當局立即招棕供座述些材料。 9 月 5 日揭輝的

結果表明，除非每立芳建筑体祺在 13.5 元〈里尿，Rials) 以上，否

則設有學人承包商愿意承包。兩星期以后，份格漲到每立芳 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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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餌 ~Rials). (Res GG and C , 1639 年 9 月 5 日.VOC ， 662)方了

不致于丟面子，公司不得不自己簿b述些事旁。

9 月 20 日，巴城對局弄始吋~盤拚人的調查結果.訪昆大約

欠下公司 27500 元(里飯，Rials) 。星然他在東國勻盆田項目中遭

受巨大損柴，但也有iïE揖表明，椅即當局在拐昆的巨大損失中是有

昕牽連的。監妒﹒人指責合司且且在菲利浦﹒戶加室主是罪魁，因方他准

i午搧昆向公司借貸。盤妒人作出矯治，公司少付搧昆鏡款。公司除、

了需付蛤揭昆的00 元(里獄， Ríals) ，作方 8 月份已完工的城牆的

付款之外，尚需付給楊昆研承包的另一些工程的座付款項釣 6050

元(里缸，Rials). )且督感慨方分，他決定把逮毫 6050 元〈里鼠，Ri-

als)的款項用來信付給那些在街昆破戶中充辜受損失的債杖人。

(Res GG and C ， 1639 年 9 月 20 日，VOC.662)換句活現，且督放

弄了公司財1'-体債枝者的倪先杖.

迪f1且督不仗愿意承試以前昕犯的情誤，而且采取行功以避

免將來再度生笑似的事件，藉以減少公司的失誤，街昆的破F元疑

使公司~t學人的信任~失殆息。站了巴城的和平和秩序起見，座虫

不惜任何代份防止再出現因學人市民破戶F生的糾紛。正是在進

一背景下，且督頒布了一系列采取短期和長期措施的政令。

十一、楊昆留下的教圳

旨在杜絕半人在商旁中膏私舞弊的長期性措施是設立半人盤

妒人机拘，或稍:“武直迷"(Boedelmeesters) 。巴城敢府里然元法一

再都出吋悶和精力來惆解和赴理半人遺戶、{責易糾紛，因此有必要

設立一小夸口机拘束赴理逗樂事費。虫局又具体指令兩位前人和

兩位學人均武宣迷机梢的成具，足見巴城當局財學人財F避行F

格管理的重視。不久以后，送小新机梢的社金取能避一步1t大。征

得當局同意，武直迷卉始討牟人的出旗征說，作方在巴城于f~，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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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院的實盒。(1640 年 8 月 13 日，Plakaatboek.1 :446) 
荷主的公司董事含在接到了~施遠些廉政措施的提告后准于

照卦。他們在繪迪叮且督的信中視 z“你已正碗地解決了去世學人

的財戶管理問題。今后此美事特有誰可依，繼承者對可得到合理繼

承的部分."(VOC ， 316 ， f.350)管理杭梢的改革萌安使半人社金逐

步射入蘊民政府的浩律鏡泊之下。

迪1'1;世.督果取什么 l幅吋措施來恢笈封牟人的信用呢?逮里我 。

們又重新遇到本文前吉中昕提到的信用問題.且督下令，財其他向

本公司貸款的學人商家的信付能力和借貸活劫遊行全面洞查.由

于 8 月底蝶自己措算，而且菲利浦﹒戶加畫畫正向其繼任者b理移

交事宜，此刻避行洞查最~遁宜。首批洞查情況令人震慷 z在社去

几年中借錯華人市民的款項巴述 150886 元(里訊， Rials)之巨，迪

叮立即命令催討債旁，但未技成功，但汁固的00 元(里飯 .Ria:ls) • 

而遺下的超迂債券半數的 80000 元(里缸， Rials)恐怕特成死脹。

(Res GG and C. ， 1639 年 12 月 3 日，VOC ， 662;GM ， II:74 .1 22)逛

一事件的結局是巴城草人的信用一落干丈，金融耳境被街鹿損害.

公司拉盛菲利浦﹒戶加撞在付蛤揭昆承包款吋是如此吝膏，而給

其他中商借貸肘又盎然太悔慨:荷主市民(牟人的主要告貸者〉給

學人貸款的月息;但1. 5-3%.而戶加設則精足于年息 6%. CGM , 

II: 122)這神情況是如何出現的呢?
調查者的i平地值得引述:“盤盤告訴我們，半人并不清足備售

完信用)Á我的遠里除去的貨物昕得到的微利。不!他們的主要目

的是藉此得到賢本，再將此資本投入海外貿易，甚至翰往中園，勻

此同肘其債校人貝.qj奎利息也得不到。"(Res GG and C.1639 年 12

月 3 日，VOC ， 662)遠矣投机行方一一半人研玩弄的典型的信用

把潰，不仗在鐘民吋期「泛存在于京南里，而且其他肘期亦然。

在 19 世紀初的尸京，中固行商就因刺用西人賢本道行技机活

功而育名狼藉.民固吋期，那些設有足移現成賢本的貿易組俱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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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獎投机活功也是余研皆知的現象。正如卡然﹒克努在其《四f乙人

的市場》一文中指出的，西艾T公司既不愿也元法勻當地中1Ì'商竟

爭，只好把商品委托給半人中外商，(常是徒責地〉期望他們能卉拓

消費市場。但西人以后舍突然醒悟，因方他們食現，送些商品很快

就被中介商全部以低仰其出。送些中介商)À中掌握了現成賢本之

后，在信起西人首批款項以前，就~寄送生產賢金投入自己的商告中。

(Crow , 1939) 

上述的分析恰恰符合在巴城友生的情況。京印度公司是小批

投机拘，不能被當地市場上的小規模果真干找。且督勾坪放全~廊

上宣輯\.他的元意于中介貿易，“不愿方微利生意打汗自己的金庫"

來稿足各科潛在消費者的要求，研以他們于可要托學人中介商零

售，并定期供座他們的貸物。 (Res GG andC. 1639 年 12 月 3 日，

VOC; 662)1635 年，戶加畫畫出任公司，包監肘，中商欠公司的價勞累

汁遠的00 元〈里想. Rials)以上.或i午是他迫于接信，或~1"學商貪

得元民的要求垃于迂就，以致償要手累棋迷最初的 15 倍。均了結束

達科垃于忱惡的借貸浩劫，迪n且督F令，)À此以后，只有 13 小半

商可以向公司借貸，每人貸款額不得超垃 2000 元〈里娘， Rials) , 

.而且要有兩名巨商扭保。 (Res GG and C , 1639 年 12 月 3 目，

VOC ,662) 

巴城牟人社合察隊上跳遠神管理上的交革中得益。句公司和

中商交易有美的一些松散的、非正式的規則遊佇了重大修改，并根

括有美法規形成政府采例。連些奈側陪接收入 1642 年正式頒布的

巴城法典，)À而使巴城各民族的地位遠制化。

在遠里，我 ffJ似乎可以討搧昆一生的盔蔚給人的留下的扇示

以及他在巴城法制建設投展中的重要影哨，作出措ìf::并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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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洽

毫元疑何，搧且并非是一小貪污者，准碼地說，他是一↑信用

游潰的個牲晶.楊昆的詮蔚初看似乎只是一度插曲，但如果我的說

祺到他在巴城社舍中昕起的各科作用，他的一生則具有更深湛的

意叉，他生活在一小社金秩序草創的吋期，述肘公司正在通道靖如

修鏡城牆以及制定基本法規等重要措施來保障居民人身和財戶的

安全。
貴楊昆使自己的利益勻公司的利益述分黨密地結合在一起，

并相信即使情況不妙公司也不合拋弄他肘，他的噩這也就決定了.

他的摔死是完法挽回的，但均被大地喚起公司的注意，使他們在勻

學人打交道吋倍加小，t.' 。

嘲笑巴城當局未能了解它的一名學人市民心目中的需要以及

說不清揭昆到應是相牲品或是英烈是容易的，而且也是合乎俗人

心理的，但更恰當的也祥是又才能瓜、遠些事件中得出教洲的蒞﹒迪

叮且督的智蠶感到慷映。

230 



第八章跨洋區生周美令

在近來出脹的朋史著作里，荷厲京印度公司的形象令送小奎

斯貿易公司的董事們都班以辨趴 z在京西芳文化交往的友共中 .1亥

公司扭任了一神活跌的中介人角色.公司建長崎商僧昕具有的深

起影吶常接引以方側，用來恆明逛一說法。位于日本出晶<DeshÌ

ma)的送小荷主貿易商倌，在整丹、幕府吋期不仗作方椅主貿易利

益在還京的唯一前哨基地安揮作用，同肘也方日本人提供了視察

海外的机金.出晶成方“問美囝家之窗"。然而，對氾者向及阿姆斯

特丹市長、公司董事之一和知棋界的主要贊助者尼古拉斯﹒推特

森 (Nicolaes Wi ts凹 .1641-1717) .是否公司的事各有助于推劫西

方財京芳了解吋，他映息后回答=“不，先生，我們的人民在那里廚

追求的是金錢而不是知氓，遠真是遺憾! "<'D 

述神況i風J陸坪ìf::意味深長。科掌知垠的待遇及荷主港有籍滑

日本幕府的輸出准道仗敏看作是請主在滑外部世界充浦好奇的日

本的一項技貸?遠--v平始對一些前自蒙吋期和店蒙肘期的著名字

者，如弗朗索﹒加陸 (Francois Caron) 、佐安尼斯﹒康布豪斯(Jo

hannes Camphuys) 、安德利斯﹒克雷均可 (Andreas Cleyer) 、恩格均可

伯特﹒凱填普佛 CEngelbert Kaempfer)、卡忽﹒最伯格 (Carl

Thunberg) 、埃醉克﹒蒂飲(lsaac Titsingh)或亨德利克﹒多丈夫

<Hendrik Doeff)來混，等于持他們抽了一小耳光.社我送么現吧:

就如在其他地方一祥，不管它的重商主叉的本性如何，荷主京印度

公司貿易問站在日本作方一神詢通外部世界的中介友摔了美鍵性

的作用。然而，遠神文化往來中的真正趕5年人是具体的公司耳貝貝。

他們要么出于主功，要么接受來自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如尼古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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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森鼓助或支持。遠些公司取貝扭任必要的零散信息的借過

者，因而使坐在椅子中空想的歐洲掌者得以增添新信息，使他在有﹒ Y

如拼搭祺木一祥地拼湊京方文明形象肘，能加上新部件，風而使京

11文明的形象漸露端倪。@董事合J}..未制叮旨在過一步推劫西方

掌耳和了解京芳的政策。相反地，由于害怕外圍竟學者的窺探，研

有勻京芳的通信都受到F格的申查.

然而，應管荷主京印度公司推行封鎖勻其在園外企.l&有美的

信息的政策，但由其內部成民扭任“奈地洞查者"(fieldworkers)昕

傲的一些基本研究部被保存下來，并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或去世不

久梅以出版。芥格﹒拉姆菲均吉斯(Georg Everhard Rumphius)財安

法 (Ambonese)葫植物的研究成果由佐安尼斯﹒康布豪斯(10-

hannes Camphuys)且督夏制后送到宿主共和固，最套書在公司的贊

助下得以出版 F德雷背斯坦(Van Rheede tot Drakenstein ,] 636-

1691)目睹了十二卷本的《耳拉巴依植物志>>(Hortus Malabaricus) 

付印，蔚主圍內外的几位著名人物則負責特凱恩弗均可(Kaempfer)

美于放斯、還rJ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在其生前或死后印刷出版.@不

幸的是，t午多珍貴的材料也被遺失。鐘特森先助地目睹了J}..Slt洲寄

給他的部分資料在抵迷阿姆斯特丹肘遭到投收，以及組厲因疏忽

造成的美于蜴主的珍貴資料丟失=“既有遠些資料都被活活窒息。

揖我昕知，設有人甚至看它們一眼。文件散亂地躺在箱子里，方人

的廚遺忘﹒.. ..."@ 
我剛才昕提到的具体的笑地調查者彼此都是同代人，遠是否

站厲偶然呢?如果封 17 、 18 世紀西方){;j"}I[洲共趣的披劫情況遊行

更細致的研究，那么 1670-1700 年達最吋期肯定金被弘作是一吹

高峰。又才此可以有几神解釋，首先是因;但述一吋期掌朮領先的思

潮。如人的冊常常指出的那祥，在 17 世紀的下半肘，歐洲社金正詮

茄)Á神掌到科掌、)Á迷信到半朮、)Á差笙肪史到世界肪史的斐化。

在知iR界，人的逼近通信、出版科掌刊物和有籍普及知棋，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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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朮因件，建起了囡唱惜。除此之外，几科因薰促遊了封里洲的科

掌研究，送些'li.展也勻歐洲掌木炭展的大趨勢有失。 17 世紀的第

三小 25 年里，椅主京印度公司作方里洲范圍內的貿易公司，避入

了自己最尸閥的活功范固并弄始了現圍在里洲地位的掛度，)}..而

3甜甜言昌地的研究提快了更好的奈件。同吋，荷印公司也~[集了各神

木同美剔的科學研究人民 z威斯特偽牙切UÆ奈約 (Treaty of West

phalia)的毒品丁使德圓的 30 年峨學得以結束，此后較多的德固冒陸

家加盟該公司。自然主文者的出現主要就是來自述批人，他們全身

心地致力于財E洲培吉文化和劫植物的研究。最后，博學的尼古拉

斯﹒推特森成方椅厲京印度掌朮研究贊助者，他封里~H研究戶生

了非同尋常的影吶。歐洲的科學踩索精神、荷厲京印度公司勻Æ洲

社金日益友展的和平合作美系及封里洲社舍的道庄、大量熱心的

寞地調研者以及“共~板"(sounding board ，即傾昕來自昇域買音

的群体〉在歐洲的出現，達 4 小因素琦京西芳文化侍送鏈奈的形成

友摔了主要作用.

近代的歐洲社金文化領域的一片赴女地是中學帝園，迫斤赴

女地后來逐漸方人的卉拓。由于它的古老、它的巨大以及它的組俱

F密的官僚机拘，吸引和激妥了歐洲學者的想象力。封遠小中心玉

固 (Middle Kingdom)秘密的揭露避展變慢，遠不仗是因方它文字

帶有~躍和政治制度封閉，而且也是它地理位置太迢迢的緣故。只

有少數的~耳天主教侍教士被中固朝廷容祥長期留居中圈，歐洲

的知棋界封中圓的了解主要就是通迫他們苟給法固園主的“可資

借盤和值得留心的信"(即《中固昇聞信函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我得的。@

京印度公司的眼貝也;但歐洲封中固文明的友現作出了微小的

貢敵。著名的民族學洽著出版社學均可斯(Jacob van Meurs)出版了

約翰﹒尼霾夫(Johan Nieuhoff)撰穹的((椅使朝學最 1655-1657>>

(Embassy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ur of China). 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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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詳細描述首次荷主使固出使中固述種(1655一 1657 年〉的唱，

于 1665 年在阿姆斯特丹印刷出版.兩年后，范﹒繆依斯又出版了

耶勢;金士阿塞修斯﹒柯切均可 (Athanasius Kircher) (160ì -1680) 
蹄繡的《中圍困視 >>(China Illustrat的，布中把中園文化描錢方壞

及的衍生物。@冒陸家和乞朮家尼種夫在科尼和斯﹒推特森(Cor

neI is Witsen) (尼古拉斯 Nicolaes 的父素〉的推荐下得以加入荷主

大使的隨)À趴伍，以便素描b人Jftl到北京沿途有趣的景視。@在遠

吹旅行中完成的 150 多旅景描草國第一吹均歐制i辜者提供了一睹

中園內地景班的机金。尼霾夫的唱一度成jJ暢銷唱。几年內被情

接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包括椅主第二吹和第三吹出

使中固迂程的第二卷本五年后由奧均可弗特﹒述說 (Olfert Dapper) 

編輯出版.這些在中固的游缸，連同范﹒布拉姆﹒霍克基斯特(van

Braam Houckgeest)財其坊阿乾隆(1795 年)宮廷的氾載，基本代

表了荷主京印度公司近世吋期 (Ancien Regime)前中因文化和科

字的投親昕作的主要貢獻。@

本文拉l寺叮研究倩播中固知缺的-1-几乎方世人昕忘的倒

于。逛一個子可透視 18 世紀初美于歐洲封中囝研究遊展中的几神

思路和重要事件 z揉索技字哲等句中區之路快 (Clavis China et 

Clavis Medica) ;探蒙古代的中固文化的強特性，更具体地視，是探

索固攝“中因石碑"(Monumentum Sinicum)之謎。“中圍石碑"是

最近:&.現的一座石碑。括那些耶靠全士說站，述座石碑可以作方基

督教信仰在中固蚵有漫長眉史的世攝。碑文的i罩住混明了知'Ì.Rf寺

擋的避展以及在信息待遇迂程中掌者肉的友誼和信函往來廚起的

決定性作用。在美髓吋刻，一位信息悟過者的退出封避行更深入的

研究都是致命的打音。

現在研見的巴述維盟中文編年史《卉H巴肪代史記》的版本可能

墉于 19 世紀初，咱中提到了 17 世紀末期訪問椅主共和圓的一名

巴迷堆里學人。@遠本編年史中美于遠位冒隘的旅行者的簡短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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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是油一元二并具有重要肩示的。坦率地說，也有成令人失望。視

其組一元二，是因方我們由此7解到 17 和 18 世紀坊向西芳蜜夷

地區的均數不多的學人文化人之一的世揖舟視其具有重要扇示，
是因方研記載的故事包含著帶多計封瘟民地社舍的隨意汗洽 E而

視其令人失望，是因均達位旅行者似乎既不喜攻進改旅行，也設有
始我的提供美于任何視兌的印象.阿姆斯特丹的加互依贊道

(Kalverstraat)是否象南京的胸物小巷令尼霍夫方之共畜那祥，也

激炭了他的熱情?在他眼里，阿姆斯特丹市政大F于是世界上的第人
大奇現時T 在做任何避一步的坪i{?;之前，注我們首先了解《卉吧肪
代史氾》提供錯我們的信息 z

1681 年，旦耶克廖夫﹒蒞﹒戈恩斯 (Rijklof van Goens))也督
因病高休“...... ~耐有一位名叫周美帝〈個南活:Tsiu Bi-ya)的

學人區生。范﹒戈恩斯很熟悉他，封他的能力寄于被大信任。他到

荷主京印度公司i平說院要求說:“要帶周美帝一起回家，以便拾好

我的病J'i平說隨同意了他的要求.隨即范﹒戈恩斯和遠位半人監

生于岡年 11 月 2.5 日登上了一艘荷厲京印度公司的船只出妥了。

在到遠椅主后，戈恩斯命令區生住在一!可房子里，并安排一位叮耳

站崗。他且然被提供各神飲料、食品、衣服以民昕需的用具，但不允

i午寓卉房子自由娛辰。他在椅主住了一年，1682 年 6 月，椅厲京印
度公司的一艘船帶著正式任命范﹒戈恩斯的繼承人科尼利斯﹒倚

重~ .斯佩永曼(Cornelis ]ansz Speelman)方，且督的信函到迷巴速

推車。周美帝乘坐同一艘船返家。他前妻說賀斯佩欽壘，后者正和

他的坪攻院卉舍。

根揖評說院的命令，荷厲京印度政府“賞周美帶出入汗大傘行

仗"并特i午他在任何吋候可避出巴速推里城堡，星然他并不介入巴

城的行政事多。

凡且督或高級官員有病吋，周美帶血邀區拾。因此，他得了句巴

中第一位神匪"的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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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本中文編年史的荷主i吾譯本 1840 年出版.勻以上的t己載有

跡出入。根揖此譯本昕載，椅主當局在他治愈了件多杰出入物之

后，“贈于周美帶一頭本L帽和一把賜有鼓勵t司梧的手杖"。按照此神

不足質倍的現法，區生很得益于遠把手杖 z

盪用美帶到遠已遠維亞時，荷差市氏并不如道荷至政府已贈

給他一項札帽和一把手杖。有一天，用美帶和-位﹒荷星人支生爭

抗，他說用手杖打他。i!.位挨打對一看到手枚是“皇家"賜品，就木

再敢污辱周美咎。這位名區于 1685 年去世。@

上述氾載惡管故事筒短，但其大意是清楚的。一位值得你贊的

學人區生陪同一位帶病再休的忌督到椅主，以便沿途照跟他。遠位

來訪者很不造座他的新郎境。他的主人錯他提供大量的食品，遠是

討好任何學人慣用的姿志，但i主位學人要呼吸一口新餅空究或出

去游路，安隊上又并不可能.回到巴速推里后，除了在椅主接受的

扎帽和手杖外，達位區生運被贈予更多的茱眷掠志。他被允i午使用

陌傘，并且封其他正洲人美間的巴述推E城叮也~H也陌吋汗放。除

周美蒂外，只有半人甲必丹(Captain) ，也即學人社區首領才能得

到后一項特杖.主皆然，遠不迪是管理學人群体各項安排的一小組成

部分。札帽、手杖和其他隨身用具侍說上是由瘟民地當局分授錯地

安T社區首領的。

除以上所述之外，我們美于追位坊阿請主共和崗的學人注知

.道別的什么情況呢?其氾述的年代有設有錯淚?向吋代的荷文資

料是否也提到他和他的東妨?在“中因潮流"(Chinoiserie)狂熱地

席卷歐洲吋，一位杖威性的學人區生財幫主的訪問肯定不舍不引

起注意。
幸這的是， 18 世紀早期的建民地肪史學家弗朗索﹒瓦佮T

(Francois Valentijn)在遠方面幫助了我們。在他的珍貴的六卷本

著述《新問京印度))(Oud en Nieuw Oost-Indien)中，尊敬的瓦佮

丁逼迫~;j"日常生活的視察描述了巴迷罐里學人群体的耳俗和拳

236 



止。同肘也不忘提及，他在巴迷推E工作的年代里 0686-1713

年) ，學人在)('Í荷主潛 r 的投音上存在困雄。然而，他育葫:“我弘視

兩位學人，他們不仗x'Í送小字母'jj:_音既清晰又有力，而且其荷主i吾

i井得象有主人一祥好J'兩人之一是一位名叫愛圓的威廉(Vader

landse Willem)的人。他曾“訪問道清主i午多城慎，而且曾坊何道

英固佮軟，并在佮敦有幸句英園園主威廉三世(William IID交談

了一度吋悶。"@是否因速改值得紀念的舍前便送位學人有了“威

廉"述一古怪的名字，連小何題一定起設有答案，因方失于他的其

他情況一元昕知。元ìt如何，遠位現光者在歐洲井海有象周美帶那

祥述得如此孤蝕。況且，在遠位學人金見威廉三世吋，后者起只是

市政首脂，直到 1689 年才宣布就任英囡囡王，此事勻巴遮罐里中

文編年史的那些日期似乎不吻合。但是任何批判性地研讀垃遠本

中文編年史的人都不金x'Í后一洽康有深刻印象。因均不管《卉吧肪

代史i己》自輯:是如何遵照年月 JIIW序，遠本地方史在財事件掠明日期

ti西部一息也不精鳴。.至于第二位能准咱有力地控措主培 r 音的

學人，瓦佮丁提到f區生周美帶 (Tsewbitja)于 1709 年和范﹒種

恩(Joan van Hoorn)先生一起高弄〈巴述推血〉前往椅主J'毫元疑

問，在此我們正涉及一小人，且是同祥的一小人，且然日期并不相

符。在我試者找出美于周美帶的身份及在何神情現下他航行到荷

主的答案之前，注我們首先熟悉一下范﹒~恩吧，周美帶是作方他

的隨民卉始他的西方之行的。

釣翰﹒范﹒霍恩且督是一位有趣的JJj史人物，假如我們依括

“知眠的侍擋"送小主題去看待他，就更是如此。@范﹒霍恩因其)(1"

E洲的熱愛而知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吋|司在熱帶度垃，井且勻椅

厲京印度內外的i午多掌者通信，}Å而方推功京ti研究作出了自己

的貢獻。他于 1653 年 11 月 6 日生于阿姆斯特丹，是名叮后裔，彼

得﹒范﹒和恩 (Pieter van Hoorn) 和莎拉﹒貝賽均可笙 (Sara

Bessels)的長子。 1663 年初，由于述吋的范﹒霍恩的家庭又增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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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小孩，送小大家庭誰家來到宿厲京印度。三年后，已被任命方

椅厲京印度特命坎貝的缺德﹒范﹒種思又于 1666 年 6 月 6 目奉

坪說院之命，扭任出使北京中固朝廷的椅主大使。他的十二步半的

')L于釣翰(Joan)藐准以初級助理(junior assistant)的身份陪同他

前往北京。員然使因本身在貿易芳面設有錯荷主京印度公司帶來

很多利益，但旅行氾豈是由奧均可弗特﹒述:皮 (Olfert Dapper)編輯，在

1670 年由范﹒繆均可斯出版。法本游i己在掌*界引起的反店几乎勻

五年前尼霍夫的苦昕引起的反庄一祥大。其故是彼得自己在巴迷

堆里出版的《孔子贊 >>(Ode tot Confucius: "Eenige Voornaeme 

eygenschappen van de ware Deught t Voorsichtigheydt t Wijshey

dt en Volmaecktheydt , Getrocken. uyt den Chmeschen Confucius 

en op rijm gebracht". )@遠項把孔夫子掌說介紹信前主龍者的書

試并非仗靠作者本人的努力就可以全部完成的。 e 在寓居福州的短

暫期間，彼得曾遇到兩位視有三梧的侍教士，即弗朗崇﹒德﹒魯日

蒙特(Francois De Rougemont)和菲利普.，古布萊 (Philippe Cou.:. 

plet) ，他們分別來自荷主的耳斯特里轉特(Maastricht)和梅赫佮

(Mechelen) ，正在編算《中固儒家哲掌>>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即《洽培》的翻洋本。@逛商位侍教士元疑均彼縛贊

美中固丟人孔子的并不高明的治著提供材料。勻

的翰﹒范﹒種恩在京印度工作期間很快地步上了通往成功的

台昕:1665 年作方初級助理， 1671 年成方助理;1673 年成方初級

商各民 ;1676 年成方商益于民和秘唷赴 (secretarial. department)首

席都帶.他的官活在 1628 年 8 月 11 日出現了突破:逼迫斯佩依曼

(Speelman)且督的私人介入，他被任命方荷屌京印度特命坎貝

(extraordinary,-councillor) ，具而跡身于前厲京印度的高級管理

盼展。在以后的几年中，范﹒ 1重恩在巴迷堆里及其近郊扭任了i午多

管理取至于，如孤)L委貝金主任 (Weesmees ters)、新辟慌地區 (Pold

er)委員金主任 (Heemraden)和土著人口委民金主任 (Ge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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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rde over den inlander). 隨后，他于 1691 年 9 月被任命方且任

理(Director-GeneraD ，遠是一小通向京印度最高官取的眼位。呈

然他曾堅定地表現出M且督遠小最高取多缺乏共趣，但最套書屈服

于來自悶僚的庄力，在 1704 年到 1709 年期間出任忌督。

椅主京印度公司勻中爪哇再打主(Mataram)王固~現美京正

常化之肘，約翰﹒蒞﹒種恩是一位公弘的爪哇社舍問題杖威。在扭

任土著人口委貝金主任期肉，他致力于促遊巴城郊區“爪哇普通

人"的福利事血。保存在皇家人吳學研究院(萊頓〉和固立檔案倍

(海牙)的范﹒種恩J令人檔案萌宴恆明了他送科}(;j"當地社舍的強烈

共趣.@用他本人的活來說 z “自)}..斯佩忠之曼且督就取以束，我付出

大量的心血告熟悉當地事告，并學耳如何赴理它們。"@種恩厲于

公司精湛的杰出的高級官員群体之一，在 17 世紀的最后 20 年達

1-特別吋期，連小群体滑吉普地社舍有著共同的共趣。以下述些令人

敬畏的人都厲于范﹒種恩的核心朋友圈，也是送小群体的成員 z是

.耳丁 (Major Isaac de Saint Martin) ，爪哇罷手稿皈藏家;康布豪

斯(Camphuy吵，也督， 1619 年巴迷堆里建城史編者 z如凱恩普佛

(Kaempfer)和魯姆菲厄斯(Rumphius)等一些研究人民的贊助者昌

安京尼﹒霍德特(Anthonie Hurdt) ，合司且鐘理 (Director - Gen

eral) .他在 1688 年去世前一直是推特森研究亞洲問題的主要函

件通訊者，且本人起是一名熱衷送小群晶培吉的研究者。

只有在范﹒霍恩去世后，人的才趴俱到他x1別人的幫助是多

么重要。比如在 1715 年，維特森抱怨范﹒霍恩的繼任人智力水准

下降 z“我們京印度坎貝怕的起泉是水手和士兵，財學朮或歐糊的

知哄一元昕知:他們只美注耳來i苦和葡萄牙活。"@此外，他，包悲吸

道f如今在巴述推里的那些掌杖者中已沒有了象迂去的范﹒霍恩

先生那祥的~余植物愛好者或新作物栽培的熱心者。"@挂特森指

的是他和他的通房表弟蒞﹒霾恩在世紀之交肘昕遊行的成功武

噓。~肘在推特森的鼓功下，范﹒種恩在自己的庄區里科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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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厄瓜多想莫查(Mocha)遊口的咖啡苗。后來咖啡的神植引避到

爪哇正是迋神首創精神的直接結果。

群方人知且少有i己載的是述兩位通信者封中學帝固共有的共

趣。推特森的好奇心主要是科學性質的，同肘也是他失于研靶租"

(Tartary)的著名研究的合乎還輯的一神心志。@他最初力求勻在

中國的荷主待教士遊行通信。但蔚主在學持教士死后或被遣返回

回后，他就勻巴迷堆里的范﹒霍恩通信，“清寬恕我常常因疑問和

哈里古怪的清求使你添加煩倍。當我在祖固辛勤地工作吋，送些問

題使我精神振作"，遠是他的一封信中強特的信首培。在信中維特

森提出了澳大利E土著居民的起審問題。他想知道“是不是送些人

由于某神机遇有可能來報于人口余多的中園?"迫不迂是一神猜

測，因方“考慮到中固人是白色的，但南方的澳洲土著則是黑皮跌，

連似乎并不符合現~犬。或許是進些人隨著時間流逝而改交了跌

色o，，@另有一吹，他寄錯范﹒霍恩一苗在西伯利里出土的鏡子，清

求iJ:章地的半人xt攬子的錯文避行i平解。@范﹒霍恩本人准以座

付送些版方歧昇的問題，但他精明地挑出那些具有必要的考~知

垠的人，并清他們提供答案。遠不{又是因jg他設有空BPl吋 l司去解

答，而且他似乎已缺乏了知調分子的好奇心和探究掌朮問題的熱

情。范﹒霍恩首先是一位注重要麻利益的人。他在巴述推里郊區

胸英和卉辟未卉旱的土地，引過新作物，勻當地牟人一道密切合

作，既促逝了社區的利益，又促逝了他自己的商2Ik利益。范﹒種恩

通垃j莖步拓展其父素留蛤他的地戶，成3的巴速推E最大的地主。搪

弗朗索﹒瓦佮T的看法，述位且督A此已成方荷厲京印度最富有

的人。@在他的私人事各方面，范﹒種恩對然得到了他朋友的一些

幫助.連正是他方什么xt巴迷堆里中人杯有深厚感情的緣由。

X指令翰﹒范﹒霍恩來視，中固不是一令有著神秘的、准以理解

的文化的迢迢帝固。他)À自己小人的鐘墟中了解中固和她的人民。

我的已銓知道，他在青年肘期就己坊阿述中固，他和巴迷堆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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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耳其系即是私交之i宜，也是~易既需.他每天都在自己的官郎接
待學人來讀者=有納稅的神植國主、他自己的神植囝中的糖「工

人、廈門商人，送些都是和他有~旁往來的人。此外，起有年高德帥
的人，如他的私人區生周美蒂固.甚至種f寺，已督向遠些未訪者握供了

起注荷主人的悅惠待遇。如瓦佮丁昕悅"它使一些〈荷主人迷惑不

解)他們必須:在台昕外或閱下的官郎前等上好些耐肉，而進位或那

位學人甜可以先于他1日接引入官郎。"@
在川流不息的學人來訪者中，一位熟悉的人物是年逅的區生

周美帝，在荷主的賢料中，他被普遍和方 Tjoe - bi - tia 或 Thebit

sia. )}...椅主的檔案資料和《卉吧肪代史氾》中，我們知道，注位學人
區生也作7g boedelmeester (即“武直迷"負責人〉負責管理巴速推
巫牟人居民的過戶。述是一科不同眼旁的結合，似乎有束自相矛

盾。我們可斷定﹒周美帶被任命對遺戶管理者是因方他得到半人社

區的信任.周美蒂岡吋注是一位創~者。根插 1709 年 10 月 21 日

的且督和坪故院決訣，他和巴迷堆里的巴崖人社區(the Balinese) 

首領被授予一小抉可以世裘使用的土地，周美帝兩年前就已盔向

改府租借述決土地，用以卉辟一座甘東科植固并在科植囝上建立

糖í.@
送些珍貴的信息表明，遠位學人區生在當地位高取重，深受當

局和且督的青睞。至于他小人如何勾范﹒種恩相嘿，在維持森和他

的博竿的朋友代芬特然嚷嚷長 (burgomaster)吉斯伯特﹒古伯均可

(Gijsbert Cuper ， 1644-1716)之何的拉丁文通信中有描述。
一小叫梅斯吉塔CMesquita)的先生似乎要強洞他消息來源的

可靠性。他提到他}À范﹒霍恩那里昕悅周美帶如何故召到床迪方

且督的第二位妻子看病 z靜靜地在病人的右手腕上把豚鈞一小肘

盾，周美帶揭示了，也督夫人的病根.因方范﹒霍恩催促他混出不加

掩怖的真情，區生就向，也督解釋悅，他的夫人只能再活三天。三天

后她果真去世。送小屋然令人沮賣部是正嘯的珍斷使周美帝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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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且督的尊敬.@于是他接招聘方范﹒霾恩的區生，蒞﹒種恩本人 i

患了慢性胞個症。隨著肘光的花逝，周美帶成了他家庭的幫手和常
. 

......." 

1708 年，范﹒霍恩且督通知荷主的公司董事舍，因方健康牧

民每況日下，他希望退眠。前厲京印度公司的董事的表示愿意遵照

他的愿望，浦足他拳家迂回請主老家的愿望。在荷主的人扭'L' ，范

.種恩在巴迷推單詞有鹿大的地戶，且督位置的繼任者阿伯拉罕

，范﹒里貝克(Abraham van Riebeeck)是蒞﹒霍恩第三位妻子的

翰﹒高利里的父素，勾蒞﹒霾恩有著密切的美系。因此，遠位卸任

且督將繼縷:tt.揮重要影哨.在巴迷罐里，一1'-勢力強大的飯入當地

社舍的荷主人精英盼展已形成，送小盼展成方阿姆斯特丹董事的

的肉中刺.迫使董事金17:現，要財海外當局強加自己的意志己越來

越困雄.@

前主的公司董事舍的決定在巴速推.ill[宣布后，在學人社區引

起了一片忱.m. 31 位年長的學人眼名向蒞﹒霍恩且督提出清廳，

指出“他的年控吋)Á中固而來，在此生活了 30 年，不!他的中的大

部分人在城里生活了 40 年。"他的都卉始試根到且督是一小“性情

溫和的人，他常常保妒他的、他伯的京人和遭遇失害需要賭莽的人

們。且督支持他們并幫助那些身赴逆境者。"送 31 位盤名者:M失去

他們有影喃力的朋友后的前途掠恐不安，因此舉順地建設他推退

出處井在他們中間多停留几年。遠些鑫名中就有周美帝的名字“周

美宮"(Chou Meikuan) • @ 

然而，范﹒霍恩不金因功阻而放弄其意圓。他的健康狀況不容

辰1見，他希望換一換空汽金財他的健康舍有好赴.他在巴城的鹿大

地戶卉始出售，并做好高幸的准告。到 1709 年 10 月鹿，范﹒種恩

已准各完車，登上前往荷主的船臥。由于扭心在海上可能出現并投

症，他清求巴速推E虫局准允“巴多年照服他的周美帝"陪同他和

他的家人航海回園。@他的清求立即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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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范﹒霍恩先生民夫人、他們的女)L彼得耐永﹒

(PieterneD及遠位學人區生一同登上了“珊德盤"哥 (Sandenburg)

旗視。主E好望舟的第一設航程很順利。范﹒種恩的唱信集中記載

看，他沉思那“在爪哇和巴速推里度注的 46 年。"他在祖任航臥指

揮的同肘，廷在航行的閑暇肘阿星空售武整理一些勻巴速推里有美

的房史資料。@但當服趴在桌灣 (Table Bay)拋椅肘，逛一家人就

很快地美注當地的事多。范﹒霍恩討好望為社舍的風司大方慷呀，

并試定，和惜的管理財于好望角對局就說如跡于巴遮維亞對局一

祥缺乏=“進科成'-=t在京印度的任何地芳都比重視京南亞貿易的風

司來得更強烈 o"@且督夫人約翰﹒再利里遇見了曾是她父奈和祖

父〈鈞翰﹒范﹒里貝克 Joan van Riebeeck ~好望局直民地的建立

者〉的忠奕仆人的，并討他們悅，“我們奈愛的彼縛耐然滑好望角的

公共耳丰好象財種屯督灣 (Hottentots)一祥并不感兌多么有

趣"o@至于周美箏，他正7iJ)Á巴述罐里流放來的四名學人罪犯遊

行i周解，他們呼呼能得到恃憫并乞求回家。@

范‘種恩告知他在巴速推里的朋友們，海民肘他的健康創造

了奇渣a 他不仗感兌更良好，而且周美帶的珍斷也是如此。周美帶

“思管年道，部也行葫快捷，恆明了自己是一位好水手，所以我灰幸

自己帶上了他……。我多么希望遠些日子里他舍找机金來教我的

妻子如何替病人把脈。，，@

遠最后的一句活把我的引過區掌領域。遠位學人區生把他的

中固式珍斷怯的知訊恃授蛤且督夫人了明T寓卉好望角后，授課真

的弄始了。范﹒霍恩夫人如飢似渴地氾景下她在慨船甲帳上得到

的指辱。在她死后留下的帶信文件集中，有兩幅左手和右手的銓豚

囡面，梅示著在某某部位可以控查出肝、腎、心且在和肺的功能。逛商

幅精致的團團可能出自于范﹒霍恩的令人都帶雅可布﹒黑均可曼斯

Oacob Heyrmans)之手，@勾王款和 (265-317 年〉昕霉的中巨著

作《跡銓》的拉丁i吾譯文中的安例插囡相符.滾著作的譯者是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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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米歇然﹒博伊姆 (Michael Boym)和巴速推E區生安德利斯

.克雷均可 (Ardreas Cleyer)'. @周美帝肘几神可以逼迫把你珍晰的

疾病卉列的封立于是相當奇怪的。我設有旗垃博伊姆和克雷諒的《加

利夫斯葫典>><Clavis Medica) ，因此不知道是否同祥的萄芳也出現

在那本唱中，但只知道昕有的中因對物都是用w耳化的中文名和

穹的.送些中固草訪要么在歐洲找不到，要么起有待于過一步限定

用量和分矣。因此，是否且督夫人巴控能移把上課吋挨得的知iR用

于其踐是很令人杯蜓的。@

我{f]}Â范﹒霍恩的電i己和航海目氾中得知，他也和周美帶就

中固文明的不同展面避行了一些較深入的故活.述科淡活的基咱

是在英固船長哈里森(Harriso叫的札常性拜訪中打下的。在南弄

弄普敦前往歐洲肘，哈里森和他五艘船的船臥一起加入了荷印公

司的妒航臥。

可以想象，在 4 月 20 日下午，用光明媚，前往椅主的概趴行設

在赤道某赴大西洋的公海上。@對慨趴來到了赤道克風帝，接慢地

駛入中大西洋元漣漪的滾滾浪潮肘，風帆拍打著纜繩元精打呆地

在搬上升遍。那位英固船長命令船只降下小蜓，划肉附近的稿主航

船，避行札令性拜訪.一金)L之后，“珊德堡"旁的尾棲甲根上揮生存

著范﹒種思、他的半人區生、英因素訪者2克服船的一些官民。 }ÂJ

州回固逢中的哈里森船長冒昧地向他的京道主荷主人通掘了J~1'1

最近的商安友展情況。~t椅主人來混進是一件很有意叉的事情，因

均蚓、 1689 年后，有主停止了向中固派遣船只 5唯一依靠每年隨著

季風的斐化往返于巴速推里的中固帆船保持勻中固和航逞。哈里

森預言，封歐洲人來視，中圓的貿易碎境將金惡化。自)À他首吹坊

學(他曾在 1705 年和 1709 年訪問中固)后，政治黨政的局面在不

斷加制。康熙皇帝里得老恣挖斜，美于宮廷內迫在眉蜓的繼位之摯

的海吉四起，迫使中圓的政治局面增加不穩定的前景。范﹒霍恩息

失表示同意，并告訴他的客人，周美帝財此的看法完全一祥。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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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兩年前就已預先向他警告泣同祥的情況。"封宮廷事易的i寸洽

使活題不可避免地特向中固宮廷中耶亦舍士的斐化和他們卷入的

“札杖之學"。送些耶募金士能繼鎮反封其他w耳天主教神父的城
妒和攻音時T荷主酒、客人帶來的紅葡萄酒甚至逆有此好望為近來
卉辟的葡萄園中得來的葡萄酒都出現在遠吹聚合上。送些酒使他

們受得信口卉河。卉始吋的多少有息正式的交流很快就特均對一
些更方奇昇的事情的互相逗趣，如放到人參根財恢夏身体的生命

机能的神奇作用。哈里森吉林，遠神作用就是“人參根內在的力或

熱"，早春吋帝的晚上，可以在生長人參的田野上班看到“微小的何

光"。當太間落入地平錢肘，英圍船長向主人告別，井由几小愉快的
水手划船而姻。此肘，黃昏免罩了朋臥，船上的何光在茫茫的海洋

上也斐得如同跳功的磷火.

假如我們回厭那小下午昕吋吃的題目，那么美于中園的i寸洽
主題特查得很清楚 z歐洲人滑「州的直接貿易巴詮出現 E在澳口的

葡萄牙人;取道澳叮遊入中圓的待教士和他們美于中固宮廷的《中
固昇開信菌素>>C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使歐洲受到店~;

最后是美于中區的億人效果。員然周美帶在場肯定巴促遊了那些
吋洽，但庄該指出，人參成方歐洲失于中團研究的掌朮i(?;文題目之
一已銓出現了几十年 z 甚至阿瑟鍋{摩斯﹒柯切均可 (Athanasius

Kircher)在他的《中囡囡現》中也提到了人參根的神奇效力。
哈旦森的短暫拜坊已銓澈起蒞﹒種恩的失趣.在以后的日子

里，祖﹒霍恩草捌了一小美于“古代中固社金和宗教" (Antiquity 

and the Religions of China)主題的相美問題清草錯周美箏，并希
望昕到更多美于葡萄牙人在中園的情況。周美帶首先祥姻地游述

“三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三神宗教，并解釋他研林的“教練"
(sects)的房史和姐告只.封于現在正在中國倩捕的“葡萄牙和歐洲
神父的教良"，他特別林之方最新教派。接著他轉到關閉掌悅和“中

園學朮大肺孔子"研倒的五德 z仁、文沛L、智、信。@他用簡直牌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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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活混明中固的家庭等級錯拘。送些活范﹒霍恩昕來一定很熟悉育

了，因方他父素歸作的《孔于贊》也涉及遠些問題.最后，周美帶接

到中圓的編年史。遠是對肘人們尸方美注的一件事，因方基督教世

界第一故友現了一件可以夸耀逅比蚤室主捕鋒的世界更古老的文

明。周美帶列舉出肪代中固皇帝統治的年衰，年衰)À“盎古"卉始，

以康熙作均措尾。他又才肪史的淵博知俱使“珊德堡"等上的昕食著

裳慷愕不己.@事后看來，范﹒霍恩想必己討其中的一些皇帝的長

壽表示悴疑.~每所有送些外因皇帝奇怪的名字用~耳宇体i己景下

來的費力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大釣在十五年前的 1696 年，克里斯

汀﹒!可特謝如(Christian MentzeD根揖)À古布茱 (Couplet)神父那

里在得的資料，在柏林出版了《中固肪代皇帝編年大全>>(Kurtze

Chinesische Chronologia 'oder Zeit - Register. aller chinesischen 

Kayser) ，而周美帶昕視的美于儒教的基本信奈在當吋的歐洲掌朮

界己「方人知。蒞﹒種恩井不知道速些情缸，仍趴真地氾是了述位

學人區生昕視的活.我的只能希望遠神掌朮探景有助于排除漫長

旅行的先聊。

蒞﹒霾恩一到迷荷主(1710 年 7 月 17 日)，就立即通知他在

阿姆斯特丹的朋友推特霖，他)À巴述罐里帶回了那位令人尊敬的

牟人區生.余昕周知，)Á逗立于阻來的旅行者需要昇域的實物來炫耀

一番.在述去，普遍的水手拿出一只猴子或一只聽鵡當作自己功績

的象征，哥佮布帶回几名印地安人，而蒞﹒~恩則帶回一位學人區.

生.不幸的是，或者我們座按規幸逅的是，推特森~~病在床，他不能

在用品迎接范﹒霍恩和他的隨此，只能在自己的家中等候他伯的

來坊。)Á推均可森給他忠城的通信者吉斯伯特﹒古伯拉 (Gijsbert

C叩er)的信中，我們看到了有偶依提及周美替之赴.“(注位學人

區生〉第一故拜訪我肘，我兌得惡心。他方我把脈，設有何任何問

題，一卉始沉思了好些肘惘，隨后與于作出了完全正嘯的珍斷。但

到了最后，我一鳥也不敢服他卉的葫!"推特森逝而有到左手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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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經~固，囡中掠示出遠位學人區生蝕摸哪一小部位，并揖此財

病人的病遊行珍斷。@在右手盔妳囡上，附有維特森奈這的筆名題

祠 z “此囡~我的炮掌之士、中園區生周美帶昕示的手臂詮妳因。

N. 推特森(鑫名)."

/., .J ; 

• "心川，'，λA_'……". /1 .• J 三土川川 -"__ '-',7 

品....J…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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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種恩財錯特森旦時提的“相當古怪的肉題"避而不談，而要 4

托他的秘唱黑色可曼斯(Heyrmans)幫助提供答案.不但維特森接待

了周美帝，f其他几位先生(也〉滑遠位學人區生提供了很多忱待"﹒

然而，既有送些款待都掩蓋不了遠小赤棵棵的事裳，即周美帶的使

命完成了 z他已安全地妒送他的病人回到荷主.現在他只希望思早見

回家。正如在卉吧眉代史i己>>ß時提到的，他也免得浩劫受限制.抑或

他仗仗害怕冬天的來蝠，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根揖i平攻院 1710 年

9 月 29 日的命令，公司董事金准吽周美帶隨秋季出度的規趴返回

巴述推.iIL@范﹒霍恩夫如想到，“我們的老區生用美箏，他捨于了

我們如此多的友誼和服券"，勻老朋友分手在即，感到非常沮喪，但?

他們逆是同意了他的愿望。他在致里貝克拉督的J封信中有道“如.

果他〈且督〉息量結于(周美帝)公平的恩惠，他們特不腔感激。"@

周美帶在阿姆斯持丹只逗留了六小星期.維特森悔恨設有抓

住机金提更多的伺題，或者哪怕追問更方深刻一些的阿題也好。比

如，他曾筒要地談到“中間石碑"碑文的真奕性問題。“中固石碑"是

指 1625 年在中園北芳朕西省西安府出土的那抉美于景教 (Nesto

rian)的石碑。阿瑟鍋修斯﹒柯切依曾在《中圍困混)0677 年〉上~

表了棕明目期方 781 年的速抉石碑的中坪全文，并作方基督教在

中圓的借播有漫長肪史的iíE掘。而加均可文派信徒推特森則把遠輯:

作~~耳天主教教文倩捕的又一i正揖，因此清教了周美帝){f此碑

文的看法并討他的回答作了i己景。遠位學人區生承趴碑文含有道

德內容的現教，但并不清楚遠些教專是否涉及基督教信仰。言語吋鱷

特森因設有要求周美帝滑碑文的完整澤解一事真誠地感到遺憾z

“那位學人先生可以惆龍一切中文材料或避行有作，假如他逗留更

久一些，我可能金A他身上掌到更多京西。"遠是他在周美帶寓拜

盾不久在錯古伯獄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后者只能重友推特森剛

視迂的活 z“真是被大的遺憾，送小人設和您多呆一金凡，好址我們

昕到‘中圓石碑P 的聲小店史.假如爵士此述位博掌的學人或他得

248 



i: l ! 

到了 i平解，那么財大食，特別是)(q-基督教眉史所提供的幫助可以i且

是再大不垃了。"@几小月后，推特森收到周美帝一封感謝信，說他

已安全提迷卉普敦。@兩年后他收到另一封信. (49)述大概是他}À

述位區生那里得知他遲浩著的最后消息。維特森再也不可能收到

景教碑文的完整坪解了。

古伯訊和推特森武囡思可能了解送換石碑的有美情缸，而現

在只好帶著失于中園的新肉題向范﹒霍恩求助.但不幸的是蒞﹒

霍恩的病于同年冬天友友.在逛位退休的且督能移住避自己用

7悶30∞o∞O 椅主盾巨款 3奕耳下的阿姆斯特丹商人釣德話(Jos扭ep戶hu

Deu叫1此tz)的那幢房子之前，就于 1711 年 2 月 2位2 日去世了。@

娃特森句古伯均可之肉的學朮性通信昕留下的信息表明﹒他們

財中固伺題跌潰的i寸洽困方缺乏來自前厲京印度的信息而自然雙

止了。在后來的几年里，維持森利用他的影吶力在巴述堆里方一位

意大利通信者駒果中文苦緝。@古伯均可昕悅，勃主登堡過侯 (Elec-

tor of Brandenburg)的困唱管理拉克里F塞(Mathurin Veyssiere de 

Lacroze)正在借助于科普特培(Coptic.古埃及的一神清吉一一譯

者)探索坪解埃及象形文字及技字之秘訣，他部分恢室了往日肘中

固文化的熱情.但不久怯后，他的激情就因收到了推特森表示你疑

的回信而遭受打音。@

對古伯忽提到壞話E克﹒法{摩斯(lsaac Vossi us )){;f中固人口的

相對奇妙的汁算肘，周美帶的名字再一吹出現在維特森勻古伯示

之肉的通信中。杯疑治者維特森首先用几句精心拘恩的活i吾打2t. 1I 

了訣修斯的奇想、 z“我迂去很了解法{摩斯。他除了懂得w耳悟和拉 | 

丁i吾知iR外，非常缺乏盤盤，出版了很多謬誤之作。 25 年前我在英 九

固遇見他肘我就造祥告訴迫他."~但到了后來，仿佛是方了緩和 ! 
他早些肘候耕作的F防坪始，他在其后的一封信中重新回到達丹、 1 
阿題上，并朴充說=“中固人口余多，我聽先提迫的那位中固人〈指 1: 

周美帝一揮者〉告訴我，他注意到宿主居民并不捕請。甚至在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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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多人的海牙或阿姆斯特丹也不拘聲。那位中圍人造混，在北

京，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接死在城1'1. "@ 

i寸拾逮住敢于冒隘的華人區生的軟事已銓涉及7几小主題:

古老的中囝文明及其編年表d平解技字碑文秘訣之探景:中固余多

的人口 z 中直句中匿診斷告;如人參根之美的中ltj及其神奇的佇)

效。達旦我不需要封遺些活題避一步加以細混，送些活趣大体上拘

成了 18 世紀早期歐洲法學空想家研究的主題，但送些外行者且是

寓題太堪。

然而，仍有一小阿題:回家之后周美帶情現怎祥?除了那件美 J

于區生在已遠堆里和巴城椅主市民'lí生口角的不足免倍的教事 v

外，我們封他的避一步情況一元所知。注我們充分支揮我們的想象

力，設想一下那場沖突可能投生的情形。遠位老區生自豪地昂首蚵

步走出巴速推里城堡的大汀，一名撐若用傘的奴東單隨其后。當看

到自己的路接扭住肘，一名椅主采訪者嘲笑地混戶清間用美帝，}}...

西方帶回來了什么圭旨使你如此傲慢?"回答是.......一根揖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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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注釋=
@格海你(J. F. Gebhilrd).“鐘特森生平"'， (Het Jeven van Mr. Nicolaas Cor

nelisz Wits間 .1641.:......1717.) .1逼得勒支 .1881 年版 v第 341 頁'0 維特森致德

芬特欽的市政長官古伯~(Gijsbert Cuper)的通信袋巳作方格海你的著述

且豪的附索出版.

@述一陶鑄的這作是在]E洲的笑地工作者將信函室主精主送給歐洲的掌者，如

波t看成的菜伯厄夜(Leibniz)和柏林的拉克眾莎(Lacroze). 討這一間絡的

i羊細描述參見 s彼得恩(Marion Peters)的近作《維特森和古f自然 :17 世紀

兩位有主市長勻他的的准l!).(Lias).1989 年 1 月 16 日，第 111-150 頁.

@美于1才蒞﹒雷德 (van Rheede) 的近期研究成果，參見ε 亨尼格依 0.

Heniger)所有的伶記:(祖﹒雷德和主吉拉巴禮物志HHendrik Adriaen. van 

Reede totC Drakenstein.1636~1691 and Hortus Malabaricu心，鹿特丹、波

士噸，主986 年版.

@格海欽，土掏莉，第 370 頁.

@美于歐洲中回研究，形成的概述，參見 z蒙格~ (D. E. MungelloH奇弄的土

地，耶亦金士的生活和波擎的起源H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5同吋參見 a佮巴

-克 (Knud LundbaekH技掌先驅者巴均可HT. S. Bayer ,Pioneer;Sinologist 

1694一 1738)佮軟，科松 Curzon 出版社，1986 年. (斯堪的納維里~洲研究

院考題系列著作第 54 學入佮巴克翻譯了巴你的《中固博物傭HMuseum

Sinicum)之部分前言，該格是由一位笑地~察研究者撰霉的歐洲前沒掌

史.

@荷主海洋本 1665 年出版，臭育拜(John Ogilby)洋的英培版 1669 年出脹.

@附有水彩素描面的最早的旅行但是最由本文作者于巴黎國立固=寫信度現.參

見 z包-*史和福克堡 (R. Falkenburg沌的翰﹒尼霍夫的中園旅行氾) (Johan 

Nieuhofs Bcelden va.n een China reis 1655 -1657>>.米德欽堡 .1987年般.

廈n大字出版社也出版了勻本苓相似的中文本 z包-*史勻庄園土《申請使初

t言中園迫"研究)，廈f1 .1989 年版.

@奈克赫恩特(A. E. , van Braam Houckgeest)(1794-1795 年有腐京印度合

詞大使訪問中圓皇帝之旅行HVoyage de L'ambassà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dè 1a Chine .dans , Les annees 1794 et 1795) 2 卷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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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1798 年版4垃佩你 (Olfert Dapper)(椅主京印度告司在大清中國-及精

海的貿蜀 )(Het Gedenkwaerdig Bedrijf der Nederlandsche Oost -lndische 

. Maetschappij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阿姆

斯特丹.1670 年版.

@伴去樵校注《卉吧叮代史記)(巴迷維巫編年史河南洋學擺》卷 9 ，第 1 妞，

第 1-64 頁，新制坡; 1953- 年版.

@其他學人旅行者Jt'Í歐洲的坊悶，參見 s讀恩(Theodore Foss)(科佩特和說

福沖寓居歐洲記裳.1683 -1692 年..HThe Europeali Sojourri of Phippe 

~uple and Michael Shen Fu-tsung.1683-1692).此文收在尼溫堡(Mar

èel van Nieuwenborgh)績，(科佩特 s格中固介紹到歐洲的人) (Phillippe 

Couplet1623一間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勒荐 .1990 年

版p 美于曾陪同耶亦合伶教士文過爵(Francesco Provanà) JlJ 歐洲，并在

1710一 1720 年旅居歐洲的樂守文(Fan Shou-'i)所著《身且最HRecord of 

Personalω姆"的ions) .參見 s芳草仲百竟遭史).2 卷本，台北..1983 年
版，第 855-862 頁 z斯本思(Jonathan D. Spen個〉的杰作E胡民志) (The 

Question of Hu)生功地描述了胡祖單〈音:Hu Juo --wang)的苦賣畫畫畫眉，他

于 1721 年陪同福蚵特〈Jean-Francois Fop-9uet〉到發圓.胡在浩因被美在

一1-精神病院里度述了一生中的大部分吋悶，最集護法回當局釋放，并于

1726 年退回中固.

@(羿吧肪代史記比上播者，第 33 頁.

@垣均Z占5胡車很 CP. Mijei .en W; R; Van Hoe\}'ell)渾《卉Ila商代史ß)(荷浮

械《椅厲帥的心chrift voor叫心叫

年 2 月飯，第 33-'-34 頁.

@瓦他叮 CF. Valentijn)(新、老家印度)(Qud en Nieuw Oost -lndie帥 .8 卷

本，多德雷錯特'的4-1726 年版i第 41是之戶，第 254 頁﹒ i 

@美于祖 .a恩的生子實料，參見 z斯塔波銘。. W. Stapel)(荷主君主印度企 i 

背回任油國文視明仙 G……-arieraal叫叫ndsclz-In- j 
die in beeld en woord)海芳， 1941 年 .38-39 頁.

@在巴述袋里出版的建本小珊子，現但存一珊，珍藏于雅加速 Pusat 博物傭.

@(拉丁文釋中團孔子哲學句中固科掌Þ CConfuciu$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開sita) .1687 年出版于巴黎.唱名頁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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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作者:Frs.lntorcet徊，也rdtrich ， Rougemont 和臼uplet.
@在海牙固立椅業憶(ARA)中的范﹒$監恩和蒞﹒乘貝克(Van Riebeeck)文

集有的神之多，使注1. 25 米.他們兩人的手稿文集的其他部分可到萊頓

的皇家人獎學研究說 (KITLV ,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查提.

@汶恩(F. de Haan) (1811 年以前椅主政杖下的巴利昂人) (Priangan , Pre

,mger- Regentschappen onder Het Nederlandsch Bestuur tot 1811) ， 4 卷

本，巴越權宜，1910-1912 年出版.第 1 卷，第 9 頁.

@格海然，上揭鳴，第 457 頁.

@同上，第 461 頁.

@維特森(*北的消洲人}(Noord en Oost Tartarijen) ，阿姆斯特丹， 1692 年

，和 1705 年版.

@KITLV , H棠， 355 寺，維特森致范﹒霍恩的倍，1706 年 12 月 23 日.

@由于在巴迷罐里沒有人能看懂古董土國章的文字，范﹒種息說把遮面鏡子

寄到中固靖求幫助海解.參見格海然，上揭嗨，第 308 頁.

@瓦佮汀，上揭啥，第 338 頁.

@岡土第 336 頁.

@ARA街印公司檔案，725 卷宗，拉普勻坪故瞬決哎，1709 年 10 丹 21 日，編

學:643.

@)阿姆斯特丹大學團帶信孩，手稿袋，B 槳 .63 寺 .1-2 頁.

@t)t恩，上揭嗨， 12 頁.

@l K lTLV. H 裳， 316 寺，巴連續並， 1709 年.周美咎的盤名 19 “周美霄，.

(Chou Mei-kuan). 

@“且督勻苦t'i鬼說決哎".1709 年 10 月 1 日，參見 g波恩，上揭嚼，第 12 頁.

@參見 s蒞 .a恩夫蚵致萊貝克且督信函 :1709 年 10 月 31 日至 1711 年 2 月

2 日，載:ARA.蒞﹒.恩及草書貝克且曹文件棠，第 19 卷.

@同上，第 45 -1子.

@同上，第 25:哥在頁.

@間土，致佩森(Isaak Persijn)的信， 1710 年 1 月 22 日，第 43 學.

@間上，第 42 學.

@失于海曼斯，參見:~叉恩，土揭嗨，第 25一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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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依n (Michael Boym)(中固區對學中的脈絡解世H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組佮堡， 1686 年版L 同吋參見 3年拉芬﹒

斯 (Hartmut ‘Walravens)的《中固形象z歐洲;{;j"中圓的映象理解)(China il

lustra徊， Das' europaische .Chinaverstandri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決你芬比特然，1987 年版.

@<<送用美有5區生回巴遠罐里告別ia豪) (Memoiie 'der Recepten door. doctor、

Thèbitia op sijn Weèlervertrek .naar Batavia aen mijn' , huijsvrouw 

opgegeven) ,KITL V ， H 爽， 269 學.

@KITLV.H 矣， 375 寺，蒞 .a恩的旅行自妃，1710 年 4 月 21 日星期--'，第

179 哥.

@科瓣均可 (A. Kircher )(中周圍棋) (China I11ustrata) , 178 頁.
@KITLV. H 爽， 269 兮，“中間監生周美帶宮淡ia~表 (Eenige aånteekeningen 

uijt de mont .van den Chinees doctor Thèbitiaλ 、

@KITLV.H 矣， 269 學.“1710年 4 月 27 目周美帶監生在班德堡美于中團皇

帝且其在位年裝的淡活"(Naamen en Tijtreecke的19 der:keysers van Chi

na in den tijt door den Chinees doctor The.bitia aan mij opgegeven uijt sijn 

Chineese geschriften in't schip Sandenburg , den 27 april 1710). 

@格海你，上揭~， 333-336 頁.研究了遠些固形后，古怕你回答說，人的座

t友談t台“手腕的把隊"，而不是“中區的』幸運'，.阿姆斯特丹大字固唱緒，Be

矣， 51a 寺，b 槳， 150 學.1710 年 12 月 16 日的信.

@ARA，椅印告司檔案，告司董事合決訣，1710 年 9 月 29 日.

@ARA，蒞﹒霾恩和范﹒雷貝克文件棠，第 19 卷，第 155 學左頁 .1710 年 9

月 30 日僧.

@格海~，土揭~.332 頁， 1710 年 12 月 5' 目信.

@阿姆斯特丹夫掌困帶惜，ße 裳， 51 ~ a ， B 裳 .150'頁 C左)， 1710 年 12 月 16

自信.美于石碑的爭洽﹒持續了 200'年之久 4宜J111895 年，啥弗英特(Henri

Havret)才最重聲音E明了連接景教石碑的真~住.參見 z蒙格步，上揭唱 .164

一 171 頁及哈弗萊特《西安府基督教石碑>><La stele chretienne de'Si-ngan 

-fou) ，載:(汝等研究必刊 HVarietes Sinologiques) ，第 7 、 12~20 期， 1895

一 1902 年.
a ., • 

@格海尿，上揭.:ß .3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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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上 .367 頁.

~ARA.C文件倩函收支食H897.信函吉達 2 寺.C1695-1730 年*印度合司信函

!t本)(Copy- boeck van Oost- lndische brieven 1695 ...，... 1730).1711 年 5

月 15 日信勻 1711 年 5 月 25 目信.

@維特森答庄古伯怨，他將在巴迷罐里叮駒汲清唱絡(見諸海角之上拇指 .341

頁).多年前，他戶你曾協助德因京方研究掌家幕拉均可 (Andreas Muller. 

1630-1694 年)，方柏林追侯固布倫駒英汶培布絡(見格海你，上揭布 .362

頁).此事可由看見垃達些帶緒的拜你昕征與.參見 2佮巴克，上揭哨 .66

頁.

@阿姆斯特丹犬掌固守亨僧.Be 槳 .61 寺，古伯均可 1712 年 8 月 19 日的信.拉克

'W鑫(DeLacroze)霉道g“我尋找戶把能指示所有文字，如埃及和中圖文字

的路決的胡匙.我不敢混我己找到.我的鴨有了一些~現，建令我自己也感

到傍界，然而我設有~表任何家菌，方作4;我的芳當一店設起作用“﹒…?"

美于維特森的回信，參見 z特海你，上揭布 .343 頁.

@格海氛，上揭嗨 .373 頁 .1714 年 2 月 8 日信.

@同上 .431 頁 .1715 年 4 月 6 日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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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貿易的交迂:洋行商人李昆和

(1803一 1809 年〉

第九章

、
司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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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J 

勻)À事宜洲海上貿易的歐洲財手相比，近代早期的中固商人

留錯我們的只是些祥貿易信函.毫元疑問遠源于商人卑下的地位，

在中圍儒教社金里，商人是未敬重視的. x僅以想象，中學帝固政府

特金授予任何一位中因海外貿易商或某美商哥海外航注的特祥

扶.而早在 17 世紀初，英固和椅主政府就授于其京印度公司此美

特悴杖，址其享受海外貿易特杖.官芳控制范固之外的學人海外浩

劫深受中固政府悴撓，不被信任.F酷的法律剝夸了中園人向海外

移民的根利。其措果是肪史學家在中文椅集中找不到系統的有美

曾鐘共陸、而今不笈存在的商行的卷宗.

相反，象英有京印度合司等西方貿易机拘卸保存著余多完好

的案卷資料，送些資料由公司各屆改取民研提供.有的資料是公司

董事的制定的峨略規划，有的是公司建里洲的取民主害的各科活功

的披告.庫恩(Jan Pieterszoon Coen) 兩度任荷主京印度合司

(VOC))也督(1619一 23 年和 1627一 29 年).他所接受勻度出的大

量函件已分卷出版.送些函件表明，公司的取民在他們的披告中通

.常能清楚表述其內容.@

不管他們的文選是否如其本人，是雄辯運是草率，令橫志是和

藹，在庫恩的檔案中，且督和他的大多函件往來者里示出他怕是令

人敬畏的通訊者.今天的眉史掌家，即使反感于遠些 17 世紀的先

軀的美于正洲社舍的通常是原珊的看法，但也不禁金感到受惠于

他們，學竟他們提供了送些珍貴的肪史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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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文件氾景較好保存下來，我們因此可能據索歐洲人

的小性、目棕、貿易蛾略，以及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的思維方式和

在里洲貿易舞台上長袖善舞者的活功，息管他們的思路我們運是，

xl以把握.在現宴生活中，里洲商A的行均元疑和他的的歐洲~;f手

的一祥生劫和殘暴.然而，原管他仍在自己的圓度里此事貿易，但

在近代眉史文獻中，元洽其有否寺叮氾景，都接毫元1'-性地輯:3局

“再來商人"或“中固商人"。人們不禁要伺 z中固商人的日常浩劫如

何?他的勾其歐洲同行和竟學者的美系如何?他們之間合作的密

切程度如何?是否如中固官方廣吹宣林的那祥，中圍商人鴨宴勾引

他們的外圍同行A事違法行治?在i[洲商人和初創伊始的瘟民政

較之肉，是否有一套程序化札伙規定這作其間，此而芳便攻方的交

易?

世界上設有哪一神悠久的文明象中團文明那祥，留下述么丰

富的系統文獻史料記載.但在中固保存的文獻氾載中，有美人的鼠，

事海外貿易的部分是徵乎其傲的.官方氾載的海外貿易，只在介紹

帝固截肢制度的背景耐才金提及.結果，中固海外商人的困煤大都

聽藏在近代研究者fiJf嵐視蒞圍之外.因此，迫使得人的准以和海外

年商民那些派遣他的或第措出資者戶生情感上的共峙。

利用荷主士京印度公司文獻的有美背景賢料，我的有可能重新

拘塑如巴造罐里甲必丹或學人建鏡承包商等一些年人“~家"的侍

記.述些:人每合司的追作有干笙方縷的釀系.~主大海的《海晶逸

志》曾被不遭當地英譯 -:J;j<< 海外中固男人>> (The..Chinaman 
Abroad.)@遠是對吋罕見的美于南洋商人如何謀生的少量較間貿

1 

料中的一神.我的由此知道，一位福建商人和一位曾英舅告退才一

故海盜護奇的布吉斯女奴怡然結伴，航行于印尼水域.我們起由此

知道，三室畫的學人甲必丹寺叮建立寓廚照料、安排剛到昇地逃債

的學人新移民.

和京印度公司相比，中固的海外貿易机胸，即所謂“洋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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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昔規模相財較小.洋行每年)Á大陪港，口派遣共鉤 100 艘中固帆

船，沿著所謂的一京西洋航錢"聽往在季風季常吋昕能迷到的位于

京甫里的目的地。@潛行元需洋患了解歐洲公司的組俱錯梢，送些

公司派遣雇貝寓卉故夕，前往通比學大商9更jJ遍遍的地1i o美于

中固海外貿易商行的卷宗但最群有保存下來的 i '20 世紀 50.年代，

曰:本教授箭內健故>>d乏崎一落魄商人的合庫堆中得到一小中固商

行(長崎中商泰益，哥)在 ~9 世紀的商旁文件tC集。遠是學人商行文

敵幸存的一1-有趣的例子.@

史學家商討的且是“快名學人海商叮遮神困境反映在詹妮弗

.庫什曼 Oennifer， Cushman)和沙拉{言'0 威拉蓬均可 (Sarasin Vi

raphol)對近代早期中泰貿易的研究上，他的在 70 年代黨表了著

作，兩位作者都集中注意中圍的貿易阿錯，而又才堆在銓膏岡緝的

人，讓者則几乎一元廚知了.‘
威拉蓬均可的研究或持要更方λ熟知.他在哈佛大學成功地完

成博士洽文答辯后不久，其洽文即被出版.@庫什曼在康奈依大竿

的博士ì~文比，成拉蓮卸的洽文早一年肘何提交，但遠篇洽文先只

在大掌微縮肢卷的園時版中恃擂，后來作方龐奈館的過稿著作正

式出版.(!)兩位作者都使用了現存的中文賢、料.送些資料几乎全是

中固官方史料，但他們各自使用的方法部大相徑庭。威拉蓮均可是費

正清 Oohm King Fairbank)研究院的一名合格弟子，他集中研究

了中泰貿易的朝貢特息。他'jj:瑰，中固朝廷強調中泰肉的官方札攸

性美系.逛一成很道合他滑朝貢特鼠的研究.相反，庫什曼在研究

中泰貿易吋，把朝貫制度作方參.考系統，她至今已投扭出靖多前人

'jj:現的中固海外私商貿易的史料.她'jj:現，牟人私商的貿易通比朝

貫制度保妒下的官芳貿屬規模更大.

然而，由于庫什壘求索的學商本身賢料的匿乏，迫使她感到遺

體。她起是不能'jj:現一例浩劫目掠、財象明晦的學商小案。因此，

她只好用功于學商的琵琶分擔以取代1-案研究.她育和戶均i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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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便.年商已被武斷地划分19主要去換 z逞。輸者 j度贊者利港曰

人民."@在i才洽中固帆船船民和他們的生活肘，庫什曼得以座用

象卡你﹒郭士立CKarl Gi.I tzlaJO等巴西。方目青者的生功的描述.郭

士立是一{主德園持教士;他乘一趣聽片快艇巡游手中圓滑海水域，
.間吋分袋基督教;文手樹，此而使他昕遇到的溫民感到慷奇。然而，

庫什曼滑1J:..貸2人和港口學人群体(包括船主〉成員的分析仍是一片

空回.

1984 年在曼谷拳行的固縣舉掌研究大合上，庫什曼談到了她

的尷尬抉況:她未能投掘到有美和泰固避行貿易的中固洋行的策

略鑄划和汁划制定等方面的私家記述。她以后在研究泰固 19 世紀

學人蜴ft卉果史中，技得有美學人令人組合生活芳面的更多怔掘。

遠里我首坎通垃一位商人令人的商至于信函來介紹遠位洋行商人本、

人.)Å而錯庫什曼對學人海外貿易的卉拓性工作加上注腳，遠特改

斐缺乏+案研究述科令人不快的收況。

在荷印公司楷案中偶而炭現的相美史料告訴我們，荷厲巴速

推.illL'色督和廈門的中固船主有著特殊的美系。送些船主每年乘京

北季風前往包速推車?坎}送些洋行，即有特許拔的通洋公司的船

主通常量過商:每函件，并年室一年地送上札物以供且督令人使用。

札物是成箱的香茶、金箔、或是成匹的室主夠等.他有]耳慣上肩:且督

;甘噶刺吧王或巳速推車王。按照慣例，且督金通迂港主用了香油、

肉豆寇和別的物品作方回贈札物送錯他ff] .港主通常向且督rc振

中園到迷巴迷罐車帆船的情況，交換商品的札草也自然不全被遺

精.

近來在茱頓大掌固唱備投現了一些未被整理分斃的卷宗，內

有的封 1790-181σ年間几小中固徉佇穹的原始信件。述.-':"'J}:.現

使我們首吹在某科程度上了解到洋行研美切的問題，避行洋行貿

易的中固船主面l脂的X(Ê以克服的困耀和各科各祥的危陸. ;)(1"速些

資料的研究正在道行z各小洋行的信件敏完整地翻譯出未加上挂

i! 



事是i~寄陪續在近期肉食衰.在此聽集中分析.n祥行商人事昆和在

1803于1809 年間苟的 7封信件.

說京軍貿易而盲，貓的研研究的逛一肘期完疑是一小被忽略

和模糊的肘期主揖廈叮地主T志《廈叮志》氾載z述一吋期洋行貿易几

乎讓沿海商人研算寺.他們早在 18 世紀末說汗始A事非怯海外貿

易 o 1796 年，廈叮洋行成少到 8 小，到 1813 年耐只剩下一小了o~
毫克提何，地芳海盜活IÆ辱致請海地區不靖是海外貿易衰落的主

要原因， 2坦然也有剔的因素o@在我以前美于官芳控制下的巴建罐

車中固帆船貿裊的龍文中，我待出遠祥的結洽z到 18 世紀 90 年代

末，由于京印度公司正銓鹿死亡的眸痛，中固到巴迷罐車的船船且

時數大方減少.JA京印度合司巴述罐里檔案里~現的成摘，函件衰

，明 z息管巴城商#明星衰退，但到巴述罐車的中固帆船仍保持軍車定

水平，遠是出乎意料袋展的錯果.

1795-1815 年何，椅主陷入拿破企成學.在 1802 年的短暫伺

歇后，椅主又繼縷同英固卉蛾.荷主余多的京印度民主敏英圓的軍

事人民挂截在英吉利海峽.昕有)}..椅主直接在來于京印度的交通

都被迫停止.由于京印度公司研遭受的重大擴失，它于 1798 年崩

潰T. 公司本身財井和頓地被剛建立的巴迷罐里共和固 (Bataaf

sche Republiek)~行了“固有化，'.極圍困在椅屑京印度的請主人

利用外固船只遊行貿易，錯斯林加 (Els Vari. Eyck Van Heslinga) 

最近描述并分析了連科貿易方式o@最挂著美園、丹愛、普魯士和

技蠱等旗軾的船只把巴垃罐里瓜、隔寓扶志中解救出來.另外，中囝

帆船迅速填扑了由于巴城京印度合司的荷主塵貝消失留下的中巴

貿易航錢的空白.由于遠小肘期大量的文件設有被送到荷主輯案

僧，因此，遠芳面的資料相對不完整.然而，多寺對肘京印度公司董

事長 (Director - General)艾斯戴梅(Wouter. Hendrik Ijsseldijk)的

說汁，我的得以知道 1798-1802 年間較往巴迷堆里的中固帆船數

量及載客情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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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船數 載客數

1798 . • 9 2235 

1799 7 1378 

1800 8 1338 
. . 

1801 7 1877 

1802 4 1138 

《巴迷推E城日志)(或叫《巴城日 ii3>>， Batavia Dagregisters) 

中的某些資料表明，直到 1807 年，每年)}..中固出友抵巴的帆船大

体保持在 4 艘左右.@

廈叮徉商李昆和是述几年中最重要的中固船主之一。李在

1802 年秋寫信捨巴迷罐里拉督西貝格(Johannes Siberg , 1802-

180日，育科:他已成立一小新洋行。巴述罐車當局于 1803 年 2 月

15 日收到達封信，此后鐘常的定期函件提告一直延續到 1808 年。

我們翻譯度表達些中文信件的內容，有助于我們再試祺遠位中固

船主的目掠、~:9.于、功机、期望等.虫然遠些有錯且督的信旦有其既

定打算，但受到自掠、帶有方式等限制.送些信件))..第一封到最后

一封都用一科持說格式寫成。但我的)}..中可炭瑰，其商至于目的性非

常明晴，信件的坦率培盲更特別有趣。寄信的中商相信，他座該注.

且督美注其貿易的共寰。有信者起試方，息管其貿易的共衰斐化不

能完全故人均控制，但巴城拉督可逼迫保証恩可能地蔥定巴迷推

軍的貿易奈件朱熹現最佳效果.在學商李昆和有錯，且督的信中，他

試囡逼迫相互理解消除JW有可能的障磚。座該混明的是，除小到例

外情況，攻方|肖波有正式的函件交換.中固船主寄信是方某些事至于

知舍巴迷罐里對局，而巴城對局是逼迫采取相庄的行政措施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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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信件回友來回答.

i80i牢 1 月，李昆和每信告知請主當局，他成立了鳳和洋行，

建封信成方此后量過錯巴城拉督的一系列信函的卉端.

1、嘉民七年，膳月初+日(1803 年 1 月 3 目〉信誓

廈晶洋行商李昆和逼真z

大園主殿下敬稟者，末商狠以搏材，整販洋艘，蒙受糟慈，蠱椅

恩覆。仰惟殿下吧山世脹，表海雄藩，通貿易于家南，必城必信.堯

梯航之敏明，有守有方.末商星通阻育教，~世承究先 0' 本年卉張

昆和洋行，特整柴炭船敬販賣邦.船主費及官，人地生疏，一切事

宜，未能熟悉，尚望俯朋照拂.俾得眼目早糟，蚵航連聲。則海浪商

旅，仰切恩寵，又屬有很敬。因本船特爾小店，恭清福安。并附土戶，

另其情草，以仲貢獻。伏祈尊慈俯觸，盤亮不宜。致上噶圓大賢爵 A

台安，

道具 z

-黃金箔 -三箱

茵河亨〈茶) 三箱

漂貢布 二匹

鳥貢績 , 三枝、

洋行商李昆和百拜桔

李昆和信中卉義的奉承之禱，是中固悠久的持說商寄信函的

重要組成部分.李昆和信中有兩成需要避一步解釋。其一，負責架

君主管船主事旁的大班(~i.tperG:é\rgb)黃泉官壘然沒有屁事廈叮到巴

迷維亞貿易的學.墟。其三，李昆和思求忌督抽保商jk帳目及肘清

算令他扭，t...如果帆船不能及財返航，就xl以在西南季風起吋返至福

建的出~港。我們在他ør有的信中都能見到他美心連小問題0'

J 李昆和的第三封信表明，他的清求E被接受井手風行。

262 



h 

," 2、嘉康八年脂月(1804 年 1 ~ 13: 目-，2 月 10 日 2信件‘ 4

‘廈晶祥行.李昆和即李清軍，敬致苦于噶固大賢爵鷹下 z恭惟吧

間陸地，梅園名匠，北品商萍，梯航輔韓.紫智、黃榜，商賈云集 i知德

化之說樓，著長城之研望k 遍仰柴光，盤增賽切 o 去.年柴草言來吧，仗

黃及官管莓，仰前垂青j重明楷蘭.俾歌掉吉旋，座期而歪，并壺倪

喔，愧乏琮玖之披j室主夏原船原人 j仍渡貴治.到港元刻貴之農，回

掉有座期之便，商賈幸甚，敝行幸甚。]i)f系者原故$t吧三船，自料嘛

六甲，棋榔峙 h亦祿三船俱遺失.而自宋押冬，廈脂短少，是!v.仗炭

二船來吧.研有數千里外搭客者，知有肪年三船之裳，不知只有二

船也.而三船之人作三船之載，而人余繁多，不均不少。敝行知公

班街規定人數，法律森Ft理:宜陳道。但念過1i搭客，微費肢涉，苟

不描涯，附載通者，費恩元阻，遊退兩瓏，慘狀百端.哀思激切，殊有

不忍之心，其有可憫之情L敝行元奈，附載是以有多百余人之數。理

皮修唱嘉明，伏祈大贊爵恩慈俯恤，准其登岸。比自特敝行檔耐不

宜，則我中固成以感戴于元涯也.幸垂省察 t I瞄毫依依。敬獻薄戶，

另附清草，伏冀磨存，屬腔姐仰之至。'致上噶園大賢爵台安。，

道具:

黃金箔 二箱

西河亨〈荼? 二箱

漂貢布 a 三區

高貴續 三技

洋行商李昆和百拜唱.

由于余多福建9紳只是秘密)}.;事貿易 4他們的商~用名不同

于他的在公共生活中昕使用的名字.在遠封有給拉督的信中，李昆

和合卉7他的真名李背根。李可能在以往的某小肘候在巴述罐里

兄道遠位，且督.李起透露了洋行貿易在1803 年遭受了重大損失的

情況.遠封信的主旨是如何解決移民巴述罐里迢程中可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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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情混.學入移民是請主爪哇當局長期美注的問題之一，特別是

在 1740 年的起文之后.方了避兔中固不同省份移民的互相爭斗，

只允i午來自廈叮的移民避入巴城.根揖，也督 176). 年 3 月 31 日在

坪說院上:tJ_布的公告((巴城布告集)，Plakaat) ，小船只允拌裝載

200 名船民和乘客，大船的限額是且汁 250 人.@如生800 年 7 月

10 目的公告昕明碼指出的那祥，中固移民入境的登記有行政芳面

的准題.@通常每年鑫ít 15.00 小入境祥可盔，而 1800 年的前 6 ↑

月只有 185 ↑牟人申清入境鑫証. (揖艾期戴克拉督提供的材料，

我們得知，同年安隊上有.1338λ到遠巴述罐車，其中的很多人一

定是以非法移民芳式入境的或者立即轉到印尼群島的其他港口.)

由于椅印章局學人移民的入境人數不足，就采取措鱷鼓勵學人移

民合法定居巴迷罐里.

因巴迷罐里那匠的東廓人手不足，且督在 1802 年 7 月 27 日

的坪故院合坡上抉定=把)Á廈叮出君主的小船入境限額增加到 400

人，大船限額增加到 600 人.在避一步的法規2t.布之前，旅客中的

半數敏允祥合法定居在巴垃罐里.@兩天后，即 7 月 29 日，又友布

新的組定，以限制)Á廈門來的半人移居巴城.@}Á中固剃赴港口數

巴的帆船禁止撰帶移民.在遠神情配下，李昆和把在廈叮等使前往

巴速推里的旅客安排在兩艘船上，述一決定封荷主人不舍是令人

愉快的事.)Á第三封信中可以明星地看出遠神情況.在該信中，李

昆和感激椅主虫局)(~他的船老大裝載那么多乘客而未予呵款.

3、嘉皮丸年+二月 (1805 年 1 月 1 日 -30 日〉信函

廈晶洋行商李昆和敬致唱于大固王殿下 z

敬票者，末商狼以徵賢，整舟故販賣邦.福蘭恩深，河岳雄形.

去冬茱裳船抵吧，加載客頓，開蒙寬仁，有其札呵，足見海量.汪涵

柔遍，于商感佩取悅，單准盲馨。本船旋蚵夏，蒙附惕嘉珍，拜壺之

下，更增茱幸.車在今冬仍整柴草t船，再造貴拾。船主費及官，蠹休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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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自必詠久，學擇，一切請事，企望仍前實服.俾縛早糟，長目，及肘

蚵帆，則明恩益，先既被吳.更有清者，數年來廚船韓少，如時康、案

佛、草牙導權，來完整度過往.凡唐人崇朋相尋，惡由貴邦轉往，以

致客輯、垃多.ft蒙盤察，准于寬有.但本年企班衛告示，通船水手

搭客，除原倒之外，折有向定五百客輛新側，每名要再取積二文(二

鈔、) ，第此倒朋未來有，仰息殿下婚變同仁照依上手寬身、，俾本船免

于寺累.至法客俯或加績，在本船甚非縛巳.貧困渚措客半多努乏

不艙，騙行社藏船上，吋~卉帆是E潮出扭，先瑕稽撞.及至水逾查

草，即有出績，大祥之中，亦完小舟可以避回.情眉可持，不得不曲

)}..渡載弘井望原情宏拜恩臂，則通融大街，歌頌之下于特.末商己也

釐附本船敬具，不聽用伸，賽沈說冀，完存順清.

福安吠惟，祟照不宜.

致上噶固大賢爵台安，

僅具=
黃金貓

西河宇〈荼〉

漂貢布

為責鍛

箱
箱
匹
校

一
一
二
二
二

洋行商李昆和百拜唱

巴迷堆里當局于 1805 年初收到誠信。 )Á信中可明里看出，中

固往京南軍的航逗胡安正墊底若不景呵，到耳東半島民其附近的

乘客敏迫要途徑巴垃罐里.正如我在別赴洽述的那祥，京印度公司

也迫使前往甫詩群晶各港口的半商進鐘巴述罐里.土著酋長的披

告也ìiE耍了李昆和信中M超載乘客的扭忱o 1804 年 2 月，對地港

主披告慎，東友哥載 998 名乘客入境，至少超載 498 人.上面引用

泣的 1161 年 3 月 31 日的巴城布告資料，也描述道中固帆船航廈

.n屆航后有乘客秘密登船.然而 2 元 3 緝的人失說并不符合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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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集上的人其說數額. 、 y

4、嘉農-+年+二月 (1806 年 1 月 20 日 -2 月 17 日)信函

廈叮洋行商李昆和敬致唱于噶園大爵主殿下:

恭惟吧陌帥，梅園名區撈取寸，接扭五服。翠常規躍投 j 
西芳之晚緣。璃翅豹尾，拂南面之晴去.背聾秀骨，下'ð]血鶴于去 i可 o :~ 

厚德宏才

切恩庇，每年整炭洋淵自船E阱央販，均蒙照拂;去步敝行柴裳制自船甘闢固檸，不得 j 
.及港，岐夙粵京.釐再整十三方腔船往販大邦，仗拌衰官管萄，堵凡 ,; 

木i培者，且望格外‘洶渴施.E鳥§屋推愛，俾得買雕佳目早清，及蚤蚵帆，則功隆 i 
葫昂其有至披至蔥跑余等物件，拜噩之余，悅兢元地.刻下本材貴船E搗 ! 
航，謹肅稟函，伏惟盤堯.附幸敬物 .1仰耶伸敵芹，意恭清 ,: :j 
福安'鏡.祈宇折斤肇不宣. 、 • ., • ~ 

昆和敬致噶固大爵主安票，

道具:

黃金箔

西河荼

紫布

鳥貢鍛

二箱

二箱

二戈旦

二校

' •• 

4 

洋行商李昆和百拜唱

1806 年，李昆和一卉始就扭心的事tt生了 z茉炭粵稍退A出 : 
速推並扇航，返航期間過土逆風不能到迷廈1'1.以上述封信說i明， ? 
均何不得不另各船代替柴度哥航行廈n到巴迷罐里的原因。

主

5、嘉民十一年十一月 (1806 年 12 月 1Q 日 -1807 年 1 月 8

日)信函

廈晶洋行商李昆和敬致唱于噶固大賢爵鷹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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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惟吧岡陸地，梅園名﹒眩，山川起色‘i還起具晴Lf 貿易往述，梯

航輻鞍戶推屏甫圈，雄辯仰浩紀之祟，偉及-京都主遁入才休.接葉之

化，則知三山照元弗屆矣。去年敵行整安十三方腔船共販賣給。今

夏回祥，又收在尸.捧旗璿函下頌，美切至甚。拜堂惠蜴多品，感激

准盲.設做行在廈，整兼裳船黃及官管萄就尸;:tt_方腔船，耳學官萄

理，均服大地。二船到吧，仰蒙推愛，照拂諭堵，交失公道，貿易蝶期

早猜，及早言旋。佩服盛情，益元止板矣。吋除揚帆，悔之披侮，薄

具徵物，敬展芹葵l幅椅，神職伏冀，睿盤不宣。

致上噶固大賢爵台安，

道具=

黃金箱，

西河亨〈荼〉

漂貫布

為貢鍛

•• 

鼠
"
，

齡
.一戶

' , 

" ..、、

:﹒」'.,.'‘ '‘.. 

箱
箱
區
枝

二
二
二
二

洋行商李昆和百拜捐了:‘

6、嘉皮十二年脂月(1807 年 12 月 29 日 -1808 年 1 月 27 日〉

信函

廈叮佯行商李昆和敬致苦于噶固大爵主睡下=

恭惟吧陌腔地，梅園名匠，仙川起色，還近具瞻h 貿易往盔，梯

航輻壤。推屏南圍，雄嚮仰法紀之宗，被海京都，逼人休接柔之化，

則知三山照日，元微弗盾。去年敝行整:tt_二船;行販賣邦。今秋回

掉，一收尸省，一到廈f了。只以‘貸本高貴，生清理事亦多克寺，今冬

就十三方腔原船再:tt_貴圍，船主耳半官，曾l*渴慈，惟望妳久妳臂，

付其乘耐貿易，預早卉掉♂至交美妾，亦希布命各屑，公平估值。俾

固貸出兌，可接微利，則商人蹄跌，聞風向前，益徵洪仁之善于柔恤

也。至本年捧承望加楊大字幣，費赴要用胡績，原故欲載前來奉越，

再此物系厲園中座需，上人肪禁，王法准欺。敝行亦則用費1專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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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其如美日知風F前，出口雄環.惟有學命軍盧匠λ，;付費圖使

用，j1J希睿績是荷J承車厚鬧，均墾拜壘，.吋隊本船揭帆，值乏噫扭，

轉具積物四色，聊伸芹敬，至韋l指摘神龜，快催盤照.鬧清

祟權未既

致上噶圓大費爵台安，僅具:一

貫金循 二箱

西洞字〈荼〉 三箱

漂布 三匹

貫鍛 二連

洋行商李昆和百拜唱

備的出口肪東方中固法律Eff禁止.但中固個續在京南亞有大

量需求J 由于掌敵合成箏，曰:本論輸入爪哇巳停止.巴迷緯軍政府
特而尋求中固鋼鐵，用以代替當地轉遁的鋪偵.

李昆和最后一封信仍是一封非常倩銳的信函.

7、嘉皮+三年+一月(1808 年 12 月 17 日 -1809 年 1 月 15
日〉信函

廈晶洋行李昆和帶上吧固大爵主間下z

窈惟年夏同屋七肢，旋井隊此，桐肘云暮，梅特提審.特想貴固

山川秀繭，景!t!IJ宣輝.夷唐臣庶，成仰值淨，識見王化寬仁，草木井

棍，非列邦廚能企及也.仲秋接渝，拜登厚蜴，仍蒙轎兔厲下午L物，

益見尊治招商大道〉值效圭賢遺風駕.扇者十三方姓之船，前方教

深，收入羊城.少考資本。故就粵京整裳，仍付耳半官管建.又廈

有茱君主船共戚，以販賣邦生理，倘蒙雅追，早踢蚵掉，則敝行之慶功

洪仁大夫，弗腔告厭之至。薄具除每周 z黃金續二箱，西何學茶二

箱，紫花布五戈旦，貫鍛二校，聊衰鄙意.伏祈此存，不唱﹒感激之至.

避畫畫右肩

致上噶圓大賢爵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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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封信以后，李昆租的過函突然中斷.我的}Å佮敦檔案中可知

昆和洋行船只在海上失事了. 1810 年由“廈叮口昆和行家長李西

老(李寬〉整盟主金順灑船往大泥(即北大年)，在廈二月初七日

(1810 年 3 月 11 日〉揚帆，硬至十五夜，到方旦長抄〈西抄和京沙

群晶〉打敵。至二十一日幸有甲拒二只押來軟，使開船561 人縛以到

迷越南金安港. (Public Records oHice , F.O. 233/189 ,110. 22Ö. ". 
Londen)@近來投現的中固海商商每函件卷宗都是在 17.90 J1J 
1810.年述鹿吋間的，主述几封信都是引用自送些函件卷宗，我們

不知道李昆和遺船到巴迷罐里持瘦了多久，然而， 1813 年廈叮仗

存一家“和合城"洋行.瓜述一事安判斷，李昆和的通信肘何也繼續

不了多久<Ì.
通道島轍巴迷罐車室廈叮近三百年的中固帆船航這耳其系，是

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人南洋岡緝的這行?原管浮光據影地回服

不能荒島創性地改斐我們現有的現息，但硝裝、能朴充我們滑海外貿

易這行余件及背景理解的空白，錯研究中園海外貿易的朋史掌家

朴充一些他的未知的史料。廈n洋行逼迫函件和札物交接和椅主

當局保持比我們原先告人方的要密切得多的接蝕。歐洲商行的存在

討洋行商人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么，陌生._.卷宗中李昆和及其他商，

人的函件再改注明 z中商特拉督看作海外統治者，.也督逼迫妥施已

久的貿易法規來保証甫洋群晶的和平勻鱉柴.. )(1"于在本因受桂視

的學商，他的運有什么更多的奢望呢T 、
祖
g
B運
轉
感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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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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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注釋 s

@科任伯笠德(H﹒ T. Colenbran!1er)和科拉啥斯(W. Ph. Coolhaas)編f庫恩且

管家印度文件集)(Jan Pieterszoon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iijn bedrijf 

in Indie) , 7 卷本，海牙，厄種失自版社，1919~53 年.
@參見 s調行 (B. Hoetink)(巴城首任牟人甲必丹詠時尚 )(50 Bing Korig.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皇家人業字研究瞬學扭) (Bijdragen 

tot de Taal一 .Land一，en Volkenkunde het de.K~ninklijk !nstit\lut)卷 73.
1917 年.344-415 頁，包原史《“失家"楊昆的逾古)(本=!s第 7 萬!:)

@王大海也海cfi逸志"英坪本3圳海外學人 z再來群島之爪哇游氾HThe Chi

naman Abroad I A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n:;hipe1e:恥; Particularly 

o{Java) .佮數，的翰斯講出版社. 1850 年.

@清政府 1727 年規定，既有海外貿身座由洋行經膏.參見 z吳振強軍貿易和社

合 z 中固精海的廈門同絡，.IG8? -1735 )(Trade and Society. The Arn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 -1735) ， 169 頁，新加坡大學出版社，

1983 年.
@台灣中央研究瞬字者朱德主依靠逮批貨料准各寺n的博士i{?;文.

@威拉蓮均HSarasin Virap):lol)<<朝貴和制消: 1652-1853 年的中過貿易》

(Tribute and Profit , Sino -Siamese Trade , 1652-1前的，哈佛大學， 1977

年.
@庫什曼Oennifer Wayne Cushman)(以海方曰 .18 世把后期和 19 世紀初的

中i屋帆船貿易 >>(Fields from the Sea: Chine河 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京甫里研究拉嗨，第

12 寺，康奈你犬字， 1993 年.

@庫什壘，土揭嗨 .97 頁.

@吳振弦，上獨唱 .170-176 頁.

@默星(Dian H. Murray)U790-1810 年南中圓沿海的海盜)(Pirate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一 1810) ， 130 頁，斯坦福，斯坦福德大字出版社，

1987 年.
。范﹒姆斯林2日 (Es. van Eyck van Heslinga)(巴迷維盟共和國勻亞洲溫良

地的統是美系>> (Van compagnie naar koopvaardij: De scheep

vaartverhindìng vande Bataafse repuhliek met de kolonien in Azie 179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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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帥，阿姆斯特丹， 1988 年.

@海牙省集僧檔案(ARA)2. 01. 27. 02 美~121 哥哥.

@ARA，商券和蘊民都樹棠，232 寺，但迷縫里城志)1807 年.

@學商使用但名航事商.lIk浩劫的i寸t色，參見 :fl草什壘，上揭嗨，150 頁.

@赫耶士(j ,A. van der Chijs)繽《荷厲家印度布告棠，1602一1803 年) (Ned

crlandsch..:... l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03)卷 7 ， 1755一 1764 年，巴迷袋

里，固立出版社，1890 年，469-471 頁.

@(椅印布會集)，卷 13 ，138 頁.

@同上，卷凹，482-483 頁.la03 年 7 月 5 日友布新的命令，允祥廈叮帆船在

下放貿易拳度里每甜可是長載 200 新客. (椅印布會集B卷 13.647 頁.

@向上，卷泊，483-507 頁.

@廈門昆和洋行金順.船失事菩提數支歉，載除圍棕《清代中肘廈叮的海上貿

身 727-1833). 中國海洋'JJ.展史~文集(四)， 1991 年台北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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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萊頓大字的汲掌先驅

占
百

辱

偶而有人提出，椅主的技掌研究起源于 17 世紀早期.@事宴
上，鴨有一些最早涉足該領填值得注意的例子，比如扎斯托斯﹒字
尼斯(Justus H臼叫us) (1628 年〉牧師蹄繡的浪椅洞典，30 多年后
雅谷布﹒果制斯(Jacob GoÜus)滑坡斯天文學中技文天体街那木
梧的研究，或 18 世紀末在費城出版的乾隆肘期前主使臣布拉姆

$克赫斯特(A. B. Van Braam Hoeckgee$t)出訪北京后研穹的作

品.@

送些先驅者中只有果利斯勻茉頓大學有直接.的職系.更方重

要的是他們在技掌研究芳面的金武設有持到其他人的追隨和推

功.里然，東頓-大竿的說掌家不能、也不鹿該怎入方自己是他們的直
接繼承者，他們只是故描述方仙墳里的漫游者而不是辛未赴京地
卉拓者.因此，在栗頓大掌逛昕荷主最古老的大掌里，研究阿拉伯
清的掌者可以理直是完拉地夸耀他們調有一小JL乎b入未l回斷注﹒的四

百年眉史的掌才支持說，而研究中固文明的芋，生在接尋其學朮叮第

肘卸必頒浦足于按;Jg謙虛的現法.
140 多年前，在請主京印度政府任取的日本渚澤民種夫壘。-

J. Hoffmann)博士播下了最早的故掌耕子。@進位茱頓的掌者于
1849 年 11 丹 13 日在自己的家中向一位 9 步的男孩恃授古汲清
入叮知鼠，此事在下文中特有更祥姻的付洽﹒遠位名叫施乘格
(Gustaaf Schlegel , 1840-1903)的學生 8 年后按派往中國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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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了4…派j
推里，在那里作方設i吾翻洋~荷主京印度政府工作了 11 年。@他

在 1873 年回到請主，故年，座邀扭任了栗頓大學特別設立的2史學

教授取位.}}..而汗始了荷主汲學研究吋代.

1877 年 10 月 27 日，施萊格在他的就取演混中介紹了歐洲和

中固技掌研究的現拔和概況。他主人方，椅主在設立法掌教授取位方

面相對及肘。@請主的特固把正規沒i吾教掌引遊大掌的早期金試

成效甚徽，甚至徒努克功 z在 19 世紀 70 年代，歐洲的故掌研究“被 l 
完全忽視，仗有少數愛好者".即使是早在 1814 年前在大學設立了 A 

教授取位的法圈，情況也一祥.即使是逛一小批歐測技學家的老前

華詹姆斯﹒茱格(James Legge)博士，他捏任的牛津、反學研究教授 4 

的取位也退至 1876 年 10 月 27 日才磷定.雄茱梅象征性地進捧一 i 
年后的同一天避行自己就取演混。他悅，茉格在任命之前，他的眼 1 
位事宴上己鐘扇了多年的爭吵.在歐洲，那些研究逼迫的中學帝固

的掌生，人數微乎其微，且在學朮界同仁中几乎不受尊重，他們自

竟是高水之盈。

施茱格指出，另一芳面，在中因本土，西方人的故掌研究正蓬

勃共起。元庸贅害，滑一小固家清吉和文化的研究最好在當地避

符。然而，座核試現到，直到最近以前，中固河西方人來悅是誰以遁

入的。在 1842 年南京采約之前，西芳學者在中固研究技培几乎不

自可能。南京奈釣使中固五大港口敬辟方通商口岸，香港被割址錯英

園。@

1864 年，詮廚了 20 多年持續向晶及不吋勻歐洲大園的沖突

后，中固政府汗始向外固勢力屈服井放弄問美自守政策。 h人此之

后，西11使者可派蛙中固首都，西芳商人可在中園的沿海口岸}}..事

貿易，在其中一些口岸甚至可以享有頓事裁判杖。勻此間肘，新教

和w耳天主教在允在中圓的“未持化的兄弟"中待播教咒。.

如果混施茉格主人均基督教的待教活劫F生了一些天才2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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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面提到的詹姆斯，茱格)，他同肘也喚醒人們注意進祥一
小事1k:即英圓的外交服各造就了一些悅秀掌者.在中園，“英固政
府已改受了任命公爵和出身高貴的人扭任使臣和領事的常規政
策，而于肯說過那些以說i吾翻譯者身份卉始事並生澀的人扭任送

些取位.吻
逛似乎旦得施萊格是在利用他的就取i寅悅，通道又才有抱負的

法學家的工作机合過行評仰，}}..而鼓舞他的掌生前光明的前景抱
有信心.然而鹿注意到，他的掌生的活葫蒞固不在中園，而在有三
京印度政府。施菜格曾接受政府特別委任，在荷主培訓I~又活翻洋
者，方荷主京印度政府的撞民浩劫服旁 o 忠實他ikiR到，他要培莽
的是活言掌家，而不是未來的政府行政長官，但他也可能希望他的
掌生的事~前途不金迂度地受他們寺叮的文掌到11總昕限制.@

一、茱頓的技掌研究概述

在施茱梅任教苦菜頓的 25 年內(187~-1902 年) ，他不單純
只是胡l繞一批精遁的澤民。作方一名世界性的學者，他帶功半生在
:文學領織旦進行各科各祥課題的研究。他逼迫編審荷浪洞典，井把

荷主印刷「學徒到11總成浪字的排字良，以及通道勻法圍同事亨利
.高第 (Henri Co吋ier冷ùw，頗具影吶力的掌朮刊物《通扭)，方設
掌研究奠定了監耍的基拙，惡管其小人行方亦有明星的局限性。揖
視他斐得越來越暴躁、好斗和自命不凡。但他仍敬視3的一位巨人，
萊頓沒掌寺~的掌生站在其肩膀上，h人而能更J.闊地了解中固社

金.
由于遠昕茉頓沒掌掌校基本上是方荷主疆民政府培葬江滄海

民的培到H机拘，{又有一名教師。不推理解，其主要貢獻在于甜甜屠

京印度內牟人社區及其勾中固f京、福建沿海省份家多的美豆豆做
庄周研究。施茱格的繼承人高延博士 (Dr. J. J.M. de Groot ,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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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又名高w特〉也追尋遠長道路，畫成對中固宗教作社金學

研究.1912 年，高延萬弄茉頓到柏林祖任技培教授后，椅主的故學

研究相財況寂6人的封是否需要是一步)}..事京芳研究之事展卉學

拾。@

1919 年，高延老早以前的一小半生戴文述。. J. L. 
Duyvendak)磕任命方說:掌教授 (reáder) .一度在外交祝拘任取

0912-1918 年〉的戴文遠不再勻瘟民都保持黨密敢系，集中精力

研究中固事多少在他的指早干，茱頓的故掌工作者卉始避入世界

跟學研究的主嘛，此后也一直保持述一起勢.@

.此后，清主技掌界M中園，民間宗教租車島密金社的研究注位于

){;j"古典哲學家和中囡囡家制度的研究。同肘，偏重玲甫芳芳吉如福

建活或客家活的封1[鋸輯方討中自固梧的培訓1. 換吉之;)(~中固“小

持統"的研究極其f中固“大情說"的研究研取代。建神支T向性的改斐

既不是純粹的巧合，也不是戴文迷令人偏好使然，而是同吋食生在

中固和椅厲京印度的根本性政治斐化辱致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1911 年，中固的清族帝國政杖已被推翻，共和制政府取而代

之.中固在以后民龍主文熱情高漲的年代里，出現了真正的“丈古

夏矢"，它改草了團家教育制度 ，jJ民族的反思提供了餅明的批判

性xw.念-在椅屑京印度，學人少數民族的解放逐漸使江培翻譯工作

星得多余.蔚史悠久的技培翻譯困敬重組均“中回事穿局"(KaÌl

toor' -voor Chineesche' Zaken) t后來甚至斐3位“京育事每周"(K:an

toor voor Oostaziatische Zaken).@送些机拘不再仗仗赴理椅厲京

印度學太社金經濟生活的事安，且主要履行情披搜集和承詛咒才離

政策的咨詢任香.且而盲之，到 20 世紀 20 年代，椅主技掌研究的

共趣康巴友生了重大的特斐，主要集中在中圓本土而不是在椅厲

京印度的海外半λ社區oM中固京南迪緣地區的研究址位于荷中

心城市的研究}息管我財述科宜辜的說法有成ðtf數不快。每此同

肘，座用性知垠的親票也址位于更方潛心思考的學木研究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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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遠在茱頓執教的 35 年 (1919-1馴年〉惘，他使葫主的
跟學留下了他令人，的群明烙印。他是一名世界聞名的學者，也是一
位多才多玄的行政官貝 0111椅主的大余渡者來混，他是棉大的中固
信息的情通者.他的普及住地文及美于中固通車的著述被尸逆關
懷，每一小耍了解中園的人都受惠于他已戴文述的形象已鐘如此深
入人心，以致除了瓜他奈自穹的几則技學家外脅和一部肪史概可
接帶信息之外，在他之前的故學前擎的的著作現在巴解方人知.。

在氾tz.避一步消失之前，我的財戴文迪之前 50.年的請主江掌研究
的收現避行探吋似乎是值梧的。

如上研述，荷主的浪學家兼翻譯家把他.們的座用研究集中在
海自中團京南部沿海省份的學人移民社區.他怕的一些著作鐘受
住了吋間的磨破而仍宿ffi"值。遠是因方其昕根攝的細致的寒地調
查工作今天也不可能畫畫進行，而其他美于清言和書長律問題的著

作因方失去了美耳其真用性而已被世人遺忘。然而，且体看來，早期
沒掌家昕遊行的研，究有著自己的原功力和連質性，服各于那小肘
期的特定目前。戴文遠在就取演悅中，把他早期的也是每位江掌寺

( 並掌生不得不詮扇的掌能生涯和方“打柴和跳水肘期".~逛神銓

( 局特定也還用于茱頓技掌院的先擎的.
我們首先座考慮對塑造送些早期很掌家著作特寫起決定作用

的社金和政治因素，然后再其体研究培切l技培學生方荷主蘊民地
政府服旁的方案是如何在茱頓建立起來的.只有遠祥，才能避一步
分析早期江掌家兼翻譯家研服旁的目的以及他們在蘆民地政府的

政策蒞圍內投捍作用的芳式。

二、半人勻椅主人 z交功中的疆民朕系

揖史料氾載4美于椅主人和中固商人之間最旱的接蝕度生在
1596 年 6 月 26 日。其肘，荷主人首扶通航進京，抵迷京南軍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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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固隊繭jk中心之一的爪哇芳丹港.根揖《首航起京HEerste

Schìpvaart)的編年氾景，中固商人在方丹有舒遁的住宅，住地周圍

有堅固的棚柱.搪說他的的住宅是城里最漂亮的o@

請主入深深地方印度尼西亞群晶上學商1&脅的繁榮和他的封

市場研起的主辱作用昕吸引。他的很快就把學商看作財手。同吋

也承訣，要滲透到誠地區的鐘前領域中，必須有學人的合作才能成

功.事~土，聽合京印度合司(VOC)剛扎當于爪哇之后，就在它鏡

泊的 200 年何一直聘用學人銓紀人負責赴理勻當地居民的商旁往

來或收視.

荷主京印度公司 C即較合京，印度公司〉吋期，學人居民居住在

夸口划定的社區，即所謂的“牟人匪"(Chineesc峙 Kamp) ，并由自

己的失人說頓.牟人耳腰(Màjoor)或甲必丹'(Kapitein) 由荷主遁

民當局任命并受其管轄.根揖《荷厲京印度布會集)(Nederlandsch 

;- Indisch Plakaatboek，有印法令勾布告忌輯〉的資料里示，起l定

考n社區的安排是方了使達些學人群体能在他們自己的現則下生

活.一部分考叮涉及學人的法律奈歡甚至被編入巴迷推E法典，即

所謂的“巴速推]E法令集"(Bãtaviasche .Statuten)@ 由于送些措

施，在北爪哇的學人移民群体且体上能在培育、立法和文化方面保

持自己的挑問，只是學人勻對她人通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遠神

趴悶。撞民主告局偶而也想通道安排有主的年青人在巴迷罐里的學

人私塾掌耳而使他們請通&樁，但遠些旨在:h京印度公司培莽技

培翻譯λ方的努力全然徒費.@再來i吾佰然是京印度公司官貝和

中人耳貝貝之伺淘通的一科混合唔，因-:J.J牟人取民主要是使用兩科

i吾宮的土生學人 (Peranakan，爪哇土生土長的學人).遠祥的安排

合乎肘宜。

在 19 世紀，昕有述一切都改斐了。在英園鏡泊 5 年(1811-

1816 年3后的 1816 年，荷主人恢畫了京印度的主杖.瘟民政府在

前輩的倡導的行政改革的路上繼續前遊a 主要的跳成是要設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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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民領地的控告扭苛均盈.在達成上稿主人取楞了巨大的成功:}}..
1830 年卉始，椅印政府在爪哇推行可昆迫神植制度%很快就方世
界市場生F出大量的熱帶商品作物，由此站到收支略有盈余。

方了使行政弄文保持低水准，椅印政府在盈利較少的外晶(爪
哇之外的精肩京印度〉﹒推行“弱化控制區域"Geluctadt empire)的
政策﹒根抵達科政黨，爪哇以外的大部分領地民然按照奈釣在法律
上受巴注推巫約束，但其酥上任其赴于安頂住祖立狀志。當極作方
x悍的其他歐洲大固奸始在遠些劫藹地匠的水域捕盈肘，巴述推
軍政府感到有必要避行干涉。于是，請印政府在亦叮答晴和婆fJ制
兼用政治杖朮和武力威峙，逐步~施自己)(f送些地區的管轄根或
宣布拇有管轄杖。 19世紀以后，前印政府甜地方事告加強干預，jî
大行政控制蒞圈，現國本身的根力基拙，直到本世紀初平定北圳
答賠亞芥起先后，旦時有送些努力的目腎、才得以宴瑰。.

.t履行政控制范圓的措施也勻瘟民政府和它的學人臣民之間
的持說美系食生斐化相失。瘟民當局不再可能通垃學人官民的中
介勻半人社區保持一神相討松她的美蛋。在i午多方面都起著磕民
.地鐘濟潤滑荊作用的中人社區被置于更方F格的司法控制之下。
荷印政府采取的第一小步驟是在 1855 年宣布，在民法和商血法典
中央于歐洲人財F法奈款也遁用于學人。而在此之前，牟人的進美
事努一直是由清印政府的土著事旁法庭受理的.

几特政抬因薰阻蹲了殭民政府加強前學人的控制和避→步把
學入納入自己的行政管理系統，尤其是新加坡的蠣起使椅主直民
政府受到跳蛾.新加坡是 1819 年英園瘟民官貝茱佛主(Thömas
StamfoÌ'd. Ràffles)爵士在海外學商的幫助下卉辟的自由港.送小
朋!自由港建立后的几年里，就趕上和別時罐里拍爛洋群
晶間的貿易中心﹒荷主當局眼睜睜地看著自己X惜民地學胸前
的支配地位受到削弱.自

中圍移民也帶者自身特有的問題來到椅厲京印度，遠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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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咐科糊…棘軒叫手刊咐的憫事翱……每付…中神咐學輔帝叮枷…自…

把那些背井寓!;多到甫洋定居的人痛斥3均g~冀E囝臟和鈑籠，因~送些

人拋弄了照顧祖宗毆墓的耳俗。在 1842 年的南京奈的之后，中固

朝廷在西芳的巨力下不得不改交政策~})..此允許臣民移居園外.述

一浩令辱致了到外因對苦力的學人數量聽增，京南軍也因此容留

了大批前來尋找工作的學人移民.在美几十年里，京南亞的苦力果

其方誼扎在海峽瘟民地新加坡的捕客研基晰，他們方邦加品、勿里

洞品和再來半晶上的蜴伊塵個大量的實主。在 1863 年日里(Deli)

地區敬卉辟方姻草神植圍之后，中固苦力才弄始捕入北亦叮答脂.

在婆w洲西部，情況又勻土迷不同 z早在 1780 年，學人就卉始

在三度(Sambas)地區定居梁金。學人V工組成的“共和固"或“公

司，'，拒絕接受荷主贖民地政府的霸杖.荷印政府在 1850 年到

1854 年 l用多次派兵征剿，才最些平定中人公司。在遠神情況下，荷

主蘊民政府因缺乏牟人伺題頤阿而越來越躍于赴理以下地區的事

至于 z爪哇北岸的學人居住底、新加坡附近的廖內群晶、邦加品，北亦

n答購和西婆w洲.

三、財翻譯的需求

19 世紀 30 年代，能給椅主瘟民當局提供有份值服脅的歐洲

&培翻譯是一名叫梅德霍斯特(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固

新教情教士.他曾在耳六甲佮敦持教士掌舍的培吉培當1[中 ，t.'學司

技悟，@1822' 年來到巴是推里，在城里的半人和再來人中恃攝福

音。除了卉展侍教主作外，連位格外有避取心的人逆倒b爪哇培、

耳來培和技i吾印刷r ，設立掌校.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他起

在 1833 年卉設了著名的“巴拉巴丹孤JL院"(Parapattan Orphan 

Asylumλ 同吋梅德霍斯特連聲出肘阿})..事故語、日本培和朝蟬梧

的基本伺紅學研究，并根攝送些研究出版了洞典。偶訴他也方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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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民政府扭任觀海和學人事告﹒顧問。
盎然，疆民政府已雇用在法律和行政芳面能移遊行技培和耳

耕主樺的學入翻譯貝.在巴迷雄亞，進些玖培翻譯貝在三小居民
投揮作用:水平一般者作方警察事券的翻埠，稍高一展的作均巴芯
鐘里市故事易的翻譯，最高的是作方高級浩院的觀澤.而財官芳事
易中的荷主法律末清的姻徽區別遊行口失翻譯或是蒂固翻埠，則
牟人都几乎不能腔任﹒ 1842 年，梅德霍斯特前往中圈，迫使椅印當
局非常不安，因19他們意俱到在需要財不再能略夠清到一位可以
依靠的翻譯﹒因此，美于培到11均遺民當局服勢的歇著H人汲清翻譯的
黨迫性第一故被提出來。像官僚机拘中通常裝生的情景一祥，達1i
面的學洽不久就陷入哪一令部叮愿意負扭費用的扯皮之中﹒單然
'ðI丘縛。. J. Rochussen)且督(1845-1851 年)偶你也考慮送小問
題，但采取決定性行功的是特威斯特拉、督 (A. J. Duymaer :va~ 

Twist) (1851-1855 年) ，因方他面峭的是他的前任的拋錯他一大
堆有待解抉的學人問題。

特戚斯特在 1853 年 9 月刊曰:致疆民地事易部長帕哈德(C.

F.Pahud)的一封信中，接醒他注意瘟民地政府在勻牟人臣民美系
中所面l脂的充數問題z最近在西婆州勻學人公司的沖突 F再來半
晶的學人都密合社向邦加的計工群体滲透以及爪哇學人商人和包
說者中普遍存在的欺埠行均﹒注些問題有些是新F生的，有些)Ã~已
是余研周知﹒其共同之赴在于，如果設有牟人事各令家的協助?問
題就准以解抉﹒特威斯特且督lÀ~，又才技培翻譯的需要是迫切的;
“因方政府正更清楚地得知生活在京印度的學人的行方方式，連科
仔均1f式并不符合-小管理良好的社舍的通常想范.."@因此他建
誌建立一刊i吾翻禪鈕，井派几名其有i吾吉姆的荷竺青年到中
國接受教育.他已勻挂在:.j州的英固副領事弗雷德瑞克(Freder-

ick King)通信商i寸，后者答座提供掛助，并建說他把學生送到附

近的澳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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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的一霍夫!
教。@多年來，霍夫曼忠心耿R

Siebold)撰有美于日本文學的巨著，正因-:J.J此項工作，他最近被任

命作日本i吾翻譯，均有主瘟民政府服各j遠是一+特別-:J.J他而設的

眼位.由于霍夫壘曾向一位叫郭背長(Ko Ching --，- chàng)@的學人

學耳古代技唔，遠位學人是凹，世紀 30 年代由西按你德)Å巴迪罐

車帶來作方其研究日本課題的助手.種夫曼因此極iÀ均有賢格又才

技培掌校的成立君主表看法。正如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的那祥，遠科

J丹
咱
也
昌
謹
司
，
晶
晶3
2
1

且
羽
田
到

四、培到11慈汁划，

種夫曼在回夏蘊民部提出的要求吋，就三↑似乎又才他來混是

放其重要的同題作下回答:(1)在法i吾培訓l述程中有哪些特別的主T

面需要仔細考慮 ;(2)如何荻得研需知故以及使造人座符合哪些要

求i(3)培訓|一名技培翻譯掌生特需要多少吋伺.@

'覆夫.壘指出，在掌耳江i吾中最大的蟬腳石是“&字唱霉勻度音

是間的組特美系"d根揖他的看浩，滑技宇、技字的會文及技字~音

的掌握﹒座先于方宮的培圳，因站在整令中固蒞圍內的那些受迫一

定教育的人都能看僅沒字，息管在口 i吾芳面存在看差別.另-方

面，、日潛在不同地區差昇巨大，甚至一位北京當地人也元法注一位

「州人清楚地理解自己。中圓的官貝彼此消遍，不仗要通迂帶面.

而且也要通垃交故。于是(神源于北京芳宮的官穿培育就在中固

的官僚盼展中使用。達科研謂的“官活"之于方盲，“就如-奈固道

通向省道九霍夫曼弘方，且然在稿主京印度供取的汲清翻譯最堅

必須用南郡的福建活，和客家主T盲說行工作，但他的一卉始也庄法

接受官活的培吉基咄培訓|。方了強化他的現虎，他接著說，當今棉

大的故掌家，如w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rison) 、梅德霍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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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 (Karl GutzlafO和帕克 (Harry S. Parker) ，都贊同送小拾

起.

種夫曼同意追擇尸州作方培訓I掌生的合造地息。思管他JA未

到注京印度，但他相信要在爪哇尋找合格的教肺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在尸州，特不准找到一位參加垃科帶考斌井廳意培圳外固掌生

的人。
在被阿及座怎祥挑港參加培圳的合格人過吋，種夫曼深信，汁

划的最終成功特依靠年青人(13-15 ;J;!)，依靠他有]滑i吾宮的高度

領悟力和良好的視覺氾tz力。流利掌握几內歐洲培育是必額的，因

方昕能得到的均數不多的教掌資料，木是用怯文穹的就是用英文

穹的。在此他列拳了法固技掌家朱莉恩(Stanislas }ulien)翻譯的

古典派作家的五科著作、雷學研特 (Abel. Remusat)端有的《技i吾

i吾法基咄》及其里森昕薯的《技浩浩法》作方例子。種夫曼主入方，掌

耳閱讀汲清課文和操掠封活大釣需要四小半年。提出了送些規定

后，他起朴充道 z“我不庄該再封我述表美于如何引1[輯:精通技悟的

人才的想法保持況默。"

i寸治錯果是霍夫曼拜始教兩位年青人=一位是后來放弄了掌

勻的年鞋恃教士，另一位是他的一位好友的)L子。他的好友名叫轉

位曼﹒施茉措(Hermann Schlegel) ，是萊頓自然史博物愴的一名

管理員。在種夫曼家里盤述了四年的培莽后，14 步的小施栗格己

能閱淒孔子的著作.霍夫曼相信他的遠小字生有潛力，能“在較成

熟的年齡吋成;但一位中園培吉文學杖戚".因而，他建設帕哈德部

長街施栗格提供獎掌金，激勵他造一步深造。收到霾夫曼的披告

后，帕哈德部長于 1854 年 1 月 11 日向園王通披他的友現，并清求

批准方派送兩名到尸卅接受培到11者拔出控費。他起建說每小月蛤

年鞋的施茱格提供獎掌金。@

﹒商位學生在尸州三年的全部培到11費估汁方 22 ， 500 荷主盾，旅

行費除外。相比之下，錯施茱格槃掌金是很低的 z 由種夫曼在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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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每年提供賢助 500 椅主盾 ;300 請主盾19 日.常上的拉丁文和

希脂文課費用;另外 200 荷主盾方接受法文、英文和德文課程的指

辱費。即使如此，帕哈德肯定運試方遠是一單相當高的預算，因方

他在錯圓王的信中有道“我相信每年 300 荷盾就足略了 JP六天后，

他收到固王同意的支函=可派兩位掌生到尸州，今后施茱格特得到

每月 25 荷主盾的津貼，“遠可使他能移支付在茱頓市立大掌預科

的部分汁吋課程費用及私人輔辱的費用。"此外，荷厲京印度部臥

三級獨荊肺格萊士 (C. F. M. de Grijs)挨得特別價期參加霾夫壘

的汲清連成班，以便能收集有美中囝功植物的資料.他被宮附晏振

勻小施茱格的父素掛均可曼﹒施茱格博士一起，方老施萊格的博物

備和茱頓的植物都本國掌司如何故集和辨別劫物、前石和椅肩京

印度熱帶植物的基本知氓。

在頗具影吶力的蘆民地奈志《椅眉京印度i平地》的 1855 年春

季等中，編輯胡推拉(W. R. Baron van Hoevell)告示懷者混，措消

息莫過人士透露，兩位年怪人即特被過漲到中固作方翻i平掌生接

受培到lI o@派年青人到中圍學司技i吾M.胡推均可來混是“相對奇怪

的"。在巴速推E培訓!他們准道不更省棧呵?半竟“爪哇的成千上

方的學人中‘有非常有才擎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荷主i吾很流利，

其中一些人甚至精通法i吾九胡推訊也建訣，候迪人座在蒲扇京印

度椅主高級文官的JL于的中挑遍。他的愿望只是部分得到安瑰。椅

厲京印度的兩位候迪人阿依伯雷特(]. C. Albrecht)和費博 (M.

voh Faber)的鴨是土生土長和受本地教育的，他們一起敬派送「

州，置于前三領事的直接監督之下。疆民地政府每年拔出每人

3000 荷盾的經費，作站在尸州培到11期間包括伙食、住宿和教育的

一切費用o@

勻此同肘，在茶頓并行的培到11汁划也在遊展之中。霍夫員負責

培到11 另外兩位宇生，他們叫法主肯(}. J. C. Francken)和史赫耶

(M. Schaalj的。逛商名學生的年齡大概勻施茱格相當。兩年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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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 1 月 30 日，種夫曼被任命方日本培盲文掌教授，他同肘芷

掘了他的學生的掌血過展情況.格萊士帶者廈行領事取費和蚊集

中固劫植物祥本的攻重任寄出盟主前往廈1'10現已 16 ~半的1i!萊格

已“赴于全面掌揖&i吾的盼殷九.用種夫曼的活來說，告主肯是“一

位被有天賦的年輕人，他的成就超述一切贊脊"，預汁~寄成方“中固

i吾吉文學最好的學者之一九勤勉程度不過于同學﹒的史赫耶也已取

得了令人精意的遊步，但仍缺乏“理解情輝掌和基本培育學原理研

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屈、体背景知tR九種夫壘試方，招募法草肯和施

栗樁，并報送他們到中固學司印度尼西亞群島中人JiJf用芳宮的肘

m巴成熟.史赫耶座在茱頓多呆一年學司拉丁文! 0@6 月 16 日，施
茱格和誰主肯真的作方掌司技梧的掌生卉始方瘟民虫局服各.在

几1-月后，逛商位年青人登上“固玉使臣寺 .. 航船前往家芳。@恃大

的事~卉始了.

五、在中圓的掌生生瀝

施架橋和法主肯取道巴迷罐里到注香港，再)Á香港搭沿岸航

鶴的船只前往廈1'1 0 逛商位拳止得体的年背人利用他們中邊停留

的抗金拜訪著名的故學家詹姆斯 ι 茱格。此吹拜訪使他們受益不

洩.多年以盾，施萊格回tz起遠吹金面吋遠祥描述z

遠故訪何單然短暫，但在我年鞋的脂梅里留下了不可磨夫的

印象.他使我相信，學耳技梧的唯一途徑說是按他曾學司技梧的b

怯去傲，即不要太依靠i吾怯，而庄大量阿龍和研究虫地作家的作

品，追星更~~苦，部是更均有效的11，告 o@

1~58 年 6 月 1 日，逛，兩位學生獎于來到廈1'1 0 在送小中固京

，甫的邁爾口岸，他們特學司當地的福建立f盲 (Hokki側，即閩南

禧沁園均居住在椅主京印度的大部分中圈人游逛神芳吉.格耶士

作均有三領事繪副領事居住在廈門，并被養托財掌生避行盤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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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指辱下，新到遠的宇生很快就能卉始工作。

廈門市是對肘中因費工輸出的主要口岸之一，甚至此中固城

市的掠准來看，其市容也旦得格外不整稽。那里的胡同和人行道挨

宰、泥佇而又穹曲，充斥著妓女以及准民、逃亡者、水手和苦力，其

住地都連成一片。送些人等待著隨吋出:Jj:到一小小往往是不抽走

的海外固度去。由于造肘英法海軍常常在中固的沿海巡弋，城里且 i 
的司氛至少可以i且是畏↑具和憎恨外圍人的。很誰想象，祥和平靜的 a 

茱頓大學城勻充浦故意、充斥著喧鬧的人群和貨物的送小故般的

中固海港城市之間的差昇有多大。

幸好施茱格和法主肯居住在鼓浪峙上，井不是每日都面)(;j'城

里的昇固情瀾的湧惑。遠座岩石峻峭的晶崎隔水勻廈n相望，乘坐

岫版可述，虫吋已成方西方管轄的精外法板之地。M于那些吃牛，肉

的荷主人來瑰，廈n生活費用高昂。而遠些掌生的在描述他的研赴

的東苦杖況肘很令人份感，以致他們活在荷主的~素都深表同情

并在致部長的信中，M他們的孩子只享受到如此少的生活朴貼提

出抗拔，現“他們正在一座令人不愉快的城里度迫他們青年吋期最

美好的肘光。"@是否送些不愉快的征兆是因方文化方面的沖撞， 、

抑或諒于一些掌生財他們在室貴的青春吋光里受到父母或失掌金 i 
授于飢拘的不公平待過，封此我們就不太清楚了。 j

在廈n學司也有特別的迷人之赴 z我們知道，施萊格繼承了父 1! 
京)(;j'大自然和封措的熱愛，十分情愿地放下唱本，陪同格耶士跨海 | 

通行，尋找自地的功植物棕本。萊頓自然眉史博物備至今仍珍藏著 1 
迫些“猜族物"o@逛商位掌生甚至志在法因海軍的海峙中起近小

小的作用。 1860 年 6 月，法固這輸脫伊斯均可寺(L. Isere)撞上鼓浪

峙附近的暗礁，致使船民弄船未到岸上尋找避准研。可以想象，廈

門人財送些船員相當冷漠。几星期后，一伙粗魯的當地暴徒沖到他

們的曾相赴M演員告的官兵投劫攻音，但最雙接起跑了。多守了荷主

掌生的帶助，罪犯被找到井受到了中固當局的恁呵.多年以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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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進項功旁，斑萊格(法主肯對吋己去世〉接得了皇家勛章。@

以上是美于他們在廈門掌耳生活中令人共裔的事情，現在我

們陸法特到尊瀾的科目掌刁方面.法主肯、施萊格和格耶士(他能

抽出足侈的吋肉遊行i吾吉引I!據〉每天都上過地的福建立于吉課，同吋

承桓3的編審洞典而收集貿料的~巨任旁:告主肯負責准各技i吾一

有三i吾部分，施茱格負責荷主i吾一技培部分。且然已有說英和技法

向典，但人伯的趴方起需要有一本荷技i司典。因;台前主培是印度尼

西里群島的官方用悟，居住在那里的中固人理座在正式交往中使

用荷i吾.同肘述部i司典的汲清部分特集中于福建立T育，因方到目前

方止，仍然設有任何一神情盲樂呵典滑福建立于吉有道介紹。

根揖伯雷均可 (Henri Borel)美于遠小主題的看法，對吋的學生

勻教肺之間的美系是十分奈密的。 30 年后(1890 年) ，伯雷位作方

翻譯學生住在廈汀，人的有理由相信，伯雷依接受的教育勻施茱格

和法主肯昕接受的教育不舍有根本性的差別.

伯雷均可苟道，“我在廈叮的浪i吾教師越晚云 (Tio Siao Hoen) 

生活狀況勻我在萊頓的法活教肺大不一祥。在某頓的故i吾教師是

著名的博學教授施萊格，他居住在拉彭堡 (Rapenburg)街上的一

昕大房子里，但扣眼中且別著一采笙巾。而廈門的述位教師和他的

家人，包括兄弟一起居住在一奈挨窄胡同里的一昕昏暗的小寓室

里。在近去大的 20 年里，他曾均有主江掌掌生授課，每天上四小小

肘，每月酬金 12 墨西哥銀元(相對于 19.20 荷主盾)。他是一位近

60 步的老人，常身著一件盤夠長袍，腳穿厚拖鞋，走路步仿緩懂，

長長的辦于精心梳弄，最挂在脊背上，一副寬大的眼鏡搭在鼻梁上

我不久就了解他，甚至在我真正了解他之前，他事宴上就是我

的精神父奈，而我送小雇用他的人，則如同他的孩子。遠位老肺每

月)Å我手里領取可恃的 12 墨西哥餵元，每天早上象一位收了何金

的仆人一祥准時到述。他能移用一神狙特的方式、几句意)(深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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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吉和形象的手勢來恃授孔子和老子的知氓，遠是任何講腹銓佮

的歐洲教授未曾做到的. ..… 
勻此同肘，越老師也參勻我的家政內券，敲作他肉我推荐的仆

人，抬高那些他向我介紹的商店的商品份格，以使得到回扣.他逆

表明，街佛由于他的介紹我才能以推以置信的低仰躺芙京西。只是

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越是如何通迂可特的收入維持生汁的。若有

人鄙視他的行方，趴1.1他的平和的智黨和他曾xt我搞的小胡作和

敲祥行方之何反差太強烈，那么連些人座核焚燒其藏有中的蚤盔

和其他宗教、哲學文獻，要么永不做英冀! "@ 

除了掌耳口 i吾外，學生的運要學司技培唱法的技巧=很多吋伺

花在用毛草和視台總司告法、草拙或翻浮宮芳法令。其后是學司每

信的技巧。施萊格ikj曲，一令人只有通注音在耳有技文信才能掌金

“象一小中固人一祥去思娃"。在后來數年里，他且是不民其煩地把

在廈門吋他自豪地向他的辱肺過交第一封說話信的逸事告訴他的

萊頓宇生。看了信中的內容后，遠位汲清老師毀了按眉失后汗份

混戶有得并不好，不移深刻，太跌洩了.我替你有封信，它將使收信

人誰以完全法懂。"他混到做到，起草了一封意火晦澀、思路曲折的

佳作。當年鞋的施栗格抗波說，文章已失去了要待站的信息肘，他

的法語老師F房地恁戒他 z“追授美系，看信人根本不僅信的內容

要比他懂得了一切更好. "@ 

到 1861 年，施萊格和法主肯財福建立T盲的掌握己足略熟掠，

他們可以繼續特移到尸州炭功另一吹過攻，進iÃ是攻下「京方吉.

施栗格在遠座甫1f港口方){;j'中固的袁淫題材的研究收集資料。@

如果就財中圓的幸涯JW作的研究判斷的話，生活滑于送些掌生似

乎斐得更有趣。如果i辜者設有戶生法主肯和施萊格是通注視迪耳

靖宇耳f州活的想法的話，清看以下他的自己滑首次游見一艘尸

州花船的敘述。“在夏天一小晴朗的情晚，他們偷偷摸摸地上了花

牆。由于設有任何人注意他的，述兩位半生就設法找人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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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當然是用技i吾〉向踏上的一位本地人借火成姻。

一一你們合滸汶海嗎?那位本地人+分恃訝地大戶現.

一一是的，能辦一丸，我們回答道。

述几句活引起一位老官貝的控意，~肘他正在入口左右兩旁

中的一伺側房里抽著鴉片。

一一位在那JL? 他向那位我們剛勾之村梧的本地人。

一一是兩小外因人，他答道。

接看，遠位老紳士坐起來，對我們走近他的睡椅吋，他用技i吾

向我們 z

一一你們是誰?

一一您的仆人，來到中因是渴了學司青團的海言，式的答

道。

一一噢!他坑，你們是伶教去。

一一位弄錯了，戚們回答坑，一位伶教去不合冒陰未到這

科船，上.成們是學生，受我們回家的派達到中固掌刁中固語言，今

后能作均翻梓均背固居住在爪哇五固的人們服券。

遠位老官紳昕了遠些話，就跳了起來，庄根JL忘了他的腐片個 d

拾，按著向我的大青地混 z遊來!遊來!我怎能注兩位西方賢人站

在n 口。，，@

1862 年 6 月，送小別汗生面的培訓i盼駝宣布告獎;疆民主告局

在度出呼映。法主肯和施茱格在一奈花船上和他們的兩位老冊，恰

如其分地安排了一次會別晚舍。逛商位老肺一位是尸州人，一位是

廈叮人、四位先生和四位姑娘一起圍坐在一張人仙桌旁共避晚餐.

比肘，逛商位學生也元法想象一小月內到迷巴述罐里肘，生活特舍

是如何，而耳迪飄蓄的是柔調噪音唱的講人的民謠 z

而人手持宮他，

搓舒呆姿扭扭碎奏。

告板劈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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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和庄，合會燒菜。

關人援引歌喉，

妙f吾頻儂 z 郎君，史進一株，

好鼓比其成"'t.@

對法主肯、格耶士和施萊格都在中固~奇掌耳吋，種夫曼也繼

續在栗頓支撐沒掌研究的框架。他先負責史赫耶到半血，然后又招

收了一批新的學生，即布瑞克 (J. De Breuk)、布丁 0. A. 

BuddinghY、格步內威然特 (W. Ph. Groeneveldt) 和米特 (P.

Meeter)。我在此并非介紹種夫壘作方日本竿的寺家，他的日本學

成就已由訣斯(Vos)教授作寺叮介紹。然而，他的一項既服旁于技

講學生，又服至于于日講學生的汁划皮該提一提。早在 1855 年，霍夫

曼在阿姆斯特丹拳行的一故皇家科掌院金坡上，提出需有一套系

銳的故字印刷控告。但遠小提拔由于提供祥品廣量的做劣而成方

泡影。 1858 年 12 月，霍夫曼)Á格耶士 CDe Grijs)那里得到了一套

5375 小技字的排字系統，遠套字來自于香港的佮敦教合印刷局

CLondon Mission Printing Office 3的。曾有人試方，種夫曼在胸芙

‘JlJ遠套“二手貨"@前曾過到一些困准。余昕周知，其原因之一是椅

主政府的措揖。霍夫曼在他自己的敘述中反較了述一息。他說，政

府是很厲意幫助他的，他必須解決的最大向題是如何特送些字重

新按順序編排好。因"鹿特丹港的海美官貝愚蠢透頂，在巴裝好了

字祥的箱子里亂抓亂摸，后來沒有封漿羞于又匆匆地把送些箱子

送到萊頓。種夫曼和他的學生花了几小星期，重新理順送些字祥，

遠是一吹有趣的據耳.几十小屯持字摸根隨即被用于明道那些已

收到的鉛字。根揖送些技字模板的生F成本，霍夫曼草拙了生戶所

有 5375 小字祥的且預算芳案。該項目的費用忌汁述 12047.37 荷

主盾。注2在賢金~寄由殖民都在半年內披緒，因此，到 1860 年 1 月

31 日，一切材料均能准各芥全.荷主此肘己捕有了一整套這作良

好的故字印刷投告。遠套設各首先設置放在萊頓的塞拉夫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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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hoff)印刷r.@

六、董斯塔夫﹒施萊格的~屆起

椅主京印度紋i吾翻譯固的通史尚待有人去撰等。本文持不打
算回答有美翻譯的社金背景、在荷厲京印度居留吋間的長短等堵

如此獎伺趣;也不想~列出 1860 年到 1900 年吋期內 25 名左右大
半法學半~生的全部名學。我也不想著重研究其取~詮眉，而打算
造擇那些由送些翻譯貝在撞民地的盤盤引度的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加以敘述。唯一不能輕易忽視的是董斯塔夫﹒施茉格的鐘盾。

1862 年 8 月 20 日，施茉格被任命方巴垃罐車高級法院技培
翻譯，汗始每費伯克可(Von Faber)共事。述兩位翻譯在工作中接受
技培教肺郊得卿(音: Ti Tik Khing) 和胡守卿〈音: Oei Tsoe 

Khing)的協助，后者就是方此目的而A中園摺募來的.@我的)).英

園的同吋代資料中知道，送些中固教師和取民在盟中園的領事備

主都作方仆瓜服多于他的的雇主。而事宴上，正是他的，而不是那
些英固人的翻譯的，把辟有一切翻譯成技培 z在英園蛙學使領僧，
“如果把你想現出的主要意思告訴他們，他們特十分簡明地特它衰
站出來。，，@

然而，正如施茱梅特指出的那祥，在荷厲京印度的情況是十分
不同的=

。我的的蘆民地有大鉤 300000 牟人臣民，他伯除了尊重自己的
社金耳俗外，完全受京印度的立法約束。自然而然，大部分京印度
政府頒布的法律、法令、法規以及數府說l&征岐情況、地方性法令
和規章等都必須翻譯成技悟。在中固肘，一位歐人翻坪借助中圓的
炮學之士就可以赴理好科技、學朮等翻譯事旁。而在荷厲京印度;
荷主翻坪必須設法利用落榜的中固半生。后者往往設混服商卉自
己的祖園，作方帶等民跟隨翻埠，期望在京印度踏上2t迪之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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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掘我伯的素身鎧肪研知，除抄苟翻坪稿件之爽的資料性工作。

外，遠些抄有民能向中人(荷主人〉翻譯提供的協助是被少的。@

){;j"施茱格來說，一小特別多戶的研究吋期卉始了。在送小吋期

里，他作方法律訴訟的中!可人和翻譯，既兼顧了寺}fk工作，也兼廠

了自己滑天文掌和比較培育掌的熱情。他的第一小愛好源于掌生

吋代，對吋他父母的世交，著名的天文學家弗雷得利克﹒凱瑟

(Friedrich Kaiser)曾告示他美于宇宙的奧路。施萊格和自己通晚

教科i吾吉的父京一起分享著X才培盲的熱愛.

1866 年，施萊格的第一項大型研究成果完成出版了=即《天地

金=中園勻葫厲京印度的發密金社)}(Thian Ti Hwui ,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 Earth 一 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遠本唱是根揖蘊民地當局眾取的中

文資料研有的慷人之作，@西方人由此第一吹知悉中人都密金社

的札仗制度，}À而否定了叮外設所作的各神分析。直到《天地金》述

部著作向世后，椅厲京印度當局和英屌耳東半島對局才能制叮出

什)(ij"和控制吉普地學人“黑手兌"的具体政策。

1872 年，施茱格出版《法學勻梵掌)) (Sino - aryaca) ，遠是){;j"技

i吾勻覺悟的一神比較研究。施萊格斌囡把注均可艾的理i~座用到比

較清吉掌，在虫肘引起的反座不是很熱烈。@著名的i吾吉.掌家德均可

.杜克(H. N. Van der Tuuk)且然沒有否主人施萊格的研究研体現

出的博訣，部主人均達是一JVi吾吉學領域的幻想''o@1875 年，施萊

格又出版了《始天文掌最早起游于中固 }}(Sing Chin Khao Youen , 

Uranographie Chinoise ou Preuves directes que L'astronomie est 

primitiveet originairo de la Chine) ，此帶博得了尸疫的呼座。遠是

一吹卉拓性的研究，因作者昕展示的想象力而引起了激烈的爭

洽。@岩前此領域的根威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也同意那些批

坪家的親戚，主人方法唱的部分理洽基咄是不可靠的，因:方施萊格武

囡當E明中園的古典天文學是昕有天文竿的起頭，但是李約瑟仍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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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遠是了解中固在天文掌上的地位的最重要參考桔.@施茱格的

送些著作中只有第一神是直接地勻他的日常活功騏系在一起。他

的博士洽文在歐洲的中固耳俗和游或 (Chinesische Brauche. und 

Spiele in Europa)也很少勻他作方法律翻譯者的工作有共同之赴.

遠項相封不重要的研究使他挨得耶拿大掌(University of Jena)的

博士掌位(1869 年入也祥是學人賭徒頻繁地勻法律的小沖突把他
推上了遠奈研究的道路。

瘟民地對肩并設有財施茱格似乎在享受著充足的問暇肘光視

而不見，他的肯定遠么想注，“否則他怎么能把注么多的吋!可用在

自己的研究上呢?"因而建設址他負責在巴迷堆里新招的翻洋學生

的教育，以便成桂霍夫曼在茶頓的負扭。揖官主r:é仔視，“由茱頓尊敬
的霍夫曼教授"負責的培封11"巴里露出不足之赴且受得十分昂貴"。

施茱格和費伯均可起草了--1'-汁划。他們佑汁，在他們的指辱

下，忌的掌耳期限可以縮短站在巴迷堆里四年和在中固一年。他們
特需要ERi吾教肺枷助指早日常口悟，而他有]商人注座每月各自加

薪 100 荷主盾。@根括他的本身在中園作方學生吋的奈身銓毯，他

的兌得對獎學金的財至于管理不座委托蛤蛀虫地的領事，并建說鉛

字生每月提供 125 墨西哥銀元的信用貸款 2

“財于自愿接受象掌司法i吾送祥F肅任至于的年鞋人來視，遠神
做法既不令人偷快，也不i寸人喜攻。況且他們的事情由別人來管，
使人覺得好象他的純粹是不能照廠自己的小孩或學生J

在施茱格和費伯然提供的教科帶目里，有象威均可士﹒威廉

(Wells Williams)的《尸州培育惆i司典》、《技i吾簡易課程》或梅德霍

斯特(Medhurst)的《洞典》遠祥的著作，述表明可使用的教材比起

十年前霍夫曼既提供的苦自有了~厭性的避步。在技i吾課文中，我
們可以看到神差的康熙朝《大清律例》、《三字室主》、《三園演.>0及
《囚唱)).送些著作至今仍使教故不倦的故掌竿子的受益。

卉始肘，在巴迷罐里培圳翻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站了省錢。仔



細調查起來，遠最典只是徒旁的奢望.兩名掌生在京1f五年的培訓!

期花費估汁遠 31500 荷主盾，或每人每年 3150 荷主盾。遠勻在某

頓蹄花的鐵比較，根本不能視是可言省。

怎么金進祥呢Y 以下表格的比較使人一目了然.表中說掌生

布丁(Buddingh)和格w內威你特(兩者都在萊頓受霍夫曼培圳，

然后被派車中圍兩年〉的各自英隊費用，勻在荷主京印度一位翻譯

指辱下的一名學生培到11費用作了比較。

草位 z椅主盾

萊 頓 已遠罐里

1858 年 9 月 1 日 -1861 年 9 月 1,850 4 年的獎學金 7.200 

者籍和熱帶服裝費賢助 900 4 年文付汲福教師的學費 2.400 

到巴迷緯.lÆ的交通費 536 到中圓的交通費 1.200 

到廣I了的交通費 600 

在中圍的住宿費

1862 年 3 月至 1864 年 8 月 5.738 在中因 1 年費用 3 ,750 

返巴迷堆里的交通費 600 

6 年內且it 10.224 5 年內且汁 14.550 

送些數字表明，萊頓的培封11汁:>>1事宴上要比巴述堆里的培到11 I 

t十划花費低，惡管要用多一年的肘悶。差別似乎主要是由萊頓較俑

的費用研致，在茱頓的學生接受的獎掌金額微不足道。此外，除了

財政上的考慮之外，人伯起很快就趴iR到，在京印度特很准找到合

遁的人遍。更方重要的是目前財翻譯的需求已充分得到滴足 ;1864

年的有美表格混明荷印的故培翻坪配置情況:@

巴迷罐里 費伯獄和施茱格

三室畫 , 格耶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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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水 奧伯揖特

西里伯 布瑞克(J. de Breuk) 
蒙托克(邦加文晶〉 布丁

廖內 史串串耶

坤甸 格w內威力之特

1軍管法主背在全告年初(1864 年 2 月 6 日〉去世并由奧伯赫特
填朴，但荷厲京印度仍有足侈的翻譯來源。

因此，施萊格和費伯航決定執行只有一人在巴迷堆里的培到11

裝司，并起草了一份教學大網。@不幸的是施萊格病倒了，I872 年
夏天被送回荷主休兩年的病偎。@在他到遠椅主盾遇見鑫夫曼吋，
兩人一定都舍試方，迄今在技培知訊方面已通通超迂老師且至少

能操爾科中圍南方方吉的施栗格座核接替種夫曼在萊頓培到If技培

翻澤Y.由于布丁和德﹒布瑞克最近相繼去世，加上施萊格本入病
魔鐘身，造成了新的翻譯位置空缺。因此，施茱格向疆民部長送去

了一份各忘景，“要求在荷主設立-.J'jn又講翻譯生的培到11掌授。"@

七、技掌教授取位的設立

在遠份各忘最中，施茱格強調，“站了保持說i吾翻i草工作者足

穆的裝力，每三或四年，座由一位特別委任的教授培訓|出兩名半
生"。但是，教授不仗需要屁事培訓l工作，而且必須編審一部好的荷

設和技荷伺典。現存唯一的綜份 200 多荷主盾的英技i司典很片面。

“人的可以借助它翻譯一些布道教J<.和慣例，部絕不能翻坪京印度

的法令或公告"﹒施萊格在各志景中漫不控心地談到，近去的 15 年

旦他在編第一本法椅i司典.由后來的法主肯協助編馨的故〈樟州方

吉〉帶向典〈由梅耶士完成〉正在巴速推血敬府的印刷局 (Lands

drukkerij)印刷，“f旦因方雇貝只允i午在工作吋!可之余過行印刷，該

向典的印刷特需要數年或更長時間，赴套兩年內只印了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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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施萊格希望，旨在對京印度瘟民政府培到11官民的萊頓培

到H掌校 Ondische inrich ting)的掌生，座掌耳群晶上最勤費的群体

學人的法律、耳俗和宗教耳慣。因方“在荷屆京印度，學人的多吹抵

抗和造反都只能阻咎于我們那)L的官民財半人的民族特性一元所

知。"送小建故昕包含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在某頓皮耳上設立沒

學教投取位。同肘，作者冒昧建放改位置的最合逼人過:他本人。

1873 年 10 月，施茱格被要托培訓!三名汲清翻坪掌生。 1875 年

又再招收三名。同年，他被任命方“額外教授".@兩年后，連一位置

改方正常教授取位。

施萊格以根大的熱忱和干勁卉始了新的取}ik..他清除遮套汶

字印刷設各上的灰生。遠套設各自胸芙以來，種夫曼几乎}À未使用

注。施萊格派人把字棋極特到布取j依 CBrill) 出版社，并京自指辱公

司的掌徒如何使用途些字棋。在布利欽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一本紀

念珊中，祥理和 CE. Zurcher)曾功人地描述到，他是 20 世紀 40 年

代末的一名掌生，曾遇見遠批印刷工人的最后一位，即耳丁j師傅

(Master Martijn)。此人感管一小技字都看不懂，甜可以通近利用

216 令部首系說排技宇課本，其速度不宜于任何中固排字工。@揖

說，法圍著名的故掌家伯希和 CPaul Pelliot) 曾居高!脂下地坪仰施

萊樁，試方他討這些“掌佳"的培到11工作“也件是他Nf曾做述的最好

的工作，九@述元疑M他很不合正，然而在當肘，沒掌家1月以彼此不

友善或相互攻坪而著林，慈愛批i平他人的施茱格可能自 i寸苦吃。@

不管情況如何，伯希和的看法胡安表明，遠耕基咄工作且的來說，

財b人事研究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1875 年，施茱格的《中固天文氾》

(Uranographie)在布和j做出版社印刷出版，牢固地建立起布利欽

出版社作均歐洲一流的中文唱籍出版社的黃醬。

亨

勻其同肘，施茉椅卉足耳力避行那本精 IL'"繃著的荷法向典 i r 
(<(荷技文i吾獎參)})方面的工作。遠本巨著聽于在 1882 年和 1891! í 
年!可分 4 珊出版了。滑于作者，它既是一科寬慰，同吋也是巨大挫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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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后的碩果。

《椅江文i菁英參)) (Nederlandsch -Chineesch Woordenboek , 

Ho Hoa Bun-Gi Lui一 Ts'alri)得到了固隊的承臥。法固&掌昇授

予其朱莉恩 (Stanislas Julien)槳，梅園新聞界甚至把遠本問典和

方奇迪之一，并把它勻福斯耕 (Forthbridge)和艾菲依缺塔相接并

拾。@然而，送部詞典-注定最德只能由一小部分荷主沒學家使用。

在 1883 年提交的一篇金改ìB文中，施茱格力因使他的歐胡!同行相

信，椅主語對阿i農技i吾桔籍的歐洲技學家來吭，是一科得心座手的

翻埠工具，而且他那成i吾丰富的伺典勻荷英i司典或荷法i司典連用

起來是多么的筒便。@盎然，送些話完全設有引起共峙。假如金坡

的昕食中設有堆理解其i司典的“奧妙，'，那么，施茱樁事宴上就已使

自己大出洋相.今天， )(1于那些在請主海牙固立檔案館努力閱讀載
有中園或京南軍肪史資料的前主椅案文件的年桂中固史學者來

說，這本洞典可以起巨大的幫助作用.具有諷刺意文的是，在布利

欽出版社極小心翼翼地保存到 20 世紀 70 年代的大批未及裝訂的

i司典的零冊，于 1975 年被一位和取的合庫保管貝丟道了碎紙机。

我已提到垃施茱格反思研究i吾法，鼓吹惡可能多地問法真踐.

他趴方，沒字“司"意方掌耳或安蹺，安廊上是由“羽"和“白"組成

的，通常勻小島拍翅掌~相較系。他教育學生特別留心那些特別的﹒

慣用悟和技i吾散文的結拘特征。 1896 年，他袋裝的著名洽文《、改培

文体的平仄法)}(La Loi du Parallelisme en Style Chinois) ，文中自

然強調7他的逛一洽息。但作方教師，施茱格并不算很成功 z他易

怒的性情和自負的權止使他不方自己的掌生JfJf喜愛。但那些具有

狙立思考能力并能更活赴世的學生的則能控受住考瞌而堅持下

來，這并不令人懷呀，高延和他的封手亨利﹒伯雷獄就是最群明的﹒

例于。
1889 年，前主的施茱格，法圍的高第和布利欽出版社的兩名

編輯乘坐)À斯德哥均可摩卉往奧斯陷的火車，出席京主T掌家大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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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卒肘，他們多故i寸浩如何策划創亦一份說掌研究刊物，遠就是

世界著名的故學朵志《通報》。逛商名編輯的合作是至美重要的，因

方印刷設各安置在他們那里。《通披》宗旨是研究“京亞的肪史、塔

吉、地理和z木，'，至今仍然是該領域最重要的掌朮刊物。@

人、海員的安跋

如上研述，椅主的汲清翻譯被派挂在爪哇的三小最重要的城

市(巴迷維亞、三室畫和油水).以及外品中几赴牟人占多數的蘊民

地.因方 30 多方學人受荷.主立法約束，翻i萃的就得負責把各級蘆

民政府頒布的法律、法令、規章譯成技i吾。然而，學人的某些社金耳

慣，如聽葬仗式和婚嫁耳俗等則需要椅主政府的寺汀通融迂就，在

比方面，翻譯起若失鍵的作用.他們通常在當地的學人孤JL院慈善

組俱內扭任名營管事的取街。其錯果是他几項美于葬札耳俗和聽

伙並的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向世了.施架格帶失撰等美于學人遺曬、

捐贈和繼承法主T面以及洒水的一家半人聽伙愴的文章。@1873 年

至 1875 年|旬在巴達推車勻費伯飲一起掌司技梧的街格也出版了

一本美于中固和荷厲京印度學人公墓的比較研究著作。@

美于婚嫁耳俗和婚姻法，以及學人新娘的地位遠神問題的大

量文章本文不能一一列主害。它的主要度表在勾種民地問題有美的

前主i吾期刊上，但都可以芳便地在納格依科克(Gerard A. Nagclk
erke)昕繡的《印尼牟人研究自豪》述本杰出的目是者中查找到。@

秘密合社財翻i萃的來說是另一小倍受青睞的研究項目，因方

他們持續地面封著述些組旗的$;貝。他們起常常M施茱格的《天地

.金))ì乎其拾足或添油加醋。@在此座提及揭格以及史瓣耶撰穹的文

章。楊梅~;j"英固和荷主失于海蜈建民地和有厲京印度的秘密合社i' 1 
的立法避行了比較。他在廖內群品和棉主〈北亦門答踏〉度述了漫 ;1 I 
t主生輝0864-1896) .定期且各科刊物中收集對地秘密組軾的賢\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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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珍藏在某頓大學固有倌的史赫耶的文稿集中，可以找到一篇
當時他穹的美于秘密合社的綜合性的未刊洽文.在史轉耶文稿集
.中，有他自己ør繡的《廈f1活一椅主i吾i司典 ))(1864 年)文稿和《廈
叮方吉掠耳手冊>> (Handboek bij het beoefenen van het Emoi 

deal叫(分阿姆)的文稿，此外，造有一部他于間9 年編黨的“荷

主一廈1'11司典"文稿。遠的硝注人懷奇，因方它比施萊格的第四珈
即最后一甜的面世退了六年.i@遠些文稿沒有一祥曾詮出版迪。

另一位有部分文稿收藏在某頓大字困唱愴的早期技掌家是格
耶士。上文巳提到，此人曾是連中副領事，是中因功植物掠本的收
集者，此外迪是法主肯編有沒荷河典的合作者。格耶士現在已完全
方世人即忘旬，因方他廚有的作品都是以荷主悟出版的。

他翻譯述(<西囝素>><音 :Hsi Yuan Lu)一唱，遠是法匿擎的官
芳手珊。由于他有垃封學方面的培訓I和技培方面的知棋，他很駐任
述項任費。他的文稿樹案中的資料主要包括 1860 年天津奈約有美
的外交材料、中囝法律文獻、廈叮當地地名 i司典的部分譯文以:&.
K京城氾HTung Cheng Chi) .后者是美于 18 世紀“福摩醉"(台灣〉
超文的一本嚼。@

“公司"(Kongsi)是另}神學人社金組旗。由于里而易見的原
因，在坤甸(西婆~洲〉任取的辟有翻坪都要仔姻研究“金司"。遠美
組訊員然最初碰撞民主告局划方發密合社，但很快就15Jt文學家的JíJf
理解，它的作方移民的經詐和政治組鼠，目的是在各行各立中互相
帶助.在婆~洲，達科組朗的具体化就是金V區“公司"的出現.息
管高延美于婆則!金W1V工“共和囡"的考洽也件是最著名的，他
把學人合司比作南非的布依人共和圈，因而能財它們有更真切的
看怯，但座核指曲，楊格和史汶克(S. H. Schaank)就此題目也撰有
了大量的文章。@順便提一旬，史故克象他年鞋的同行史述德(P.
A. Van de Stadt)一棒，也曾深入研究客豪情。客家活在婆w洲、邦
加品和勿里洞晶的事?工中f泛使用，此項研究的成果不少。史攻克

299 

J 



唱
到
t
1
1
1
t
a
a
a
-
2
•• 

4
』
-

-
•• 
-
4
8

吋

l
1
1
4
E
a

♂
2
.
'

，

3
叫
‘
的

撰霉了一系列活-音學研究文章，史迷德繡著了一本椅主i吾一一客

家活情典。@

至此，我已封勻翻譯的日常浩劫密切相央的主題作了筒耍的

概述。如果把他們方撞民政府昕穹的美于苦力措劫、蔣片奎斯以及

爪哇學人批:!t.貿易等阿姆的渚多披告且站在肉，連一概述可以得

到過一步廿充。送些文件大多數起有待于茄史學家或社金掌家在

海牙街案憶中:!t.揖.@

現在我伯特特到看起來似乎每本文主題瞋系密切的研究課

題.

首先，我必須提及《耳來群晶勻耳六甲中文史料澤注)}(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遠是格'?J內戚，氣特財南

洋的几篇中文地理史料英文海注tc編而成的格。@遠本研究著作

勻他的同齡人〈包括施栗格)!年穹的牽強的史地著作形成明星的財

照，它伯然是人的了解 15 世紀京甫E港口基本的地理參考唱。格

'?J 內威均可特的登既勻他的同僚們的銓肪十分不同。)}.. 1864 年至

1872 年，他在坤甸和巴京扭任翻譯，然后在北京〈在荷主公使備工

作肘，他在那里方自己的研究收集貿料〉工作兩年。他在巴述推E

扭任道很短暫的翻譯之后，特而任眠于政府机拘，遠勻他的法掌背

景很少有耳其系.他~自己創造了作方官民的輝煜生擇，最后位居荷

厲京印度坪放院副主席要取，)}..而走向了事血的頂峰。作方一名學

人事旁的長官〈負責學人事至于的名脊盤查官)，他安隊上F生的影

口商逼迫于作站一名翻坪可能F生的影吶。 1898 年退休后，他卉始

討中荷美系史遊行祥姻的研究。此項研究的成果只出版了第一

卷。@他的一位年鞋的同僚 B. 胡汀惜. Hoetink)扭任翻譯和拉察

官肘，曾參勾起草美于 19 世紀 90 年代苦力的規章制度.胡汀退休

后，也同祥致力于房史研究，并度表了几篇美于 17 和 18 世紀巴迷

堆里學人甲必丹的杰出洽文。@

唯一)}..一卉始就里示出字者天賦的翻譯宇生，是施茱格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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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肘也是最好的學生高涯。息管他也未能回避所面1隘的安隊

問題，但遠位巴史學家提供了一小勻他的老師相映成趣的財照=對施

茱格在i午多方面仍只象一l'扇蒙肘代的小孩并著手討件多不開課
題避行告武吋(他霉了二百多篇文章和脅著)，高延正在接受現代

宗教社金學理i色的教育。

九、第二代汶掌家

高延 1854 年 2 月 18 日出生于斯希丹CSchiedam) ，}Á小被教
育成一名虔誠的w耳天主教徒。但他在某頓的學生吋代肘盤JE了
一場深刻的宗教危机 ，j)..此放弄了自己的信仰。@他在施萊格的指

辱下〈他和他的者師一祥反友元常)，度述了四年斐訪副烈的寒窗

生活，然后高卉校園到廈門卉始他方期一年的安耳。他天生具有組

立性，在廈n的一年中几乎持全部吋|司用于滑過地宗教耳俗的研
究上，而在學耳清吉}j面部只花很少的肘惘。@他遍眉福建省各

地，參現神毆、寺店、~地視察和体瞌佛教寺院的生活，并方他美于
廈門學人每年哲日和可俗的研究洽文收集資料.@他在塞里班

(Ceribon，在爪哇)卉始祖任翻澤期間，安廊上元事可做，于是有充

足的吋肉整理送些資料以各出版。在他的第二小任取地西婆~洲

的坤甸，他掌到了客家惜的安用知訣。在陪同荷主蛀扎官視察學人

V工區吋，順便肢集有美主旁公司(上文曾提到〉的必要賢料。1883
年 3 月，高延因病被送回荷主，迫使他能按得茱比暢大學博士掌

位，井出版他的《廈門的常日勻耳俗)) CEmoy Feasts amd 
Customs)和美于主芳公司的研究寺著。

在改正送些著作的校祥吋，高延制訂了一l'雄心勃勃的汁划，
打算以系統的方法研究中固宗教的各神分支。直到他那小吋代1中

固人的精神世界一直被大多數是西方作者侍教士扭曲解釋。他們

主人泊，中固宗教是由不同信奈、哲掌以及祈求此生造福，來世得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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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信耳俗組成的大崇倦。高延弘jJ，現在正是接受挑娥，“深入中

固宗教生活內部的肘帳"。早在學生吋代，他在方廈叮咕皮勻耳俗

的系列研究尸泛收集貿料肘，就打算在遠1-芳向上努力。由于他已

熟繞地掌握現代社金掌理啥，因此卉始制生了一小雄心勃勃的研究

汁划。 t友汁划涉及大量的文獻研究，因而只能由&掌家來遊行。但

祂試方仍座核沿要“一般宗教和社合學研究的常規"來道行研

究。@高延按照汁划，打算描接出一幅人們所呂定踐的札市L伙式及

行方規范、准則的概貌，同耐探討“役使其這作的理念和信奈。"換

育之，他的目的是要描述中圓的宗教及其滑家庭和社舍生活的影

吶。

遠料想告是重要的。但如高延有希望眾准到中固避行方期三

年的田野調查而元需考慮由他的屆主蘊民地事每部提供財政贊

助，那么把此項研究汁划綱入-1-更大的規划是必要的。因此，根

揖他 1884 年 10 月 11 日錯疆民部部長艾克(]. P. Sprenger van 

Eyk)提出的建說(在荷厲京印度內部，由格~內威均可特附哎，在外

部則由施萊格附攻)，他制訂了一項旨在增避荷中固南芳社舍的了

解及探究其向海外移民浩劫的根本功困的研究計划.@

到 1885 年 5 月 8 日，高延收到了批准執行其汁划的指示，恩

管椅厲京印度政府滑他建放的一甚至姻哲有昕保留。在往后的六小

月中，他精心作准各工作，學耳拍攝和沖說因片，并金見人英文化

掌領域的知名掌者。其中有法圍著名的收藏家吉梅特 (Emile

Guimet) ，遠位法固人強烈要求高延方其在里昂的博物倌收集宗

教乞朮品。

高延在 1886 年 1 月前往巴迷堆里吋表悉，他在中固旅居的四

年中，特不仗仗只是1，]"事半朮研究。日旦(亦叮答脂棉主〉耕祖國主

枷舍昕說高延要到中園避行科掌考察的消息后，使勻，且督范﹒里

斯(0. Van Rees)耳其系，清示他是否可以吐逗位翻譯在中期間扭任

其代表.在新加坡，方亦n答脂招募苦力的肉題已斐得很棘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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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家的幫助。由于新加坡苦力搗客的反滑和有三盟中固使臣弗

格森0. H. Ferguson) (契約旁工的合卉反對者〉的消被志度，研有

直接把移民)Á中固帶到買主f1答脂的初步金武都被挫敗.因此，高延

接受命令，在前往中圍之前訪問蒙托克CMuntok 邦加的文品)和

日里。

高延詮近兩年忘我的努力后，竟然能成功地策划直接移民，此

事早在別赴有研描述.@送吹介入使他贏得了科植園主討他的終
生感激，間吋也因此深深地得罪弗格森，)Á而遭到且督的正式指

責。@遠位掌司宗教札仗的宇生))..不把自己美避掌朮的象牙塔，而
是同肘蛙縷方瘟民地政府服券。遠勻阿拉伯培學者掛格w耶

CSnouck Hurgronje)在5Æ芥的活功有憶人的相似。

1890 年，高延回到椅主后不久，被任命方某頓的荷厲京印度

人美文化掌教授，送小令人尊敬的眼位在推均可宵(G. A. Wilken) 

教授主世后一直空缺，直至高延接任。}À他p:.衰的“以政治勻科字

班眾看美于中圓的知iR封我們瘟民地的重要性"的就取演i兌主恩

來看，人伯特金弘方，高延的共趣仍集中在中固.在演視中，述位新
任教授強洞了椅厲京印度學人少數民族的重要性。@一直喜愛比

較文化人美竿研究方挂的高延熱情洋溢地投入到分析京南E文化
句社舍的新工作中。方了替自己美于中固宗教制度的研究做准告，

他向掌生滸授亦f1答脂米南加保人 (Minangkabau)的婚姻社金方

面的課程，而不是半其研有精力于中固研究。如他的一位素厲昕

視，“遠位外表上看來溫和、孤搶而又富有掌者風度的隱士，在現安
生活中均有若不平靜的、充滴生產毛的性格，遠司直使他行功，而且更

多的是在別的更寬尸的領域內的行訪。，，@

1892 年高延的《中囝宗教制度》第一卷出版，此唱的一半費用

是由荷主京印度政府資助，另一半則由日旦公司贊助。他隨后于

1893 年至 1910 年何又陪鑽出版了五卷，但述部最初估i十分十二

卷出版的巨著設有最后完成。述部唱主要的內容有 2勻死亡相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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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俗、更魂理ìë、道教、大余崇拜勻東魂的贖罪〈每年的常日、勻病

魔抗爭的仗式、佛教以及因教〉。只有前兩小部分印刷出版。

除了遠項棉大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外，他起完成了渚如《中園大

法典>>CMahayana Code in China) 0894 年〉的翻譯勾《中圓的宗派

主51..勻宗教迫害H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

na) (1903-1904 年)等配套著作。送些著作使高延討中固宗教的

研究領域F生了持久的影吶。他把妥地考察期|可收集的材料勻古

(-t留待下來的札似文本參照研究。正如英固人突掌家莫里斯﹒弗

里德是(Maurice Freedman)曾指出的那祥，“高延斌囡把他廚看到

的現美納入古代倩鏡中 t，.@現在看來，達科方法可能是相當勉強

耐不符合JJj史事宴的。象他同行中的祥多人一祥，高延借助中圓百

科樂唱，按年代順序狀古至今正且自己的賢料.有人恰如其分地指

出，f遠神支T法只是辱致肪代賢料的推翻，但并設有深入透視任何

一1-世紀的資料" .@ 

隨著~月的推移，高延民倦于荷中固日趙衰亡的宗教組軾的

細致研究，其共趣卉始特向別的課題。毋庸置疑，他失趣的減弱勻

其在理解中固政府財宗教研采取的基本志度改交有美。在他目睹

了世紀之交文和困起文期肉，各科宗採組棋和基督教待教士金

(Chris tian Mission)遭受的殘酷迫害后，封寬容和自由主文的看

法由贊同特方憎惡。

高延吉告吋昕赴耳境也日益使他煩燥。因均勻茱頓入美博物信

億長的意見:!t.生沖突，他帶回圓的大量的祭袒器物未能如愿接t友

情收藏。送些物件極分散到持多博物倍。他叉因友劫紙上ì1::娥，反

封大掌互助金一年一度的法弄新學生期l司盛行的辱耳現象，)}..而

避一步卷入了句掌生，甚至勻他昕在系和其他系的同事之間刻薄

的學洽之中。

1904 年，高延依依不會地放拜他的人英文化學教授取位，去

填朴由施茱格留下的空缺.仗在几年前，他曾謝絕到哥佮比里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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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柏林大學出任教授的邀清。對他 1911 年再吹被過清到柏林肘，

他欣然)}..命。此吋的他又卷入美于大掌互助金入金者的元休止的

學洽(他甚至均此而辭掉教區長的眼位) t速回一位朋友未能得到

任命而勻大學控告養員金意見食生分歧，述一切使他的生活斐得

更痛苦。高卉萊頓后，高延井設有在柏林使其本座是成功的生握划

上一小愉快的何等。他卷入了德固史功的第一次世界大品的大潮，

息管他設法出版了一本美于早期中固史料中的中里的重要研究著

作o@在成爭續東肘，他目睹了自己在柏林精心建立的法掌研究院

詢處倒塌，留下的只是原先的步影.他于 1921 年逝世，往事成灰.

十、赴在十字路口的技掌研究

如上所述，在高延留下的位置由他原來的學生戴文迷填朴之

前，送小位置空置了八年多。方什么椅主政府要花遠么長吋肉來挑

遁舍逅的候遁入呢?送小體需要採汁。准道是仗仗因方荷主京印

度政府不再急需培圳新翻譯?直到現在仍財送小謎沒有合理的解

釋。但如果我們注意到被具學攻性的人物亨﹒博雷飯，至少可以得

自部分的解釋.博雷均可“是一小使荷主的技學研究完全寵失信營的

人"，遠是高延曾說迫的活。@

博雷有三(1869-1933 年)于 1888 年到 1892 年期間曾和施萊

格一道在茱頓掌耳，再到廈門生活兩年，然后在廖內扭任技i吾翻

譯，弄插了自己的工作生握。 1894 年 4 月 24 日，巴城《忌商披》

(Algemeen Handels，blad)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i寸拾了椅厲京印

度的故i吾翻擇的地位。遠位元名民作者試方，送些翻坪xiÊ得安揮作

用，而飽摔成了廉仰的、其意見元足桂童的跟同。翻璋的行政地位

已不再勾他的取脅和研受的昂貴培訓|相轍。遠篇文章在管理險展

引起了很大的表功，并引妥了一場失于可能重組汲i吾翻譯固的付

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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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措椅印政府 1863 年的指令，章在商怯和行政部門一旦需要

技培翻譯吋，他的特出任毫澤.視需要，他們也方地芳政府長官扭

任牟人事旁願問，并隨同他們滑本地區避行視察。安廊上，連些翻

譯也堆得被作方顧問使用，是否需要顧問純粹取改于長官的心血

來潮。

到 1895 年，翻坪〈現已重新命名方“牟人事各官")的眼位、坦

旗、輯:呼、培圳及收入均由皇家法令重新作出規定。進改机拘重組

中最重要的安化是:技學家元i它是根搪需求抑或是出于自己的主

功性，特主要扭任司法和行政部叮的厭悶。 )Á今以后，造失翻譯的.

取實格被降至吹要位置.@

1尊雷均可既X~撞民地社金普遍存在的陋耳深惡痛絕，在官場美

系中又偉人地缺乏周旋和軍吋度勢的能力，致使自己卷入因机拘

重組而戶生的棍亂之中。對翻譯民的新取責必須盔受考查和造一

步精筒吋，他撰有了批汗性披告，作方令家意見。其措i可激烈，因此

他的提告立即遭到拒絕，扔入故紙堆o@>>d乏遲來看，他的許多看

法証明是正嘯的，因此可以輛吉，他既是自己熱情的個性品，岡肘

又是那小反庄退魄的政府的個牲品。他的銓既是一小几度浮況、多

故休假、付出根大代仰而得到腔利的故事. 1916 年，他以東替退役

結束了自己的工作生握。但在此之前，他已在荷2主主引f休木了四年“特別

假"

值得葫林:贊的是，博雷均可是第一小視察和撰寫美于中固萌盟主民

族主51..情緒及商厲京印度失起“青年中圍這功"(Young China 

Movement)文章的人。他撰有有美吉普地社金投展方面的根威性崇

文，少量的小說，開吋也有財進京的深奧而浪漫的i平洽文章，因此

使他的大批農者很是困惑。此外，他通方自己分派任旁，撰有系列

小冊子方荷主受垃教育的渡者介紹孔子、老子和孟子的掌混。該系

列且帶惡名你是“向非法掌者解釋中囝哲掌"(Chinese Philoso

p旬，Explained to Non-Sinologists)。由此可見，他強烈地意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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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本固作方中因哲竿的推「者的取費，同吋也表明了他財寺

~同仁著作的看法。退休后，博雷均可故弄了先前的故掌研究，成方.

海牙有影吶力的擺紙<(祖固披)) (Het Vaderland)的竟是間和文學坪

l洽家，并逐漸查成一名胡有一批忠城追隨者的知棋分子代盲人。

我們在此不涉及遠位同肘也是乞求批坪家、z朮家和天才音

眾家的人，而只美控作方失敗的技培翻譯的命逞。是他挑逃出高延

作方主要靶子，用以証明菜頓技掌研究討他已入方的“真正中固"的

了解是多么的少。博雷依批i平高延是一小此事“拼湊"的科學家，他

可能“正建立起一座裝捕事耍的合庫，連些事裝是他在現失生活中

精心搜集的，又方文物古籍資料昕恆明"(在此他故意使用高延的

原文)。博雷均毛主人站，不管高延作站著名的清吉學家和文化人獎學

家的才能如何，他缺乏宗教和哲掌的透視力。@他悲悴疑，對中圍

正赴于根端的lHi葫抉志和瀕于一場革命吋，高延失于中固宗教的

著述能否恰三百地解釋中囝社金.

那些曾注意研究里洲的掌者，曾在越南故爭期間每掌管美園

大掌京1f研究系的杖力部門之伺展卉激烈洽晶。@封迫切治臨的

參加者和知悉者來視，博雷忽又才高延的送些t平洽昕起來昇常耳熟。

遠坊洽成是君主生在“主人事社金性工作的掌者"勻那些不去迂多扭心

道德或政治牽連，方科學而科竿的字者之間的一場真正的故斗。在

博雷依勻高延之爭的例子中，人的甚至可以避一步地看到，它迪是

兩代沒芋家，兩神世界現之爭。@息之，很xlt指責高延不道德〈參見

美于宗教迫害的著作〉或不情愿方現笑目的奉獻自己胡有的能力，

充拾何吋，他都愿心思力。他是正在努力解決學人臣民宴障問題的

殖民地政府中一位忠城的宮具。在另一方面，博雷均可則拒絕把荷厲

京印度牟人視方{又是“京tî儕民"身份的臣民。在他看來，中固人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入英文明的代表，正在鐘店一場棉大的友共這劫。

沒學家虛旗在遠場避步退訪中友揮作用，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

收集特眼特成方垃圾的宗教耳俗資料上。最管博雷你的批i平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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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但影吶了葡主的公余輿啥，使人的)(f高延逗位博竿的隱士~

生了遠祥的印象=在人，有]呼時又才中固現~正在炭生的斐化作出解

釋肘，他仍令注于封日漸消失的宗教札仗的元益研究。

1911 年的革命或多或少地印証了博雷訊四年前在他的名著

《京芳的曙光HThe Dawning of the East)中的青明。但在請主大

余己警覓到需要有一位真正的中固阿題令家的特折吋刻，既不是

性格易斐且共趣近于尸泛的博雷缸，也不是他在背厲京印度作方

翻譯吋的任何一位同僚能略扭此重任。高延培莽的在北京的掌生

戴文速扭負起未來的使命，使他成方一名古代和現代中固伺題考

家，花費了人年吋惘。
戴文迷功課學梅很好，他在萊頓的漫長生握中(1919-1954

年) ，以自己封吉普代中園的共趣平衡自己滑古代中園的研究。進神

文才尸泛接得中固信息的需求自戴文迷肘代以來一直存在。直到

1969 年，虫代中固資料中，c" (Documentation Centre for Modern 

Chìna)成立，逛一需要才得到具体浦足。遠小中心有自己的人民編

制，每戴文迷創建的茱頓技掌院同在一座樓內。 I

A
a
t
e
l
h
4
'，
'
，
身

活

在迂去的几百年中，荷主勻中固2之中固人民的交往詮眉了很

大的斐化:}À京南軍瘟民地統治者勻牟人臣民之間不穩定的美系

投展到固勻固平等相待的美系。現在，中固正在荷西芳技貸者弄放

其京南部沿海省份的鐘前特區，并在全固遊行改革卉放。請主攻掌

研究的先華的在i吾吉、法律和人美掌1r面的研究成果，可能金滑研

究友展阿趣的社舍掌家起特別的參考作用，但他的必須親被地重

新挖掘速些早期著作。設有人曾盤指望高延或博雷示預測現在的

形勢。然而，當肘那些披荊研棘者也根本不合知道，他的卉拓的工

作特有何科岐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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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述(]. J. L. Duyvenda凶，(荷主早期的中固研究)}，載:(遍提HT'oung

Pao)第 32 期(1936 年)， 293-344 頁 z參見 s戴文是<<17 和 18 世紀的椅主

一一中固研究})(法文版) ，萊頓， 1931 年.

@疆克赫斯特(A.E. Van Braam HouckgeestH1794-1795 年荷三家印度合

司大使的中學帝國之行})(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ln

des Qriental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ees 1794-1795) , 
興城， 1797-1798 年， 2 卷本.

@美于他的伶妃，參見 z克思 (H. Kern)((徑夫曼生平})(Levensbericht Van' J. 

J. Hoffman叫，說: ((荷主皇家科字院年扳>>(Jaarboek der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阿姆斯特丹， 1878 年，第 1-20 頁。

@美于施萊格的侍泊，參見 s高第 (Henri Cordier).e時有的彈鋼外告(i.~告 :G.

施萊格博士>>，((通扳》第二蹺，卷 4 ， 1903 年版，407-415 頁 z及包*史后來

在《荷主人物f{，iè}}(Biografisch Woordenboek van Nederland) 中的文章.

海牙， 1988 年。
@~區某格《洽中文之重要性HÜver het belang der Chineesche Taalstudi心，業

頓， 1877 年。

@當然存在看特殊的情況，如英固*印度合司的著名澤民真理森 (Robert

Morrison) ，此人曾向布萄牙黨民地澳門的私人教l賄，或向留在北京宮廷

內的少數~!I7天主教神父字到有美知玖.然而，在 1818 年佮數情教士協舍

決定成立波洛增到if 中心吋，它佰規定址在再來半晶的司六平.

@原來的翻埠，如年德 (Thomas Wade) 爵士和坦耶士 (William Frederick 

Mayer吵，現在分別代表自己的圍家作方甚北京朝廷的大使和路帶.

@間也起來，施業格想必一定金很高矢，他的年幼的同仁，翻譯官格w肉威力t

特 (W. P. Groeneveldt) 曾努力掌耳中固官活.在 19 世紀 90 年代，他終于采

升方椅厲*印度坪1鬼臉副主席.

@有美高延的生平，參見費饗永 (M. W. de Visser)((高延生平述時)) (Lev

ensbericht van J. j. M. de Groot) ，我《萊頓社金字，荷主文學家待站HDe

Levensberichten van de Maatschappij der Nederlandsche Letterkunde te 

Leiden 1921-1922) ，茱頓， 1922 年， 1-16 頁.

@美于戴文起教授的生平，參見 g德菱弗勒 (P. Demieville)研撰扑告:((戴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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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生平， 1889-1954 年>>，(通扭》第 18 期， 1954 年，第 1-33 頁.

0美于宜至近年的椅主x1中固和日本的研究概況，參見那恩伸 (A. F. P. 
Hulsewe )E哥哥華的《荷主肘中固每日本的研究>>.(中圖文化HChinese Cul

ture)卷凹，第 3 期， 1969 年，昕一75 頁.

@美于最后命名方中固事~局的情況在林廷家(Liem Ting Tjaij)著的《中自

事秀机掏HDe dienst der Chineesche Zaken) 中有描述，我也Chung Hsioh)}. 

卷 4 ，第 7 期 1928 年 .88一 189 頁.

@載文迷《汶掌研究院 HHet Sinologisch Instituut). 萊頓 .1930 年川歐洲汲

字研究-"蠍>>.組鉤，美圍中固研究跡出版，元出版日期.

@1930 年 10 月 8 日就任法學研究教授吋度表的說取演諷，見《店史勻儒字》

個istorie en Confucianism帥，乘噸.1930 年 .32 頁.

@努菲你的.P.Rouffa釘〉和埃澤壘。. W.ljzerman)({豪特曼指揮下的荷主人

首航家印度)(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 lndie on

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 - 1597) • 3 卷本.海牙，(林斯豪登必刊》

(Linschoten vereeniging).第 7.25 ， 32 輯， 1915-1929 年，第 2 卷 .25 頁.

@科埃斯(J. A. van der Chijs)((有厲京印度布告氣比例eder1andsch - Indisch 

Plakaatboek) .17 卷本，巴迷縫里 .1885-1900 年，第 7 卷 .476-490 頁.}Å

清主來印度合司卉始的美于學人法令原稿收藏在椅主皇家人獎學研究瞬

(KITLV. Koninklijk l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叫，業頓，

手稿收藏室 .H 笑 :458 學-

0同上，第 7 卷，427 頁 z參見 g 巴素 (Victor Purcell)著《京南軍的中固人L牛

淳， 1951 年脹 .478 頁.

@巴竅，上揭莉， 504 頁.

@美于其生平概況，參見 s包路斯(J. Paulus)編.(耨厲*印度百科金三1S>> .8 卷

本. (海牙， 1917-1941 年版) ，第 2 卷 .692-693 頁.

@海牙檔案僧檔案 (Algemeen Rijksarchief) ，以下筒輯~ARA，殖民都椅棠，

1854 年 1 月 17 日各忘景 .19 寺，“美于精印中因人行方的提告".

@ARA，疆民郁積棠， 1854 年 1 月 7-11 日各志是 .309 寺， 1853 年 11 月 25

自信.

@戶格地視，郭背t乏店被看作是椅主t又學研究的$:起人.參見 z克恩(Kern)

《郭背t乏生平HLevensbericht) .第 3 頁，第 10 頁，G. 施業格總((H. 施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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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生平 HLevensschets van Hermann SchlegeD , 4:椅主皇家科字院年掘比
1884 年， 80 頁，那的照片可在西波然德編的《日本3中找到.

@1853 年 12 月 9 日的扭告，包括三小附景，瘟民地檔案 .1854 年 1 月 7-11

日各忘景 .309 學.

@出赴同上，1854 年 1 月 7-11 日各志景，309 學.

@<<荷周家印度苦F洽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 )l 7 卷，第 1 期，

0855 年)266 頁.

@向上 .1856 年 1 月 18 日 .160-161 頁.

@ARA，撞民地檔案， 1857 年 6 月 16 日各志是 .613 夸.

@ARA.撞民地檔案，官貝自景賢料.M 堯 :A905 -i}:旭東格、書長主背、史掛耶

賀科.

@施茱擒，(Ì，~告 g倉姆斯﹒架橋)，4:通扳》卷 9.1898 年 .60 頁.

@1860 年 11 月 1 日信，ARA，蘆民地樹棠，各志景 .1861 年 2 月 8-9 日 .33/

172 考.

@G. 施萊格4:H. 施萊格生平>>，的頁.

@高第'的H恥，上揭菊 .409 頁.

@博雷你 (H. BoreD(生勻死的領悟HVan Leven de Dood) ﹒阿姆斯特丹，

1925 年版，也-33 頁.

@施架橋《沒培文休的財句法HLa Loi du Parallelisme en Style China's) ，萊

頓， 1896 年，第 2-3 頁.

@施業格，(中固妓且是E竟是比 (lets over de Prostitutie in China).我，(巴迷維

里科掌勾乞求掌金字掘 >>(VBG.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32 卷 .1877 年 .1-25 頁.

@施萊格，“?州花姆竟是"，第噸， 1904 年，第 2-3 頁.

@向上，第 7-8 頁.

@種夫曼《勻荷主主因教育部、趙民都美于波字印刷的通信竟是比阿姆斯特丹

1860 年，第 4 頁.

@i午理和(E. Zurcher)(京里研究仇茱頓， 1983 年， 62-63'頁.

@種夫曼《通訊主費比第 5-6 頁.美于在塞拉夫存放字祥之事，參見 z茱頓大字

固有備，手稿收藏郁，塞托夫錯案.

@參見 ARA.撞民地椅棠，1862 年 8 月 20 日決訣，7333 寺，425-4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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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且 s施萊格《荷浪淘典)).萊頓 .1884 年，第 3 卷，第 6 頁。

@同上，第 3 卷，第 7-8 頁.

@施萊格《天地金>>.巴迷縫里 .1866 年.'

@施業格《波字句梵掌》〈Sjno-arycaAeCherches sur les RacinES Primitives 

dans les langues Chinoi甜s et Aryennes) , V郎.36 譽， 1872 年 .16 一 181

頁.

@德力主社克(日. N. Vall der Tuuk) (i吾言研究領域的幻想 >>CFancy opN 

Taalkundig gebíed) .裁《椅腐京印度自披 >>CA1gemeen Dagblad van Neder

landsch Indie). 1876 年 1 月 8-10 日，第 1-5 頁.

@施萊格《洽天文學最早起擺于中固).萊頓 .1875 年.

@李釣瑟(J. Needham)(中國的科學勻文明 )).6 卷本，釗楞 .1954-1984 年，

第 3 卷 183 頁.

@t日美的披告參見:ARA.建民地站棠，1867 年 4 月 11 日各忠景，22 寺.考慮、

到汲講教師的工貿吋，施萊格指出，巴迷維亞學人;(1他們宇生的沒清教師

支付月工資方 5。一 125 椅主盾.美于學人教育，參見 z 奧伯赫特(J.'E. A1-

brecht).. <!竿人的學校教育以Het schoolonderwijs onder. de Chineeze叫，

載:悄厲京印度增苦和人直是字扭>>CTBG • Tijdschrift voor lndische Taalen 

Volkenkunde)第 25 卷. 1879 年 .225-241 頁.

@ARA.鐘民地相棠，1864 年 10 月 28 日各志景 .10 學.

@施萊格于 1867 年在巴速罐里放正式委t~培持新翻譯.參見 :ARA.蘊民地
樹策 .1867 年 4 月 11 日各忘景 .22/469 學. tl~逃到合遁的人逃戶 i'弗斯

0. J. ROE:lofx)花了好几年吋l司.

@施萊格回因后，書u自然又吸收了一位新學生，即在巴是維E土生土長的楊

格(J. W. Young). 

i@ARA. 內各部檔案，內陶槳 .1875 年 .144 學.

@法主肯和格茉士論《廈i1活設荷向典>><Chineesch - Hollandsch W oorden

boek van het Emoi-dialekt).直到 1882 年才穗以出版〈巴迷罐里).而在

迪之前，崗還指拉斯(Douglas)騎著的一部更好的作品《廈門本地培技英~

解詞典》巳室主向世.

@參見ARA.瘟民地檔案 .1875 年 10 月 15 日各忘景，包括一份正式任命司~.

@持遷和.<<家5.[研究>.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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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迷《有主.x'.t中固研究的貢獻弘佮敦，中國掌金 (The China Society) , 

1950 年， 22 頁.

@戴文述說道，“施業格是好斗的人，且盔定1人13 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多

﹒然而，也差錯的可能性是免費生的，他并不是且能避兔那些可能性.'，同

上， 22 頁.

@施業格《中國宗教崇拜>>CHet Godsdienststelsel van China)"羲: (椅扁豆R印

度指南Hlndische Gids) ， 1892 年， 1133 頁.

@施萊格(i色清主i吾Z才技培翻譯的重要住)，裁:<<第 6 屆京1r掌團隊金說t台文

S莫扎 1883 年，第 4 卷，返京出版社，121-142 頁.

@高第《泡菜格的外t贊比上揭唱，407-408 頁.

@施萊格《細水牟人婚喪研究HChineesche Begrafenis- en Huwelijks on

dernemir嗨， gevestigd te Soerabaya)栽 TBG ，卷 4 ，第 8 期， 1885 年， 1-43

頁.

@楊格<1. W. Young)(l台椅厲京印度牟人告墓句中區的一致性)(De begraaf-

- plaatsen der Chineezen ,zoo in Neder1andsch lndie als in China) ，載:(荷厲

家印度指南)，卷 9 ，第 2 期，1887 年， 1522-1560 頁.

@鋪格均可科克(Gerard A. Nagelkerke)<<1 8 世紀至 1981 年印度尼西單牟人研

究文獻目景)，茱頓，1982 年.

@作13啥?家的建故，格w肉威~特在 1885 年 2 月 11 日說，也督的f言中批坪

說，“施萊格涉及的只是外部特征，而并沒有告訴脅的建些秘密合社的本盾

和目的.他新提出的親戚都是根基于假設而不是依拇現察，因而勻察隊室主

耳完全相反". ARA，鐘民地檔案， 1885 年 5 月 8 日盛忘景.
@街格《海峽禮民地和精厲家印度財主詩人秘密兄弟金組銳的法令)(De wet

geving ten aanzien van geheime genootschappen of broederschappen onder 

de Chinezen in de Strait 's Settlements en in Nederlandsch - Indie) ，栽:(荷

扇京印度坪洽>>，卷 19 ， 1890 年， 179 - 200 頁， 241- 291 頁 s 史錯耶 (M.

SchaaljeH牟人秘密合社揭秘> (Bijdrage tot de Kennis der Chineesche 

Geheime Genootschappen)巴述縫里 .1870 年.

@萊頓犬掌囡=情僧，BPL 2104-2106 ，史赫耶文稿集.

@萊頓大字囡帶僧， BPL 1780-1784，格耶士文稿榮;格耶士《法區葫掌》

(Gerechtelijke geneeskunde) , VBG，卷 30 ， 1的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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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廷4婆~洲的合司制度以Het Kongsiwezen van Borneo)海芳， 1885 年

版自史汲克 (S. H. Schaank)<<蒙特拉度合司HDe Kongsi's van Montrado) 

載，TBG，卷呵 .1893 年， 498- 657 頁，卷泊 .1893 年 .417-418 頁 F 惕格

4 百婆 w 洲史>> (Bijdrage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Borneo's 

W t'sterafdeeling ) ，我 TBG，卷時， 1895 年，495 ，- 550 頁.

@史紋克《古汲浩浩音字 þ，(遍提》第 8 期， 1897 年 .362-377 頁， 457-486

頁.美于史沒克的生平，參見 g商~佩 CR. H. Van GulikH i.~告 :S.H. 史攻

克>>.<<通扭))， 33 期， 1937 年， 299-300 頁$史迷德(P. A. Van de Stadt)((客

家涓涓典HHakka ':_woordenboek) ，巴垃罐車， 1912 年.

@送些積策有一小很好的指南，參見 s雅各特 (F. G. P. ]aquet)鑰《荷芸的E

制和大洋洲史料))，第 2 部分，“1796-1949 年的史料"，慕尼黑 .1983 年.

@格~內成你特根揖中固史料繡的《再來群島勻耳六申中文史料埠注>>，

VBG，卷 39 ， 1880 年版，第 1-144 頁 F美于格w內威力可特生平，參見，<<荷

厲京印度賀科全有))， 8 卷本，海牙，1917-1940 年，第 1 卷，819-820 頁.

@格歹內威均可特，((荷主人在中固>>(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 2 卷本，海牙，

1898 年 .1-598 頁.

@胡汀 (B. Hoetink)<<椅主京印度公司吋期的學人官民 >>(Chineesche of

ficiere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 B間，卷 76 ， 1922 年.1-136 頁 F

<<1 740 年的巴述袋里學人甲必丹連當光 ))(Nihoekong ， Kap~dn der Chi

neezen te Batavia in 174的，BKI ，卷 74 ， 1918 年， 447-518 頁，{{亦時崗 2 巴

達袋里首任牟人甲必丹， 1619-1636 年 >>(So Bing Kong.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 1619-1636) ，BKI ，卷 73 ， 1917 年 .344-415 頁，

1-44 頁川顏二一一甲必丹顏二宮的遺霜)) (De weduwe van kapitein Si

qua - Djanda Kapitein Siqua) ，﹒載 4 中竿合眾志 >>(Chung Hwa Hui Tsa 

Chih) ，卷 2 ， 1918 年，第 1 期， 16-25 頁，第 2 期， 98-107 頁.

@參見勢審訊(De Visser)<<商延生平))，第 1 頁.

@同上，第 2 頁.根攝高延在廣叮的麻煩的汲清老師越曉云所攏，高延喜攻小

t且更垃于喜攻古典文字.寧集萌突如此.高延在介紹自己的一部著作吋，告

訴瑋者，要他們了解更多的文字作品，即自汲朝以來跨洞的“4、現九接中圍

人的視法，遠是社舍的信息.參見=博雷永《椅主攻學>>(De Nederlandsche 

Sinologie) .載付智商‘>>(De Gids) ， 1912 年，2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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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延《廈叮中圍人的會決主古風俗勾價>>(Jaar1ijksche feesten en geb:ruiken 

der Emoy -Chinee.zen) • VBG. 42 卷 .1882 年版 .1-644 頁.

@高延《中固宗教制度比6 卷本，某頓 .1892-1910 年，第 1 卷，辱宮。

@研究汁划的申清哲在 1884 年 12 月 29 日的各忘景中 .18 寺 .ARA，建民地

街棠 .1885 年 5 月 8 日各忘景 .10 寺， 1885 年 12 月 9 日各忘景 .37 學.

@祖京恩 (F. Van Dongen H中立主文勾帝國主又之間的椅中美晨: 1863 

<<1 901 年 HTussen Neutraliteit en Imperialisme , De Nederlands一Chinese

betrekkingen van 1863 tot 190口，格lfJ宇根 .1966 年版， 124-132 頁 g傳訊

(H. J. &01) .<<日里的學人移民 HDe Chineesche Immigratie naar. Deli) (N. 

P. n. d.). 

@參見:ARA.誼民地搗棠，郎件振告爽 .6474 寺 .1889 年 6 月 22 日倌 z “譴責

汲清翻譯高延涉及努工事舞".

@高延(M.政消和科掌角度了解中固，X1'我的直民地的重要位HOver het be

lang der kennís van China voor onze kolonien. uit politiek en wetenschap

peJijk oogpunt).菜棋， 1891 年.

@贊寒均可《高延生平>>.第 8 頁.

@任何梵高延的研究芳法和他泊中回宗教社金字的貢獻感失趣的人都庄看

一看費旦旦 (Maurice Freedman) ，Xt商延和法固汲學家格主內特 (Marcel

Granet)昕傲的有趣比較，<<洽X才中固宗教的社合掌研究>>.費里曼《中園社

金研究>.史坦福 .1979 年版.351-369 頁。

@遠是戴文迷財日本研究學家費鑫紋的坪份，后者勻其間代人高延使用岡祥

的研究芳法.

@商延《中文史籍中射中.w.H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2 

卷本，柏林 .1921 年 .1926 年版.

@布魯恩 (A. G. de Bruin)<<-1-自食的學者之‘迷 >><Een onopgehelderd geval 

en een verboJgen hoogleraar ,n. p. n. 孔，在高延看來，荷主金像“不再能M.

扎寞的研究中辨別出粗俗的垃圾九

@參見，ARA.!宜民地椅棠 .1895 年 4 月 19一 22 日各志景，內有格lfJ肉威你

特所撰掘告和由息管起草的長篇且績. 1895 年 4 月 26 日頌布的皇家法令

規定，“歐洲汲清澤民局..重組方“牟人事至于馬，. .16 學文件.

@參見，<<荷屑*印度育科全有>>.“半人事益于官"奈目 .477-478 頁 5美于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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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候造人的挑逃程序，參見 z林廷家，上揭哨，189 頁.

@參見，(博雷永的 60 ó#健康HHenri Borel ,op zijn zestigsten verjaardag) , 

載， (J也商扳)， 1929 年 11 月 23 日，周六副刊.

@博雷你《荷主攻學研究)， 263 頁.

@參見，(旦旦首*研究者~ì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 1968 年.

~1911 年，博雷你說道 z 間想到~}.À我在拉彭堡街(Rapenburg持較大字教室

旁的街道一一洋者〉上施架構教授的海至今，似乎吋悶不是把說拉回 20 年

前，而是拉回几小世紀，假如人的把今日的中文街易課本勻歐洲最初的

著名t文字家(如汲掌教授高延博士〉所1j.的美于中固除妖求。毛巫木、魔法

......等迷信浩劫的精心而祥娟的著作做一比較，那么連些咱也似乎距今相

丟不是几年，而是几小世紀.博雷$(汲字新路) (De nieuwe banen der 

Sinologie) ，(指南)}， 1911 年， 307 頁.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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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京西洋考)}，北京， 19lÜ 年。
除佮蚵《海固伺見景》

除希育《中固帆船和海外貿易比廈1'1 ， 1991 年。

《清~是)， <<清真景鐘前資料輯稿)}，北京， 1959 年.

《清朝文敵通考)}，上海. 1936 年。

周凱《廈門志)， 5 卷本，台北， 1961 年.

全技升《中固鐘前史洽M>> ，香港， 1972 年。

芳豪《中西交通史)}，台北， 1983 年.

傅衣凌《明清吋代商人及商.ill(.資本)}，北京， 1956 年。

肉迪《兩科海道計鐘))，北京， 1961 年.

謝肇淵《五裂姐)，京京， 1972 年重刊。

祥去樵輯: <<卉吧佰代史i巴比南洋學擺，卷 9. 第一期， 1953 

年。
唐框《御優乘著>>. ((明學世文編)}，卷 270.

回汝康<<17-19 世紀中肘中固在京南亞洲航還和商坐上的地

位)}，載《廚史研究>>.卷 8 ， (1 956 年〉。

日文書考4名目

岩生成一《南洋日本叮的研究)，京京. 1966 年.

高排中村《失于學併說收承包制度>>. <<京洋史研究)}，卷 28 ， . 

1969 年，第一期， 52一 79 頁.

大庭修《平戶松浦資料博物倌藏“美于唐船的囡悅勻，載《京

西安T研究研通訊)}.美西大學出版， 1972 年第五期。

也 ;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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