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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鴉片戰爭過後（1842），在秘密會黨與走私鴉片情形的盛行下，「廣艇海

盜」再度猖獗於海面之上。海盜的再起引發了一種護航制度的組織，它主要是由英

國和葡萄牙兩國私人出資成立的武裝船隊，對於需要保護的船隻收取護航費，甚至

是以武力威脅強取護航費，由於獲利優厚，他們便聚集在寧波口岸互相競爭；咸豐

元年（1851），當時廣艇海盜勢力最強的布興有率領了二十幾艘盜艇停泊在寧波港

外，一方面與清朝水師周旋，另一方面則使得競爭激烈的護航業更加複雜化。歷史

上，布興有只是一個微小的人物，不過卻在咸豐年間，起了不小的作用，雖然在與

清政府談判投誠時詭譎多變，但在入營投效後，於浙江打擊盜匪和對抗太平軍，皆

有所表現，因此在清政府的眼中，成為一個海盜改過自新的例子。

廣艇海盜、布興有、護航業

*    感謝匿名審稿學者對於本文題目、章節安排和文章內容，給予詳細指正以及寶貴的意見，在此謹致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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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se H. Ballou

在1847年這個殖民地（香港）的海面充滿著海盜，整個的廣東和福建的

沿岸實際上是在海盜黨徒們管制之下，商船和漁船都向他們交納經常的

黑費。1848年在揚子江口，海盜行為依然還是當時的常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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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頁433。
2 （清）藍鼎元，〈論海洋弭捕盜賊書〉，（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五，頁2189。
3 （清）容安，《那文毅公（彥成）奏議》，卷十二，頁1616。
4 關於艇盜的來源，魏源的《聖武記》載：「及嘉慶初年，而有艇盜之擾，艇盜者，始於安南。」
又，艇的形制在《定海廳志》中載：「吾郡先有廣東艇之擾，艇形如蚱蜢，故濱海號蚱蜢艇。其
艙面塗綠油，故亦呼綠殼。」深受艇盜之害的越南，在其皇室史書《大南寔錄》載：「制二桅相
齊，能使順逆風，截劫商船」，越南官方稱之為「齊桅艇盜」。艇盜之名由來，相信是因廣東海盜
多駛艇船之因。（其船形制請參見圖4）

5 馬士（Morse H. Ballou），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455。
6 關於護航業的相關資料，請參見拙作，《清代粵洋與越南的海盜問題研究（1810-1885）》，頁137-

138、頁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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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吾郡（寧波）先有廣東艇之擾，艇形如蚱蜢，故濱海號蚱蜢艇。其艙面

塗綠油，故亦呼綠殼。自咸豐初年，則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

制。咸豐元年六月，犯石浦，巡撫常大醇（淳）檄石浦知府羅鏞赴象山

籌辦，時盜艇已退，鏞妄以募勇卻賊功申省，已而廣艇復至，巡撫怒，

嚴責鏞。鏞懼，以重賄招其魁布興有降。十月，巡撫至寧波，興有詣行

臺降，巡撫受而慰諭之，給六品頂戴，以其艇泊鄞江中，明年鄞縣知縣

段光清令率所部護商舶於海。8

9 

7 （清）何冠英，〈奏閩浙商船多雇英輪護送片〉，（清）賈楨，《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頁60-61。

8 （清）馮瑩，〈大事志〉，《定海廳志》，卷二十八，頁56。
9 章士晉，〈布興有部和太平軍〉，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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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頁255。
11 《清宣宗實錄》（道光十七年八月乙亥日），卷三百，頁676。
12 《清宣宗實錄》（道光十八年六月丁丑日），卷三百十一，頁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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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3 資料整理自蕭國健，〈開埠初期之寇患〉，頁72-73。
14 《外紀檔》，檔號303000227，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奕興、劉源灝奏摺。摺中載：守備黃富興
保雇廣船四隻，同奴才奕興委員佐領王嘉德等，議明每船一隻連水勇每月僱價一千兩，僱用期一
共是三個月，給雇價銀一萬兩千兩。

15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194，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
閩浙總督裕瑞奏摺。

16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779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清單計有在山東石島洋面被佔駕的八艘水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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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艇船十三隻由外洋駛至沙埕洋面寄泊，並帶戲班駕小船攏岸，至山腳

邊九使宮廟內焚香演戲，繼又至該處天后宮內建醮，自來自去，居民照

常安業。惟察看情形迥非貿易商船可比，其是否匪船亦難懸指，稍涉輕

率，竊恐迫之使變，隨會同陸營鎮靜防禦，並飛咨水師合力會捕。詎該

艇船均於九月初四日開駕出洋。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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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194，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
閩浙總督裕瑞奏摺。

18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269，咸豐元年九月十八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閩浙
總督裕瑞奏摺。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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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1851

臣於十九日回任，即准浙江撫臣常大淳先後咨會以疊據。寧波道及寧海

縣陸續稟報廣東匪艇前自閩洋竄抵石浦洋面 掠商船，復於九月二十五

日駛至寧海茶盤山等處，於次日丑刻乘坐小船由僻處登岸，直至附近海

邊之瀝洋村地方恐嚇居民，索借財物。迨聞該縣會營前往，始各畏懼回

船，於三十日復至石浦遊駛。現在山東兵船九隻業於十月初二日行抵鎮

海，江省兵船亦俱停泊岱山，不日即可到鎮，惟定、黃、溫三鎮師船於

匪艇回竄浙洋之後，經該撫臣咨催十餘次至今信息全無。22

20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377，咸豐元年十月初十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閩浙
總督裕瑞奏摺。

21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7282，咸豐元年十月十五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
摺。

22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475，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二日，閩浙總督季芝昌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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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山東、江南兩省兵勇船隻又俱先後至浙，閩浙舟師自宜剋期進發會合兜

拏，以為一舉殲除之策。惟四省兵勇同時雲集，若或無人統馭，誠恐心

志未齊，機宜坐失。撫臣常大淳議由提臣鄭高祥節制調遣，洵為整肅軍

令起見。臣於準咨後，即飛咨該提臣查照辦理，並令兼程行駛一面嚴飭

定、黃、溫三鎮迅速駛往會勦。25

185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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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3082，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24 《外紀檔》，檔號303000227，咸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25 同註22。
26 《外紀檔》，檔號303000228，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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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提督善祿何以一無調度，水師將領，平日並不訓練，臨事退縮不前，已

可概見。著將湯倫、池建功、周士法等懲處，令其戴罪自效，若諉云風

色不順，何以黃富興勇船尚能出洋，匪船南北游奕自如，獨三鎮兵船逗

留南洋未能追北，又安用此等懦怯將領為耶。前據裕瑞奏飛咨鄭高祥統

帶兵船赴浙，此時計已可到，陳世忠計亦馳赴閩浙聽候該督調遣，葉常

春所帶之船當先已到浙，常大淳現駐寧波，即與各該提鎮會商夾擊痛加

勦洗。現在該匪等如果將黃富興送回，船 呈繳，即著飭令鎮將押赴上

海，交陸建瀛察其情偽酌量辦理。30

31

27 同上註。
28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478。
29 同註26。
30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478。
31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兵考〉，頁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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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准其自首者，亦未始非相機設計權宜辦理之法。……仍嚴飭師船併力追

勦，儻該匪等窮蹙投誠，即可將計就計，令將船 繳出並將黃富興送

還，再行奏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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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註30。
33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377，咸豐元年十月初十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閩浙
總督裕瑞奏摺。

34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檔號406001475，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二日，閩浙總督季芝昌奏摺。《咸豐
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月初五日，頁402。

35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頁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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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匪徒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我師四面夾擊，窮蹙無路，詭詞投首，以為緩

攻脫逃之計。前經諭令該督與常大淳密商合辦，無分畛域，著即相度機

宜，察其真偽，如果該匪等實係畏罪投首，原不妨網開一面，准予自

新，令將船 全行繳出，查明驗收，酌覈情形，奏明辦理。儻稍有反

覆，仍即嚴飭各路水師合力進勦，務期力淨根株，不可墮其奸計。38

1

為咨呈事。事竊照廣艇盜匪布興有等畏懾天威，凜遵諭旨，率夥將搶佔

山東船炮印信及黃富興人船並該匪船炮器械盡行繳官驗收，跪泣哀求，

真心悔罪投首。現已將船上盜夥悉數點明，分別解回廣東及暫留羈管，

36 《外紀檔》，檔號303000228，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浙江水師提督善祿
奏摺。

37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五日，頁512，記為布良大。按布良大應為布良帶，
根據《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盜匪姓名籍貫清
冊、趙爾巽，《清史稿校註》，卷四百三十四〈史致諤傳〉，頁10401、（清）段光清，《鏡湖自
撰年譜》，皆記載為布良帶。

38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五日，頁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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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候諭旨緣由。本部會同兩江、閩浙督院於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寧波府

城行館恭摺，由驛馳奏請旨辦理。所有各該犯姓名籍貫相應造具清冊咨

送，為此，咨呈軍機大人，謹請察照備查施行，須至咨呈者，計送清冊

壹本。39

40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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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浙江等處地方提營軍務節制水陸各鎮兼管兩浙鹽政常大淳咨呈。

40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3913，咸豐二年四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片。《咸豐同治兩
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1。

41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2-543。
42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94，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43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5047，咸豐二年六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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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因先被黃富興募赴山東幫拏洋盜，分給賞銀不公，忿爭成釁。嗣黃富

興回至廣東，復宣言伊等在洋為盜，內懷仇恨，往尋報復而起，益無別

情。45

46 

47 

盜匪陳成發恃係各船總管，從中阻撓，指使眾夥，搶佔滋事。現將陳成

發砍傷捆縛交出。……其中阻撓之陳成發已戮首示眾。48

John K. Fairbank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由於臭名昭著的布興有（阿帕克）49 率領二十幾

艘船隻組成的廣州海盜船隊在寧波港外停泊，本來在護航業務上就已經

相當劇烈的英、葡競爭被弄得更加複雜化了。雖然用慣常的收買辦法把

布興有設法安插到了清帝國的水師裡去，但他繼續在護航事務中進行訛

44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1。
45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3913，咸豐二年四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片。
46 同註44。
47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478。
48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2。
49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頁261，載布興有
的英文名字為阿帕克；另外《清穆宗實錄》（同治元年五月癸卯日），卷二十九，頁781，載布興
有稱為阿伯。據筆者推測可能是布興有被稱為阿布或阿布仔，因此有阿帕克與阿伯之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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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不幸，中國地方當局未能使這些廣東海盜與葡萄牙人互相火併而同

歸於盡，局勢依然沒有被控制住。50

1810

1841

2,000 23

3,000

64 1,224 51 

184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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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頁261。
51 資料整理自蕭國健，〈香港近代史 從開埠到回歸〉，頁41-42。
52 《大南寔錄》，正編，第四紀，卷四，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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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53 

1851

2

佔駕山東師船七隻（原係八隻，內一隻已在山東石島洋面被風打沉，現

存七隻。）、佔駕黃富興師船二隻、載勇商船七隻、盜船五隻、大小

鐵 三百二位、大小鐵彈七百十七出、 架二百九十四座、抬槍二桿、

窩蜂子二小桶，又一千二百二十二粒、火藥一千六百二十餘斤，又火藥

七箱計二百七十五包、火藥火瓶三百五十九箇、噴筒六十桿、子 二

箇、長柄鐵叉刺刀二十桿、鐵頭竹槍六十五桿、稻叉一把、鐵攩叉一

把、藤牌七十七面、長槍一百五十五桿、火柄長槍十六桿、竹長槍四十

二桿、腰刀八把、鉤鑲一桿、旗二面、火箭十枝、牛皮二張。54

1807

55 

53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5205，咸豐二年六月十五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
摺。

54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9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55 《清仁宗實錄》（嘉慶十二年十月辛巳日），卷一百八十六，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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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器 種 類 兵　　　器　　　品　　　名　　　與　　　數　　　量

冷 兵 器 長柄鐵叉刺刀二十桿、稻叉一把、鐵攩叉一把、腰刀八把、鉤鑲一桿、竹長槍四十

二桿、鐵頭竹槍六十五桿。

火 兵 器 大小鐵 三百二位、大小鐵彈七百十七出、抬槍二桿、窩蜂子二小桶，又一千二百

二十二粒、火藥一千六百二十餘斤，又火藥七箱計二百七十五包、火藥火瓶三百五

十九箇、噴筒六十桿、子 二箇、長槍一百五十五桿、火柄長槍十六桿、火箭十

枝。

運 輸 兵 器 山東師船七隻、黃富興師船二隻、載勇商船七隻、盜船五隻。

防 禦 兵 器 藤牌七十七面、牛皮二張。

其 它 兵 器 架二百九十四座、旗二面。

資料來源：《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9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
隻 械清單。

56 

57

1.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56 （清）王芑孫，〈浙江提督總統閩浙水師追封三等壯烈伯謚忠毅李公行狀〉，（清）賀長齡輯，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五，頁2211-2213。

57 關於水師與海盜在海上交戰的情形請參見《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卷一百四十三，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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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

嘉慶二年正月內，邱扶等同幫六船，從廣東起身，駛至安南，即與該處

艇船議定，照依船隻大小派定股份，如夥同劫得銀錢按股均分，其餘股

分仍送安南大艇船收用，立有合同議單一張。58

1800

往年艇匪與土盜為仇，近來則土盜恃艇匪為倚靠，艇匪以土盜為嚮導，

艇匪船大炮大足以牽制兵船，兵船不能更有餘力追捕土盜，土盜乃得肆

出搶劫，艇船坐分其肥。59

60 

1802

58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4104，嘉慶三年七月五日，浙江巡撫玉德奏摺。檔號
404004217，嘉慶三年九月四日，浙江巡撫玉德奏摺。

59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4765，嘉慶五年一月十五日，浙江巡撫阮元奏摺。
60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5108，嘉慶五年二月十九日，閩浙總督玉德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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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61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浙江巡撫常大淳投首廣艇盜匪籍貫
年齡清冊。

62 趙爾巽，《清史稿校註》，卷一百二十八〈食貨志〉，頁3441，載：編審之法，核實天下丁口，具
載版籍。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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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1885

97.45%

2.55%

61 3

31.41%

1810 1885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香 山 257（26.14%） 吳 川 3（0.31%） 順 德 126（12.82%） 茂 名 3（0.31%）

清 遠 101（10.27%） 高州府 2（0.20%） 番 禺 92（9.36%） 潮州府 2（0.20%）

新 安 87（8.85%） 合 浦 2（0.20%） 東 莞 62（6.31%） 海 南 2（0.20%）

英 德 36（3.66%） 高 要 2（0.20%） 新 寧 34（3.46%） 遂 溪 1（0.10%）

電 白 32（3.26%） 運 州 1（0.10%） 潮 陽 25（2.54%） 銅 山 1（0.10%）

陽 江 22（2.24%） 長 樂 1（0.10%） 新 會 19（1.93%） 海 陽 1（0.10%）

雷州府 10（1.01%） 澄 海 1（0.10%） 南 海 9（0.92%） 海澄 7（0.71%）

欽 州 7（0.71%） 歸 善 6（0.62%） 文 昌 6（0.62%） 福建 漳浦 5（0.51%）

廉州府 5（0.51%） 浙江 鎮海 5（0.51%） 越 南 3（0.31%） 興化 5（0.51%）

總 計 983（100%）

資料來源：《宮中檔》奏摺、《軍機處檔．月摺包》奏摺錄副。

2.  

91.51%

16-39 62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香　山 196（31.41%） 歸　　善 4（0.64%） 順　德 81（12.98%） 吳　　川 3（0.48%）

番　禺 73（11.70%） 高 州 府 2（0.32%） 新　安 71（11.39%） 潮 州 府 2（0.32%）

東　莞 59（9.46%） 海　　南 2（0.32%） 新　寧 34（5.45%） 合　　浦 2（0.32%）

電　白 26（4.17%） 茂　　名 1（0.16%） 陽　江 22（3.53%） 遂　　溪 1（0.16%）

新　會 15（2.40%） 運　　州 1（0.16%） 南　海 10（1.60%） 銅　　州 1（0.16%）

文　昌 6（0.96%） 長　　樂 1（0.16%） 廉州府 5（0.80%） 浙江鎮海 1（0.16%）

欽　州 4（0.64%） 福建興化 1（0.16%） 統 計 624（100%）

資料來源：《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盜匪姓名籍貫清冊。

年　　齡 人　　數 附　　註

15歲以下 3（0.48%） 15歲2人，14歲1人

16 — 29 366（58.65%） 首盜布興有28歲

30 — 39 205（32.86%）

40 — 49 43（6.89%）

50 — 59 7（1.12%） 58歲1人

總　　計 624（100%） 平均年齡約29歲（28.57）

資料來源：同表三。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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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廣人昔日皆爾手下夥黨，今居城中胡行如此，何以處之？

廣人胡為已慣，今豈能猝然安馴。舊約原許不回籍者收入營中吃糧，吃糧

出息已屬有限，乃營中更要每名送洋四十元方准入冊，因此不能吃糧，用

度益見不敷，胡為愈甚。大老爺儘管以法辦之，伊等亦不敢為亂。65

伊等胡行，不辦則膽愈大，我刻下又無錢可以供養；辦之不加死罪，決

不至有事。66

67 1853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63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50。段光清（1798-1878），字俊明，號鏡湖，安徽宿松人。
咸豐三年（1853），在太平天國起事之影響下，浙江省全境動盪不安，段光清招募廣勇為地方團
練，抵禦盜匪，因此受到賞識，歷任知縣、知府、道台、鹽運使、按察使等。書中雖多為追捧自
己的功績，但是其中內容記載到鴉片戰爭以後和太平天國時期的浙江省情形，相當地完整，另外
也提到許多關於布興有相關的資料。

64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0。
65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1。
66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0。
67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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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兄弟捐船二隻，招勇一百二十名，來寧盤費皆行自備，今自到寧之

日始，請給口糧每名一月十二兩，若無別款，請自馬額裁減後，存銀不

少，即求飭司將是項銀兩撥發，以養廣勇，捕盜必能得力。68

爾一知府，竟盤查司庫，豈部中不知此款？廣勇來寧，並未捕一盜，何

以必知得力，口糧乃如許之重。69

布氏兄弟之在寧波，前以常撫軍招之，其未經遣散之勇，經余而始能盡

散，後以畢本府用之，其新招之勇，非余而幾至難留。人但知布氏兄弟

樂為余用，而不知其原非始於余也。70

1853

1854

68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8。
69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8-79。
70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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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858 72

在這些年中，葡萄牙人對於整個寧波的中國海上貿易進行了全部的保

護。他們對於所有在這個口岸進出的船隻以及在鄰近海上航行的船隻，

發給了保護證並且徵收保護捐。他們一年之中從漁船徵收來的護航費數

達50,000元，從運木船隻以及其他與福州貿易的船隻徵收到的數達

200‚000元，從其他各種船隻徵收到的捐數目每年也不下500‚000元；葡

萄牙雖然不是一個條約國家，葡萄牙領事卻漫無限制地行使了領事裁判

權：在寧波一般都認為他的司法判決，總是這樣，就是要把最大多數的

錢送進葡萄牙人的口袋裡。73

1857

葡萄牙人犯罪並不嚴加追究，寧波的官吏和商人於是採取了聰明的步

驟，用黑費條件同一個侵入寧波水上的力量雄厚的廣東海盜頭子接洽；

這班海盜變為相當忠誠，開始在護航和保護事業上與葡萄牙相競爭抗衡

和衝突，隨之發生，開始了狗咬狗的勾當，並且經過三年的競爭之後，

在一八五七年六月發生了危機，廣東海盜集結了他們的武力，打了一場

勝仗，把逃跑的葡萄牙艦隊追逼到寧波內河，六月二十六日在那裡展開

了戰鬥，其他中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都是中立的觀望者。在這次戰鬥中葡

萄牙人遭遇了可恥的失敗。7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71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94-95。
72 《清文宗實錄》（咸豐五年十月辛亥日），卷一百八十一，頁1023。
73 馬士，〈葡萄牙人在寧波護航〉，頁458-459。
74 馬士，〈葡萄牙人在寧波護航〉，頁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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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75 1860

76 

1858 1860
77 

1861

78 1862

79

80 

75 （清）馮瑩，〈大事志〉，《定海廳志》，卷二十八，頁56-57。
76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176-178。
77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128-136、頁155-173。
78 （清）馮可鏞，〈前事〉，《慈谿縣志》，卷五十五，頁1185-1186。
79 （清）馮可鏞，〈前事〉，《慈谿縣志》，卷五十五，頁1186。
80 （清）馮可鏞，〈前事〉，《慈谿縣志》，卷五十五，頁1186-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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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1862

1863

84 

1864

85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81 （清）馮可鏞，〈前事〉，《慈谿縣志》，卷五十五，頁1188。
82 《清穆宗實錄》（同治元年五月癸卯日），卷二十九，頁781。
83 《清穆宗實錄》（同治元年七月丁未日），卷三十五，頁941。
84 （清）汪文炳，〈兵事〉，《富陽縣志》，卷十四，頁1183。
85 （清）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卷十六，頁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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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86 

87 

1864

1796

88

查例載江洋行劫大盜，照響馬強盜例立斬梟示。又律載未成盜而有顯跡

證見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又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名例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又例載知強盜贓而接買，三

犯以上，不拘贓數多寡，發近邊充軍。又租船出海為匪之案犯該流罪以

上者，船主雖不知情，杖一百、徙三年，船隻入官等語。89

86 （清）馮可鏞，〈前事〉，《慈谿縣志》，卷五十五，頁1188。
87 （清）李鴻章，〈致左季高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頁382。
88 朱珪為嘉慶皇帝的師傅，嘉慶元年（1796），朱珪被任命為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時大學士
出缺，乾隆太上皇原欲召朱珪為大學士，和珅以廣艇盜匪擾劫於閩、浙洋面，責珪不能緝捕，於
是珪被左遷為安徽巡撫。廣艇海盜肆掠於華南洋面，在乾嘉之交的政治鬥爭上，也被拿來當作攻
擊政敵的理由。《清國史館傳稿》，檔號2929。

89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0981，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九日，署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朱珪奏
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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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

90 

91

92 1797

民人陳子言等十人被擄，誘殺洋盜十三名，自行投首，尚為畏法出力。陳

子言著賞給把總，隨營出力。圪將陳子言不甘從盜殺賊投首，現已奏蒙聖

恩，賞給把總緣由，明白出示，在於沿海口岸，並各處島嶼，遍貼曉諭。

令各被擄民人倣照陳子言縛賊投獻，一體獎賞，俾使盜匪咸知驚懼。93

1805

94 

95 

1810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90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1116，嘉慶元年九月八日，署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朱珪奏摺。
91 《清仁宗實錄》（嘉慶元年十月辛巳日），卷八，頁144。
92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0948，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閩浙總督魁倫奏摺。
93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04001967，嘉慶二年二月七日，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廣東巡撫張誠
基奏摺。

94 《清仁宗實錄》（嘉慶十年十月辛丑日），卷一百五十一，頁1080。
95 《清仁宗實錄》（嘉慶十年十月辛丑日），卷一百五十一，頁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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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96 

現在張保仔等大股賊匪，亦率其夥黨，前來乞降。在伊等來降之意，仍

不過為謀食起見，並非真知大義，自悔前愆。97

張保仔、東海壩二人，現在省城，因汝寵待過優，行為驕縱。……此二

幫餘匪除被擄脅從者，已回籍安業。其餘黨夥尚不下數千人，雖交州縣

官分投安插，此輩皆游手好閒之徒，所給賞需，隨手輒盡，此外別無生

計，無恆產焉有恆心哉。聞已有乘閒逃逸，或仍竄海洋者。……已經逃

竄者搜緝務獲，加倍治罪，切勿姑息。98

99 

1820

96 資料轉引自穆黛安（Dian H. Murray）著，《華南海盜1790-1810》，頁165。
97 《清仁宗實錄》（嘉慶十五年三月丁丑日），卷二百二十七，頁52。
98 《清仁宗實錄》（嘉慶十五年十月辛亥日），卷二百三十五，頁173-174。
99 古鴻廷，〈論明清海寇〉，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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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822

1823

官員子孫，仰蒙予廕，原係非常曠典，豈容漫無區別。查故閩安協副將

張保，原係粵洋大盜，經官兵勦捕，於嘉慶十五年投誠，其子嗣若一體

子廕，殊不足以重名器，應請撤除。101

102 1840

103 

1851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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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清）林則徐，《林則徐全集》，頁30。
101《清宣宗實錄》（道光三年三月甲申日），卷五十，頁895。
102 同上註。
103（清）林則徐，《林則徐全集》，頁1507-1508。
104《清文宗實錄》（咸豐元年十二月丙戊日），卷四十九，頁659。
105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頁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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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事　　　　　　　　　　　　　　　　　　　　　　　蹟

咸豐元年 咸豐元年（1851）七月開始，正值南風興盛，布興有率廣艇海盜駛至山東石島洋面
七月間 擄掠，登州水師船遭艇盜所劫，統帶水師副將落水。盛京將軍奕興於是將由奉天水

師委請登州水師守備黃富興保雇的廣船四隻，派往山東勦辦艇盜。

七月初七日 石浦洋面有大、小夾板船十四隻，均各安設 位，船內之人口操粵音，稱係黃富興

招赴山東保護。（疑似布興有廣艇船隊所偽裝）

七月二十五日 布興有於石島洋面，佔駕十餘隻清水師用船，傷斃兵勇。

八月十一日 布興有率廣艇共十一隻，在江蘇與浙江洋面 擄商船，聲稱欲駛至山東劫掠，並且

與山東守備黃富興決戰。

八月二十五日 布興有率廣東夾板船十二隻，駛至石浦洋面。

閏八月初五日 布興有率廣東艇船十四隻，由東北外洋駛至花崗門外一帶洋面窺伺。

九月初四日 三省水師聯合圍勦，布興有趁著早潮往東北洋竄逸。

九月十六日 布興有帶著船隊至沙埕洋面寄泊，並帶戲班駕小船攏岸，至山腳邊九使宮廟內焚香

演戲，繼又至該處天后宮內建醮。

九月二十五日 布興有帶著船隊駛至寧海茶盤山等處，於次日乘坐小船由僻處登岸，直至附近海邊

之瀝洋村地方恐嚇居民，索借水米財物。

十月初二日 黃富興統帶兵船迅速移往寧波府，欲與三省水師會合圍勦布興有。

十一月十四日 黃富興與布興有船隊遭遇，江省勇首方翔向林正陽與黃富興等人商量，暫勿開

攻擊，於是自駕小艇前往艇盜處曉諭投誠。

十一月十五日 布興有突襲黃富興各船，江浙的水師兵船，因為正值漲潮，不能逆水向前營救，艇

盜將黃富興夫妻、所屬兵勇、船隻、 械一併擄走。

十二月初三日 布興有率艇盜駛赴浙省臨海縣境，當地練勇奮力抵抗，共計打死艇盜十五名，打傷

落水七名，擊沉盜船一隻，奪獲 位一座，擊退艇盜。

十二月初四日 布興有遣其弟布良帶，前往蘇松鎮總兵葉常春船上「哀懇投首」。

十二月底 布興有投首共計繳出山東師船、勇船共二十一隻，水勇二百餘名，商船船戶、水手

共一百八十餘名，並被擄難民全數送出，大小鐵 共三百餘位，器械無數，艇盜

六百二十四名。布興有、布良帶等二十名分別發撥營伍效力，交由浙江水師提督善

祿留在寧波報效。

咸豐二年 布興有投誠以後，浙江水師認為艇盜難以管理，因此並未予以收編，只以「收營吃

六月間 糧」；其盜黨未遣回籍者，盤據在寧波城中，擾亂地方安寧。

六月間 寧波知府因此與布興有商議：「勸其捐船報效，再招廣人百餘名，每名定一月口糧

十餘兩，有功必詳撫台奏獎。」布興有聞言後，便立刻返回廣東備船募勇。

咸豐三年 布興有帶領二隻船舶，廣勇一百二十名返回寧波。但是捕盜經費被浙江巡撫否決，

四月間 段光清便與知府商量，先墊支洋銀八百元，令布興有迅速出洋捕盜，布興有於海面

旬日，逮捕海盜十七名，盜船二隻，巡撫知道此事後，大為嘉獎，但廣勇的口糧仍

由段光清負責，廣勇遂成為段的私人團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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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事　　　　　　　　　　　　　　　　　　　　　　　蹟

咸豐四年 江蘇巡撫許信臣的門生萬藕舲任浙江學台，請求觀看布興有管帶之船 。段光清

四月間 便趁機向萬藕舲推薦布興有，說：「布氏縱橫海上，時人呼此船為活 臺。」由

於當時上海尚未收復，萬藕舲於是向許信臣引荐布氏兄弟，段光清便立即命令布氏

兄弟前往上海助攻，開始展露頭角。

咸豐五年 布興有因為助攻上海有功，又捕盜出力，被正式任命為水師千總一職。

十月間

咸豐七年 布興有與布良帶為了爭奪寧波洋面的護航銀，與葡萄牙護航船隊發生了激烈爭鬥。

六月二十六日

咸豐九年 布興有假借收編招撫的名義，誘殺舊日同為廣艇海盜首領的九丁，並與布良帶率領

廣勇勦除九丁餘黨。

咸豐十年 段光清與布興有密謀在中秋時節，拐騙廣東海盜頭目高成前來賞月，於席中將之逮

捕送往衙署，斬首示眾，黨羽盡皆逃散。

咸豐十年 布興有因在史致芬之亂、太平軍第一次對杭州的攻防戰中，皆有所表現，因此被授

予六品頂戴，署遊擊銜，也獨自成為一個作戰單位，號為「廣濟軍」，不再是段光

清的私人團練。

同治元年 布興有與弟布良帶督率廣勇，斬殺準備進犯定海的太平天國附天侯王義鈞，並且殲

二月十四日 滅餘黨，無一生還者。

四月初八日 布氏兄弟協助陳世章與張景渠進攻鎮海，守城太平天國將領范維邦開城請降，於是

清軍克復鎮海。

四月十二日 布興有帶隨陳世章等親督廣濟勇千人為先鋒，布良帶則負責攻擊北岸與南岸之太平

天國軍的營壘，將寧波城收復，黃呈忠開城門向西逃竄。

四月十六日 廣濟軍兵力愈來愈強大，於是劃分為三個部隊，布興有將中軍，布良帶將左，守備

張其光將右。

五月間 軍機處質疑遊擊布興有的身份，以六百里諭令浙江巡撫左宗棠查明具奏。

七月間 成功收復鎮海、寧波的功績之下，布興有遂由遊擊升遷為正三品水師參將。

同治二年 布興有助湘軍進攻金華。

三月二日

同治三年 蔣益澧派令記名提督高連升、洋將德克碑會同布興有等水陸各軍，進攻鳳山門，梯

三月間 城而登，共殲滅太平軍數千名，太平天國歸王鄧光明遭 火擊斃，遂收復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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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浙江巡撫常大淳咨呈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83，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常大淳咨呈。

在洋之盜．十犯九廣—清咸同年間廣艇海盜布興有事蹟考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142

圖2  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93，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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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投首廣艇盜匪籍貫年齡清冊 《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83，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盜匪籍貫年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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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廣東艇船模型 劉煒，《中華文明傳真．清．中華民族新生的陣痛》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