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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東印度公司來華大班的貿易者身份研究

——從科林・坎貝爾到龍思泰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從十八世紀開始，瑞典東印度公司來華大班的貿易者身
份。1732年，大班科林·坎貝爾隨着第一艘來自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
開啟貿易；大班格魯布和大班林待則見證了貿易的黃金階段；至十九世紀
初，龍思泰經歷了該公司在華貿易的最後時光。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對
推動十八至十九世紀早期的中瑞貿易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各階段大班的貿
易者身份，不僅受清廷制度的制約，也受不同時期廣州口岸中西貿易環境
的影響。通過對此時期瑞典公司大班的航海日記、信件等記錄的分析，形
成十八、十九世紀中西貿易下，廣州、澳門口岸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語
境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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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世 紀 初， 對 中 國 瓷 器 的 收 藏 成 為 歐 洲
貴 族 階 層 癡 迷 的 事 情。 此 時 的 瑞 典 在 與 鄰 國 進
行 了 近 百 年 的 戰 爭 之 後， 經 濟 情 況 持 續 低 迷。
為 了 改 善 這 種 情 況，1724 年 瑞 典 頒 佈 了《 航
海 法 》 以 保 護 國 家 的 航 海 貿 易， 並 且 在 研 究 了
英 國 和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貿 易 的 成 功 經 驗 後，
決 定 仿 照 該 模 式 與 中 國 發 展 國 際 貿 易。 大 班
（Supercargo） 指 的 是 出 資 者 在 駛 往 外 國 口
岸 的 商 船 上， 所 派 駐 的 隨 船 及 駐 岸 代 表， 他 們
需 要 負 責 交 易 的 所 有 過 程， 熟 悉 商 貿 的 各 種 細
節及具備語言能力。 1 事實上，中國貿易是一個
風 險 和 機 遇 並 存 的 行 業， 稅 收、 貢 品 和 賄 賂 有
時 難 以 區 分， 海 上 惡 劣 的 天 氣 情 況、 海 盜、 疾
病 和 競 爭 對 手 的 市 場 爭 奪 讓 一 切 航 程 存 在 多 方
面的威脅。反觀中國，1685 年康熙設立粵、閩、
浙、 江 四 海 關， 開 始 了 我 國 歷 史 上 正 式 設 置 海
關 的 記 載。 2 1720 年， 廣 州 形 成 行 會 團 體 ——
公行，確保了貿易更加平穩運行。1757 年底，
清 廷 下 令 只 許 在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廣 州 成 為 了 中

西 貿 易 的 中 心。 由 於 清 廷 的 限 制 政 策， 外 國 商
人 最 初 不 被 允 許 在 中 國 永 久 居 留， 於 是 澳 門 成
為 了 來 華 貿 易 者 及 家 屬 的 棲 身 之 處。 從 1732
年 到 1835 年， 根 據 貿 易 環 境 的 變 化，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大 班 的 貿 易 者 身 份 亦 發 生 了 細 微 的 轉
變， 這 體 現 在 該 公 司 的 貿 易 者 組 成 結 構、 獲 利
方 式、 與 當 地 行 商 或 各 國 洋 商 之 間 的 關 係， 甚
至 日 常 生 活 中， 反 映 了 這 一 時 期 中 瑞 貿 易 中 廣
州和澳門口岸城市的文化環境和歷史面貌。

一、初創時期
——大班科林·坎貝爾的貿易者身份

科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 ,  1686—
1757）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首位大班，他隨着
第 一 艘 來 自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商 船 正 式 開 啟 了
中 瑞 貿 易 的 先 河。 儘 管 經 歷 了 磨 難， 此 次 航 行
還 是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功， 坎 貝 爾 也 因 對 外 貿 的
傑 出 貢 獻 在 回 國 後 被 瑞 典 國 王 弗 雷 德 里 克 一 世
任命為商務顧問（圖 1）。

1731 年瑞典東印度公司成立，次年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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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科林·坎貝爾像，Johan Joachim Sträng 繪，布面油畫，
77 厘米 ×66 厘米，1756 年，哥德堡市博物館藏。

就 開 始 了 它 的 東 方 探 險， 去 往 中 國 廣 州 的 第 一
艘商船由科林·坎貝爾領隊，隨船人員多達 96
人。1732 年 9 月，在經歷了六個月的漫長航行
後， 船 隻 抵 達 黃 埔 的 錨 地（ 圖 2）。 坎 貝 爾 繼
而 負 責 船 隻 和 船 員 的 引 導。 按 照 清 廷 對 外 商 的
要 求， 他 和 其 他 僱 員 離 開 了 公 司 的 大 船 轉 而 進
入 專 門 用 於 接 駁 的 舢 舨， 並 由 這 艘 小 船 將 他 們
帶 往 廣 州。 科 林· 坎 貝 爾 在 日 記 中 記 錄 了 自 己
的感受：“大約晚上 10 點我們到達了黃埔，（我
們 ） 非 常 疲 倦， 全 身 也 濕 透 了， 我 們 非 常 想 吃
一 點 便 餐， 但 更 多 的 是 想 在 沿 岸 找 到 寄 宿 的 地
方 …… 看 看 能 不 能 找 到 講 英 語 的 熟 人 …… 當 被
問 到 這 是 甚 麼 船 時， 我 們 用 英 語 答 道‘ 這 是 弗
里德里克國王船’……” 3 坎貝爾如此熟練地使
用 英 語， 事 實 上 來 源 於 他 的 出 身， 他 出 生 於 愛
丁堡，父親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 l）
是 律 師， 母 親 是 莫 伊（Moy） 村 的 伊 麗 莎 白·
坎 貝 爾（Elizabeth Campbell）， 坎 貝 爾 在 32
歲時（1720 年）成為愛丁堡伯吉斯人（Burgess 

of Edinburgh）。 4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成 立 後，
坎 貝 爾 成 為 了 該 公 司 的 僱 員。 瑞 典 對 華 貿 易 開
展的時間較晚，該公司成立之初由於缺乏經驗，
僱 用 了 許 多 外 國 人 為 公 司 服 務。 此 時 英 國 人，
尤 其 是 蘇 格 蘭 人 在 中 瑞 貿 易 初 始 時 期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在 公 司 第 一 和 第 二 特 許 狀 時 期， 共 有
30 位 大 班， 其 中 13 位 是 英 國 人， 他 們 先 後 在
61 次航行中 24 次擔任大班。 5

從 科 林·坎 貝 爾 的 個 人 經 歷 看， 他 年 輕 時
就開始從事外貿工作，對廣州的貿易很有經驗。
1720 年 後， 他 在 英 國 南 海 公 司（South Sea 
Company） 工 作， 該 公 司 獲 得 了 英 格 蘭 和 南
美 之 間 的 貿 易 壟 斷 權， 以 換 取 其 承 擔 的 英 國 國
債。 不 久 之 後， 坎 貝 爾 對 南 海 公 司 的 投 資 使 自
己 陷 入 財 務 困 境， 該 財 務 醜 聞 被 稱 為“ 南 海 泡
沫 ”（The South Sea Bubble）， 這 導 致
他 背 負 了 大 量 的 債 務 並 逃 離 了 英 格 蘭。 後 來 他
逃 到 比 利 時 的 奧 斯 坦 德， 加 入 了 奧 斯 坦 德 公 司
（Ostend Company）。1730 年，坎貝爾移
居 瑞 典 的 哥 德 堡， 與 許 多 知 名 商 人 合 作 建 立 了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並 且 於 1731 年 成 為 瑞 典 公
民。 事 實 上， 在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成 立 之 前， 他
就 作 為 大 班 到 達 過 廣 州。 這 次 跟 隨“ 弗 雷 德 里
希斯號”（Fredericus Rex Sueciae）來到
中國，除了作為瑞典東印度公司大班的身份外，
他 還 擁 有 瑞 典 國 王 派 發 的 官 方 特 使 的 身 份， 這
一 點 使 他 的 遠 東 航 行 不 僅 僅 涉 及 貿 易 的 往 來。
但 遺 憾 的 是， 他 作 為 瑞 典 國 王 的 全 權 代 表，
與 中 國 朝 廷 交 涉 並 試 圖 建 立 官 方 貿 易 關 係 的 使
命，並沒有被清廷採納。 6

事 實 上， 坎 貝 爾 對 其 血 統 的 認 同 也 頗 為
強 烈， 儘 管 作 為 瑞 典 的 官 方 特 使， 但 他 仍 然 介
紹 自 己 是 蘇 格 蘭 人。 而 對 血 統 的 強 烈 認 同 在 海
上 長 期 漂 泊 的 生 存 環 境 下 經 常 成 為 了 爭 論 甚 至
衝 突 的 導 火 索， 坎 貝 爾 記 載 有 次 船 長 將 所 有 蘇
格 蘭 人 都 罵 作 惡 徒， 他 認 為 這 種 涉 及 國 家 的 辱
罵 是 一 種 逞 英 雄 的 行 為， 傷 害 了 船 上 其 他 蘇
格 蘭 船 員 的 立 場。 7 而 在 平 時 的 交 往 中， 坎 貝
爾 也 偏 向 於 助 手 查 爾 斯· 埃 爾 文（Charles 
Irv ine）。 埃 爾 文 也 是 蘇 格 蘭 人， 他 在 船 上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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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管 理 貿 易 的 財 務。 來 自 西 方 的 貿 易 者， 一 方
面 互 相 提 防， 一 方 面 相 互 合 作。 例 如 坎 貝 爾 擔
心 荷 蘭 貿 易 者 禁 止 任 何 中 國 人 來 往 商 館 附 近 的
行 為， 極 大 地 冒 犯 了 粵 海 關 的 官 員， 他 生 氣 地
寫 道：“ 這 些 荷 蘭 人 越 是 做 出 承 諾 就 越 愚 蠢，
我 甚 至 希 望 他 們 可 以 刺 激 到 中 國 的 政 府， 這 樣
能 禁 止 他 們 在 港 口 的 貿 易， 否 則 他 們 遲 早 會 毀
了這個地方。” 8 但實際上，西方貿易者在異國
生 活 和 工 作 的 同 時， 大 部 分 時 間 基 於 共 同 的 利
益， 也 常 會 組 成 無 國 界 分 別 的 團 體， 以 區 別 於
本 地 商 會。 這 便 於 西 方 貿 易 者 共 享 信 息 和 互 相
幫 助， 在 威 廉· 亨 特（Wil l iam C. Hunter）
的 遊 記 中 , 他 將 這 樣 的 幫 助 描 述 為：“ 這 裡 的
生 活 充 滿 情 趣， 由 於 彼 此 間 良 好 的 社 會 感 情 和
無限友誼的存在。” 9（圖 3）

坎 貝 爾 的 日 記 也 記 載 了 他 們 的 晚 餐 有 來 自
各 個 國 家 的 貿 易 者 參 與， 包 括 法 國、 荷 蘭 以 及
其 他 商 行 的 男 士（ 此 時 規 定 西 方 貿 易 者 不 能 攜
帶 家 眷 ） 都 來 拜 訪 了 他 們， 這 其 中 也 有 中 國 的

行 商。 10 另 一 方 面， 他 與 中 國 本 地 行 商 和 買 辦
的 相 處 也 十 分 融 洽， 當 他 邀 請 中 國 商 人 來 瑞 典
行 作 客 時，“ 他 們 呆 到 了 晚 上， 我 們 也 盡 可 能
的 去 招 待 他 們 ”。 11 這 一 時 期 出 現 在 坎 貝 爾 日
記 中 的 行 商 有 廣 順 行 的 陳 壽 官（Suqua）、
崇 義 行 的 陳 汀 官（Tinqua）、 裕 源 行 張
族 官（Pinky）、 資 元 行 黎 光 華（Beau-
Keyqua）、康官陳遠來（Hunqua）等。《清
代 廣 州 十 三 行 記 略 》 記 載， 坎 貝 爾 向 崇 義 行 陳
汀 官 租 賃 房 屋， 在 廣 州 設 立 了 瑞 典 商 館。 船 隻
在 廣 州 逗 留 了 四 個 月， 採 購 的 貨 物 計 有 151 箱
和 1,801 捆 瓷 器， 共 計 49,906 件； 其 中 包 括
紅 綠 茶 共 2,183 箱， 絲 織 品 23,355 件， 棉 織
品 633 件。 此外， 還有青漆家具、 白銅、 珍珠
母、人參等雜貨。 12

中 瑞 貿 易 初 期， 整 體 的 環 境 對 於 西 方 貿
易 者 來 說， 雖 然 有 一 些 行 為 上 的 制 約， 但 總 體
還 是 比 較 寬 鬆。 因 此， 坎 貝 爾 的 貿 易 經 歷 可 以
說 是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早 期 十 年 在 海 外 貿 易 成 功

圖 2. 黃埔帆影，煜呱繪，布面油畫，68.6 厘米 ×112.3 厘米，約 1850 年，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藏。



瑞典東印度公司來華大班的貿易者身份研究——從科林・坎貝爾到龍思泰       范思婕

歷史研究

1272021年•第112期•文化雜誌 RC

案 例 的 典 型。 一 方 面， 各 個 遠 行 商 隊 來 廣 州 時
所 籌 集 的 資 金 是 分 開 的， 公 司 的 投 資 者 希 望 通
過 最 短 時 間 的 商 貿 活 動 而 獲 得 最 大 化 的 利 潤，
並 且 避 免 長 期 的 約 束 管 理； 另 一 方 面， 清 廷 的
政 策 也 限 制 了 西 方 貿 易 者 和 商 人 長 期 停 留， 到
十 八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中 期， 西 方 貿 易 者 逐 步 熟 悉
了 廣 州 貿 易 的 系 統 體 制， 抵 達 廣 州 進 行 貿 易 的
船 隻 也 越 來 越 多。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理 髮 師、 洗
衣婦、妓女及其他人也可以與西方貿易者接觸，
這 除 了 讓 外 國 人 更 滿 意 在 異 國 口 岸 的 生 活， 也
有助於維持和諧的局面。13 但在十八世紀三十年
代 的 官 方 政 策， 除 非 獲 得 執 照， 其 他 任 何 人 都
不 准 與 珠 江 口 以 外 的 外 國 人 有 直 接 聯 繫， 這 也
許 導 致 了 坎 貝 爾 的 日 記 中 並 沒 有 更 多 的 關 於 廣
州口岸平民生活的記載。

二、大班格魯布和大班林待
——見證中瑞貿易的黃金年代

一 直 到 1780 年 期 間，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都

是 個 很 盈 利 的 企 業。 14 廣 州 體 制 下 的 行 商 制 度
在 十 八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成 為 了 貿 易 法 典， 且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保 持 了 穩 定， 這 保 證 了 中 瑞 貿 易 可
以 順 利 進 行。 然 而， 隨 着 貿 易 的 發 展， 對 外 國
商 人 的 忌 憚 和 管 控 在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以 後 愈 發 嚴
格。1754 年，清廷公佈了更嚴格的對於外商的
管理條例，限制了外商的自由。1757 年開始，
隨 着 中 外 貿 易 的 發 展， 歐 洲 殖 民 主 義 者 的 行 徑
引 起 清 王 朝 的 疑 懼， 西 洋 商 人 威 脅 海 防， 清 廷
恐 怕 其 破 壞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道 德 風 俗， 中 外 衝 突
不 斷 加 劇。1757 年 底， 清 廷 下 令 禁 止 外 商 到
江、 浙、 閩 三 關 貿 易， 只 許 在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1759 年， 兩 廣 總 督 李 侍 堯 頒 佈《 防 範 外 夷 規
條 》（ 防 夷 五 事 ）。 該 條 例 對 外 商 的 限 制 十 分
嚴 格， 包 括： 外 商 不 得 乘 轎； 不 得 向 官 府 投 遞
文 書； 不 得 隨 意 出 外 遊 覽； 外 國 婦 女 不 得 進 入
廣 州 城 等。 另 一 方 面，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外 籍 員
工 的 數 量 在 1746 年 公 司 頒 佈 的 新 規 定 下 也 有
所 改 變， 新 規 定 希 望 在 瑞 典 本 地 招 募 新 員 工，
這導致來自其他國家的船員的減少。1749 年，

圖 3. 廣州，佚名中國畫家繪製，布面油畫，45.2 厘米 ×78 厘米，約 1850 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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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東印度公司僱員邁克爾·格魯布（Michael 
Grubb, 1728–1807）首次隨船貿易遠行，他
在 1766 至 1769 年 間 擔 任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董 事， 並 在 廣 州 建 立 了 第 一 個 瑞 典 貿 易 站。 他
從 廣 州 帶 回 了 許 多 植 物 標 本， 所 以 還 在 1767
年 當 選 為 瑞 典 科 學 院 成 員， 並 且 在 1768 年 被
封為貴族。

1761 年開始，兩位或者多位來自瑞典東印
度 公 司 的 僱 員 在 貿 易 季 節 中 居 住 在 廣 州， 並 且
在餘下的時間居住在澳門。15 作為瑞典貿易站的
第 一 位 顧 問， 邁 克 爾· 格 魯 布 顯 然 在 廣 州 口 岸
停 留 的 時 間 與 坎 貝 爾 不 同， 他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在
廣 州 口 岸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貿 易 交 流 商 業 網 絡， 他
跟 本 地 商 貿 群 體 的 交 流 和 聯 繫 也 更 為 深 入。 格
魯 布 不 但 為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服 務， 他 利 用 關 係
網 絡， 時 常 作 為 中 西 貿 易 發 生 衝 突 時 的 中 間 人
負 責 調 停。 事 實 上， 格 魯 布 與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僱 傭 關 係 比 較 模 糊，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此 時 也
發 佈 了 一 系 列 私 人 貿 易 和 公 司 貿 易 之 間 的 區 別
規 定， 其 中 規 定 僱 員 不 允 許 參 與 對 公 司 利 益 有
害的私人貿易。16 而格魯布雖然受僱於瑞典行，
但 並 沒 有 固 定 薪 水， 他 一 方 面 擁 有 自 己 的 私 人
貿易，另一方面也承擔部分貿易中間人的責任。
1760 年，一個遠征貿易商隊得到了格魯布的關
照， 據 船 長 記 載，“ 在 邁 克 爾· 格 魯 布 先 生 的
勸 說 下， 我 們 會 在 他 的 地 方 就 餐 直 到 商 行 可 以
有秩序地運行。”17 在 1763 年的資料中，記載
了 格 魯 布 與 荷 蘭 商 人 競 價 的 出 色 表 現， 他 在 這
次 競 價 中 得 到 了 來 自 澳 門 商 人 的 一 大 筆 錢， 而
且對競價的結果很滿意，18 而同年格魯布甚至代
表 了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和 來 自 其 他 國 家 的 三 位 行
商協商事宜。19 作為瑞典公司貿易黃金年代的代
表， 大 班 格 魯 布 有 着 多 重 貿 易 者 的 身 份， 他 得
到 了 公 司 的 持 久 資 金 資 助， 這 可 以 讓 大 班 們 在
淡 季 購 買 到 便 宜 的 貨 物， 也 方 便 格 魯 布 完 善 本
地 市 場 的 貿 易 聯 繫， 而 私 人 貿 易 在 此 時 亦 更 容
易獲得益處。

格 魯 布 代 表 了 年 輕 一 代 的 瑞 典 公 司 僱 員 在
異 國 他 鄉 的 成 功， 另 一 位 年 輕 的 瑞 典 僱 員 烏 洛
夫· 林 待（Olof Lindahl,  1747–1801） 則

體 現 了 回 國 後 對 自 己 貿 易 者 身 份 地 位 重 新 塑 造
的 野 心。 烏 洛 夫· 林 待 在 1776 年 第 一 次 搭 乘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商 船 來 華 進 行 貿 易 活 動， 作
為 瑞 典 公 司 的 僱 員， 他 為 這 條 貿 易 線 服 務 了 近
二 十 年， 他 總 共 航 行 了 六 次， 並 且 擔 任 了 三 次
大班。他於 1779 年到 1785 年間定居在廣州，
與之前的格魯布不同，1746 年瑞典東印度公司
新 的 政 策 限 制 了 僱 員 的 私 人 貿 易， 所 以 他 只 能
為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謀 事， 無 法 更 隨 心 所 欲 地 涉
足 私 人 貿 易。 但 他 對 瑞 典 公 司 的 貿 易 活 動 的 野
心 遠 未 結 束， 回 國 後 他 更 想 跟 先 前 的 坎 貝 爾 或
者 格 魯 布 一 樣， 成 為 瑞 典 公 司 的 董 事 頭 銜。 事
實 上 他 確 實 獲 得 了 成 功， 在 歷 屆 東 印 度 公 司 董
事名單上，他赫然在列。

作 為 在 廣 州 暫 時 定 居 的 瑞 典 僱 員， 林 待 邀
請 了 一 位 年 輕 的 中 國 語 言 學 家 阿 福（Afock）
與 他 一 起 回 國。“ 有 記 載 的 第 一 次 中 國 人 訪 問
瑞 典 是 在 古 斯 塔 夫 三 世（Gustavus Ⅲ ） 時
期，1786 年，一位充滿好奇心的年輕的華南商
人， 同 時 也 是 瑞典東印度公司的翻譯——阿福，
應大班烏洛夫·林待的邀 請 訪 問 了 瑞 典。 當 國
王 問 他 對 瑞 典 人 口 如 此 之 少 是 否 感 到 驚 訝 時，
他 用 中 國 人 的 禮 貌 表 示 了 肯 定。”20 阿 福 的 到
來 為 林 待 榮 耀 歸 國 錦 上 添 花， 亦 有 助 於 他 未 來
職 業 規 劃 的 實 施。 因 為 此 時， 即 使 是 簡 單 來 自
中 國 的 肖 像 畫， 所 帶 來 的 好 處 都 不 僅 只 是 紀 念
的 意 義。 甚 至 半 個 世 紀 後， 湯 寧（Charles 
Toogood Downing） 仍然認為：“ 大多數從
林 呱（Lamqua） 那 裡 訂 購 肖 像 畫 的 陌 生 人，
他 們 認 為 這 樣 的 作 品 可 以 在 回 到 祖 國 後 帶 來 附
加 的 價 值（Addit ional  value）， 因 為 這 個 作
品 是 由 中 國 人 繪 製 的。” 21 由 此 可 見， 阿 福 的
到 來 為 林 待 回 國 後 的 事 業 起 到 了 很 大 幫 助。 林
待 在 與 贊 助 人 的 書 信 裡 表 達 了 對 中 國 貿 易 的 期
待：“ 中 國 的 新 聞， 也 許 會 讓 布 魯 克 斯· 派 純
（Bruks Patron） 先 生 感 興 趣， 可 以 了 解 有
關情況……”（圖 4）。

林 待 和 阿 福 在 幾 個 月 中 受 邀 遊 覽 了 瑞 典 的
莊園，“某天在總督斯巴爾男爵家（Governor 
General  Baron Sparre）中，阿福獲得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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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公 爵 夫 人 的 熱 烈 注 視 ”， 22 瑞 典 貴 族 對 中 國
人 的 到 來 十 分 好 奇。 貴 族 們 對 阿 福 的 持 續 討 論
引 發 了 很 好 的 效 果， 他 們 拜 訪 了 瑞 典 皇 室， 瑞
典 國 王 古 斯 塔 夫 三 世 接 見 了 他 們。 當 阿 福 離 開
瑞 典 回 國 的 時 候， 所 有 來 送 行 的 人 都 在 告 別 時
熱 淚 盈 眶。 23 對 中 國 來 訪 者 的 獵 奇 看 法 體 現 在
林 待 委 托 當 地 畫 師 畫 的 肖 像 畫（ 圖 5） 中， 在
這 幅 洛 可 可 風 格 的 畫 作 中， 阿 福 作 為 主 角 直 視
觀 眾， 畫 面 右 下 角 的 財 寶 展 示 了 遠 東 貿 易 帶 來
的 財 富， 而 林 待 躲 藏 在 阿 福 的 背 後， 他 和 一 位
外 國 女 性 的 表 情 和 動 作 展 示 了 對 這 位 中 國 翻 譯
的 諂 媚， 這 也 表 明 此 時 期 瑞 典 貴 族 對 中 國 保 持
了好奇且尊重的態度，而這一點將在十九世紀，
尤其是鴉片戰爭後發生變化。

三、尾聲階段——大班龍思泰與澳門

龍 思 泰（Anders Ljungstedt, 1759–1835）
在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對 華 貿 易 末 期 來 到 廣 州， 此

時 除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外， 其 他 各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貿 易 壟 斷 的 地 位 大 勢 已 去。1813 年，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決 定 退 出 廣 州 貿 易 市 場。 按 照 清 廷 的
規 定， 各 國 商 館 的 主 要 商 人 和 大 班、 二 班 等 在
交 易 完 畢 時 須 回 國 或 者 到 澳 門 暫 住。 因 此， 澳
門 除 了 成 為 在 華 葡 萄 牙 人 的 居 留 地 外， 又 成 為
來 華 貿 易 的 其 他 西 方 各 國 商 人 的 共 同 居 留 地。
1815 年，龍思泰在澳門定居，他被任命為瑞典
駐 中 國 的 第 一 位 總 領 事， 並 被 瑞 典 王 室 授 予 瓦
薩 爵 士 的 勳 位。 在 他 的 經 歷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十 九 世 紀 早 期， 東 印 度 公 司 貿 易 壟 斷 地 位 衰 退
下， 英 美 私 人 貿 易 的 繁 榮 以 及 廣 州 和 澳 門 在 鴉
片戰爭前的社會文化氛圍。

龍 思 泰（ 圖 6） 出 生 於 瑞 典 的 林 雪 平， 父
親 喬 納 斯· 安 德 森（Jonas Andersson）
在 他 三 歲 時 去 世， 母 親 安 娜（Anna） 之
後 嫁 給 了 當 地 勞 工 彼 得· 約 翰 遜（Petter 
Johansson）。此時貧困家庭的孩子被送到學
校是不尋常的，因為瑞典在 1842 年公佈的《教
育 法 》 才 規 定 了 義 務 教 育 的 階 段。 儘 管 家 庭 生
活 拮 据， 龍 思 泰 的 父 母 仍 讓 他 接 受 了 良 好 的 教
育。1784 年，龍思泰遠赴俄羅斯並在那裡從事
教 育 工 作 達 十 年 之 多。 接 着， 他 回 到 了 瑞 典 並
被 政 府 聘 請 為 俄 語 翻 譯 員， 甚 至 曾 在 瑞 典 國 王
到 訪 俄 羅 斯 期 間 為 國 王 翻 譯。 為 了 尋 找 更 好 的
工 作 機 會， 在 聖 彼 得 堡 和 其 他 地 方 遇 到 的 幾 位
重 要 人 物 的 推 薦 下， 龍 思 泰 最 終 在 瑞 典 東 印 度
公司謀取了職位。1799 年，龍思泰來到廣州口
岸， 他 試 圖 在 回 國 之 後 建 立 一 所 幫 助 窮 困 男 孩
的 學 校， 這 也 是 為 他 童 年 可 以 接 受 教 育 而 對 社
會 所 做 的 回 報， 以 及 作 為 一 位 樂 善 好 施 的 東 印
度 公 司 貿 易 者， 為 自 己 回 國 時 贏 取 好 名 聲 的 方
式。 但 當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退 出 廣 州 貿 易 後， 龍
思泰卻選擇在澳門度過餘生。

十 九 世 紀 初 廣 州 貿 易 的 結 構 發 生 了 變 化，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壟 斷 地 位 已 成 為 過 去， 私 人 貿 易
日 益 繁 榮。 像 許 多 此 時 居 住 在 廣 州 和 澳 門 的 歐
洲 貿 易 者 一 樣， 龍 思 泰 為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謀 事
時 也 追 求 自 己 的 私 人 商 業 利 益， 此 時 私 人 貿 易
的 一 般 做 法 是 在 遠 征 商 船 中 攜 帶 一 些 貨 幣 或 可

圖 4. 烏洛夫·林待寫給讓·亞伯拉罕·格里爾的信，1785 年
12 月 1 日，瑞典北歐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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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阿福、歐若拉·陶布和烏洛夫·林待像，Elias Martin 繪，35.4 厘米 ×30.7 厘米，瑞典國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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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的 商 品， 以 增 加 收 入。 但 在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貿 易 的 末 期， 一 切 貿 易 活 動 開 始 減 弱， 這 種
情 況 的 直 接 後 果 是 商 船 流 通 次 數 的 減 少， 這 也
影 響 了 夾 帶 貨 物 的 私 人 貿 易， 於 是 龍 思 泰 開 始
尋找更好的貿易方式。1808 年，龍思泰被任命
為瑞典在中國的貿易代理商（Swedish agent 
of  trade in China） 24，事實上，在瑞典東印
度 公 司 倒 閉 後， 貿 易 代 理 商 的 功 能 對 中 瑞 貿 易
變 得 愈 加 重 要， 這 也 給 龍 思 泰 獲 取 新 的 社 會 身

份打下了基礎。

當 龍 思 泰 來 到 廣 州 時， 許 多 來 自 歐 洲 的 東
印 度 公 司 已 經 岌 岌 可 危， 面 臨 着 破 產 和 解 體。
瑞典東印度公司終止運作後，龍思泰留在廣州，
並在 1815 年選擇永久移居澳門（圖 7）。此時
澳 門 約 有 35,000 位 居 民， 其 中 大 多 數 是 中 國
人， 人 口 約 30,000 人， 葡 萄 牙 人 或 澳 門 人 大
約有 3,500 人，還有大約 1,000 名奴隸。加上
大約二百名歐洲和美國人，其中有 8 至 10 名瑞
典 人。 25 與 壟 斷 企 業 地 位 衰 退 形 成 對 比 的 是 私
人 貿 易 的 急 劇 增 加， 北 美 的 私 人 交 易 佔 據 了 此
時廣州貿易總額的 15—20%。 26 來自英國和美
國 的 私 人 貿 易 者 改 變 了 廣 州 貿 易 的 結 構， 使 私
人 貿 易 者 取 得 了 更 大 的 本 地 影 響 力， 據《 中 國
叢 報 》 27 1837 年 記 載， 總 共 有 307 名 在 廣 州
的外國居住者，158 名登記為英國人，62 名帕
西 人，44 名 美 國 人、28 名 葡 萄 牙 人 以 及 4 名
印度人等等。 28 在澳門，1839 年記錄有西洋夷
人 720 戶，男女 5,612 丁口……英吉利國僦居
夷人 57 戶。29 此時的貿易氛圍變得更加緊張，
龍 思 泰 認 為 外 國 商 人 需 要 更 多 威 信 去 和 當 地 人
交流，因為當地人的行為漸漸令人無法忍受。30

由 此 可 見， 舊 時 從 坎 貝 爾 時 代 開 始 建 立 起 的 和
中 西 商 人 之 前 的 信 任 和 合 作 系 統 已 經 被 打 破，
外 國 的 貿 易 者 需 要 與 之 建 立 新 的 貿 易 聯 繫 和 新
的貿易位置。

為 了 融 入 新 的 貿 易 環 境， 龍 思 泰 更 偏 向
於 加 入 到 佔 當 地 歐 洲 人 社 群 最 大 比 例 的 英 商 社
群。 澳 門 的 英 商 群 體 從 職 業 上 來 看 包 括 三 類，
分 別 是 英 公 司 職 員、 散 商 和 商 船 船 長 以 及 他 們
各 自 的 家 庭 成 員。 31 而 這 些 外 商 群 體 一 般 居 住
在 澳 門 南 灣 一 帶， 與 在 廣 州 的 西 方 商 人 群 體 一
樣， 這 些 西 方 貿 易 者 社 群 往 往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出
現。 對 英 商 社 群 的 依 賴 體 現 在 早 期 的 私 人 貿 易
者 在 壟 斷 企 業 的 威 信 下 得 到 庇 護， 而 當 這 些 公
司 虧 缺 甚 至 消 失 後， 這 個 責 任 落 在 了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身 上。 十 九 世 紀 以 後， 原 有 的 東 印 度 公
司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被 英 國 政 府 直 接 取 代， 外 交
部代替了董事會，駐華商務總督代替了大班。32

中 國 的 官 員 認 為 所 有 外 商 均 有 英 國 領 事 館 所 管

圖 6. 澳門基督教墳場中的龍思泰墓地，筆者攝於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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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就 算 當 事 人 不 是 英 國 人， 當 麻 煩 發 生 時 也
會 讓 英 國 領 事 館 插 手。 33 融 入 英 商 社 群 對 於 西
方 貿 易 者 的 商 業 發 展 十 分 有 利， 龍 思 泰 憑 藉 自
身 優 秀 的 社 會 交 往 能 力 和 語 言 能 力 顯 然 能 夠 成
功 進 入 其 中。 例 如 此 時 年 輕 的 美 國 人 哈 里 特·
洛（Harr iet  Low）， 在 日 記 中 記 載 了 她 和
英 國 商 館 醫 生 加 律 治 一 起 拜 訪 英 國 散 商 特 納，
他 們 一 起 讚 賞 了 瑞 典 商 館 領 事 龍 思 泰 先 生， 以
及 她 與 龍 思 泰 一 起 參 與 此 時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組
織 的 晚 宴 和 舞 會。 34 在 這 點 上， 他 找 到 了 融 入
新 環 境 的 貿 易 者 身 份。 與 此 同 時， 位 於 廣 州 的
瑞 典 行 通 過 租 借 給 其 他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商 人 產 生
的 利 益， 也 成 為 了 龍 思 泰 高 額 薪 水 的 來 源， 這
確 保 了 他 在 澳 門 的 生 活 質 量。 由 此 可 見， 此 時
的 貿 易 者 可 以 完 全 按 照 自 己 的 喜 好 留 下 或 者 離

圖 7. 澳門南灣，佚名畫家繪製，布面油畫，64.77 厘米 ×86.36 厘米，約 1830 年，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藏。

開。 與 早 期 貿 易 者 為 了 快 速 賺 錢 回 國 的 目 的 不
同，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最 後 一 批 貿 易 者 顯 然 更
想留在澳門。

與 其 他 只 從 事 貿 易 的 商 人 不 同， 龍 思 泰 對
中國顯然有着更深入的了解。1836 年，英國東
印度公司資助出版了他的著作《早期澳門史》，
此 書 成 為 了 後 來 學 者 研 究 澳 門 史 的 經 典 著 作。
龍 思 泰 驚 人 的 語 言 能 力 在 著 作 中 得 到 了 彰 顯，
其 中 參 考 的 文 獻 包 括 了 英 文、 法 文、 荷 蘭 文、
拉 丁 文、 意 大 利 文、 西 班 牙 文、 葡 萄 牙 文 等 語
種， 加 上 德 語、 俄 語 和 瑞 典 語， 他 所 了 解 的 語
言達 10 種之多。 在書中他一改 20 年前所認為
的 中 國 保 持 着“ 舊 傳 統 ” 的 惡 習 的 固 定 印 象，
對 葡 萄 牙 管 控 澳 門 呈 現 了 批 駁 的 態 度， 並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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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始 終 是 中 國 的 領 土。 他 在 著 作 中 反 對 鴉 片
貿 易 和 人 口 貿 易， 指 斥 早 期 西 方 殖 民 者 在 中 國
及其他東方國家劫掠殺戮的海盜行徑，在書中，
他 抱 怨 外 國 貿 易 者 通 過 鴉 片 獲 取 巨 額 財 富， 並
且 預 測 這 可 能 會 使 整 個 廣 州 貿 易 環 境 變 得 更 糟
糕。 35 事 實 上 的 確 如 此， 鴉 片 貿 易 愈 演 愈 烈，
1784 年 登 記 在 案 的 有 726 箱，1828 年 有
4,500 箱， 而 1825 年 有 30,000 箱。 36 多 年
以 後， 走 私 已 經 深 入 廣 州 貿 易 的 社 會 經 濟 的 空
間結構，並且並不容易祛除。在龍思泰的時代，
中 國 人 和 外 國 貿 易 者 之 間 的 矛 盾 一 觸 即 發 的 緊
張 感 越 來 越 深， 而 西 方 國 家 對 中 國 的 態 度 變 得
消 極， 旅 行 的 記 錄 亦 偏 向 於 對 其 死 板 的 制 度 和
君 主 的 殘 暴 的 討 伐。 相 應 地， 中 國 口 岸 對 歐 洲
人 的 管 束 也 更 保 守 和 嚴 格， 這 是 鴉 片 貿 易 的 急
劇增長所帶來的激烈反抗。十九世紀初的廣州，
龍 思 泰 觀 察 到 了 此 時 廣 州 口 岸 形 成 的 中 西 群 體
間 的 緊 張 的 氛 圍， 這 種 緊 張 在 格 魯 布 所 在 的 貿
易 時 期 只 是 一 項 又 一 項 對 外 商 的 制 約， 而 在 龍
思 泰 的 時 代， 各 項 矛 盾 開 始 更 加 深 化， 在 龍 思
泰 去 世 的 五 年 後， 鴉 片 戰 爭 爆 發， 貿 易 的 環 境
變得更加的不同。

四、結語

從 瑞 典 的 角 度 來 說， 十 八 世 紀 開 始 的 中 瑞
貿 易 見 證 了 從 大 量 僱 傭 國 外 勞 動 力， 尤 其 是 英
格 蘭 和 蘇 格 蘭 的 勞 動 力， 到 逐 步 建 立 一 個 富 裕
的、 自 覺 的 且 非 貴 族 出 身 的 資 產 階 級。 這 從 早
期 依 賴 科 林· 坎 貝 爾 等 外 國 船 員 的 情 況， 轉 化
為 更 依 靠 本 國 年 輕 僱 員， 以 及 給 予 年 輕 的 瑞 典
大 班 更 多 貿 易 者 身 份 的 可 能 性。 在 中 瑞 貿 易 的
黃 金 年 代， 瑞 典 對 中 國 貿 易 的 利 潤 和 中 國 文 化
很 感 興 趣， 從 中 國 進 口 的 商 品 對 瑞 典 上 層 社 會
的 社 會 生 活 方 式 和 消 費 模 式 帶 來 了 很 大 影 響，
這 幫 助 了 瑞 典 公 司 從 事 中 瑞 貿 易 的 大 班 在 回 國
後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1786 至 1813 年是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在 華 經 營 的 最 後一個時期， 雖然
仍 然 有 穩 定 的 盈 利， 但 公 司 的 整 體 運 營 並 不 成
功，該公司最終選擇在 1813 年將中國貿易壟斷
開放後停止運作。但實際上早在宣佈解散之前，
該 公 司 在 廣 州 口 岸 的 營 業 就 已 經 結 束 了， 而 最

後一艘往返兩地的船是 1806 年的瑪麗亞·卡羅
萊 納 號， 口 岸 貿 易 模 式 的 轉 變 導 致 了 選 擇 留 下
的 瑞 典 僱 員 在 澳 門 等 可 以 長 期 逗 留 的 地 方， 尋
找新的貿易者身份。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在 營 業 期 間 總 共 進 行 了
132 次 遠 東 探 險， 各 階 段 來 華 大 班 的 貢 獻 是 巨
大的，遠東貿易對瑞典本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 不 僅 表 現 在 經 濟 方 面， 我 們 也 能 從 當 時 的 藝
術、 文 學、 時 尚 和 建 築 中 看 到 它 在 文 化 方 面 的
影 響。 並 且 可 以 公 平 地 說， 東 印 度 公 司 讓 瑞 典
成 為 了 一 個 稍 微 不 那 麽 孤 立 的 地 方， 而 十 八 世
紀 到 十 九 世 紀 早 期 的 中 西 貿 易 環 境 的 變 化， 也
促 使 了 瑞 典 東 印 度 公 司 來 華 大 班 貿 易 者 身 份 的
轉 變， 形 成 了 對 此 時 廣 州、 澳 門 口 岸 文 化 語 境
的獨特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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