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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商与澳门 广东十三行文书续探

杨 国祯

内容提要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所藏
“
汉文文书

”

中
,

可以发掘到少童广东十三行

丈书及其“

碎片
” 。

本文检拾这些“

碎片 ”

反映的洋商曾设立澳行和为外商大班办理 出

入省澳手续
、

协助官府处理涉澳事务等信息
,

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

关键词 广东十三行 洋商 澳门

原保存在澳门议事会
,

后来辗转流落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 如
加 的

“ 汉文文书
” ① ,

是一批清代广东地方军政衙门与

澳门葡萄牙当局交涉过程中形成的官方文件
,

兼及部分民间文书
,

凡一千五百徐件
。

其中保存

的广东十三行文书数量甚稀
,

但透过相关的官方文件
,

仍可发掘若干广东十三行文书的内容
,

为了解广东十三行在对外交涉中的中介作用
,

洋商与澳门的关系
,

提供了扫除某些研究盲点的

原始资料
,

值得利用和探讨
。

前尝就英国国家档案局所藏作广东十三行文书初探 ② ,

现从葡萄

牙东波塔档案馆所藏再作续探
。

一

清代前期广州 口岸外贸体制下的广州和澳门
,

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窗口
,

广东十三行洋商

的括动
,

则是观察近代揭幕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视界
。

自清廷限定广州一 口通商以来
,

外国案华贸易商船
,

包括葡萄牙的
“

大西洋船
” ,

一经到鸡颈洋面等处
,

即令引水带进黄埔
,

报明

十三行洋商
,

索请开舱验税
,

并经理其进出口 贸易业务
。

澳门作为粤海关的一个总 口
,

对澳门

葡萄牙人经营的额船贸易 雍正三年定制为二十五号
,

则照本省洋船例征收船钞
,

而不征货

税
。 “

澳夷之舶由十字门人 口
,

收泊澳门
,

并不向关上税
。

先将货搬人澳
,

自行抽收
,

以充番官

番兵傣铜
,

又有羡徐
,

则解回本国
。

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买
,

然后赴关上税
。 ’, ③

广东十三行洋商经手上下省澳货物的中西贸易
,

使它曾与澳门发生密切的关系
。

然而
,

随

着广州中西贸易的发展和省澳贸易的扩大
,

十三行洋商穷于应付而力所未逮
,

不得不逐渐地从

省澳贸易中淡出
。

乾隆五十七年 年 春
,

粤海关监督盛佳到澳门稽查税务
,

委黎多即澳

葡理事官 向他反映
“

澳货请领大牌
,

稽延时日
,

以致有误生理
” ④等情

,

遂议定从外

洋行中将省澳贸易部分析出
,

独立设立澳行
,

专门稽查上下澳货
,

代为报税
。

是年闰四月
,

同昌

行商人许永清投充澳行
。

但三个月后
,

许永清便以
“

因同昌行事务殷繁
,

不能兼顾
,

情愿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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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 ” ⑤他上票粤海关监督称

窃商于本年闰四月投充澳行
。

〔向因 〕办理上下 澳货
,

报输税怕
,

散漫无稽
,

故商承充

澳行
,

代为报愉
,

以期事归画一
,

有所专责
,

本属因会
,

并无别有希冀
。

但商先经承开 同昌

外洋行口 ,

现在夷船陆续进 。
,

料理夷人生理
,

事务殷繁
,

商一人支应
,

已形竭毅
,

若再承开

澳行
,

更觉不能兼顾
,

必致贻误
,

获咎匪轻
。

合无仰恳宪恩
,

俯将澳行准商告退
,

伴商得以

专心办理外洋行务
,

于奋私两有禅益
。 ⑥

七月
,

许永昌获准告退
,

设立澳行的计划遂胎死腹中
。

自此之后
,

允许商贩 自行赴澳买卖
,

报输上下省澳货物
,

十三行洋商仅保办大起下澳出口货物
。

嘉庆十七年 年
,

因赴澳客贩违规和葡萄牙大西洋船私相贸易
,

十三行洋商察请粤

海关监督德庆于九月十九 日 月 日 出示禁止
,

并重申省澳贸易的成例
。

告示引述广利

行商人卢观恒察称

窃查澳门各船进 口 货物
,

向系各客 自行赴澳买运
,

在澳 门 口报输
,

给单来省
。

其下澳

出口 各货
,

大起者例 由商等各行 自报验输
,

请给大牌下澳 如 系小贩零 星
,

不 能候给大牌

者
,

始准随时 自行报输
,

请给便单运往
。

此向来办理澳船货物之成例也
。

至到澳大西洋奥

船
,

其船只较大
,

货多怕重
,

例 归外洋行保办
,

所以重 国课而 专责成
,

历 年办理在案
。

是大

西洋船原与别项夷船不 同
,

所有进出口货物
,

自应归保商办理
,

以 昭懊重
。

兹商现在保办

第十号大西洋夷船
,

所有进 口货物
,

应照例 由商行一手经理
。

其 出口 货物
,

亦应 由商请给

大牌运下
,

该客贩等自不得私相搀越
,

致紊章程
。

若听其照别项夷船之例
,

自赴澳门 买运
,

及便单投下
,

不特货物零星
,

易启影射偷漏
,

有亏祝晌
,

且 亦非从前原 定归行保办之本意
。

理合票明
,

伏乞俯赐 出示晓谕
,

实为恩便
。 ⑦

由此
,

我们可以看出罢设澳行后洋商在省澳中西贸易的定位
。

十三行洋商从省澳贸易中淡出后
,

并没有割断与澳门的因缘
。

在贸易业务之外
,

洋商在广

东官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职能
,

也为广东官府与澳葡当局之间提供了一条特殊的联系管道
。

从广东官府发给澳葡当局的官方文书中
,

可以找到洋商代递文书的踪迹
,

如嘉庆十一年

年 五月
,

第十二
、

十四等号澳船进口
,

各有洋锡
、

洋布
、

洋藤
、

胡椒
、

棉花
、

鱼肚等货
,

藉有米石进
口

,

妄思宽免钞银
。

粤海关即伤谕外洋行商
,

传谕委黎多遵照货船事例
,

速将第十二
、

十四等号

澳船钞银照例完纳
。 ⑧第七号澳船载米进 口

,

隐匿沙藤
、

胡椒
,

图免丈输
,

粤海关亦谕外洋行商

传谕委黎多遵照事例丈量完钞
。 ⑨

最直接的证据
,

是两封十三行洋商致委黎多的半官方性公函
。

一是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

五 日 年 月 日 洋商伍怡和等十一人具名致委黎多的复函
,

说明替澳葡理事官代递

文书的情况

敬复者

接奉华翰
,

一切领悉
。

弟等承办洋务
,

英吉利各 国与贵国章程略有不 同
,

如贵国遇有
· ·



公事
,

自可径票地方官办理
,

设有寄交弟等代呈事件
,

弟等亦无不效劳
。

上年十二月 内寄来
,

瑰弟等代呈督宪暨广口 府 〕宪之票
,

弟等业 已代递
。

但奉广府宪

面谕 转奉督宪面谕 既有票函呈递广府
,

已有广府批语
,

毋庸呈票再批
,

将票发还
,

访令寄
回

。

等谕
。

弟等 自应遵谕办理
,

并非弟等不肯代递
,

更非弟等队碍仁兄公事也
。

兹奉来

函
,

弟等已 回明广府宪
,

当奉面谕
。

目前批谕西洋理事官委黎多之案
,

虽谕该商等传谕遵

照
,

另有备移澳门分府转行访知
,

此系口口办理
。

等谕
。

弟等合将奉谕缘由
,

及抄录道光

十一年 内奉行夷商递案章程送阅
,

希请查照
,

并候澳 门分宪谕行转知可也
。

专此布复
,

并

候

近好不一
。

上

仙翁委黎多台照

潘文海

谢棣华 潘文涛

卢文饰 梁承禧

弟 伍怡和 严启祥 全具

潘绍光 马佐 良

李应桂 吴天垣

正月二十五 日

遵将道光十一年内奉行夷商递案章程列折呈阅

一
、

夷商具案事务
,

应酌量是否 紧要
,

分别代递
、

自递也
。

查夷商案词应 否 交行商代

递
,

抑应 自行投呈
,

必须明定章程
,

方免混行越诉
,

应谕英吉利与各国夷商遵照
。

嗣后遇有

事关紧要
,

必须赴总督衍门 票拉者
,

应将亲词 交总商或保商代递
,

不 准夷人搜至城门 口 自

投
。

倘总商
、

保商执意拦队
,

不为代递
,

致夷情不能 申诉
,

方准夷人携票前赴城门 口 营员投

交
。

其投票时只 准一
、

二夷人前往
,

不 准带领 多人
,

张皇其事
。

若事属寻常
,

行商并未拦

队
,

不为代投
,

及不应具察之事
,

该夷人辄行逞 刁违抗
,

带领 多人至城门 递票者
,

即将该夷

商寡桑暂停一月
,

不准买卖货物
,

以 示惩俄
。

其徐寻常贸易事务
,

应赴粤海关衙门具票
,

及

寻常交沙吨破事务
,

应赴澳 门 同知
、

香山县及香山县垂等街 门票陈者
,

均仍 准照常拉理
。 ⑩

原件封套中间书
“

内函送至澳门交
。 ”

右傍书
“

工资到奉银壹千
。 ”

左傍书
“

洋行公具
。 ”

二是同年七月十五 日 月 日 洋商伍怡和等十一人为传知两广总督的批谕
,

写给委黎

多的函件

敬达者

现接奉督宪批谕一道
,

着弟等传知
。

兹抄录宪谕送 阅
,

祈兄 台详细 阅看
,

便知督宪怀

远有加无 已至意是荷
。

专此布达
,

并候 日好不一
。

上

仙翁委黎多台照



潘文海

谢棣华 潘文涛

卢文锌 梁承禧

弟 伍怡和 严启样 全具

潘绍光 马位良

李应桂 吴天垣

正月二十五 日 ⑧

原件封套中间书
“

内信贵至澳门
。 ”

左傍书
“

洋行公具
。 ”

伍怡和
,

即怡和行洋商伍绍荣 价 皿
。

卢文锦为广利行洋商
,

商名卢棣荣 从
〕

。

潘绍光为同孚行洋商
,

原名潘正炜 叫 班
。

谢棣华为东兴行洋商
,

商名谢有仁

份
。

李应桂为万源行洋商
,

商名李协发
。

梁承禧为天宝行洋商
,

原名梁伦

枢
。

严启祥为兴泰行洋商
,

原名严焕文
。

潘文涛为中和行洋商
,

原名潘 国荣
。

马佐良为顺泰行洋商
,

原名马展谋 黝闪
。

潘文海为仁和行洋商
,

原名潘宝书
。

吴天垣为同顺行洋商
,

原名吴健彰 乳
。

悉见于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
。

作函年份依从章文钦的考证
,

订为道光十三年 年
。 。

十三行洋商在广东官府与澳葡理事官之间传递信件而形成的文书
,

当然并非道光年间才

有的
。

以前的此类文书也许还有部分遗存于世
,

值得后人留意访查
。

这是广东十三行研究有

待深化的新课题
。

二

贸易季节过后
,

各国大班和外商离开广州
,

寄居澳门
。

十三行洋商代办他们的赴澳手续以

及联系事件
,

广东官府往往会谕知澳葡理事官
。

从澳门保存的官方文件中
,

可以发掘到十三行

文书的片段
,

弥补原文书失落的遗憾
。

洋商替在省外商赴澳探亲
、

贸易
、

回国等事
,

除察请粤海关关宪批照外
,

还要报澳门同知转

报澳葡理事官
,

这就使一部分十三行文书的内容得以保留下来
。

如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一 日

年 月 日 澳门同知魏给行委黎多牌内
,

引述达丰行商人陈正察称

有英吉利国 英国 夷商或加
,

欲往澳门清理帐 目
,

居住夷目委黎多家内
,

限五月终回

省
。

⋯⋯连开 夷商或加
,

随带小厮三名
,

剑刀 三 口 、

鸟枪三枝
、

衣箱行李全
。公

同年闰四月二十日 月 日 澳门同知魏给行委黎多牌内
,

引述聚丰行商人蔡国辉票

有佛兰 西 国 法 国 夷商吕牙
,

欲往澳 门探亲
,

居住澳夷舞殊律家内
,

限八月半回 省
。

, ·



⋯⋯连开 夷商吕牙
,

随带小厮一名
,

番 口口 口
,

番剑一 口 ,

番小枪四枝
,

番豆二十一斤
,

洋

酒二箱计一百二十罐
。。

同年闰四月二十九 日 月 日 之行委黎多牌内
,

引述义丰行商人邱昆二十日察称

缘有贺兰 国 荷兰 夷商卢里亚在省候船
,

先经票明关宪恩准在案
。

兹该夷随带小厮

二名
,

防身剑刀 一 口 ,

衣箱行李全
,

前往澳 门
,

候伊国船到
,

除票关宪批照外
,

理合报明
,

伏

乞踢文转报
。 。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二 日 年 月 日
,

荷兰贡使抵广州
,

拟下澳居住
,

附搭该国

商船回国
。

署澳门同知李德舆札委黎多
,

引述洋商蔡世文等及通事谢鳌等察称

该贡使到省 系在十三行荷兰夷馆居住
,

所有颁给该 国王勒书一道
,

并例 赏加各物件
,

俱安顿 于夷馆 妥 当
。

现 查荷 兰 国并无 夷船在广
,

无 凭预拟 附搭
。

该 贡使得胜 。

等现携带夷兵夷奴
,

拟于本月【四 月 〕十一 日 月 日 下澳居住
,

其勒书例 赏各

物
,

仍贮于夷馆安顿
,

该贡使等侯觅有该国夷船
,

即行附搭回 国
。 。

嘉庆十年四月十八 日 年 月 日
,

澳关委员金源谕委黎多
,

引述行商察称

连 国 丹麦 夷商托船满载货物
,

于三月初 旬给发红牌归国
,

因船 身上重下轻
,

洋面风

狂
,

难于驾驶
,

欲将船面之茶叶各项减轻
,

雇船运澳贮顿
。

外商从澳门上省料理贸易事务
,

通常由委黎多察请给照
,

但也有由洋商向粤海关察请的
。

如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初四 日 年 月 日 署澳门同知林谕委黎多
,

引述外洋行 按 即

泰和行 商人颜时膜察称

卜

缘连 国 丹麦 夷商未氏葛说称 伊彩伴开 巴
、

燕那氏二名
、

小厮二名
,

因船开行
,

未及

爵国土勿船来广
。

兹搭澳船到澳
,

欲上省办理 贸易事宜
。“

, ’

嘉庆十年八月十六 日 年 月 日 香山知县彭昭麟谕委黎多
,

引述洋商察称

据 吕宋国 西属菲律宾 马玉等及连 国夷商阿士波 口【票 〕称 口 「前 蒙批照下澳居住
。

兹上省料理贸易口 口【事务
,

恳批照
,

伴沿途验放有凭
。 。

广东米荒之际
,

粤海关采取免钞的措施
,

招徕外国船只载米来粤接济
,

洋商常受命向外国

商船传谕
、

招商
。 “

乾隆五十一 年
、

六十 年 等年
,

因粤东米昂贵
,

均有谕商传谕夷

船
,

情愿载米来粤发卖
,

免其征钞之案
。 ”。乾隆五十一年 年

,

万 和行洋商蔡世文察称
“

雇觅占未臣夷船赴外洋乘济
,

请免征船钞
。 ” ⑧因该船系是年载货来粤

,

已征船钞
,

其受雇运米
。



属去而复回
,

是以载米进 口时免其重征
。

嘉庆二年 年 春
,

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监督谕令

洋商招商前往吕宋采买米石回粤接济
。

外洋行商人潘致祥等多次发出半官方性公函给吕宋大

班
,

并将吕宋大班的答复察告官府
。

管理澳门总口税务官萧声远在一份谕澳葡理事官的公文

中提及外洋行商人潘致祥等禁称
“

转伤吕宋大班
,

寄信回国
,

招商运米
” ,

及该大班奈求
“

免输

压舱税晌
,

并欲议定米价
。 ’, 。现存一封是年三月二十四 日 年 月 日 吕宋大班夫连等

致洋商的复函
,

全文如下

本月二十三 日
,

得接列位贤商三月初八 日复信
,

备述大宪钧谕缘由
,

业 已领悉一切
,

足

见列位贤商惠爱至意
,

各大宪深仁
。

连等遵将信 内备述宪谕始末缘由
,

明白写字寄信回本

国大班
,

会将宪谕一切传知各夷商
,

着伊运米来广售卖
,

以慰列宪怀柔爱育之德
。

再者
,

连等前 书所云
,

寄信回 国
,

难期商船之来不来者
。

非为故作为难
,

有意居奇
,

实

恐今将从前被澳关留难以及恳免输压舱货枕怕各情节亲明
,

倘蒙大宪深仁恩准之处
,

写信

回 国
,

仍 恐各商怀疑不来
,

则侮漫之罪难逃
,

故先言明
,

以免大宪责究
。

兹蒙大宪恩恤
,

务尽愚诚
,

竭力办理
。

至于何时付信回 国
,

何时开船之话
,

大约要四 月

十五前后方有船至本国
,

当即寄信回去
。

目下一面打 听
,

或有别船经 由本 国
,

亦即将信寄
回

,

务令各商早 日载米前来售卖
,

以慰列宪裕民体恤夷商之至意也
。

专此布复
,

并候

福安

洋行列位贤商青及

吕宋国
大班夫连

二班马也士爹路士
字顿

二年三月廿四 日。

这封吕宋大班的信函
,

可能因为广东官府欲借助澳葡理事官传谕吕宋大班寄信回国招谕

商船
,

将此件抄送
,

而留在澳门档案之内的
。

嘉庆十一年 年 二月
,

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监督
“

查照旧案
,

准令夷船载米来粤
,

以资

民食
。 ”

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酌议
、
“

如有夷人情愿载米来粤
,

进泊黄埔者
,

果系专载米石
,

并无

别项货物
,

准免丈量输钞
,

仍令空船出口
。

其进泊澳门米船
,

亦须查无夹带进 口货物
,

始免完纳

钞银
,

仍准其装货出 口
。

如进 口 时带有货物
,

及黄埔米船进 口 带有些须货物
,

均不得免输船

钞
。 ”

并谕澳门口委员及洋商潘致祥等
, “

传知各夷 目
、

大班遵照办理
,

并着传谕该夷目
、

大班等
,

以发谕之 日起
,

限至九月底止
,

限内陆续运行米石
,

始免钞银
。

如于限外米船来澳 粤 」
,

即照货

船事例
,

一体丈输
,

不得藉词求免
,

有干未便
。 ’, 。

道光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 年 月 日
,

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监督鉴于近年外国米船

来粤者少
,

奏请将成例量为变通
,

准许原船装载货物
、

征收货税后出口
。

并由粤海关谕知各洋

商
,

传谕各国夷船遵照
。

现存是年二月初一 日 年 月 日 粤海关监督达三下外洋行商

人伍敦元等的谕帖抄件



钦命督理粤海关税务达
,

谕外洋行商人伍 等知悉

准督部堂咨开 照得本部堂会同广东抚院陈
、

贵监督
,

于道光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
,

具奏

各国夷船运米来粤
,

准其原船装载货物 出口 一折
。

除侯奉到朱批
,

另行恭录咨会
,

并札 东

布政司转行遵照外
,

相应咨会查照
,

谕知各洋商
,

传谕各国夷船遵照施行
。

计粘抄折稿一

纸
。

等因
。

到本关部
。

准此
,

合行谕知
。

谕到该商等
,

即便传谕各国夷船遵照
。

毋违
。

特

谕
。

计粘抄折稿一纸
。

道光四年二月初一 日。

虽然伍敦元等传谕各国夷船的文书无存
,

但由此大体可知其内容
。

这些与广东十三行相关文书的残存
,

有助我们了解广东十三行洋商的职能
。

三

洋商协助广东官府对外交涉形成的文书
,

也因澳门保存的官方文件发现其中部分线索或

摘引的文字
,

虽片断
、

漫散而不系统
,

亦属有用的史料
。

嘉庆二年十一月 年 月 间
,

英国兵船三只湾泊鸡颈洋面
,

广东官府谕伤行商催令

作速开行回国
。

行商潘致祥等察称

传谕该国大班未氏哈
,

饰令开行
,

内有二 只 扬帆而 回
,

尚船一只 因在洋

面被风损破船身
,

侯修葺完好
,

立即开行
。 。

嘉庆三年三月下旬 年 月中旬
,

英船一只 船主也见 来到鸡颈洋面
,

送信给该国

大班
。

四月初六 日 月 日 广东官府
“

谕伤洋商
、

通事
,

转伤该国大班
,

迅速驱逐
,

开船回

国
,

毋任逗留滋弊
。 ”。

币

年二月下旬 年 月下旬
,

英国兵船兵丁企图登陆澳门
,

英国大班多林文

川甘刀。 日逐催促
,

澳葡理事官委黎多向香山县告急
。

香山知县许乃来于三月初
十 日 月 弩如抵省 , “渴见中堂

,

即将英吉利大班在澳欲令该船夷兵上岸居住
,

西洋夷

人畏其借故占踞澳门
,

甚为恐惧
,

求速令大班进省
,

催令兵船开行情由
,

据实察知
。

中堂一一允

准
。

即于次 日传洋商潘致样等
,

谕令即 日赴澳
,

带同大班进省
。

洋商回称 大班定于初九 日自

澳起身
,

十一
、

二准可到省
,

英吉利并无谋占澳门之意
,

商人情愿出具甘结等语
。 ”。英国国家档

案局所藏是年广东十三行洋商致英国大班的信函
,

都是四月以后的
。

此件正可补四月以前广

东十三行洋商活动记载的空白
。

嘉庆九年十月初四 日 年 月 日
,

港脚商人违反 由澳门上省必经察请批照之规

定
,

私驾三板进人黄埔送信
。

洋商奉命查报
,

察称

商等遵即亲到夷馆
,

向该 国大班查询
。

随据该 大班多林文 声称
· ·



未坚治 系港脚船
,

非夷管辖
,

烦向该船主查询便知
。

商等随即会同保商
,

向未坚治船主查

询
,

据称 那澳来夷三板一只
,

系港脚花刺船主 由澳 门外写信
,

交该三板带来与夷收拆
,

该

三板即于初四 日驾驶回 澳
,

嗣后 自当遵谕
,

不敢搜驶三板进埔
。

等语
。

并据声称 虎 门所

报即系黄埔所报之三板
。

商等伏查前月澳门有夷三板一只
,

装载夷人十七名 到黄埔
,

上摄
臣船

。

今复有三板一只
,

寄带书信
。

此项 澳夷三板
,

任意往回
,

大干例 禁
。

查系澳 门夷目

委黎多方能弹压队止
,

商等与澳 门夷目等向无往来交易
,

呼应不灵
,

可否吁恳宪恩
,

谕访澳

关
,

转伤该夷 目
,

严行弹压队止
,

伴免效尤干咎
,

实为公便
。 。

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年 月 日
,

美国难商空船一只漂人娘妈阁湾泊
。

次

年二月 一 月 澳关委员胡湛谕委黎多
,

引述外洋行商票称

商等遵即亲到夷馆
,

向米利 坚 美国 留粤夷商加仑详细查询
。

当据该夷称 本国小 夷

船 口 口〔一只 〕
,

口【系 」因原船在外洋被风打坏
,

难夷借此小船 口 口【回 国
,

因风不顺
,

飘流

到澳
,

现在娘妈阁湾泊
。

船 内难夷十五名
,

果无货物
,

并非贸易船只属 实
。

查该船 系两枝

桅小船
,

止能装一百份担的货物
,

断不能进埔 贸易装货
。

该难夷今情愿将此小船就近在澳

觅澳夷承买
,

以资度活
,

将来澳夷能否将此 小船在澳 门顶额营生之处
,

应候澳夷票复
。

所

有小 空船 口〔内 难夷十五名
,

现在澳 门等候本 国米利 坚船 日 间陆续 出 口 ,

驶至澳 门之 日
,

即由该处陆续〔下缺 〕
。 。

嘉庆十二年十月二十九 日 年 月 日
,

美国商船遭风进澳
,

十一月初一 日 月

日 船主将船内铜条二百徐箱起卸澳门司打夷楼
。

粤海关伤洋商查复
,

据云
“

爹比臣即爹
巴时夷船情愿在澳丈量

,

照米利坚船例输钞
,

就近在澳门口完纳
。 ’, 。

嘉庆十三年五月 年 月
,

荷兰国夷商比力文 察控冯久冠共欠夷

银二万四千三百零四员
,

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行南海县严拿冯久冠到案
,

冯久冠所供与原票数

目不符
,

即随谕洋商卢观恒等向比力文查证
。

卢观恒等报称

查据比力文称说 冯久冠原欠夷人名 下本息银一万五千三百一十三员
,

另前欠姜 多尼

若经 槟榔银二万令【零 〕一 百五十四 员零
,

原议将价代办 白铅二千五百

七十一担十二触
,

后 因冯久冠无铅交给
,

姜多尼若经讨还槟榔原价
,

冯 久冠止将万威敞礼

钵 洋字二纸会还银八千两 四 百 员
,

其徐尚欠银一 万一 千五 百五十四 员
,

屡讨无偿
,

冯 久冠挽夷代为耽认此项槟榔价银一半
,

计银五千八百七十七 员
,

证料担保之

后
,

屡经数载
,

计至十二年二月
,

共过期五十三个 月
,

每 月息银一分计
,

应利银三千一 百一

十四 员
,

本利共欠银八千九百九十一员
,

冯久冠分文无偿
,

晏 多尼若经以 夷系原担保之人
,

为 「准 」夷是问
,

经在澳门夷官委黎多处控追
,

押夷代还有案
。

合共欠夷本息银二万四千三

百令 零 」四 员
,

是以 照数拉追
。 。

嘉庆十七年五月十一 日 年 月 「
,

港脚力加船由黄埔出 口
,

驶至万 山外洋
,

遇

风打烂桅墙
,

于二十二 日 日 飘回潭仔湾泊
。

粤海关伤外洋行商卢观恒等查明察复
。

该商
· ·



等某称

商等遵查
,

未奉谕妨之先
,

业据该 国大班转据力加船主札称 伊船来广贸易
,

所有进出

口各货均经报蒙验明
,

照例输税
,

随蒙给发红牌
,

扬帆 出 口 。
不料船至外洋

,

突被庵风飘

击
,

打坏桅桔
,

随风飘回澳外潭仔洋面
,

现在船身桅帷俱皆损坏
,

难以 驾驶回 国
,

不 已将船

驶回澳门
,

觅工修葺
。

欲将货物起上澳门
,

暂为安放
,

侯赶紧修葺完固
,

即将货物下 回本船

归国
。

此 系夷等通船货命枚关
,

务求据情代票
。 。

嘉庆十七年八月初七 日 年 月 日
,

刺佛
,

复回澳门
,

充办英国东

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二班事务
。

十月二十四 日 月 日 在广州宣誓效忠
,

后因病于

十一月三十日 年 月 日 返回澳门
。

十八年九月初二 日 年 月 日
,

两广总

督蒋收括下令驱逐刺佛回国
。

大班益花臣 递具汉字呈票
,

内有
“

刺

佛仍然复当大班
”

之语
,

蒋枚括认为
“
此察不照向例缮写夷字

,

由洋商译出呈递
,

显系刺佛串同

汉奸捏词 自行祈请
,

该洋商等洋 佯 〕为不知
,

希图置身事外
。 ”

即咨海关监督严伤洋商逐一查明

移复核办
。。

在协助官府对外交涉过程中
,

洋商和其属员有时还被派往澳门办理
。

嘉庆十三年正月十八 日 年 月 日
,

广州发生英船
“

海王星号
”

二 水手与

中国人斗殴案
,

广东官府严令大班交凶
,

并对
“

海王星号
”
水手进行审讯

,

洋商卢观恒等从中调

停并受连累
。

三月初六 日 月 日
,

广东官府认定英国水手压核扇 致伤番

禺县民廖亚登身死
。

并令监禁在大班刺佛 由 房间里
。

刺佛等于 四月初二 日 月

日 带同压核扇过香山县
,

前赴澳门
,

在澳门公司馆居住
。

五月
,

香山县札令澳葡理事官即令

英国大班将压核扇交出
,

解省讯供
,

但澳葡理事官以
“

英吉利国素来强悍
,

不服西洋管束
,

难以

往传
”

察复
。 。广东桌宪遂伤行南海县

, “

谕伤行商卢观恒亲自前往澳门
,

着令该大班将夷犯压

核扇即 日交出
,

解省审办
。 ’, 。

嘉庆十八年正月十六 日 年 月 日
,

葡萄牙大西洋船一只
,

由本国发往南洋群岛

西亚地方贸易
,

因海面风色不顺
,

驶至澳门
。

澳萄理事官上察顶补澳额第二号丈输营生
。

反了大西洋船必须进 口输税后才能顶补额船的成例
,

粤海关遂
“

谕伤外洋行商派出妥

当司事一名 魁赴澳门
,

将该船进出货物经理
,

报关输税
。 ”

该船拖延不办
,

并于四月二十五 日

月 日 私出港外
,

欲开往大西洋贸易
。

粤海关又令将该船扣留
, “

由洋行司事将进出货物经

理
,

报关输税
,

照例候给牌照
,

方准开行
。 ’, 。

以上虽属史料
“

碎片
” ,

但和原有文献拼合起来
,

可 以复原某些广州十三行活动的历史场

景
。

四

十三行洋商与居澳葡商存在一定的贸易关系
,

向来史实不彰
。

葡萄牙所藏
“

汉文文书
”

中

与此有关的十三行文书
,

只得嘉庆十六年七月 年 一 月 万成行商人沐士方呈澳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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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官眉额带历 票一件

具票职员沐元圣
,

原籍口口 〔浙江 」宁波府慈溪县人氏
,

恭请番使大人万福金安
。

敬察

者 为 胃旗讴骗叩恩究追事

职 口 士 〕方开张万成洋行
。

于十三年七 月间
,

有英吉利加伦船一只
,

装载沙藤
、

胡椒

等项
,

系贵国商民未先地经手
,

投职行发卖
。

议价 口万三千徐员
。

至十 月 内
,

职将所该货

价银两一并交清
,

毫无蒂欠
,

因此契合
。

地见方年轻
,

诱方附货往新埠出售
,

必得厚利
,

方

故将冰糖一百捅
,

上茶五十件
,

银朱十箱照 交价
,

共计本银贰千肆百 四十七元
,

国怕在外
,

当立单据
,

言明回澳之 日本利算还
,

不致误事
。

至十四年
,

地平安回澳
。

职在省闻知
,

随着

移伴谭泳夫来澳取讨
。

据云货 已 出售
,

现买胡椒
、

稚片杂项
,

均托伊东君邱阿陶全船带归
。

泳难实信
,

候至旧 十一 月
,

面 叩 大人赏口 〔追 〕在案
。

蒙钧谕 口【此 」项银两
,

查系阿陶匀

吞
,

劝泳回省守候
,

侯今年四 月内
,

陶有船到澳
,

当即照数追还
。

今陶船来澳 已 月徐矣
,

昨

蒙传陶面质
。

据陶亲 口 招供 地 系陶之雇伴
,

每年给地辛资四 百元
,

所 附各货均陶经手转

售
,

种种确 实甘认无 〔辩 〕
。

是陶与地显有合谋 串吞之弊
,

今复互相推诀
,

希图延宕
。

独不

思货是职行附卖之货
,

人是阿陶合伴之人
,

物各有主
,

奚堪替死捉生 为此
,

再叩大人迅行

追给
,

以便通商
。

如 陶与地仍复饰词 搅 搪 塞
,

恳恩赏给移咨
,

将职与陶并地三人送案香

山 邑主秉公惩治
,

感戴弥既
。

上票伏乞

番使大人施行
。

嘉庆十六年七月 日具亲。

该案之处理结果不得而知
,

但所揭的事实表明
,

洋商通过居澳葡商
、

华商开展外贸业务活

动
,

应该不是个别的行为
。

这和丽泉行商人潘长跃通过亲戚经营菲律宾外贸业务如出一辙
。 。

由此可以推知
,

十三行洋商并不仅仅是广州 口岸的坐商
,

他们虽然没有离开本土
,

但通过

血缘
、

地缘
、

业缘的关系
,

渗透在中国海商传统的商业网络之中
,

其部分资本经营也就具有海商

的性格
。

他们本由海商转化而来
,

又 以官商的地位
,

继续保留了昔 日海商的某些传统
,

他们和

世界的联系便不仅是广州城外的商馆一隅
,

还有鲜为人知的海外了
。

嘉庆十六年 年 承充东裕行商人的谢鳌 原名谢嘉梧
,

原籍福建漳州府诏安县
,

西务
叫

,

早年为通事
,

乾隆五十七年 年 被粤海关派往澳门
,

催各大班上省料理买卖
, “

所

有买办即着该通事具保安实之人
’, 。 ,

则是新见的十三行洋商的背景材料
。

洋商与澳门发生关

系的渊源
,

由此可略知一二
。

出身通事的洋商
,

必然利用 旧有的通事 —买办的人事网络
,

沟

通广州与澳门
、

洋商与大班和外商之间的人际关系
。

这种关系网是洋商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

条件
,

但向来也鲜为人知
。

梁嘉彬先生在《广东十三行考 》中指出
“

十三行贸易与澳门贸易之关联
,

学者往往忽视
。 ”

迄今仍未见有系统的论著问世
。

原因在于发现史料之难
。

以上检拾到的洋商与澳门关系的信

息
,

仅是广东十三行历史的
“

碎片
” ,

尚不足和现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拼接出一些完整的

历史图象
,

但它启示我们
,

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是有潜力的
。

世界上现存 一 万件有关澳

门的东西方档案文书
,

大多还处于尘封状态
,

或因语言隔膜无法利用
。

各国研究近代早期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学者
,

如发挥各自的语言和学术环境优势
,

协作开拓
,

互动互补
,

一定能取得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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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

注

①这批汉文文书已辑为《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刘芳辑
、

章文钦校 上
、

下册
,

澳门基

金会 年 月出版
。

承蒙章文钦先生惠赠
,

特此致谢
②。拙作《洋商与大班 广东十三行文书初探 》

,

载《近代史研究 》 年第 期
。

③张甄陶 《制驭澳夷状 》
,

引自梁廷格 《粤海关志 》卷二八
,

《夷商 》三
。

④刘芳辑
、

章文钦校 《葡葡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以下简称 汇编 》
,

第 犯 页
,

号
。

⑤《汇编 》第 页
,

一 号
。

⑥ 汇编 》第 页
,

号
。

⑦《汇编 》第 页
,

号
,

粤海关监督德庆告示
。

⑧《汇编 》第 页
,

号
,

澳关委员曾成龙谕委黎多
。

⑨《汇编 》第 页
,

号
,

澳关委员曾成龙谕委黎多
。

⑩《汇编 》
,

第 一 页
,

号
。

《汇编 》第 页
,

号
。

⑩《汇编 》第 页
,

号注 ①②
。

《汇编 》第 页
,

号
。

按 原文外国国名
、

人名
、

船名
,

均加口旁
,

下同
。

⑧《汇编 》第 页
,

号
。

⑩《汇编 》第 页
,

号
。

《汇编 》第 页
,

号
。

汇编 》第 页
,

号
。

汇编 》第 一 页
,

号
。

汇编 》第 页
,

号
。

。 汇编 》第 页
,

号
。

⑧ 汇编 第 页
,

号
,

澳门同知李德舆行委黎多牌
。

。 汇编 第 页
,

号
。

函《汇编 》第 一 页
,

号
。

函《汇编 》第 页
,

号
。

⑧《汇编 》第 页
,

号
。

⑧ 汇编 》第 页
,

汇编 》第 页
,

巷镶稗》第 页
,

。《汇编 》维
④ 汇编 》第

嗯页
吧

页

,

香山知县尧茂德谕委黎多
。

,

澳关委员李培滔谕委黎多
。

,

署香山县左堂王谕委黎多
。

,

澳关委员金源谕委黎多
。

⑧《汇编 》第 页

④《汇编 》第 页

函《汇编 》第 “ 页

。《汇编 》第 页

①《汇编 》第 页

①《汇编 》第 页

④《汇编 》第 页

④《汇编 》第 页

⑩《汇编 第 页

,

,

拐
,

,

,

,

,

,

,

署澳门同知熊行委黎多牌
。

,

署香山知县郑承雯札委黎多
。

,

香山知县路昭麟札番差眉额等
。

,

香山知县彭昭麟札委黎多
。

,

香山知县彭昭麟谕委黎多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

号
,

香山知县彭昭麟谕委黎多
。

,

号
。

,

号
,

粤海关监督盛佳谕委黎多
。

作者杨 国祯 厦 门大学历 史研究所 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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