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动荡地域：槟城港口的海峡贸易》   

书评 
 

邱文达，陈是呈**，曹茂庭*** 

 

《穿越动荡地域：槟城港口的海峡贸易》
①
一书，对槟城（槟

岛）的经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揭示槟城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多次波

澜壮阔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这一地区为保持其竞争力和相关性而

在时间的考验中经历了多次经济变迁。这要归功于槟城始于 1786 年

的独特发展历史。卢慧玲博士和杰弗里·萧在追溯槟城与东西方港

口的贸易历史时，呈现了一个丰富而错综复杂的故事。 

槟城恰好位于印度和广州之间，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

成为一个重要的停靠港口。这种地理优势使得槟城成为英属东印度

公司在马六甲海峡地区进行货物收集和分发的关键港口。随着时间

的推移，槟岛逐渐演变为一个配备有海军船坞、哨站和海军舰队的

标准港口。1826 年，英国将马六甲、新加坡和槟城组成海峡殖民

地，并将槟城指定为其行政中心，这使槟城的地位逐渐提升。与此

同时，槟城也面临来自荷兰在苏门答腊的竞争。荷兰试图通过禁止

槟城在苏门答腊进行贸易等手段，垄断马六甲海峡的贸易。这段历

史揭示了槟城从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港口，逐渐发展为一个备受重

视的行政和贸易中心的过程。这也提供了槟城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

经历挑战和变革的关键背景信息。 

动荡的历史并非仅仅体现在外部竞争上，在槟城发展的关键时

刻，特别是在海峡殖民地首府从槟岛迁至新加坡的时期得到延伸。

在这时期，英属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管理部门反复否定和拒绝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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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需求，导致槟城的经济贸易在 1810 年显著衰退。这一时期的

变迁，反映了复杂的历史背景，包括殖民地政治权力的重新分布，

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在追求经济和行政优势方面的决策。 

对此，槟岛在 1837 年通过成立槟城商业与农业商会成功地应对

这一危机。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商业团体和投资者对共同利益的认

可，更在于它为槟城带来巨大的转机。商会的成立带动各个商业团

体的形成，能够使槟城的行政人员在与新加坡、加尔各答以及伦敦

等高层进行交涉时，形成统一的声音，进而更有效地应对贸易和行

政方面的挑战。这段历史不仅强调槟岛在动荡时期的适应和变革能

力，同时也凸显商业社群的团结与智慧。这一段经历为槟城的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使其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崭露头角，并在经济波

动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本专著认为，槟城在“动荡地域”中所面对各种考验和磨难时

表现出的活力和韧性，为槟城今天的活力做出巨大贡献。槟城长期

以来一直是马六甲海峡北部地区的商业枢纽，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在探讨槟城港口出现之前的任何历史记载，都需要从东

南亚西北部开始，着眼于与该地区相连接的海域。东南亚在亚洲和

东亚两侧的战略位置使其自公元后几个世纪以来，有数不尽的人群

穿越南海。而吉打港口在这个时代充当了那些从西方而来的人们在

现代化之前的登陆点。东印度公司（EIC）建立贸易站前，吉打港口

充当槟城的代理。 

欧亚和世界历史专家，以及研究佛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对这

些港口历史进行大量研究，形成大量丰富的学术成果。所以作者在

第一章中详细探讨该主题。此外，学者们也对南海地区的海上空间

进行大量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注意来自东方的群体与东南

亚进行各种交流的外部联系所产生长期影响。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槟城从最初的区域贸易中心逐渐演变为

全球贸易的重要地区。这种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工业革命的

推动，这一时期对于热带地区原材料的高需求以及对工厂生产商品

的巨大市场需求，推动了槟城的经济发展。欧洲在这一时期主导世

界经济，使得槟城在内陆主要商品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控制了

港口贸易和航运的主要领域。因此，在第二章中，作者继续叙述西

方和东方的互动以及 18 世纪之前在亚洲的发展，论述了英国如何进

入槟城，以及槟城如何成为一个吸引邻近地区和更远地区企业家的

港口之发展过程。作者认为槟城位于马六甲海峡入口，因其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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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地位，使其迅速出现商业散居群体，从而促进了一个多元社会

的崛起，这也是许多著名港口政体的固有特征。 

然而，随着新加坡等竞争对手崛起，槟城的贸易规模在 1854 年

时，竟然下降到仅有新加坡的七分之一。这标志着槟城在当时的全

球贸易格局中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转变揭示了槟城在全球经济演

变中所经历的复杂历程，以及其在面对激烈竞争时所面临的适应和

调整的挑战。这也突显了经济活动的多变性和地区贸易中心地位的

不断变迁，使读者对槟城的经济历史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

此，在第三章中，作者论述槟岛的主、次要贸易伙伴，并简要的介

绍槟城在面对新加坡、荷兰在苏门答腊所发起挑战时的应对措施。 

1837 年槟城商业和农业商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

点，它彰显了商业和种植群体在槟城官方与新加坡、加尔各答、伦

敦等当局打交道时统一声音的重要性。这一事件的描述在书中凸显

了槟城必须“穿越动荡地域”的本质。 

最后，在第四章中，作者叙述槟城从 19 世纪末期的马六甲海峡

的地区中心，转变为 20 世纪初的全球关注的中心。同时，英帝国边

缘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欧洲和美洲的市场提供服务。这

是欧洲崛起的时代，西方资本在槟城腹地生产初级商品并在港口商

业和航运的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这部专著只是对主题的简要介绍，然而其中的研究为进一

步深入探讨相关课题提供了丰富的方向。它向那些对槟城历史感兴

趣的研究人员提出一系列可行的研究领域。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的

目标是揭示从 18世纪末到 20世纪初，马六甲海峡港口商业发展和衰

退的原因。《穿越动荡地域》虽然没有采用 19 世纪的分析框架，但

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从大量且零散的资料中收集材料，如官方

文件、英国议会文件、商业报纸等，并梳理了与槟岛社会经济发展

相关的内容。在卢慧玲博士和杰弗里·萧提供的可靠视角和主要资

料的支持下，这篇专著提供了详实的叙述，全面记录槟城在该地区

贸易活动中的命运。 

这个历史悠久的岛屿社区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

具有灵活的思维方式，能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和优势，来应对当前

激烈竞争的经济环境中的各种挑战。面对未来，这个社区的韧性，

即岛民在困境中多次展现出的特质，将使槟城居民能够克服最艰难

的挑战。因此，《穿越动荡地域》对于研究槟城历史的学者而言，

是一部不可或缺的读物。它提供了 19 世纪槟城海上贸易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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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该地区经济演变的重要历史背景提供重要参考。更引人注目

的是，这部专著详细阐述了槟城与印度洋和中国南部海港口的生存

关系，特别关注商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通过揭示这些关系，读者

得以深入了解槟城在跨越世界不同地域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其独特

性、适应性和与世界联系的方式。这种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为未来的

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进一步发觉槟城作为一个重要贸易

枢纽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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