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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18年，俄國擬向西班牙屬殖民地菲律賓群島派駐總領事多貝爾，但因
西班牙對俄設領事館存有異議，便改為任命多貝爾為總領事前往菲律賓群
島籌備開設總領事館。此後多貝爾撰寫回憶錄，敘述早年在廣州經商、
及任俄駐菲律賓總領事期間的經歷和見聞。該書問世後影響很大，其中
關於澳門的敘述加強了俄國社會對澳門的認識，引發了俄國報刊上更多
地記錄和介紹澳門，成為俄國與澳門關係研究的重要資料。

關鍵詞  俄國；多貝爾；澳門

  柳若梅 *

俄 國 與 菲 賓 律 正 式 派 駐 外 交 使 節 始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但 是， 早 在 1818 年， 以 西 伯 利 亞 的
毛 皮 貿 易 和 鄂 霍 茨 克 海 的 漁 業 產 品 貿 易 為 中
心， 俄 國 曾 向 西 班 牙 屬 殖 民 地 菲 律 賓 群 島 派 駐
總 領 事 彼 得· 瓦 西 里 耶 維 奇· 多 貝 爾（Пe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обель）， 後 西 班 牙 對 俄 國 在
馬 尼 拉 設 立 領 事 館 持 異 議， 但 仍 同 意 多 貝 爾 在
馬 尼 拉 籌 備 相 關 事 宜。 多 貝 爾 本 是 一 名 在 廣 州
貿 易 的 美 國 商 人， 機 緣 巧 合 地 成 為 俄 國 駐 馬 尼
拉 總 領 事， 任 職 期 間 前 往 澳 門 為 俄 國 堪 察 加 地
區 採 購 商 品。 多 貝 爾 留 下 的 回 憶 錄《 俄 國 駐 菲
律 賓 群 島 總 領 事、 七 級 文 官 彼 得· 多 貝 爾 在 中
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1（圖
1、2），既是俄國與澳門關係研究的重要資料，
也 擴 大 了 俄 國 社 會 對 澳 門 的 興 趣。 在 多 貝 爾 之
後， 俄 國 報 刊 文 章 時 有 涉 及 澳 門， 俄 國 關 於 澳
門的認識日漸具體。

一、多貝爾及其回憶錄

多 貝 爾 本 生 於 愛 爾 蘭 的 格 拉 特 夫， 在 愛 爾
蘭 受 初 等 教 育 後 隨 父 母 移 居 美 國。 在 費 城 大 學
畢 業 後 作 為 志 願 者 參 軍， 參 加 了 征 討 賓 西 法 尼

亞 西 部 和 印 地 安 人 地 區 的 戰 事。 此 後 各 處 遊 歷
經 商， 他 熱 愛 航 海， 到 過 東 南 亞 各 國、 菲 律 賓
群島、中國南部，在廣州長期生活並擁有房產。
1805 年 俄 國 首 航 澳 門 並 在 廣 州 成 功 貿 易 過 程
中， 船 長 克 魯 森 什 坦 恩 一 籌 莫 展 之 際， 多 貝 爾
幫 助 化 難 解 憂。 克 氏 將 多 貝 爾 的 惠 舉 上 奏 沙 皇
亞歷山大一世，沙皇賜贈多貝爾鑲鑽戒指致謝。
有 過 軍 旅 經 歷 的 多 貝 爾 對 取 得 俄 法 戰 爭 勝 利 的
亞 歷 山 大 一 世 非 常 崇 拜， 非 常 嚮 往 俄 國。1812
年， 多 貝 爾 帶 兩 船 食 品 來 到 堪 察 加 半 島 的 彼 得
羅帕夫洛夫斯克港灣（其此行不以獲利為目的，
只 為 解 決 當 地 居 民 的 生 活 急 需 ）。 由 此 伊 爾 庫
茨 克 省 長 向 財 政 部 長 請 示， 希 望 出 具 法 令， 規
範 這 一 地 區 與 外 國 人 貿 易。 經 俄 國 部 長 會 議 討
論，認為外國人前來貿易對這些邊遠地區有益，
決 定 允 許 多 貝 爾 在 鄂 霍 茨 克、 堪 察 加 貿 易， 並
於 1813 年 7 月 24 日 確 認 如 下 規 則： 所 有 工 業
品 如 服 裝、 紙 製 品、 茶、 咖 啡 等 貿 易 按 恰 克 圖
稅 率 收 取； 食 品、 藥 品 等 生 活 必 需 品 免 稅； 恰
克 圖 稅 率 中 禁 止 運 入 的 商 品 課 稅 30%。 此 後，
多 貝 爾 曾 向 俄 國 政 府 提 交 一 份 關 於 向 俄 屬 遠 東
地 區 定 期 提 供 食 品 的 詳 細 計 劃， 並 建 議 俄 國 經
馬 尼 拉 與 菲 律 賓 群 島 建 立 長 期 貿 易 關 係。 為 此
俄 國 設 立 由 財 政 部 長、 西 伯 利 亞 省 長 等 構 成 的
特 別 委 員 會， 討 論 認 為 多 貝 爾 的 建 議 可 行。
1817 年， 亞 歷 山 大 一 世 批 准 了 特 別 委 員 會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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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 關 報 告， 俄 國 政 府 決 定 在 馬 尼 拉 設 立 總 領
館， 並 任 命 多 貝 爾 為 俄 國 駐 菲 律 賓 群 島 首 任 總
領 事。 多 貝 爾 應 邀 來 到 彼 得 堡， 並 加 入 俄 國 國
籍， 被 授 予 俄 國 七 等 文 官 職 位， 註 冊 為 二 級 商
人。 此 時 西 班 牙 政 府 提 出 俄 國 不 能 直 接 在 菲 律
賓 設 正 式 的 總 領 事 館， 但 允 許 多 貝 爾 駐 馬 尼 拉
協調對俄貿易。

1817 年， 英 國 商 人 戈 爾 頓 駕 一 船 奢 侈 品 和
酒 類 來 到 堪 察 加， 並 提 議 在 俄 濱 海 區 與 東 印 度
之 間 常 規 性 地 展 開 貿 易。 俄 國 政 府 認 為 這 些 商
品 不 是 堪 察 加 所 需 要 的 生 活 必 需 品， 因 而 推 出
規 定， 限 制 外 國 人 貿 易， 禁 止 外 國 商 人 運 出 毛
皮、 金、 銀、 俄 國 錢 幣、 火 藥 類 射 擊 武 器、 船
用 品 等， 從 外 國 運 進 堪 察 加 的 除 食 品 外 的 所 有
商 品， 一 律 與 運 出 商 品 一 樣 課 稅， 每 船 一 進 一
出各課稅俄幣 20 戈比。

1819 年， 多 貝 爾 穿 過 西 伯 利 亞， 準 備 搭
乘 俄 國 前 往 太 平 洋 考 察 的“ 堪 察 加 ” 號 戰 艦 前
往 馬 尼 拉 上 任。 不 幸 的 是， 多 貝 爾 到 達 堪 察 加
之 時 該 船 已 啟 程。 於 是， 已 與 西 伯 利 亞 姑 娘 結
婚 後 的 多 貝 爾， 自 費 裝 備 船 隻 前 往 馬 尼 拉， 於
1820 年 3 月 在 馬 尼 拉 開 始 了 他 的 非 正 式 領 事 生
涯。 起 初 工 作 一 切 進 展 順 利。 他 考 察 馬 尼 拉 民
情， 學 他 加 祿 語、 了 解 當 地 各 民 族 的 情 況。 然
而 好 景 不 長， 當 年 的 10 月 9-10 日， 馬 尼 拉 暴
發 霍 亂， 殖 民 政 府 暗 示 當 地 居 民 霍 亂 源 於 西 班
牙 人 之 外 的 歐 洲 人。 在 馬 尼 拉 的 歐 洲 人 由 此 遭
到 衝 擊， 多 貝 爾 在 馬 尼 拉 的 家 也 遭 到 襲 擊。 多
貝 爾 為 完 成 為 堪 察 加 籌 辦 麵 粉 和 鹽 等 食 品 的 使
命而前往澳門，為此船上掛起了葡萄牙國旗（否
則船不能進入澳門）。

此 時 為 保 護 俄 美 公 司 的 利 益， 俄 國 由 內 務
部、 財 政 部、 外 交 部 部 長 組 成 的 特 別 委 員 會，
於 1820 年 3 月頒發如下規定：禁止外國商船進
入 俄 屬 西 伯 利 亞 濱 海 區， 非 意 外 情 況 不 許 進 入
東西伯利亞各港口；禁止外國人加入俄國商會，
定居鄂霍茨克和堪察加。該規定於 10 月底送達
堪察加。

多 貝 爾 在 澳 門 採 買 到 所 有 貨 品 後， 於 1821
年 5 月 從 澳 門 啟 程 前 往 堪 察 加， 並 在 兩 個 月 後
抵達。儘管船上滿載堪察加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且 價 格 低 廉 得 出 奇， 但 因 俄 國 政 府 對 俄 美 公 司
的 保 護 政 策， 商 品 貿 易 阻 礙 重 重， 多 貝 爾 被 禁
止 在 上 述 地 區 滯 留， 原 本 其 售 賣 和 運 出 商 品 所
享 受 的 優 惠， 也 遭 遇 地 方 長 官 的 再 三 斟 酌。 堪
察 加 長 官 從 當 地 居 民 的 需 要 出 發， 報 請 西 伯 利
亞 特 別 長 官 斯 佩 蘭 斯 基 向 沙 皇 協 調 多 貝 爾 貨 品
貿 易 一 事。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碾 轉， 亞 歷 山 大 一 世
批覆終於送到堪察加：允許多貝爾在 1822 年以
8.5 盧 布 / 普 特（“ 普 特 ” 為 沙 俄 常 用 計 量 單
位，1 普 特 約 為 16.38 千 克 ） 的 價 格 出 售 運 到
的 25,000 普 特 麥 芯 麵 粉 2； 未 來 多 貝 爾 可 以 繼
續 向 堪 察 加 輸 送 生 活 必 需 品； 多 貝 爾 的 船 隻 進
入 澳 門 時 可 以 掛 葡 國 國 旗， 但 不 允 許 葡 國 船 進
堪 察 加； 堪 察 加 可 以 接 受 屬 於 聖 喬 治 群 島 的 船
隻。

離 開 堪 察 加 前 往 鄂 霍 茨 克 貿 易 的 多 貝 爾 蒙
受了巨大損失。鄂霍茨克長官按 1820 年的貿易
規 定 禁 止 多 貝 爾 的 貿 易， 後 向 彼 得 堡 報 告 並 請
求 貿 易 許 可。 待 貿 易 許 可 到 達 鄂 霍 茨 克 時 已 是
三 年 後， 多 貝 爾 的 貨 物 大 部 分 變 質， 這 一 損 失
使 多 貝 爾 幾 近 破 產。1828 年， 多 貝 爾 回 到 彼 得
堡， 向 財 政 部 長 申 請 賠 償 鄂 霍 茨 克 貿 易 損 失，
但 由 於 鄂 霍 茨 克 方 面 沒 有 多 貝 爾 蒙 受 損 失 的 準
確 資 料， 賠 償 難 以 實 現。 多 貝 爾 在 任 職 領 事 期
間 由 別 人 代 領 的 薪 金 也 被 查 封， 多 貝 爾 陷 入 破
產。 心 灰 意 冷 之 中， 多 貝 爾 開 始 撰 寫 航 海 記，
先後完成了《從堪察加到西伯利亞的旅行》3《不
一 樣 的 俄 國 》 4 等 著 作， 還 在 俄 國 重 要 期 刊《 祖
國之子》上發表大量旅行筆記。

《從堪察加到西伯利亞的旅行》為兩卷本，
第 一 卷 是 作 者 在 西 伯 利 亞 從 堪 察 加 到 佩 爾 姆 的
路 線 及 沿 途 親 身 經 歷 記 錄， 這 一 路 線 是 歐 洲 數
個 世 紀 以 來 最 感 興 趣 的 從 歐 洲 到 中 國 的 陸 路 通
道。 第 二 卷 的 絕 大 部 分 是 描 寫 廣 州 和 沿 海 地 區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和 習 俗。 該 書 在 英 國 出 版 後 有 記
者 評 論 說， 感 謝 作 者， 這 是 首 次 介 紹 中 國 人 家
庭 裡 的 生 活 情 景， 讓 人 了 解 中 國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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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甚 麼 樣 子。 多 貝 爾 在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如 法 5 、
德 等 國 的 期 刊 上 也 大 獲 好 評。 俄 文 譯 者 鐘 科 夫
斯 基 認 為， 當 時 俄 國 雖 然 出 版 了 一 些 關 於 中 國
的書，但大部分是關於北京和中國北方地區的，
關 於 中 國 南 部 的 資 訊 非 常 少， 而 關 於 馬 尼 拉、
印 尼 群 島， 俄 國 讀 者 甚 至 一 無 所 知。 所 以， 鐘
科 夫 斯 基 選 譯 多 貝 爾 英 文 版 行 紀 中 關 於 南 部 中
國 的 內 容， 翻 譯 多 貝 爾 在 中 國 時 所 作 的 日 記，
形成這部俄文版的《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
七 級 文 官 彼 得· 多 貝 爾 在 中 國、 馬 尼 拉 和 印 尼

群 島 的 行 紀 和 最 新 觀 察 》 6 ， 該 書 於 1833 年
由 沙 皇 敕 令 在 彼 得 堡 格 列 奇 出 版 社 出 版。 書 中
的 中 國 的“ 最 新 觀 察 ” 主 要 以 對 澳 門、 廣 東 的
觀 察 為 主， 內 容 豐 富。 全 書 分 為 上 下 兩 卷， 每
卷 篇 幅 接 近 三 百 頁。 多 貝 爾 一 生 三 次 到 過 中 國
（1798-1828 年 ）， 其 中 第 二 次 到 達 中 國 時 在
中 國 生 活 七 年 多。 由 於 多 貝 爾 有 醫 學 知 識， 經
常 無 償 幫 助 受 病 痛 困 擾 的 人， 這 使 得 他 有 機 會
進 入 中 國 人 家 裡， 近 距 離 了 解 中 國 人， 所 以，
他 對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細 節 的 觀 察 和 描 寫 都 十 分 細

圖 1. 《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第一部分封面，左
圖為馬尼拉男人，是多貝爾的朋友、著名畫家布留洛夫（А. П.  Брюллов,  1798-1877）專為該書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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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1838 年， 巴 黎 出 版《 俄 國 駐 菲 律 賓 群 島
總 領 事、 七 級 文 官 彼 得· 多 貝 爾 在 中 國、 馬 尼
拉 和 印 尼 群 島 的 行 紀 和 最 新 觀 察 》 一 書 的 法 文
版， 書 名 為《 在 中 國 七 年 》（Sept années en 
Chine ） 7。

二、多貝爾回憶錄中的澳門

多 貝 爾 在 書 中 的 描 述 起 自 其 第 一 次 來 到 澳
門的 1798 年 8 月，其中關於外國商人來澳門後

到 廣 州 貿 易 各 個 環 節 中 與 中 國 人 的 接 觸、 中 國
人的性格、中國人的娛樂方式等內容細緻入微，
對 於 在 澳 門、 廣 州 所 折 射 的 當 時 的 國 際 關 係 也
有涉及，內容生動具體。

首 次 來 到 澳 門 的 多 貝 爾 滿 懷 好 奇， 他 感 到
澳 門 的 一 切 都 很 特 別， 與 世 界 上 其 他 地 區 完 全
不 同： 遠 處 的 澳 門 半 島 綠 蔭 覆 蓋、 居 民 稠 密，
小 山、 小 河 隱 約 可 見； 近 處， 豔 陽 之 下 的 洋 面
上， 大 小 船 隻 往 來 穿 梭， 猶 如 駛 向 不 同 方 向 的

圖 2. 《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第二部分封面，左圖為馬尼拉
女人，是多貝爾的朋友、著名畫家布留洛夫（А. П. Брюллов, 1798-1877）專為該書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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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 隊。 遠 景 漸 近， 迫 近 澳 門， 多 貝 爾 與 各 類 人
等 接 踵 相 遇： 引 水 員 ⸺ 引 導 泊 進 澳 門 的 引 水
員， 合 法 的 引 水 員 需 要 政 府 頒 發 的 相 關 資 質；
“買辦”⸺ 幫助外國人前往廣州實施貿易，他
們有的以向停在黃埔港的船隻提供食品為業 8，
有 的 以 向 廣 州 的 商 行 運 送 食 品 為 業 ， 所 有 買 辦
都應持有許可文件；“戶部”⸺ 在廣州收取賦
稅（ 買 辦 的 許 可 證 由 戶 部 發 放 ）， 派 出 巡 查 船
提醒巡查禁商商品，巡船上還售賣一些小物件、
水果、蔬菜等；洗衣女⸺ 商船甫一靠岸，便被
一 些 由 女 人 撐 船 的“ 舢 舨 ” 團 團 圍 攏， 船 上 的
女人爭相招攬生意⸺ 為水手和乘客洗髒衣服，
（ 花 一 個 西 班 牙 比 索 可 以 洗 整 個 停 靠 時 段 兩 個
月 甚 至 四 個 月 期 間 的 換 洗 衣 服 ）， 水 手 們 常 把
剩 下 的 麵 包 乾、 肉 等 吃 食 送 給 她 們。 這 些 洗 衣
女能講英語、印度語和葡萄牙文。 9 她們大多是
貧 窮 姑 娘， 父 母 因 窮 極 無 法 而 出 賣 她 們 數 年 為
奴（ 在 中 國 允 許 買 賣 孩 子 當 奴 僕 ）， 所 以 她 們
掙 的 錢 都 歸 主 人， 主 人 對 她 們 隨 意 驅 使 毆 打，
吃穿極差。

多 次 來 往 於 澳 門， 多 貝 爾 了 解 到 不 少 與 中
國人有關的特殊事物：引水員、買辦的許可證，
都 需 要 行 賄 才 能 獲 得， 行 賄 的 成 本 最 後 就 落 到
了 外 國 商 人 頭 上， 所 以 外 國 商 船 到 黃 埔 的 費 用
很 高。 引 水 員、 買 辦、 海 關 派 出 小 船 上 的 戶 部
僕 從， 無 不 擅 長 勒 索， 買 賣 東 西 時 作 假 矇 騙，
與 之 打 交 道 需 要 時 時 警 惕。 不 過， 歐 洲 人 所 僱
傭 的 傭 人 卻 不 欺 騙， 因 為 他 們 大 多 是 出 身 於 澳
門 周 邊， 所 受 的 教 養 特 殊， 已 學 會 了 按 自 己 的
方式說英語。

關 於 外 國 人 在 澳 門 的 生 活， 多 貝 爾 寫 道，
外國人夏季來澳門。澳門的魚類、肉類、蔬菜、
水果由 90 海里以外的廣州提供。澳門有最好的
白 菜 和 土 豆。 兩 位 英 國 大 班 多 林 文 和 羅 伯 特 居
住 過 的 地 方 堪 稱 世 上 最 美 的 花 園 寓 所， 其 中 的
“賈梅士洞”聞名歐洲。

多 貝 爾 筆 下 的 鴉 片 貿 易 是 清 朝 官 員 受 賄
謀 利 的 工 具： 從 廣 州 到 澳 門， 走 私 貿 易 時 有 所
見， 走 私 者 辦 公 地 點 正 規， 船 隻 裝 備 精 良， 鴉

片 貿 易 進 行 得 快 捷“ 規 範 ”。 尤 其 在 清 政 府 明
文 規 定 每 年 只 允 許 運 進 數 十 箱 用 於 醫 療 的 鴉 片
的 澳 門， 鴉 片 貿 易 盛 行， 甚 至 在 街 頭 便 有 公 開
售 賣 者。 儘 管 清 帝 每 年 頒 發 的 法 規 中 都 有 販 運
鴉 片 者 死 的 條 例， 但 每 年 走 私 運 往 廣 州 或 澳
門 的 鴉 片 達 四 千 箱， 很 多 小 吏 及 其 大 部 分 上
司 均 參 與 走 私 活 动。 只 需 每 箱 鴉 片 送 給 清 朝
官 員 60 比 索， 在 澳 門 進 行 鴉 片 貿 易 便 暢 通 無
阻， 廣 州 的 行 賄 行 情 也 是 如 此。 鴉 片 船 大 都 裝
備 着 武 器， 一 般 配 有 三 四 十 人， 海 關 官 員 受 賄
不 菲， 因 此 允 許 將 貨 物 從 澳 門 轉 運 到 廣 州。 10

多 貝 爾 作 為 在 廣 州 幾 乎 定 居、 常 年 往 來 於
廣 州、 澳 門 之 間 的 商 人， 與 歐 洲 各 國 商 人 和 政
客、中國官吏、商人、海盜、走私商、普通船工、
傭 人 等 打 交 道， 交 涉 往 來 之 間 奇 遇 甚 多。 筆 記
中反映了多貝爾對廣州、澳門生活的深入了解，
如 中 國 人 的 性 格 拘 謹， 在 娛 樂 方 面 對 歐 洲 的 芭
蕾 舞、 舞 會 等 嗤 之 以 鼻， 認 為 女 人 參 加 舞 會 有
傷風化。 11

多 貝 爾 的 記 錄 也 折 射 了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的 圍
繞 中 國 南 部 海 域 的 複 雜 國 際 關 係， 比 如 多 貝 爾
親 歷 了 嘉 慶 年 間 英 軍 登 陸 澳 門 的 事 件， 其 記 述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與正史資料對接。

1801 年， 法 國 和 西 班 牙 侵 佔 葡 萄 牙， 由 此
必 然 威 脅 到 世 界 各 地 的 葡 屬 殖 民 地。 英 國 是 葡
萄 牙 盟 國， 為 保 護 其 遠 東 利 益， 英 國 海 軍 部 聯
合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董 事 會， 策 劃 從 印 度 派 軍 進
駐 澳 門。 關 於 這 次 英 軍 覬 覦 澳 門， 多 貝 爾 留 下
了這樣的記錄：

英國東印度公司得到消息：拿破崙準

備向巴達維亞派出艦隊，從那兒準備探險

考察，佔領東南亞各島和澳門。其目的是

以其佈局在中國海上以強大的海軍，徹底

扼殺英國在東南亞的貿易。若依此判斷，

當時拿破崙與荷蘭關係最為密切，因而方

便從巴達維亞向澳門派出探險考察隊，如

果有季風，從巴達維亞十天便可抵澳……

英國向葡萄牙政府建議，並得到葡方的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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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馬上通過戈依斯基總督向澳督發出指

令，接受已知數量的英軍。這些自印度派

來的英軍，是為加強澳門的防衛而來，這

樣有利於保護澳門不受法國的進攻。這種

情況下葡萄牙政府是否真是這樣輕信，不

得而知，但並未向澳督發出接受英軍的命

令。 12

這 便 是 澳 門 理 事 官唩嚟 哆 家 信 所 述， 嘉 慶 七 年
五 月 間 有 六 隻 裝 有 勁 兵 數 千、 器 械 炮 具 的 英 吉
利 戰 船 來 到 伶 仃 洋 面 事 件 13， 後 在 當 年 六 月 初
五左右這批英船陸續護貨回國。

1807 年 底 法 國 軍 隊 佔 領 里 斯 本， 葡 萄 牙 被
攻 陷， 王 室 遠 逃 巴 西。 與 此 同 時 法 國 加 緊 其 在
遠 東 的 活 動， 並 在 小 呂 宋 地 方 裝 造 多 艘 船。 這
裡多貝爾記錄中說，

1808年夏，海軍中將度路利率多艘船
艦組成的艦隊和六百英兵，在船長科爾菲

爾德的指揮下，74炮戰艦“盧塞爾”號上
掛着將軍旗，逼近澳門泊場。

……中將艦隊請求遭拒，澳督明確表

示從未收到來自葡印總督戈依斯基允英軍

駐澳的通知。對此英將極其不滿，認為澳

督所言与英將授命相左，使其進退兩難。

英將即刻與澳門總督談判，不列顛商行的

大班列席談判。為說服澳總接納英軍，英

將極力證明是依令而來，但澳督堅持見不

到書面命令只能拒絕英軍。看到勸說和請

求均未奏效，英遂要求理事官一小時後交

出澳門要塞，否則英軍將強行進駐。此後

中將就將兩艘主力艦駛到岸邊準備掩護登

陸，以爭取在理事官轉到主要塞之前或採

取某種防禦措施之前上岸登陸。因為理事

官只有近兩百人的防衛部隊，而且分散於

各處堡壘和炮台，所以他發信號炮彈以表

示他不同意自願交出要塞，（炮彈掠過站

在堡壘對面山丘上的英軍的上方），然後

就放下旗幟，交出堡壘。清晨，理事官針

對英軍的強權行為發出抗議，並向兩廣總

督狀告英將這種有損於中葡利益、有損於

英國同中葡兩國的友好關係的行為。兩廣

總督剛收到官方報件，便下令，禁止同英

國人有任何往來，膽敢給英軍和艦隊提供

補養和幫助者一律處死。 14

……中將、英國商行大班又同兩廣

總督展開新一輪談判：他們說服兩廣總督

允英國軍隊進駐保護澳門；而兩廣總督則

說，英軍若不離開澳門，各類交通和貿易

就將關閉，中國天朝皇帝有雄厚力量保護

自己的屬地，不需要外國人幫助。雙方僵

持不下。這種談判邏輯不可能有結果。英

軍還需要面對當地民眾那煩人的示威。所

以，中將在“法艾通”號（Фаэтон）升
旗，由已經在黃埔泊場的卓越的弗利特吾

德·佩里（Филишвуада Пеллю）船長指
揮，多松（Досон）船長帶着“驕傲”號
（Dedaigneuse）陪同，將 74炮戰艦“盧
塞爾”號留在澳門泊場。這時東印度公司

在黃埔的船隻已達 22艘，每艘噸位都在
1,200-1,400噸之間，配備着 18-36 炮裝
備以及全套人馬。如此強力的艦隊，應當

足夠震攝中國人。度路利中將的下一步行

動取決於廣東巡撫的態度，因此對他施以

威懾。但兩廣總督卻不同意，在談判進行

過程中一直堅持要求英軍先撤軍，是毫不

讓步的條件，只有這樣才能恢復與中國人

的友好關係和貿易。於是中將決定前往廣

州，通過漢語說得好的葡萄牙傳教士，向

兩廣總督提供能使他同意英軍提議的新證

明。 15

兩 廣 總 督 吳 熊 光 收 到 香 山 縣 令 彭 昭 麟 關 於
英 入 侵 的 報 告 後， 立 即 發 文 至 香 山 協 副 將、 澳
門 海 防 同 知， 派 兵 加 強 防 範， 並 諮 粵 海 關 諭 飭
洋 商 查 明， 轉 飭 該 國 大 班 從 速 催 令 開 行 回 國，
毋 任 逗 留。 同 時， 援 照 成 案， 除 其 餘 各 國 照 舊
開 艙 發 貨 外， 惟 令 英 國 貨 船 暫 行 停 止 開 艙。 如
再 不 退 兵， 則 封 禁 進 澳 水 路， 絕 其 水 上 交 通。
度 路 利 見 吳 熊 光 軟 弱 可 欺， 在 九 月 初 將 兵 船 三
隻駛進虎門，停泊於距廣州僅 40 里的黃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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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清政府同意英軍在澳設防。吳熊光一面具奏，
一 面 將 水 師 之 香 山、 虎 門 兩 處 兵 丁 抽 撥 回 營 防
範， 同 時 令 碣 石 鎮 黃 飛 鵬 管 帶 水 師 船 隻 二 十 餘
艘， 並 僱 江 單 船 十 餘 號， 在 省 河 一 帶 布 防。 九
月 底， 嘉 慶 皇 帝 獲 知 澳 門 發 生 的 事 變， 十 分 震
驚， 斥 責 吳 熊 光“ 辦 事 太 軟 ”， 諭 令 選 派 曉 事
文武大員前往澳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纂嚴，
不 容 稍 有 越 犯， 要 調 派 得 力 將 弁 統 領 水 陸 官 兵
整頓預備，設該夷人一有不遵，競當統兵剿辦。
並 駁 斥 度 路 利 所 謂 預 防 法 軍 的 說 法 並 不 成 立，
既 知 此 處 為 中 國 海 面， 即 不 應 派 兵 擅 入， 更 何
況 法 軍 並 未 來 澳， 即 使 外 藩 部 落 進 犯， 憑 天 朝
兵 精 糧 足， 也 不 難 聲 罪 致 討。 明 示 撻 伐， 明 確
指 出 英 軍 是 名 為 保 護 西 洋， 實 則 意 圖 佔 奪。 要
求吳熊光作速斥逐，義正詞嚴，俾知惶懼回駛。
吳 熊 光 奉 旨， 於 十 月 十 二 日 密 集 調 兵 布 械， 在
黃 埔、 澳 門 駐 紮 防 守， 並 密 飭 沿 海 地 方 文 武 嚴
加 防 範。 十 六 日， 派 委 官 員 赴 黃 埔 宣 示 諭 旨。
英 軍 見 清 政 府 態 度 如 此 強 硬， 並 且 在 沙 梨 頭、
關 閘、 前 山、 北 山 等 處 佈 滿 了 官 兵， 封 鎖 了 與
澳 門 的 一 切 交 通， 自 知 無 法 繼 續 滯 留， 表 示 情
願 撤 兵 速 退， 但 要 求 採 買 食 物， 繼 而 又 要 求 開
艙。 吳 熊 光 強 調 先 退 兵 後 開 艙， 英 軍 遂 於 十 月
二 十 五 六 日 將 兵 船 退 出 虎 門。 十 一 月 初 二 三
日， 在 澳 之 英 軍 亦 陸 續 退 出 外 洋 等 候， 吳 熊 光
知 會 粵 海 關 監 督 常 顯， 即 於 十 一 日 開 艙， 該 夷
船 始 行 遠 去。 至 此 英 國 人 侵 佔 澳 門 的 企 圖 再
次 受 挫。  16 在《 清 代 外 交 史 料（ 嘉 慶 朝 ）》 17

關 於 這 一 事 件 的 諭 令 和 奏 摺， 記 錄 了 清 政 府 自
嘉 慶 十 三 年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處 理 此 事 的 全 過 程，
從 中 可 以 了 解 事 件 的 原 委， 而 多 貝 爾 書 中 的 記
錄 則 從 另 一 個 方 面 補 充 一 些 細 節， 使 這 一 事 件
更加豐滿完整。

三、多貝爾與俄國社會關於中國的消息

多 貝 爾 在 美 國 接 受 教 育 並 開 始 商 人 的 生
涯， 其 母 語 為 英 語， 在 廣 州 經 商 時 主 要 是 為 英
國 來 華 商 人 船 隊 提 供 補 養 服 務。 其 筆 記 內 容 大
都為在澳門、廣州等地與中國人及英商的往來，
其中與俄國並無關聯。但是，該書被譯成俄語，
並於 1830 年在俄國出版，卻給俄國提供了前所

未 有 的 關 於 在 澳 門、 廣 州、 馬 尼 拉、 菲 律 賓 等
地商人日常生活的記錄，補充了 1803 年俄國政
府 首 次 派 出 的 克 魯 森 什 坦 恩 首 次 環 球 旅 行 時 對
於 相 關 地 區 記 錄 的 不 足， 給 予 俄 國 社 會 更 加 豐
富、詳盡的關於中國的資訊。

儘 管 自 十 八 世 紀 起， 俄 國 從 歐 洲 的“ 中 國
熱 ” 中 了 解 中 國， 俄 國 東 正 教 使 團 成 員 翻 譯 中
國 典 籍 介 紹 中 國， 但 對 中 國 的 具 體 生 活 還 知 之
不 多。 加 之 自 十 七 世 紀 後 期 斯 帕 法 里 訪 華 時 就
嚮 往 中 國 南 方， 到 十 九 世 紀 初， 俄 國 了 解 南 中
國 的 渴 望 日 益 強 烈。 在 克 魯 森 什 坦 恩 環 球 航 海
臨行之際，有俄國學者就提出了涉及中國商業、
貿易、金融、稅收、貨幣、度量衡、工業發展、
交 通 航 運、 勞 動 力 狀 況 等 共 26 個 問 題 18。 多 貝
爾 關 於 中 國 的 文 章、 書 籍 問 世 後， 在 歐 洲 和 俄
國 都 極 受 歡 迎： 歐 洲 讀 者 的 興 趣 在 於 多 貝 爾 從
堪 察 加 到 彼 得 堡 的 沿 途 記 錄， 俄 國 讀 者 的 興 趣
在 於 多 貝 爾 筆 下 的 廣 州、 澳 門、 馬 尼 拉 等 南 中
國地區。

多 貝 爾 的 書 翻 譯 成 俄 文 出 版 後 影 響 很 大，
俄 國 首 都 彼 得 堡 的 重 要 刊 物《 彼 得 堡 消 息 》 亦
發 表 了 相 關 評 論 文 章， 這 一 時 期 也 正 是 俄 國 社
會 對 中 國 的 興 趣 日 益 高 漲 的 時 期。 俄 羅 斯 國 家
經 過 彼 得 一 世 和 葉 卡 捷 琳 娜 二 世 兩 個 皇 帝 的 強
力 統 治 後 跨 入 十 九 世 紀。1812 年 俄 國 在 俄 法 戰
爭 中 取 勝， 歐 洲 強 國 法 國 勢 力 被 削 弱， 歐 洲 的
政 治 格 局 被 逐 步 改 變， 俄 國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上 半
葉 成 為 歐 洲 舉 足 輕 重 的 國 家。 歐 洲 的 法 國 大 革
命、 自 由 民 主 思 想 的 傳 播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響 着
俄 國。 同 時， 經 過 1812 年 衛 國 戰 爭 的 勝 利，
俄 國 的 社 會 思 想 日 趨 成 熟， 湧 現 了 諾 維 科 夫、
拉 吉 舍 夫、 別 林 斯 基、 赫 爾 岑 等 一 批 社 會 思 想
家。 另 一 方 面， 俄 國 繼 續 積 極 推 行 領 土 擴 張 政
策， 在 東 方 不 僅 希 望 奪 取 新 的 殖 民 地， 更 着 意
於 東 方 對 於 俄 國 的 經 濟 和 軍 事 戰 略 意 義。 既 然
俄 國 需 要 在 國 際 關 係 中 更 加 廣 泛 地 參 與 干 預 東
方 事 務， 就 自 然 非 常 重 視 研 究 與 東 方 相 關 的 問
題。 從 十 九 世 紀 俄 國 政 府 在 機 構 設 置 上 的 變 化
可 以 看 出 其 對 於 亞 洲 研 究 的 重 視。1797 年 2 月
26 日， 保 羅 一 世 命 令 外 交 部 專 門 成 立 負 責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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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 的 司。1802 年， 俄 國 效 仿 西 歐 在 政 府 內 設
部（ 外 務 委 員 會 從 此 改 組 為 外 交 部 ）， 並 令 各
部 下 設 辦 公 廳， 外 交 部 辦 公 廳 下 屬 四 個 處 中 第
一 個 就 是 負 責 亞 洲 事 務 的。1819 年， 外 交 部 亞
洲 司 成 立， 其 工 作 對 象 是“ 亞 洲 各 民 族、 俄 國
附 屬 國 以 及 同 俄 國 有 着 貿 易 和 其 他 重 要 關 係 的
國 家 ” 19 。 亞 洲 司 由 兩 個 處 組 成， 第 一 個 處 負
責 土 耳 其、 波 斯、 格 魯 吉 亞 及 周 邊 地 區 事 務，
第 二 個 處 則 負 責 高 加 索、 阿 斯 特 拉 罕 的 遊 牧 民
族 等 中 亞 各 民 族 事 務、 以 及 與 亞 洲 司 直 接 相 關
的 亞 洲 其 他 各 民 族 事 務。 亞 洲 司 設 一 位 司 長、
兩 名 官 員， 另 有 八 名 翻 譯， 翻 譯 語 種 涉 及 包 括
漢 語 在 內 的 七 種 語 言。 這 只 是 與 亞 洲 司 有 直 接
組 織 關 係 的 十 一 人， 其 他 在 工 作 上 與 亞 洲 國 家
相 關 的 外 交 部 官 員、 各 省 省 長 等 也 都 直 接 參 與
亞 洲 司 的 活 動。1819 年， 俄 國 成 立 了 負 責 近 東
與 中 東 問 題 的 亞 洲 委 員 會， 由 軍 事 部 部 長、 財
政 部 長 和 外 交 部 長 組 成。1820 年， 這 個 委 員 會
經 過 改 組， 開 始 負 責 整 個 亞 洲 事 務， 成 員 包 括
外 交 部 總 秘 書、 財 政 部 長、 內 務 部 長、 國 務 委
員， 中 亞 地 區 的 奧 登 堡 州 軍 事 總 督 也 參 與 亞 洲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工 作 例 會 每 年 五 至 八 次， 討 論
的問題常常涉及到中國。從 1827 年 8 月起，亞
洲 委 員 會 由 臨 時 性 機 構 改 為 常 設 機 構。 其 在 遠
東的常設機構⸺ 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在研究
中 國， 向 俄 國 介 紹 北 京 和 西 北 部 中 國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特 別 是 第 九 屆 駐 北 京 東 正 教 使 團
團 長 比 丘 林， 被 譽 為 俄 羅 斯 漢 學 的 奠 基 人， 其
文章自 1828 年屢見報端刊物，其著作多次獲得
當 時 俄 國 圖 書 最 高 獎 傑 米 多 夫 獎， 俄 國 文 化 精
英 如 普 希 金 等 與 之 交 往 頻 繁， 重 要 文 化 人 物、
著 名 東 方 學 家 先 科 夫 斯 基 也 對 之 評 價 甚 高。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之 下， 多 貝 爾 在 1815 至 1816 年 持
續 一 年 的 時 間 裡， 在 當 時 俄 國 重 要 期 刊《 祖 國
之 子 》 上 連 續 發 表 文 章， 其 著 作 被 譯 成 俄 語 交
付出版審查時的審定者正是先科夫斯基。所以，
多 貝 爾 的 著 作 使 俄 國 社 會 對 澳 門 的 認 識 從 轉 述
和 零 星 介 紹 轉 為 專 書 大 量 描 述， 真 正 使 俄 國 對
澳 門 的 認 識 豐 滿 起 來， 並 為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開 始
的俄國在中國南方海域的考察奠定了基礎。

四、多貝爾之後俄國報刊中的澳門

從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隨 着
俄 國 報 刊 上 關 於 澳 門 的 內 容 日 漸 豐 富， 集 中 發
表亞洲消息的《亞洲通報》 20 在 1826 年刊登了
《中國城市簡介：廣州和葡屬澳門》 21：

澳門城座落在河口虎門，可以接納 64
炮的船進入氹仔停泊，從而進入位於城市

下端的港口。從這個港口的水面向東，則

可停靠七八百噸的半載船。帶有兩座炮台

的要塞護衛着港口的入口，只有帶槍射擊

才能駛過炮台。三座不大的工事，其中的

兩座都裝備着 12門大炮，另一座裝備着
六門大炮，守衛城市的南部免遭中國人攻

擊。這些工事都狀態堪憂，對於歐洲人來

說毫不可怕，但對於嚇唬中國的水軍來說

是足夠的。更何況，工事地處山上，可以

俯視全城，從山上也可以抵禦長時間的圍

困。陸地上有兩座要塞護衛城市。一座擁

有 40門大炮、可容納千人的守衛部隊。
要塞有護衛濠溝，兩�防護河道，隱蔽處

還有工事用以存放彈藥和軍用物質。另一

要塞有 30門大炮，能容納的人數不超過
三百，周圍的小河水量充足，長年暢流。

澳門城景色怡人，歷史遺跡猶存。

大部分房屋非常美觀，被各個公司的辦事

人員租用。這些人在這裡只是過冬，因為

隨着最後一艘船的離去，中國政府把他們

從廣州趕出來，在歐洲船隻來到之前，即

在下一次季風到來之前不允許他們回到廣

州。整個澳門的人口達兩萬，其中葡萄牙

人或葡印人約百人，異教徒僕人也有這個

數量，中國人大都為商販或者手工業者，

他們把自己的手工業品當作交給葡萄牙人

的納稅品。

這 篇 篇 幅 不 長 的 小 文 具 體 而 清 晰 地 介 紹 了 經 虎
門 進 入 澳 門 的 路 線、 澳 門 城 內 的 船 隻 容 量、 澳
門 的 城 防 工 事、 城 市 面 貌、 人 口 及 構 成、 外 國
人 在 澳 門 的 停 留， 以 及 歐 洲 人 來 粵 貿 易 的 澳 門
住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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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至 臨 近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之 時， 俄 國 報 刊 上
關 於 澳 門 的 資 訊 則 更 為 豐 富。1840 年，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俄 國 最 重 要 的 期 刊《 讀 書 》 22 發 表 了
《 梅 耶 先 生 來 自 中 國 的 信： 來 到 澳 門， 中 國 人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頁 》 23 。 該 文 是 駐 巴 達 維 亞 的 荷
蘭 商 行 商 人 梅 耶 受 命 擔 任 荷 蘭 赴 澳 門 考 察 隊 隊
長，在考察啟程後從旅途中寫給自己兄弟的信。
梅 耶 不 僅 描 寫 了 到 澳 門 後 所 經 歷 的 過 程： 抵 達
澳 門 ⸺ 拜 見 總 督、 大 法 官 和 理 事 官 ⸺ 結 識 英
國 商 人 和 其 他 國 家 的 商 人 ⸺ 前 往 廣 州 ⸺ 曾 在
北 京 生 活 的 法 國 傳 教 士 ……， 還 從 作 者 的 視 角
依進入澳門的過程詳細介紹澳門：

澳門是一座馳名一時的小城，葡萄

牙人以奇怪的條件從天朝租賃過來，並使

之具備了生活條件。澳門距大海約六七海

里，位於虎門右側的半島上。虎門是通往

廣州的。這條河的河口很寬，其上有大小

不一的島嶼約五十個，主要支流位於海盜

眾多那些小島和澳門之間，大約有六海里

寬。所有這些島，就像一個連續的大陸，

被高低不一的植物覆蓋，海邊的山頭不

高，幾乎全是光禿禿的花崗岩，有的地方

稀疏地覆蓋着一些低矮的灌木。一開始不
能想像，這裡的人靠甚麼生活。但是當你

來到周邊的山谷，茂盛優美的植物便將旅

行者的不解一掃而光。從伶仃洋方面駛向

澳門，我的目光久久地追尋着這座距伶仃
洋十六海里的城市，早已不滿足於最初近

距離的發現。那些分佈在小山丘上的或像

城堡、或像教堂的白色建築，實際上既是

城堡又是教堂。這些建築都建於海灣的右

岸，綿延約 1.5海里。駛過一座要塞，在
一處海角右轉之後，我們就暴露於城市面

前了。城市在一處優美的小海灣裡建成半

圓，屋舍被乾淨地刷成白色，裝有綠色的

護窗板，顯示着主人富足的生活。城市很
小，因為是建在半島山區，所以從海上不

能看到小城隱藏在山丘後面的部分。

而澳門城內⸺ 窄陡且擠滿商販的街道顯示
着 當 時 澳 門 的 雜 亂 和 別 仄； 小 城 四 周 那 些 高 大

整 齊 的 房 子 則 見 證 着 澳 門 以 往 的 富 足， 人 種 多
樣，充滿生氣，而女人尤其能代表一方面貌：

看見澳門城十分鐘後，你會看到很

多帶蓬的小船，划船人穿着體面：一件襯
衣樣的衣服，深藍色或黑色，袖子極其寬

大；黑色褲子，頭上圍着紙質的彩色頭巾，
帽子好像是用某種木頭的刨花做的；腿上

在膝蓋下一半的地方是裸露着的。三四條
這樣的小船駛向我們，划船人突然向我們

飛快地拋出一串話。當我認出這些划船人

是一些女人時，我非常驚奇。她們大部分

很年輕，面容姣好，拉着我們上她們的小
船把我們帶到岸上，她們笑時露出一排雪

白的牙齒！……這珍珠般的咀嚼工具令我

簡直欣賞不夠，由於黝黑的臉的襯托――

那是由於經常直射到水裡又反射上來的陽

光的作用，那耀眼的白愈發動人。每艘這

樣的小船上有三個女人，沒有任何男人陪

伴。這些女人非常勇敢。後來我得知，向

遙遠處運送貨物的漁船，都是女人指揮着
船上的女人和男人……

城市內部情況與岸上看到的美景並不

相符。街道幾乎全都很陡，窄得甚至不能

三人並排同行。街道由大塊不平整的石頭

鋪成，擠滿了小貨車、推車人、賣蔬菜的

小販、賣柴火的、擔水的等各類人等，人

們一概都很粗魯。完全不能坐車通過，所

以這裡也沒有任何車輛。馬在這裡非常罕

見，不過城市的各方都有一些高大的、建

造很好的房子，這說明澳門在不久前還是

一座富足的城市。每座高大的房子都附有

一座花園。城裡有五座修道院，其中一座

是女修院，不久前剛剛建好，規模很大，

可容納五六百人，現在那裡生活的修女不

超過二十位，大多較年長。澳門有 14座
教堂，其中有的很漂亮，葡萄牙人、特別

是葡萄牙女人，常在教堂度過一天的大部

分時間。

澳門的居民數量約為兩萬，大部分是

中國人。有幾百名民族各異的歐洲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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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秋天前後在廣州做生意，現在就聚集在

澳門。把妻子留在澳門，因為不允許任何

女人（不分民族）越過這個城市進入中國。

我在這裡的時候，這裡就有女性 15人左
右，大部分是從孟加拉來的英國女人，東

方旅行當時在英印屬地很時興。葡萄牙人

在此佔所有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澳門的

佔領者葡萄牙人開始只允許少量的中國人

在此居住，現在葡萄牙人幾乎喪失了以往

的影響。最近葡澳總督在履行其職責方面

越發軟弱，守城部隊分散在各個要塞，人

數很少，中國人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這裡純正歐洲血統的歐洲人很少，土生歐

洲人居多，大多是葡萄牙人、中國人、黑

人的混血。這種混血人的地位比猶太人還

不如。而中國人，在他們看來，是歧視所

有歐洲人的。他們的妻子白天不露面，只

去教堂。有的穿着黑色羊毛長裙，像佛朗

德和布拉班的下等女人那樣；有的穿白色

長裙和帶大花紋和花邊的紙頭巾，類似喀

什米爾披肩。頭巾的中間放在頭頂，邊緣

則拉到後面，一直垂到腳後跟。這種披肩

式頭巾，跟整身衣服一樣，沾滿油污，早

已洗得褪色，絲毫起不到點綴澳門女性的

作用，再加上她們不分場合地嘴上叼着雪
茄，完全沒有美感。上等葡萄牙人的妻子，

穿着跟我們歐洲女士一樣，不過在街上也
遇不到她們，因為她們只坐轎。另外她們

也很少出門，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他們的丈

夫們心情很不好。

官員出行場面體現了東方特色的等級制度：

常聽到敲打大銅平鍋似的尖銳聲音，

中國人把這大銅鍋稱為“鈸”，這是中國

人和爪哇人喜歡的一種樂器。他們在平鍋

上繫上個棍子，就變成了我們的鼓的樣

子，發出的聲音簡直上帝都受不了。一次

要敲五下、七下或九下，說明官員臨近了，

之後便是官員坐着四抬轎子出現，抬轎的
是家奴，轎子之後還跟着一駕兩抬小轎，
裡面坐着官員的秘書。這種情況通常由兩

名敲鈸人而始，這兩人之後是兩名打燈籠

的人，燈籠白天並不熄滅，中國人用燈籠

代表名號，燈上用漢字寫着官員的姓名、
官職、所做過的善事。那些善事未必是可

信的，因為中國官吏甚至不明白，一個人

怎樣才能不欺騙、不受賄。這是他們的哲

學，有這些行為是很自然的。接着會出現
幾個人，手裡拿着裝飾着小旗的棍、槍，
還有兩人手裡拿着鐵鍊。街上官員所到之

處，行人退讓並保持沉默，與平素喧鬧的

人群截然相反。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習俗也盡現其中：

有一次，六七個樂手在街上走過，他

們後面是幾個舉着高高的旗子的人，再後

面是四個家奴抬着一個放着擺放整齊的餐

桌，桌上有各樣吃食、果醬、糖果，這個

轎子之後還有一乘，抬的是兩把空椅子。

為此忙碌的幾個人，穿着得體。我問這是

去哪裡？做甚麼？他們回答我說，是為一

個富有的中國人父親的陵墓祭奠，為父親

的靈魂帶去這些美食。

還有一次我注意到那些樂手：他們走

在靈柩前面，後面跟着三四個下等人和十

個女人，這就說明死者有一個合法妻子和

九個小妾。24

儘 管 十 八 世 紀 在 歐 洲 出 現 了 所 謂 的“ 中 國
熱 ”， 但 同 樣 是 十 八 世 紀， 孟 德 斯 鳩 著 述 中 的
中 國 25 ， 對 十 九 世 紀 歐 洲 人 的 中 國 印 象 有 着 直
接 的 影 響。 梅 耶 筆 下 的 市 井 中 國 人， 明 顯 地 體
現着這一傾向：

儘管中等階層的中國女人不出門，我

還是不止一次地看到過她們：她們穿着精
緻，手裡拿着陽傘，腳特別小，鞋子好像
頂多四英寸，看到她們艱難地在小橋上移

步，我甚至感到心痛。有人告訴我，這些

女人被養大不是為了走路：她們會嫁給有

錢人，與那些有錢人也會吵翻；也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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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名伎，她們年老時，就會被安排做繁

重的活兒，或者被賣掉。在中國，女人就

是商品。很多人在這方面都像中國人那樣

非常冷漠，落泊之時就賣女兒，甚至賣妻

子、兒子。而被賣的人，等長大後就以逃

跑追求解脫去爭取自己的幸福，這就是所

謂“長大就跑”。

有些市井人特別愛偷，並不以此為

恥，所以要特別小心被偷。你稍不注意，

整條船上可能被偷得連繩子都剩不下一

條！我的窗子對着市場，有一次我就看

到，一個買水果的年輕姑娘，手裡挎着籃
子，籃子裡是乾魚，一個老頭兒從旁邊走

過時就順走了姑娘的一條魚，姑娘沒發

現，但站在旁邊的人們都看到了，卻沒有

說一句話。姑娘往籃子裡放水果時發現丟

了魚，她看了下四周，馬上就發現了老頭

兒。他正大模大樣地走着，手裡就拿着偷
來的東西。姑娘追上他，老頭兒二話沒說

就把魚還給了主人。姑娘哈哈大笑，蹦蹦

跳跳地走了，事情就結束了。

梅 耶 難 得 地 參 加 了 十 三 行 行 商“ 經 官 ” 的
盛 大 宴 請， 客 人 們 看 到， 經 官 府 邸 陳 設 華 麗，
宴 請 餐 食 豐 富， 中 國 米 酒、 歐 洲 紅 酒， 隨 意 暢
飲， 燕 窩、 魚 翅、 鴿 蛋 …… 各 種 珍 饈 美 味， 令
客人大開眼界，行商富可敵國的情形可見一斑。

結語

1806 年 俄 國 首 次 環 球 航 海 並 在 廣 州 成 功 貿
易 返 航 後， 俄 羅 斯 人 有 了 在 中 國 南 部 的 親 身 經
歷， 進 一 步 提 高 了 俄 國 社 會 對 於 中 國 南 部 的 興
趣。 長 期 在 廣 州 和 澳 門 活 動 的 多 貝 爾 記 錄 下 來
的 鮮 活 資 訊， 回 應 了 俄 國 讀 者 對 東 方 和 中 國 南
部 的 興 趣， 也 引 發 了 後 來 俄 國 報 刊 上 關 於 中 國
南 部、 特 別 是 澳 門 的 資 訊 的 增 多。 從 多 貝 爾 到
梅耶，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面對澳門不再陌生，
對 於 澳 門 的 了 解 日 益 豐 富。 面 對 西 歐 各 國 大 行
對 華 海 上 貿 易 的 局 面， 俄 國 不 甘 於 僅 在 北 方 貿
易 之 心 日 盛， 因 此 調 整 其 東 方 政 策， 加 緊 東 方

航 海 考 察， 也 曾 嘗 試 在 海 上 貿 易。 多 貝 爾 及 其
後 俄 國 報 刊 上 關 於 中 國 南 部 的 資 訊， 為 此 後 俄
國 的 在 華 活 動 和 極 力 與 西 歐 各 國 爭 奪 在 華 利 益
奠定了認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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