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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洋》

内容概要

清初中期，雍正五年解除了南洋禁航令，从此恢复了与西方的贸易，而十三行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格局
中得以兴盛。十三行总商谭康泰联合其他行商积极开拓对外贸易，但在险恶的环境下处处受到约束：
外商的敲诈，官商的勾结，官员的贪墨，行商间的争斗拆台⋯⋯演绎出商界、官场、人生命运的跌宕
起伏，朝云覆雨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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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元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文化学会客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著有文论
、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影视、译著等数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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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白头浪 雍正初年，寒露时分。　　一条双桅的海舶，在南海上行驶⋯⋯平日，台风都在
八九月问才会纠合着，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所以这个时间一过，抢着下一趟南洋还来得及。只要赶上
海流，顺风顺水，很快便可以到达巴达维亚，做成一单生意回来，而后，便可以等候来自西洋的番舶
了。　　已经驶过了一半的航程了。是日，只觉得天气闷热难受，海风无影无踪，船似钉在海面上，
一动也不动——其实，海流依旧，船仍在航行，只是借不到风力了。茫茫的大海，蓝幽幽的，在白炽
的阳光下升腾着热汽，把天空变得恍恍惚惚，分不清白云还是帆影，甚至分不清哪是蓝天哪是大海，
水手们躺在帆影下喘息着，只有舵工仍以双倍的警醒，把握住海船的方向。　　突然，爬在桅尖上的
一位水手惊叫了起来，不好，东边⋯⋯白头浪来了！ 所有水手都一激灵，鲤鱼打挺，站在了甲板上。
　　说时迟，那时快，白头浪排山倒海扑过来了，连天上的乌云，也是被它裹挟而来，顷刻之间，已
席卷过了这艘双桅船。　　大海一失它那幽蓝的诡谲的宁静，狂怒了起来，恰似一口烧得漆黑的大锅
，倒扣了过来，阳光、自云，刹那间不知了去向。天与海，在黑色的混沌中绞合在了一起，只听到呼
啸的浪声。　　双桅船一忽儿沉下了深不可测的浪谷，一忽儿又被举上了高不可攀的浪尖，就这么颠
几下，全船的龙骨都“吱呀呀” 地要散裂开了。加上大风乱来，船一下子侧翻过去，几乎整个要颠覆
了。　　一个沙哑沉实的声音响了起来：“泰叔，沉住气，顶硬上！” 声音是从船后方传来的，老舵
工在喊。　　老舵工是执意追随船主泰叔一同下南洋的。他称他“泰叔”，其实却比泰叔还要年长二
十多岁，不过，广东人视“叔” 为一种尊重、亲昵的称呼，并无严苛的辈分区分。老舵工其实在泰叔
家算得上是“三朝元老”了，不仅看着泰叔长大，而且，在四十年前，当时的两广总督吴兴祚，在平
定台湾后，向康熙 “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赖以丰庶”之际，他便在泰叔家的船
上司舵了。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这也是舵工的习俗，不愿岸上有拖累。虽然后来又有“南洋禁航令
”，但外国商船还是可以来的，早在明代中叶形成的、专门经营洋务的十三行，也就又红红火火了起
来。以至“誓不事清”，剃度为僧的明代大学者屈大均，也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五丝八丝广缎好，银
钱堆满十三行”。番鬼佬们每次来广州，都载满了各色银元，用来购买丝绸、陶瓷与茶叶。　　此番
冒险犯禁下南洋，老舵工自告奋勇，要来主舵，泰叔怎么劝也没用，老马识途，见惯了风浪，也好提
携一下年轻人。　　船主在大叫：“转桅⋯⋯落帆⋯⋯” 双帆在落下之际，竞因桅杆打断，缠结在了
一起⋯⋯ 船主急了，断然道：“砍桅，砍桅⋯⋯” 这是逼不得已的最后决断了。桅杆没了，船就完
了，不沉。也走不了。　　老舵手在大叫：“东家，砍不得呀！” “不砍，我们都完了！”一道闪电
，掠过船主惨白却依然刚毅的脸。　　船主见水手提着斧头，还在犹豫，扶着船舷，跌跌撞撞地冲了
过去，一把夺过水手的斧头：让我来！ 他使劲全身力气，一斧一斧砍了下去。　　用不了几斧头，桅
杆便让飓风折断。飓风一下子抓住了缠在一起的白帆，甩到了半空之中，刹那间便无影无踪了。但几
乎侧翻的船体则恢复了平衡，船躲过了倾覆的险关，却躲不过举天的狂澜。它依旧一下子被托上了天
，一下子被扔到深渊。龙骨的裂响，分外骇人。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船主抱住只留不到
一人高的断桅，大声喊道：“人都在么？” 过了好一阵，才有人回答：都在。　　老舵手声音似乎有
点艰涩：“稳住⋯⋯撑住⋯⋯把稳舵⋯⋯飓风很快就要过去，咬紧牙关，顶硬上！” 只是在惊涛骇浪
中，在狂风暴雨里，人都不能把持住自己，况且一条船呢！船东的吼叫，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事
实上一点作用也不曾有。船依然像只蛋壳，在浪头上抛来抛去，随时都会碎裂，万劫不复，一个巨浪
扑来，它被深埋下海水，又一个巨浪上来，它被往上托举，几近悬空。仿佛有一只残忍的魔掌，把它
当作玩物在戏弄，不玩个尽兴决不罢休。　　飓风在呼号，巨浪在呼号。　　隐约还能听到船主的叫
声： “稳住⋯⋯撑住⋯⋯把住舵⋯⋯顶硬上！” 只是在这呼喊声中，人们才下意识地抓住或抱住身
边任意一件牢靠的物品，不让狂风与巨浪把自己卷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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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二朝反复的开海与禁海中，广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在中外
经济文化交流中地位凸显。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他们一面是皇朝特许的垄断商人，可获高额利润，人
称其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另一面，他们又深受封建专制与国外黑暗势力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
是备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
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中
国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谭元亨所著的《开洋：国门十三行》即是演绎这些商人在商界、官场，以
及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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