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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十九世紀以前，中緬間的玉石貿易雖已發展許久，但由於華人尚無法克服緬甸克欽山區的

瘴氣，以及對當地土著的恐懼，華人只敢於八莫一帶購買由當地土著運至的玉石。

十八世紀後期清軍在克欽山區的軍事行動，間接地促使華人自十九世紀起逐漸深入至猛拱

地區採購玉石。1856 年至 1873 年間的雲南回變，迫使華人離開原鄉，克服恐懼，進一步深入至

霧露河採掘玉石。爾後，隨著 1894 年《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的簽訂、1898 年緬甸縱貫

鐵路延伸至密支那，以及 1902 年騰越的開埠，更促使更多的華人赴霧露河挖掘玉石。至二十世

紀前期，華人已成為霧露河玉石礦工中的主力，華人在霧露河流域採掘玉石的方式的相關紀載

也已十分詳細。

上述的歷史事件，也使得中緬玉石貿易的運輸途徑發生變遷。1790 年後，中國方面的文獻

開始有緬甸玉石經由海路運至廣州販售的紀載，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緬間的玉石貿易主

要還是以陸路途徑為主。1856 年至 1873 年間的雲南回變，使滇緬間的交通路線顯得危險，同一

時期，英國積極地開發緬甸伊洛瓦底江航運及建設鐵路，使得緬甸南北間的交通變得便利，中

緬間的玉石貿易路徑，因此在 1870 年後逐漸以海路為主。透過 1870 年至 1946 年間中國海關資

料中洋貨玉石的進口量分析，可以證明十九世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緬甸玉石大部分是透過海

路運輸至中國沿海各埠販售，經由陸路運至騰越已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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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雲南邊境的古鎮「和順」，不經意就可以看到玉石商店，旁邊或者

即是小型工作場，工人正忙碌著精雕細琢一顆「石頭」，牌匾上寫著「一刀

窮、一刀富」，另一個牌匾則是「三分眼光、七分運氣」，究竟雕琢一顆「石

頭」之後，是發家致富了？或者依然如故？ 

過了重重山脈，來到中國和緬甸的邊境，這是長期以來雲南人民「賭石」

的所在。再往南走，到了曾經是緬甸首都的大城「曼德勒」（Mandalay），該

城也即是「阿瓦」古都，華裔人士更喜歡稱之為「瓦城」。「瓦城」有玉石的

大市集，一早來到玉石市集，已是人聲鼎沸，狹窄的空間，密集的人群，眼

花撩亂的各種玉石，價格歧異，初來乍到的人們已然如迷途之羊，成為「待

宰」的「貴」客。 

有別於東南亞其他大城市的華人會館，總是以福建、廣東人為主，「瓦

城」的雲南會館極為氣派，規模很大，占地甚廣，呈現出緬甸華人中一群很

特殊的群體。為何如此？雲南鄰近緬甸，固然是雲南人移居來此的主要原

因，但是不容否認，「賭一個發家致富的未來」恐怕才是更為吸引雲南人「走

夷方」的根本原因，賭什麼？「賭石」！ 

買下中、緬邊境的一個玉石礦區，如果眼光夠精準，或者運氣夠好，「三

分眼光、七分運氣」，經過雕琢之後，成為精美的「翡翠玉石」，那麼衣錦還

鄉是指日可待的。 

玉石礦區在中、緬邊境，經過開採後，將玉石原礦運輸出山，可能送往

雲南的邊區城鎮，如「和順」古鎮，也可能運往緬甸境內的大城市，例如緬

甸古都「曼德勒」。玉石的加工、雕刻、販賣就可能在「和順」或「曼德勒」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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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夏末，侃達與我第一次來到「瓦城」，除了古城和各個古蹟吸引

我們的眼光之外，「玉石商店」是我們最為關注的。只要稍稍留意，就會發

現經營玉石商店的人絕大部分是華人。當然也可能有緬甸人從事玉石的貿

易，不過，這個課題並不是侃達與我的共同興趣。 

侃達進入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就讀碩士班研究所後，即表明他對於緬

甸玉石的運輸和銷售具有濃厚的興趣。玉石雖然出自緬甸，然而佩戴緬甸玉

石的人，卻以華人居多。系裡的同事知道我長期的研究興趣在於東南亞華人

史，於是紛紛建議他來找我談一談，就此開始了我們的師生緣份。 

海外華人的歷史是我長期的研究重心，而侃達關注的是緬甸玉石的運輸

和銷售。我們的交集即在於：移入緬甸的華人群體中，是哪些人從事緬甸玉

石的開採、買賣和運輸？ 

有了研究構想，但是從何處開始入手？前人的相關研究甚少，侃達不知

如何著手。運輸和銷售，涉及貿易發展，既然是跨國的生意，我建議他從「中

國舊海關貿易總冊」中找線索。他認真地找了一陣子，感到有一些心得。這

份史料成為後來支撐他的研究的重要文獻，如果沒有參考《中國舊海關史

料》，本書的許多論述都無法出現。 

我原本期待他做出更大的框架：「物流與人流」，但是限於時間壓力，只

好建議他將範圍縮小，於是成為目前呈現出來的樣貌。碩士論文完成前，我

與他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並幫他修改文句，還要他特別加強地圖的繪製，以

使閱讀者能夠很快地理解開採和運輸路線的變化。這本書就是侃達的碩士論

文之修訂版。 

我們在緬甸仰光和曼德勒旅行、研究的過程中，特別受惠於暨大東南亞

研究所的博士生彭霓霓和她妹妹的協助，暨大「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的李信

小姐也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仰光大學歷史學系黃吉利教授的熱情接

待和提供支援，也令人難忘。還有許多應該感謝的緬甸華裔人士，希望有機

會向他們當面致謝。 

另外，要特別感謝我的同事唐立宗老師，他是明清地方志的專家，在這

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訊息和意見。 

緬甸玉石如何被開採、買賣和運輸？在這些過程中，緬甸華人顯然扮演

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緬甸玉石最初是由當地人挖掘而由雲南人販運，而後發

展出雲南人進入緬甸境內進行開挖、運輸和販賣等，這是一般人所熟知的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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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易路線。但是近代以來，由海上貿易運入中國的緬甸玉石，卻有後來居

上的趨勢。 

侃達這本書最大的突破點是搜索 70多年的中國舊海關資料、清代的各種

文獻，以及近人的滇緬邊區調查報告，從而發現近代以來由海路運入中國的

緬甸玉石數量遠遠超過陸路運輸量。這一結果是前人研究中從未被提到的。

一般人皆知滇緬之間的緬甸玉石貿易，卻不知近代以來這一路線的貿易量並

不算多，而一般人未注意的海上緬甸玉石貿易反而是較為發達的，本書的最

大貢獻即在於這一現象的提出。 

從華人史的角度來看，由陸路移民緬甸的雲南華人在緬甸玉石交易上固

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從海路移居緬甸的廣東人、福建人在這一貿易活動中也

有其地位。這是本書的另一啟示。 

以上這些發現都非常有價值，並且修正了長期以來的既定觀念。 

至於玉石開採、買賣和運輸的故事如何開展？隨著時代的演變，以及英

國殖民緬甸的進程，玉石貿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就請有興趣的讀者慢慢

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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