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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乾隆四十八年 （ 1783年 ） ， 阮福映率兵進攻河仙 ， 廣東人唐阿矮亦
參與其中。港口番官指使唐阿矮劫奪停留在當地的粵商貨船，唐阿矮
卻趁機將船隻掠往澳門銷贓。案發後，唐阿矮被捕，不久即被梟示澳
門。此案的發生與這一時期的安南內亂密切相關，唐阿矮在供詞中揭
露出西山新阮與舊阮爭戰等事，表明安南南部新舊勢力更迭，行將威
脅到清廷所冊封的北部後黎王朝政權存亡。然而。此事未能引起清廷
的足夠重視。透過分析該案的處理過程，可見清廷當時並沒有及時、
主動地獲取安南內亂的情報，以致後來在面對屬國政權易代的突發性
事件時，不能正確評估邊疆的形勢，及時制定處置措施。

關鍵詞 安南內亂；唐阿矮；情報；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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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 廷 出 於 維 護 邊 疆 安 全、 處 理 藩 屬 事 務 的
需 要， 需 要 通 過 多 種 方 式， 及 時、 主 動 地 獲 取
鄰 近 國 家、 地 區 的 相 關 政 治、 軍 事 信 息。 諸 如
雍正、乾隆時期，清廷曾主動搜集中亞、南亞、
東 南 亞 的 情 報， 繼 而 評 估 邊 疆 形 勢， 及 時 制 定
處置措施。 1 然而，清廷卻未能及時掌握安南內
亂 的 基 本 情 報， 在 通 過 多 種 渠 道 獲 悉 後 又 缺 乏
持 續 關 注， 尤 其 是 這 一 時 期 的 西 山 運 動。 最 典
型 者， 莫 過 於 廣 東 人 唐 阿 矮 的 澳 門 銷 贓 案。 此
人 曾 捲 入 西 山 與 舊 阮 的 爭 戰 中， 並 在 河 仙 劫 奪
粵 商 船 貨 後， 趁 機 將 船 貨 掠 回 澳 門 銷 贓， 被 捕
後 又 供 出 諸 多 關 於 安 南 內 亂 的 信 息。 雖 然 此 事
很 早 便 受 到 學 界 關 注， 但 以 往 的 學 者 多 藉 此 案
探 討 個 別 清 人 參 與 海 上 劫 掠 或 在 藩 屬 國 為 匪 的
情 況， 以 及 如 何 被 指 斥 為 在 外 滋 事 的 典 型“ 漢
奸”等， 2 尚未有學者深入闡釋唐阿矮供詞中涉
及 安 南 內 亂 的 信 息。 本 文 通 過 分 析 現 存 的 奏 摺
等 相 關 檔 案 材 料， 並 結 合 此 案 前 後 清 廷 針 對 同
類 情 報 的 措 置 方 式， 探 析 清 廷 持 續 忽 視 安 南 內
亂信息的態度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安南西山、舊阮的爭戰

　　 在 清 代 的 宗 藩 關 係 下 ， 若 藩 屬 國 內 部 發 生
動 亂 ， 可 向 清 廷 尋 求 保 護 和 援 助 ， 清 廷 亦 認
為 有 此 道 義 責 任 。 故 而 ， 清 廷 經 常 及 時 、 主 動
地 搜 集 藩 屬 國 的 相 關 信 息 ， 以 為 將 來 的 措 置 作
參 酌 。 例 如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 1767 年 ） ， 暹 羅
阿 瑜 陀 耶 王 朝 被 緬 甸 擊 破 後 ， 清 廷 起 初 所 獲 信
息 不 明 ， 遂 命 兩 廣 總 督 派 員 前 往 河 仙 ， 探 查 暹
羅 、 緬 甸 的 實 際 情 形 。 3 迨 至 次 年 七 月 ， 乾 隆
帝 得 知 暹 羅 確 被 緬 甸 攻 滅 後 ， 欲 在 適 當 條 件 下
從 海 路 出 兵 助 暹 羅 復 國 ， 並 要 求 兩 廣 總 督 李 侍
堯 向 澳 門 外 商 訪 詢 暹 、 緬 水 陸 交 通 等 情 況 。 4

儘 管 清 廷 幫 助 暹 羅 復 國 的 設 想 未 能 實 現 ， 但 可
見 其 時 的 清 廷 會 為 保 護 藩 封 而 及 時 、 主 動 地 搜
集 屬 國 國 情 信 息 。 未 幾 ， 同 為 屬 國 的 安 南 亦 發
生動亂 。

　　 宣 德 二 年（1427 年 ）， 明 軍 從 安 南 撒
兵，安南再次獨立，並建立起後黎朝（1428—
1789 年）。後黎建國方百年，即為權臣莫登庸
所 篡， 阮 淦、 鄭 檢 等 人 擁 立 黎 氏 後 人 為 帝， 最
終 驅 逐 莫 氏， 中 興 後 黎 朝。 此 間， 鄭 氏 逐 漸 掌
握 後 黎 王 朝 實 權， 黎 王 徒 擁 虛 名。 鄭 氏 與 阮 氏

（又稱“舊阮”）不久生隙，阮氏便藉出鎮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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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南 之 由， 向 南 部 發 展 勢 力， 後 黎 朝 由 此 進 入
“鄭阮紛爭”時期。連年戰亂導致民眾生活困苦
不 堪， 雙 方 境 內 起 義 不 斷， 最 具 代 表 的 便 是 乾
隆三十六年（1771 年）在舊阮境內爆發的以阮
岳、 阮 惠、 阮 侶 三 兄 弟（ 又 稱“ 新 阮 ”） 為 首
的“西山運動”。 5 數年間，西山軍與舊阮爭戰
不 休， 互 有 勝 負。 新 舊 二 阮 相 攻 之 際， 北 方 的
鄭 氏 又 發 兵 南 進， 一 度 攻 佔 舊 阮 都 城 富 春， 後
又 擊 潰 西 山。 彼 時， 鄭 軍 在 北， 舊 阮 在 南， 西
山阮岳自度不能抵敵，遂降於鄭氏，求為前導，
以攻舊阮；後又詐降於舊阮，使其弟阮惠攻之，
舊 阮 大 敗， 鄭 氏 封 阮 岳 為 西 山 校 長、 前 鋒 將 軍
等職。 6

　　 阮 岳 得 封 後， 無 北 顧 之 憂， 遂 大 舉 進 攻 舊
阮， 嘉 定 地 區（ 今 越 南 南 部 地 區 ） 7 成 為 雙 方
爭 奪 的 焦 點， 西 山 軍 先 後 四 次 進 攻 該 地。 乾 隆
四十一年（1776 年）二月，阮岳稱王，其弟阮
侶攻佔嘉定，後被杜清仁起兵收復，阮侶回師，
是 為 西 山 軍 第 一 次 攻 奪 嘉 定 地 區； 乾 隆 四 十 二
年（1777 年）三月，西山軍再攻嘉定，但未能
固守，於是年冬退回；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
二 月， 阮 岳、 阮 惠 率 兵 三 攻 嘉 定， 舊 阮 起 先 不
敵，後於八月奪回嘉定；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二月，西山軍第四次進攻嘉定，舊阮再敗，
阮福映避居富國島。 8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的 一 系 列 戰 事， 是 這 一 時 期
安 南 內 亂 發 展 的 一 個 關 鍵 點， 盤 踞 南 部 近 二 百
年 的 舊 阮 勢 力 暫 時 宣 告 終 結（ 次 年 西 山 軍 又 擊
敗 阮 福 映 請 來 的 暹 羅 軍 隊 ）。 此 間 情 形， 清 廷
並 非 是 主 動 搜 集 情 報 而 得 知， 而 是 通 過 一 宗 澳
門銷贓案。

二、唐阿矮澳門銷贓案始末

　　 在 西 山 新 阮 與 舊 阮 的 爭 戰 中， 曾 有 清 人 參
與 其 中。 阮 福 映 退 避 富 國 島 後， 舊 阮 陣 營 內 的
部分清人甚至發動過“叛亂”。《大南實錄》載：

　　［癸卯四年，乾隆四十八年］二月，

西賊阮文呂、阮文惠入寇……

　　夏四月……幸美湫，收船艘，奉國母

及宮眷幸富國島駐蹕。命尊室谷調撥水兵

與和義道調遣陳挺回芹蒢海口偵探賊勢。

挺素輕谷，軍事多不用命，谷殺之，其黨

總兵陳興、林旭（俱清人）遂據河僊以

叛。會阮金品入河僊收兵，太長公主玉璹

（世宗第七女，下嫁于沂江船該奇張福嶽）

亦往辦軍需，興等襲殺金品，公主亦遇

害。帝聞報，大怒，親率兵船討之，興、

旭皆潰走。9

按 此 所 言， 阮 福 映 在 避 居 富 國 島 後， 曾 命 尊 室
谷 調 撥 水 兵， 與 陳 挺 返 回 芹 蒢 海 口 偵 探 敵 情。
然而，陳挺素來輕視尊室谷，尊室谷因而殺之，
陳 挺 手 下 總 兵 陳 興、 林 旭（ 皆 是 清 人 ） 遂 佔 據
河 仙 發 動“ 叛 亂 ”。 恰 逢 阮 金 品 往 河 仙 收 攏 潰
卒， 舊 阮 之 太 長 公 主 玉 璹 亦 往 辦 軍 需， 二 人 被
陳 興 等 人 襲 殺。 阮 福 映 聞 報 後 大 怒， 親 率 兵 船
前去攻討。

　　 阮 福 映 攻 打 陳 興、 林 旭 之 時， 同 樣 有 清 人
參 與 其 中， 如 本 文 述 及 之 唐 阿 矮。 唐 阿 矮， 又
名 鄭 阿 欽， 原 籍 廣 東 揭 陽 縣， 因 其 父 入 贅 澄
海 縣 唐 子 擎 家， 遂 改 姓 唐， 寄 居 澄 海。 乾 隆
三十八年（1773 年），唐阿矮將妻子余氏嫁賣
予 張 阿 都，“ 得 番 銀 二 十 圓 ”。 唐 阿 矮“ 於 是
年 四 月 置 買 雜 貨， 搭 乘 余 協 嶐 客 舡， 往 安 南 西
南 之 板 玉 地 方 貿 易 ”， 後 定 居 該 地， 在 彼 娶 妻
生 女。 唐 阿 矮 在 該 地 學 習 番 語， 並 與 管 轄 板 玉
的 番 官 翁 階 熟 識。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翁 階 管 下 番
官 翁 黎 病 故， 翁 階 即 授 此 職 銜 予 唐 阿 矮， 並 給
黑 色 印 照 一 張， 月 給 米 一 石、 錢 一 千 文。 唐 阿
矮 遂 改 換 安 南 服 色， 專 司 巡 查 街 道， 稽 察 內 外
船 隻， 由 此 加 入 到 舊 阮 朝 陣 營。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三 月，“ 西 山 王 ” 攻 打 至 唐 阿 矮 所 在 的 板 玉 地
區，“ 東 山 王 ” 避 走 角 墩 山， 唐 阿 矮 與 番 官 各
駕 船 隨 往 駐 紮。 其 間， 番 兵 在 港 口 街 上 強 搶 民
物， 街 民 殺 死 番 兵 一 名，“ 東 山 王 ” 後 於 四 月
二十五日帶兵攻打港口。10

　　 在 此 之 前， 廣 東 澄 海 縣 民 陳 協 老 有 自 置 商
船 一 隻， 商 名“ 陳 永 興 ”， 其 與 閩 客 葉 雅 官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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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本 銀 置 買 貨 物， 又 委 託 水 手 陳 阿 應 偕 葉 雅 官
前 往 安 南 發 賣。 事 畢， 陳 阿 應 與 葉 雅 官 又 在 當
地 置 買 了 錫、 檳 榔 等 物， 恰 有 閩 商 陳 應 長 攜 貨
搭 船 回 廣 東， 正 要 開 帆 之 際， 猝 遇 阮 福 映 帶 兵
攻 打 港 口， 陳 阿 應、 葉 雅 官、 陳 應 長 與 舵 水 及
鄰 船 人 等 俱 棄 船 逃 散。 隨 同 阮 福 映 前 來 的 唐 阿
矮 受 番 官 指 使， 在 陳 協 老 之 船 插 立 白 旗 為 記，
又 搬 取 他 船 貨 物 置 於 船 中。 番 官 派 撥 五 名 番 兵
押 守， 又 令 唐 阿 矮 與 番 兵 分 頭 捉 拿 水 手。 番 兵
先 捉 得 澄 海 縣 民 陳 阿 千、 楊 阿 典 到 船， 又 陸 續
捉拿了內地水手陳阿嶐等 24 人。唐阿矮等人於
五 月 十 三 日 開 行， 番 官 本 欲 駕 船 前 往 避 難 的 角
墩 山， 不 料 唐 阿 矮 途 中 起 意， 要 將 船 貨 駛 回 內
地賣錢分用。至七洲洋面 11 時，唐阿矮夥同船上
的 內 地 水 手， 將 番 兵 驅 趕 下 海， 並 將 番 官 所 給
印照等物丟棄，駕船駛回內地。又因遇上阻風，
該船直至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方至澳門。唐阿矮在
船 內 找 到 船 照， 假 冒 貨 客， 又 令 同 夥 分 別 扮 作
船 主、 舵 水 等。 抵 埠 後， 唐 阿 矮 在 澳 門 詹 瓏 之
裕 盛 號 行 內 發 賣 貨 物。 因 被 行 夥 余 存 老 盤 詰 地
頭 底 賬， 唐 阿 矮 見 隱 瞞 不 住 便 告 知 實 情， 而 詹
瓏 等 人 為 圖 利， 又 引 王 永 昌、 趙 永 生、 林 基 昌
議價勻買。此間，該船船貨共賣得番銀 16,297
圓， 除 報 稅 等 開 銷 用 去 2,140 圓 外， 唐 阿 矮 自
得 番 銀 5,197 圓， 餘 各 俵 分 而 散。 唐 阿 矮 又 將
空船交托余存老僱人看管，並覓主售賣。 12

　　 唐 阿 矮 劫 掠 商 船 並 駛 往 澳 門 銷 贓 之 事， 最
終 被 失 主 發 現。 水 手 陳 阿 應 得 知 港 口 平 靜 後，
曾 轉 回 尋 找 船 隻， 但 一 無 所 獲。 他 聽 聞 船 隻 已
被 唐 阿 矮 押 回 角 墩 山， 只 得 搭 船 回 粵， 行 抵 澳
門 時， 見 原 船 竟 在 此 處 灣 泊， 經 查 乃 是 唐 阿 矮
委託售賣。船主陳協老獲悉後，遂向官府報案，
懇求查緝。13 唐阿矮及同夥陸續被捕，其受番官
指 使 搶 掠 船 貨， 以 及 在 澳 門 銷 贓 的 經 過 得 以 訊
明。

　　 然 而， 唐 阿 矮 被 捕 後 不 久 即 被 梟 示 澳 門。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二月初十日，兩廣總
督 覺 羅 巴 延 三、 廣 東 巡 撫 印 務 布 政 使 李 天 培 將
此 案 上 奏。 二 人 指 出， 唐 阿 矮 身 為 內 地 民 人，
竟 敢“ 私 越 外 番， 擅 娶 番 婦， 聽 受 偽 職， 甘 為

役 使 ”， 又 將 內 地 商 人 之 船 貨 掠 回 售 賣， 不 法
已 極， 故 要 親 加 審 訊， 看 其 是 否 另 有 行 劫 奪 貨
等 事， 從 重 定 擬， 再 行 詳 奏。 14 三 月 初 四 日，
乾 隆 接 到 奏 報 後， 亦 要 求“ 嚴 切 根 究， 從 重 辦
理”。15 三月十六日，新任兩廣總督舒常 16、廣
東巡撫孫士毅 17，對唐阿矮及其同夥親加鞫問。
次 日， 二 人 將 質 訊 情 形、 擬 定 罪 名 供 單 一 份 附
奏。 18 有 關 唐 阿 矮 等 人 劫 奪 粵 商 船 貨， 並 掠 往
澳 門 銷 贓 的 詳 細 過 程 被 披 露 出 來， 乾 隆 帝 其 後
於 閏 三 月 十 五 日 作 出 進 一 步 指 示。 然 而， 在 閏
三月十五日的諭旨到達之前，唐阿矮已被處死。
閏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舒 常 等 人 奏 稱， 因 唐 阿 矮 在
獄 中 患 病， 甚 屬 沉 重， 未 便“ 聽 其 瘦 斃 獄 中，
倖 逃 顯 戮 ”， 即 令 綁 赴 市 曹 正 法， 懸 首 澳 門，
使“來往商船觸目警心，以昭炯戒”。19 巧合的
是， 在 舒 常 等 人 上 奏 當 天， 乾 隆 帝 得 到 三 法 司
對 覺 羅 巴 延 三 初 奏 的 核 擬， 亦 是 要 將 唐 阿 矮 處
斬梟示。 20

　　 唐 阿 矮 一 案， 從 兩 廣 首 次 上 報， 到 訊 明 劫
船銷贓詳情，再到梟示澳門，前後不過兩月餘。
此 事 雖 草 草 了 結， 但 其 未 盡 事 宜 值 得 深 思， 即
乾 隆 帝 曾 欲 了 解 唐 阿 矮 所 供 有 關 安 南 內 亂 的 重
要 信 息， 但 因 唐 阿 矮 被 處 死 而 遭 到 清 廷 君 臣 的
漠視。

三、唐案供詞中被忽視的安南內亂信息

　　 唐 阿 矮 供 詞 中 提 及 的 安 南 內 亂 情 況， 便 是
西 山 與 舊 阮 之 戰， 以 及 阮 福 映 攻 打 河 仙 之 事。
廣 東 方 面 的 先 後 奏 報 中 均 有 提 及， 起 初 並 未 受
到關注，第二次奏到後，乾隆帝曾要求訊明“西
山王”等相關名號情形。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二 月 初 十 日， 覺 羅 巴 延 三 等
人 在 奏 報 中 曾 提 及 唐 阿 矮 供 出 安 南 西 山 王、 東
山王的交戰情形：

　　四十八年三月內，西山王因與東山王

不睦，帶兵攻打板玉，東山王兵敗，避至

角墩山。嗣東山王帶兵攻打港口，番官翁

階、翁其次令其隨行，港口番民逃避。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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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翁其次見有貨船一隻，令其協同番兵五

人駛至角墩山交收……21

唐 阿 矮 所 稱“ 西 山 王 ” 即 新 阮（ 此 指 阮 岳 之 弟
阮 惠、 阮 侶 ），“ 東 山 王 ” 即 舊 阮（ 此 指 阮 福
映 ），“ 港 口 ” 即 是 舊 阮 所 轄 嘉 定 之 河 仙。 22

負 責 審 訊 唐 阿 矮 的 官 員 對 於 西 山 王、 東 山 王 似
是 從 未 聽 說， 更 不 知 翁 階 等 番 官 所 司 何 事， 隨
向其詰訊道：

　　東山王、西山王之名起自何年，是

否係安南國王所管？翁階是何職分？翁

黎所管是何事？受職之後曾否見過東山

王？ 23

唐阿矮供稱：

　　天朝所封安南國王駐劄東京，番人

稱為“東京黎王”；西南一帶遠隔重洋，

向為阮姓踞守，番人呼為“順化阮王”。

黎、阮係屬世仇……東山王、西山王亦俱

姓阮，即為順化王族人，各自霸踞地方自

稱為王，但不知始於何年。翁階駐劄板玉

的地方，一切事件是其總管；翁黎職分專

司巡查街道、稽察內外船隻。伊因職分不

大，並未見過東山王。24

然而，乾隆帝除令“嚴切根究，從重辦理”外，
對 於 此 中 所 言 安 南 之 事， 未 有 要 求 兩 廣 方 面 續
行調查。

　　 覺 羅 巴 延 三 等 人 的 初 次 奏 報 中， 並 未 說 明
東 山 王 為 何 帶 兵 攻 打 港 口， 迨 至 三 月 十 七 日 舒
常等人續奏時，方得明晰。奏內言：

　　四十八年三月內，西山王與東山王不

睦，西山王帶領土兵攻打板玉，東山王走

避角墪山，唐阿矮與番官各駕舡隨往駐

劄。旋因港口番官見東山王兵敗，不肯應

付水米，番兵即在港口街上強搶民物，街

民殺死番兵一名，東山王遂於四月二十五

日帶兵攻打港口，番民逃避……25

據 此 而 言 ， 港 口 番 官 見 東 山 王 兵 敗 不 肯 接 濟 ，
東 山 王 之 兵 即 在 街 上 哄 搶 財 物 ， 港 口 民 眾 因 而
殺 死 一 名 東 山 王 番 兵 。 東 山 王 得 悉 後 ， 帶 兵 攻
打 ， 港 口 民 眾 畏 避 逃 散 。 港 口 官 員 “ 不 肯 應 付
水 米 ” 予 東 山 王 ， 以 致 東 山 王 之 兵 沿 街 哄 搶 ，
或 即 前 文 所 述 尊 室 谷 殺 陳 挺 後 ， 陳 興 、 林 旭 在
河 仙 發 動 兵 變 ， 太 長 公 主 玉 璹 往 河 仙 辦 理 軍 需
未 果 之 事 ； “ 街 民 殺 死 番 兵 一 名 ” 當 是 指 陳 興
等 襲 殺 阮 金 品 （ 及 太 長 公 主 ） 。 故 而 ， 阮 福 映
聞 報 後 大 怒 ， 親 率 兵 船 來 討 ， 陳 興 、 林 旭 隨 之
敗 走 。

　　 閏 三 月 十 五 日， 乾 隆 帝 接 到 廣 東 方 面 更 為
詳 盡 的 審 訊 結 果， 尤 其 是 所 呈 之 唐 阿 矮 供 單。
他 對 於 此 前 所 要 求 的“ 從 重 定 擬 ” 不 太 關 注，
反 而 是 所 謂 的“ 東 山 王 ” 及“ 西 山 王 ” 等 名 號
令 其 大 感 疑 惑， 要 求 兩 廣 方 面 向 唐 阿 矮 訊 明 這
些名號的由來。是日上諭：

　　……摺內所稱板南板玉地方，向為阮

姓踞守，阮姓族人又各自霸佔為王，番

人遂有東山王、西山王之稱，彼此不睦，

時相爭鬥等語。安南國王現係黎維 ，素

稱恭順。昨遣陪臣赴行在朝貢，曾優加恩

賚，其東山王、西山王既係阮姓，且各佔

地方，出兵攻擊，自不服安南國王管束。

所稱王號起自何時，是否本屬舊時國王後

裔，或該國權臣各自霸佔稱王？唐阿矮既

受東山王偽職，自必悉其源委。著傳諭舒

常、孫士毅，即提該犯詳悉究問，令其據

實供明，具摺覆奏，俟部覆到日，再將該

犯正法。26

然 而， 舒 常 等 人 接 到 此 諭 旨 前， 唐 阿 矮 已 被 正
法 並 懸 首 於 澳 門， 乾 隆 帝 諭 令 兩 廣 方 面 向 其 訊
明“ 東 山 王 ” 及“ 西 山 王 ” 名 號 等 事， 遂 不 了
了 之。 當 乾 隆 帝 得 知 唐 阿 矮 被 處 決 後， 亦 只 要
求 廣 東 督 撫 嗣 後 應“ 留 心 稽 察， 勿 任 屬 員 仍 前
玩 視 囹 圄， 致 滋 弊 竇 ”。 27 至 於 此 前 要 求 究 問
東山王、西山王等原委，乾隆帝似乎早已忘記，
並 未 要 求 兩 廣 方 面 再 向 其 他 案 犯 訊 明， 亦 不 再
關注安南內亂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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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阿 矮 在 舊 阮 陣 營 中 任 職 有 年， 又 是 親 歷
西 山 新 阮 與 舊 阮 爭 戰 之 人， 其 供 詞 價 值 極 高。
其 口 供 中 所 言 安 南 內 亂 之 事， 並 非 虛 假， 實 為
新 阮 日 漸 勢 盛 而 舊 阮 暫 趨 敗 落 的 一 個 縮 影。
西 山 新 阮 驅 逐 南 方 的 舊 阮 勢 力 後， 續 於 乾 隆
五 十 一 年（1786 年 ） 攻 滅 北 方 的 鄭 氏， 後 黎
朝的都城昇龍（今河內）一度被佔。由此來看，
唐 阿 矮 供 出 的 新 阮、 舊 阮 爭 戰 以 及 舊 阮 被 逐 信
息， 表 明 安 南 南 部 新 舊 勢 力 已 經 更 迭， 同 時，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舊 阮 衰 敗 後， 西 山 阮 氏 北 攻 黎
氏 王 朝 的 預 告， 而 這 並 未 引 起 清 廷 的 持 續 關
注。

四、清朝持續忽視安南情報的
影響及原因

　　 西 山 新 阮 驅 逐 舊 阮 後， 便 北 上 攻 滅 鄭 氏，
無 疑 昭 示 出 安 南 黎 氏 政 權 的 存 續 危 機， 屬 國 存
亡 亦 直 接 關 乎“ 天 朝 體 統 ”。 在 唐 阿 矮 一 案 結
束後的第三年，安南正式向清廷呈稟內亂國情，
雖 然 有 關 情 報 一 度 引 起 清 廷 的 重 視， 但 後 者 仍
未予以持續關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
黎 氏 眷 屬 內 投， 清 廷 才 主 動 要 求 兩 廣 方 面 探 查
安南國情。

　　 阮 惠 第 一 次 攻 佔 昇 龍 時， 安 南 並 沒 有 及 時
上 報 清 廷， 及 至 都 城 第 二 次 失 守， 政 權 行 將 更
迭之際，方才匆匆呈稟。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 ） 五 月， 安 南 嗣 王 黎 維 祁 突 然 咨 呈 兩 廣， 告
知 去 年 都 城 被 攻 陷、 國 印 遺 失 及 前 國 王 病 故 之
事。 28 這 是 安 南 官 方 首 次 報 告 內 亂 情 形。 兩 廣
總 督 孫 士 毅 因 審 擬 唐 阿 矮 一 案， 對 此 已 了 解
一二，知其國內“鄭、阮兩姓用事，由來已久”，
黎 氏 所 言“ 西 山 土 豪 ” 當 為 唐 阿 矮 供 稱 的“ 西
山 王 ”， 並 判 斷 西 山 攻 佔 都 城 後 仍 回 舊 巢。 至
於 安 南 之 前 不 及 時 稟 明 國 情， 此 時 卻 突 然 咨 請
襲 封、 頒 印， 孫 士 毅 主 張 問 明 情 況 後， 再 行 請
旨 定 奪。 29 乾 隆 帝 對 此 表 示 認 可， 命 兩 廣 方 面
檄 諭 安 南。 30 清 廷 第 一 次 詢 問 國 情 的 檄 文 發 去
後， 黎 氏 回 文 始 稍 有 敘 述， 但 其 重 點 仍 在 請 求
速 頒 新 印。 清 廷 遂 第 二 次 檄 諭 安 南， 令 其 將 請
封、 給 印 二 事 一 併 具 本 遣 官 陳 奏， 以 符 定 制，

並將國印遺失緣由據實說明。31 然而，第二次檄
文 發 去 後， 黎 氏 近 半 年 內 未 曾 覆 文。 實 際 上，
阮 惠 於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末 率 軍 再 入 昇 龍， 動 盪 之
際， 黎 氏 已 無 暇 覆 文， 遑 論 遣 使 來 華。 孫 士 毅
鑑 於 安 南 久 無 回 覆， 遂 令 邊 地 官 員 探 訪 情 形，
方 知 黎 維 祁 在 西 山 軍 二 入 昇 龍 後 出 奔， 各 處 流
亡。 32 孫 士 毅 進 而 認 為， 安 南 使 臣 至 今 未 到，
自 因 內 訌 未 靖 而 耽 延， 卻 又 稱：“ 因 思 阮 姓 恃
強 作 亂， 該 國 臣 民 共 憤， 起 兵 截 殺， 自 必 即 就
殲 滅。” 33 此 言 不 過 是 敷 衍 塞 責 而 已， 所 謂 阮
姓“ 自 必 即 就 殲 滅 ” 不 知 所 據 為 何。 在 孫 士 毅
發出這封奏摺的同時，黎維祁眷屬正向北奔逃，
不出一月就進入廣西避難。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五 月， 黎 氏 眷 屬 入 清 避 難，
彼 時 清 廷 對 安 南 內 亂 信 息 所 知 甚 少， 忙 令 兩 廣
方 面 多 方 探 查， 以 為 後 續 處 理 作 參 考。 此 種 應
急 式 的 措 置， 乃 清 廷 長 期 忽 視 安 南 國 情 的 必 然
結果。其實，清廷早在唐阿矮一案的十年前（乾
隆三十九年，1774 年）便接到廣東船商馮萬興
報 告 有 關 安 南 內 亂 的 一 些 情 況。 然 而， 乾 隆 帝
的 第 一 反 應 卻 是：“ 彼 國 自 亂， 祗 可 聽 之。 但
或 於 緬 賊 有 牽 連 之 故 否？ 宜 細 訪 其 故。” 34 兩
廣 總 督 李 侍 堯 奏 報， 其 通 過 訪 詢 自 安 南 返 回 的
船 商 鄭 和 順 後， 知 安 南 確 有 內 訌， 但 無 別 國 幫
助， 似 非 與 緬 甸 有 牽 連。 35 廣 西 巡 撫 熊 學 鵬 亦
稱， 船 商 消 息 得 自 道 路 傳 聞， 並 無 確 據， 接 壤
各 隘 口 亦 無 傳 說 張 惶 之 處。 36 清 廷 便 不 再 予 以
關 注。 在 此 之 後， 清 廷 分 別 於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五 十 二 年 兩 次 獲 悉 安 南 內 亂 的 情 報， 但 均 未 加
以持續關注，最終不了了之。

　　 相 比 於 乾 隆 中 期 清 廷 對 暹 羅 動 亂 的 關 注，
至 乾 隆 中 後 期 似 乎 失 去 了 及 時、 主 動 搜 集 屬 國
信 息 的 動 力， 甚 至 偶 然 傳 入 一 些 關 於 安 南 內 亂
的 重 要 信 息， 清 廷 亦 持 續 忽 視。 若 以 黎 氏 眷 屬
入 清 避 難 為 節 點， 將 此 前 的 西 山 運 動 分 為 三 方
混 戰、 驅 逐 舊 阮、 攻 滅 鄭 氏 三 個 階 段， 則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廣 東 船 商 的 報 告、 四 十 九 年 唐 阿 矮 的
供 詞、 五 十 二 年 黎 氏 的 呈 稟， 恰 是 三 個 階 段 的
縮 影， 清 廷 本 可 藉 此 整 合 出 這 一 時 期 安 南 內 亂
的 大 致 軌 跡， 但 這 些 情 報 都 被 忽 視 了。 這 種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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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性 的 忽 視 既 是 清 代 邊 防 策 略 有 所 側 重 的 結
果，也不乏清帝及兩廣督撫的個人因素。

　　其一，清朝更關注於極易（或已經）發生戰
事的陸地邊疆，對於安南亦是如此。這一時期，
清廷的經略重心在西部邊疆，康雍乾三代持續用
兵，故而會積極獲取中亞等地的情報。清廷百年
來與安南並無戰爭，雖偶有邊界事件發生，但清
朝並不干涉安南內政，只是加以懷柔，維護天朝
形象，以使屬國“累世恭順”。37 清廷對安南亦
非毫不關注，只是更注重陸地邊疆的情況。如乾
隆三十八年五月，廣西巡撫吳虎炳奏請每年年底
將與安南接壤的三關百隘情形查明上報，自此成
為慣例。38 乾隆三十九年，清廷接到船商報告安
南內亂信息後，經過兩廣方面的調查，得悉陸地
邊界俱屬安靜，與緬甸亦無牽連，便不再持續關
注。可見，清廷偏重於陸上的安南邊防信息，而
輕視海路得來的情報。

　　 其 二， 在 兩 國 邊 界 地 區 並 無 發 生 戰 事 可 能
的 背 景 下， 乾 隆 對 安 南 極 具 信 任， 認 為 兩 國

均 無 探 查 對 方 情 報 的 必 要。 如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1778 年 ）， 對於安南人陳廷暄、 阮文富剃髮
改 裝、 私 越 內 地 一 案， 乾 隆 帝 本 欲 將 二 人 發 回
安 南， 令 其 自 行 治 罪， 以 示 寬 大。 然 而， 廣 西
巡 撫 吳 虎 炳“ 竟 以 奸 細 取 供 定 案 ”， 乾 隆 帝 對
此言道：

　　安南素稱恭順，本無奸細之可疑。而

天朝於該國厚示懷柔，且並不興軍旅，更

無事情之可探。39

乾 隆 帝 不 僅 認 為 安 南 恭 順， 沒 有 探 查 天 朝 情 報
的 嫌 疑， 清 朝 亦 沒 有 必 要 採 風 安 南。 如 乾 隆
二十六年（1761 年），清使德保、顧汝修前往
安 南 諭 祭、 冊 封， 所 居 館 驛 建 在 城 外， 安 南 多
派 兵 弁 加 以 護 衛， 顧 汝 修 認 為 此 舉 是“ 蔽 人 之
明，塞人之聰”，乾隆帝卻對顧汝修加以飭責，
並 指 出：“ 至 蕞 爾 外 國［ 註： 此 指 安 南 ］， 本
無可採訪之處。”40 可見在當時的宗藩關係下，
乾 隆 帝 個 人 對 屬 國 的 信 任， 亦 限 制 了 清 廷 獲 取
安南國情的渠道。

圖 1.　《平定安南圖冊》之〈阮光顯入覲賜宴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文物圖檔編號：P3K021191。（圖片來源：台北故宮博物院
文物典藏資料庫，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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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三， 清 廷 對 安 南 的 情 報 策 略， 亦 受 到
兩 廣 督 撫 的 個 人 因 素 影 響。 兩 廣 督 撫 在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處 理 唐 阿 矮 一 案 時， 其 工 作 重 心 在 於
儘 快 處 理 各 種 匪 犯 案 件、 積 習 弊 病， 破 案 數 量
成為官員升遷的重要指標和依據。41 唐阿矮一案
事涉屬國，地方督撫為免“多事”而火速處理，
亦 屬 情 理 之 中。 畢 竟， 其 同 夥 多 為 在 安 南 時 就
被 脅 從 的 內 地 水 手， 被 捕 後 尚 未 處 決， 若 兩 廣
官 員 徹 底 跟 究， 並 不 難 訊 出 更 多 有 關 安 南 內 亂
的 信 息。 及 至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黎 氏 呈 稟 時， 孫 士
毅忙於剿捕台灣林爽文而增派官兵、調撥物資，
或 無 暇 顧 及； 迨 台 灣 之 事 已 定， 至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黎 氏 眷 屬 入 清 後， 孫 士 毅 一 接 報 告 便 趕 往 廣
西 處 理 此 事。 可 見， 清 廷 對 屬 國 情 報 的 忽 視，
亦受到不同時期疆臣工作重心的影響。

結語

　　 清 廷 對 安 南 內 亂 信 息 的 持 續 性 忽 視， 最 直
接 的 影 響 便 是 對 屬 國 基 本 國 情 信 息 極 度 缺 乏 了
解。 對 於 突 發 事 件， 清 廷 不 能 正 確 評 估 邊 疆 形
勢、 及 時 制 定 處 置 措 施， 乾 隆“ 安 南 之 役 ” 42

的 後 續 發 展 便 是 如 此。 從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黎 氏 眷 屬 入 廣 西 避 難， 至 次 年 正 月 初 五
日 清 軍 兵 敗 昇 龍， 乾 隆 帝 曾 要 求 兩 廣 方 面 多 方
探 聽 安 南 國 內 信 息， 以 為 用 兵 與 否 作 參 考； 及
至 用 兵， 進 止 亦 不 明 確， 其 在 收 復 昇 龍 即 行 班
師，與進軍廣南擒獲阮惠兄弟 43 之間遲疑不定。
清 軍 在 安 南 之 兵 敗， 固 然 是 諸 多 因 素 所 致， 而
前 期 未 能 獲 取 足 夠 的 情 報（ 如 攻 佔 昇 龍 者 是 阮
岳 還 是 阮 惠 也 不 清 楚 ）， 未 嘗 不 是 兵 敗 的 重 要
原因之一。

　　 此 後， 清 廷 開 始 主 動 搜 集 有 關 安 南 的 情 報
信 息， 並 予 以 持 續 關 注。 迨 至 嘉 慶 時 期 西 山、
阮 朝 政 權 更 迭 之 際， 由 於 前 期 獲 取 了 大 量 情 報
信 息， 其 措 置 便 極 為 從 容。 嘉 慶 七 年（1802
年 ）， 廣 西 巡 撫 謝 啟 昆 奏 請 陛 見， 嘉 慶 帝 鑑 於
彼 時“ 安 南［ 註： 此 指 阮 惠 建 立 的 西 山 朝 ］ 與
農耐［註：此指舊阮，次年建立阮朝］正在交兵，
邊 疆 緊 要 ”， 令 其 先 不 必 來 京，“ 當 於 明 歲 察
看 情 形， 俟 安 南、 農 耐 大 局 已 定， 再 行 奏 請 陛

見 ”， 並 命 其 隨 時 探 查 該 國 交 戰 情 形。44 清 廷
其 時 對 安 南 情 報 獲 取 的 重 大 變 化 可 見 一 斑。 後
來， 清 朝 截 回 西 山 朝 使 臣， 阮 朝 亦 主 動 獻 俘 示
好， 清 — 阮 宗 藩 關 係 的 順 利 建 立， 兩 國 關 於 對
方情報的掌握、認知、措置， 45 亦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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