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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說英吉利領事義律，駐華已有十多年，素知中國官場辦事大抵虎頭蛇尾，初時雷厲風行，隔了幾個月，只須輸金運動，就可

煙消火散的，故爾接到移文諭單後，竟如無其事，擱置一旁。又恐身居其地，無可支吾，乃托故往澳門而去。　　林公等了三天，

不見回文，並得探報，義律已往澳門去了。明知他有意延擱，借端規避，但是手續上已經辦了，任他如何，已經移文英國國王，盡

了國際正誼，先禮後兵，以後就是用嚴厲手段處置販土夷商，他們也不能責備我冒昧從事了。

　　他既藐玩我的公事，難道我就罷了不成？非先懾以兵威，奸夷豈肯屈服？好在我有節制全省水師的權限，不必借助本省督撫。

打定主意，即令提督關天培，調集師船分堵港口，並派兵看守英人商館。一面傳令外商，須待躉船鴉片盡行繳出後，方准開艙交

易。一面傳集廣東十三洋行商人伍紹榮到轅，面加訓勉，不追究既往，勸他們以後勿再為虎作倀，包庇奸夷，以鴉片偷運內地，使

奸夷獲厚利，使同胞受短命喪財的大害。這班洋行商人，都是廣東籍，經林公善言開導，個個激發天良，誓不再為奸夷經售，倘食

此言，願受新律治罪。

　　林公見人心歸化，令他們傳諭各夷商，估計煙土存貯實數，即日來轅稟復，聽候點驗，准作自首，免於論罪。又向他們追問歷

年販煙奸商查頓、顛地，現在可在商館中？伍紹榮答稱：「查頓於去年殘冬請牌，避到澳門去了。顛地於前日隨義律同去的。」林

公道：「你們回去送信給義律，寫明本大臣將派兵嚴搜商館躉船，查獲煙土，當場燒燬，叫他們從速回來處理一切，否則本大臣自

行辦理，不等他們的。」洋行商人唯唯退出。林公為防奸夷畏罪逃避，即著廣東稅關揭示曉諭各夷商在欽差大臣駐節廣東，查繳鴉

片未曾結束以前，凡屬外國僑商，概不許赴澳門。於是一般夷商，只好叢集於商館所在地，連帶與躉船也斷絕交通，並經關提督撥

調炮艦四艘，滿載武裝兵士，移泊在商館前後。

　　館中有幾個小膽的夷商，嚇得膽戰心驚，自己又不能下澳，只好連夜差館中西崽趕往澳門，催促主務監督義律回來。

　　義律還只是了不介意，回到商館中，反怪小膽夷商何必大驚小怪，憑他雷厲風行，我這裡只做不理會，冷擱他三四個月，大清

皇帝勢必要責備林欽差曠日持久，一點成績都沒有，必然要撤換欽差，或則馬馬虎虎，不了了之。虎頭蛇尾，本是中國官場的刻板

文章，你們何必著急呢？夷商說道：「監督難道你沒有瞧見河川中停泊著中國炮艦麼？炮門都對準商館大門，萬一開起火來，此間

豈不要玉石俱焚麼？」義律大笑道：「你們誤會了！這幾條炮船，不是欽差帶來的，輪不到他調遣。只因查繳鴉片，已鬧得滿城風

雨，關提督預防土匪流氓乘機搶劫商館，特派這幾艘炮艦，移泊河川，保護商館。我本則居此有些膽怯，現在有炮艦泊此保護，我

們倒可以高枕而臥了。」一班商人聽了這一席話，竟然信以為真，便道：「我們只懂交易，不懂交涉，所有繳煙土、呈證書並具結

三項，全仗監督做主，我們莫不唯命是聽。」義律拍著胸脯說道：「這個本是敝監督分內之事，自有我負責辦理。不過累及諸位停

頓兩三個月交易。

　　至於存煙，決不會損失一絲半忽的。」於是義律打定主意，以冷擱對付。

　　林公發過兩次照會，催他答復，他竟置之不理。林公只好傳令洋行商人伍紹榮，向義律當面催促。義律就把上文回答夷商的話

備述一遍。紹榮見他胸有成竹，勸之不理，只好據實稟復。林公接閱來稟，暗吃一驚，心想：「可惡的刁夷，竟用冷待手段對付，

我如不給一些上國的威儀他們看，如何肯甘心受降呢！但是我不便冒昧地派兵搶入商館與躉船上抄沒煙土，焚毀投海，若請旨准予

入館查抄，恐怕皇上也未必俯允，若然持久辦不了，穆奸必然要請旨申飭，這便如何是好？定神默忖了一會，即傳伍紹榮到行轅。

林公延入花廳，以賓禮相待，向他問明義律所居商館中共有多少中國人？紹榮答道：除他老婆外，其餘烹調給役，都是中國人，共

計六名。林公又叫他把各商館中的沙文姓名，及西崽大司務一一開明。紹榮照實書寫呈上，告辭而歸。林公立傳海關監督來轅，面

諭他封閉各夷商貨船；各商館僱用的華人，自買辦以及大司務西崽，一律勒令他們辭歇，如有私自為洋人給役者，查明監禁。監督

奉令退出，馬上遵照辦理。

　　那義律見所用華人被海關勒令辭歇，尚以為可以另僱，哪知四出尋覓，無人受僱，以致烹調灑掃無人供應。想起船上大司務西

崽都有，打算去借用，無如洋面封鎖，躉船四面有兵船看守，水陸接濟斷絕。義律不得上船，回到商館中，苦耐了二天，再也熬不

過了，只好與夷商商量。各夷商見情勢不佳，都願將存貯鴉片繳出，義律方才稟復林欽差。茲將他兩次稟單，照錄如下。英吉利國

領事甲必丹義律，具稟欽差大臣，為恭敬遵諭稟復事，轉奉鈞諭，大皇帝特命示令遠職，即將本英國人等經手之鴉片，悉數清繳，

一俟大人派委官憲，立即呈送如數查收等因，遠職一奉此諭，不得不遵，立刻認真一體知照。緣此稟請明示，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

各船，應赴何處繳出？至所載鴉片共數若干，求俟遠職詳細查明，當即繕寫清單呈閱也。謹此稟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稟欽差大臣，為遵諭呈單事，昨奉鈞諭，即經遠職持掌國主所賜權柄，示令本國人等，即將躉船商館存貯

之鴉片，如數繳來。當經遠職查明所繳共有二千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朋示查收。緣此謹稟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義律因迫於食物斷絕，給役無人，不得已始與諸夷商商議兩全之策，議決先行繳出十分之一鴉片，打算就此唐突林公，要挾撤

退商館及躉船四圍之守兵，恢復自由，乘間載土逃去。哪知林公閱稟後，仔細復核，即知隱匿必多，否則商船二十二艘，連同商

館，存貯之數，斷不止只有二千二百多箱。當下先照復義律將鴉片駛往虎門，聽候收繳，暫許供給義律飲食物；一面札飭水師將

弁，加嚴警衛，商館後門以磚瓦堵塞，前面派兵日夜輪班監守。並張貼告示，繳出鴉片二分之一，方給食物；繳出五分之四，撤去

兵隊監察；全部繳出者，方許照舊貿易。英領事義律實逼處此，弄得進退兩難。打算逃回英國，無如海口有兵船封鎖，水陸交通斷

絕，非但不能歸國，連帶和伶仃洋面的躉船，也不能互通消息。最難堪的，飲食物時常斷絕供給。使他不得不和各夷商議定：一面

將躉船存貯的鴉片，全行繳出，一面致書英外相巴馬斯統，報告價值二千四百萬元的鴉片，被中國欽差逼繳，完全沒收。此時義律

陽為屈服，陰實預備以武力作後盾。

　　且說林公接到義律第三次稟單，聲明各夷商願繳出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即與粵督鄧廷楨、粵撫怡良、提督關天培會商酌估

有無匿多報少的弊端。關天培說道：「兄弟曾向夷商訪問，每只躉船能貯多少鴉片？據他們答稱：最高大的躉船，每只所貯鴉片，

無有過千箱以外的。現在停泊在洋面躉船，共有二十二隻，存貯鴉片，最多在二萬箱以外，核與義律所報箱數，不相上下。可信他

並無不實不盡之弊。」林公說道：「兄弟在楚省查獲原箱鴉片，每箱概裝四十隻整土，每只約重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縱使

日久收乾，斤量較輕，也都在百斤以外。現在英商擬繳之土，斤量大約和楚省相同。」鄧廷楨答道：「偷運雖分各省，來源則一，

凡屬整箱大土，各目雖有三隔冬，烏皮、霉公、拉莊等種種區別，原產地都屬印度孟加拉及孟買兩地，故而大小輕重和形式，千箱

一律，以現在報繳箱數計算，大約有二百數十萬斤。倘經奸商販賣內地，流毒何堪設想。幸仗大人威震四夷，外商懾服，未動兵

刑，已允將存土全數繳出，於國於民。均有利益。但是夷商此舉，決非自願，由強迫而損失達二千數百萬元，只恐他們回轉本國，

向英王泣訴。英吉利以商立國，對於商人愛護備至，難保不有後患。總要大人事前準備，未識大人以為如何？」林公含笑點頭，說

出一番話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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