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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与越南的对外贸易

邱 普 艳

(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来到越南进行贸易活动，西方人的活动深

刻地影响到了越南社会，新的商业势力也必然与原有的贸易网络产生冲突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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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

十五六世纪西方列强纷纷踏上东进的道路，殖
民主义者的东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地的国家，印
支半岛上的越南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在公元前欧洲已经和东亚地区有了零星的
交往，但是直到 13 世纪末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亚洲之行前，中世纪的欧洲一直没有与东南亚地区
接触的记载。即便马可·波罗的日记在欧洲广泛传
播后，欧亚大陆的人基本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

中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呈
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刺激着欧洲国家寻找新商品资
源和市场。最先登上向东方扩张舞台的是葡萄牙和
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探索东方航路中处于领先地
位。［1］491498 年，葡萄牙探险者瓦斯科·达·伽马
( Vasco de Gama) 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成功抵
达了印度海岸。1521 年，另一位服务于西班牙的
葡萄牙人麦哲伦 ( Magellan) 横渡大西洋，穿过麦
哲伦海峡，越过太平洋航行到菲律宾。

1511 年 8 月 10 日，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霍
尔指出: “亚洲感觉到欧洲人统治的威胁是从 1511
年 ( 马六甲被占) 开 始 的。”［2］822 之 后，西 班 牙、
荷兰、英国、法国等其他殖民者尾随而来，开始致
力于全球性的海上殖民扩张，东南亚殖民地化进程
由此开始，一个由欧洲人推动主导的远东太平洋贸
易网络也逐渐形成。

二、越南的对外贸易

越南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并邻近中国南
大门，15 世纪前，境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并不发达，
13 世纪的《诸蕃志》载大越“其国不通商”。［3］1

随着 15 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大量涌入，东南亚
进入“商业时代”，［4］7 在殖民者对越南的早期殖民

活动中，商人和传教士扮演着先锋的角色。首先进
入这一地区活动的是葡萄牙人。1557 年葡萄牙人
占据澳门后，其商船常乘季风到达越南港口进行贸
易。16 世纪末，葡萄牙人与越南北方郑氏和南方
阮氏已有经常性的贸易关系。据梅本 ( Maybon )
和茹西埃尔 ( Ruissier) 合著之书记载: 1614 年佛
主时代，已有名叫让·德·拉·格瓦 ( Jean de la
Croix) 的葡萄牙人来到顺化开设了一家铸造枪械的
作坊，以 致 后 来 顺 化 人 一 直 把 此 地 称 之 为 铸 造
坊。［5］249 － 250不过，与葡日贸易相比，这时葡萄牙人
和越南的贸易依然是无足轻重的。1633 年日本实
行锁国政策后，葡越贸易才变得重要起来。接着是
荷兰人。1601 年，荷兰人就开始尝试与交趾支那
开展贸易。［6］801636 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以爪哇
为基地开展与越南的贸易。荷兰人在会安设有商
行，在北方的庯宪 ( 属今海兴省) 建立商馆。［5］250

当时葡、荷双方竞争日益激化，在越南南北纷争中
各助一方，然而两国都没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17 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东印度公司的商
船也相继抵达越南。英国人最初在东方探险中落在
葡荷等国后面，但一旦行动起来却毫不示弱。英国
人最初对越南贸易是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不久的
1613 年，［7］83、841672 年，英商到达越南北方，郑王
允许英国人在庯宪设立商行。种种原因使英国人最
终未能如愿和安南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法国在越
南的商业经营落在英、荷后面，更远不及葡萄牙
人。［7］9实际上法国传教士 17 世纪初就已进入越南
和印度支那地区，其中，耶稣会士亚历山大·罗德
( Alexandre de Rhodes) 起了开路作用。传教士们
为适应当地情况，创造了拉丁化拼音越语文字，对
越南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1］214 葡萄牙语系欧洲各
族与越南人交际使用的商业语言，为国语提供了基
本词义。罗德在旅行和传教笔记中描述了 17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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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叶越南商业、贸易等情况及其位置的重要性，
指出这里有五十多处良港，鼓吹 “占有这个地区，
欧洲的商人将获得丰富的利润和充足的财源”。［1］214

法国商人远远落后于传教士，1680 和 1682 年，法
国商船驶抵庯宪贸易，此为其进入越南之始。［5，1，7］

在南方，法国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韦利
( Verret) 首先于 1686 年获准在昆仑岛设立商馆。
他写信给公司，建议设法夺取这个从欧洲到中国海
要道上的岛屿。他甚至不无夸大地认为，“占有这
个地方 就 像 占 有 马 六 甲 海 峡 和 巽 他 海 峡 那 样 重
要”。此后，1749 年，法国人皮埃尔·波福尔乘坐
商船“马肖尔特” ( Machault) 驶入会安海口，［7］14

皮埃尔请求谒见武王阮福阔，并呈递国书和礼品，
要求建立相互友好与通商关系。阮主复书，赐以通
商特证，准许法国人在国内各地任意贸易无须纳
税。他返回法国时，立即向路易十五密奏，请求迅
速占 领 越 南， 否 则 就 有 落 入 英 国 人 手 中 的 危
险。［7］，［2］，［8］213此后，“法国教士商人倡在越设立侨
行之计划者，风起云涌”，由此 Cordier 以 Poivre 之
航行至广南为法越关系之真正开始。［7］15

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切证明西方商船来到越南的
时间，但无疑到 16 世纪下半叶西方人已经和越南
有了较为频繁的商业往来。与西方贸易的逐步发
展，使得越南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在亚洲的东
方地区远在公元 10 至 15 世纪上半叶，即在欧洲商
业势力进入这里之前，中国海商就已凭借地理优势
和长期贸易活动，建立起初具规模的东亚、东南亚
华商贸易网络，称雄于这一片海域。［8］中国海外华
商网络 “肇基于宋元时代，到了明初，华商以中
国市场和商品、中国帆船和海外华人聚居为依托，
初步形成了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9］17 世
纪中叶，海外华商网络大抵沿贸易航线的港口组构

而成，华商主要活动范围在闽粤东南沿海和台湾西
岸港口、殖民者东来建立的巴达维亚、马尼拉、澳
门和马六甲，以及日本的长崎和东南亚土著政权控
制下的沿海港口及其附近地区。这些华商人数众
多，长期流寓南洋，熟知当地物产及风土人情。他
们不仅从事对华贸易，而且很多还加入了中国—东
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即便在欧洲人进入东亚水
域之后，华商贸易网络依然主导着西太平洋地区。
长期以来，越南缺乏大规模海外贸易的传统，也就
造成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控制在中国商人手中，这成
为越南对外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越南的对外贸易
也就成为东南亚华商贸易网络的一部分。作为本地
区新生力量的欧洲人所主导的远东太平洋贸易网络
与华商贸易网络的冲突也就成为意料中的事情。不
过，此时的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力量还相对薄弱，
在越南尤其如此，虽然葡、荷两国利用郑阮的南北
对峙与其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然而随着地区形
势的变化，欧洲人在越南的影响不断缩小。1672
年，郑阮双方停战，对西方军械的需求减少，同时
随着禁教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越南和葡荷等国关系
日趋冷淡，荷兰商船于 1700 年离开北方，中国商
人成为越南对外贸易的主要承担者。

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和商人大量东来，
对东方国家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这时西
方殖民国家全球扩张刚刚起步，国力有限，“只有
在亚洲强大帝国或地区性国家高兴或仁慈时才能在
亚洲生存，而且局限在它们的边缘地带，没有挑战
这些东方国家的手段”。［10］349 但这不代表他们未曾
有挑战的意图，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他们最终在
19 世纪东亚国家跨入近代大门时，把这一趋势变
成现实，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西方殖民者十
五六世纪在越活动已拉开这一进程的序幕。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 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英］D G E 霍尔． 东南亚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3］ ［宋］赵如适． 诸蕃志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2000．
［4］ ［澳］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 － 1680［M］． Vol 1，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88．
［5］ ［越］陈重金． 越南通史［M］． 戴可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6］ ［澳］李塔娜．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M］． 北京: 文津出版社，2000．
［7］ 邵循正．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 梁英明，等． 近现代东南亚［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 戴一峰． 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J］． 东南学术，1994，( 4) : 24 － 29．
［10］［美］罗兹·墨菲． 亚洲史［M］． 黄 磷，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4．

The Coming of Western Colonialists and Foreign Trade with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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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Geographical discovery and the finding of new routs，many western colonialists arrived Vietnam
and tradeing with local people． These activities influenced Vietnam society deeply，and new trade influence con-
flicted with ol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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