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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俄美公司殖民
夏威夷群岛的历史省察＊

———以舍费尔的殖民活动为中心

梁立佳

【摘　　要】１９世纪初，俄美公司为解决俄国美洲移民区的粮食危机，在夏威夷群岛进

行了一系列的殖民扩张活动，其中尤以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年间舍费尔医生在瓦胡岛和考爱岛上的

殖民活动最为重要。沙皇政府的消极政策、夏威夷政治形势的变化、英美商人的联合抵制

以及舍费尔殖民谋划的失误，最终导致这一殖民计划失败。俄美公司由此失却解决移民区

给养问题的一个有效选项，被迫转向与美商贸易和罗斯拓殖等其他渠道，这一结果进而对

沙俄在北太平洋的整体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舍费尔的殖民冒险问题上，探险家个人、
俄美公司、沙皇政府三者间表现出的态度差异，揭示出１９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殖民扩张进

程中私人商业与国家权力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隐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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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国际史视域下的近代阿拉斯加问题研究”（１８ＣＳＳ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

老师给作者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①　俄美公司全称为 “俄罗斯美洲公司”（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Компания／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７９９年据沙皇敕令组建，

是俄国第一家半官方性质的股份贸易公司。公司凭特许状享有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 岛、千 岛 群 岛 以 及 东 西 伯 利 亚 海 岸 的 毛 皮

狩猎、对外贸易、移民拓殖、宗教传播等权利与义务。在这个意义上，俄美公司可被视为１９世纪前半期俄国在北太平洋地区殖

民扩张的 “急先锋”。参见Ｂｅｒｉｎｇ　Ｓｅａ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ｒ　Ｓ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ｅｄ　ａｔ　Ｐａｒｉ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９２，Ｖｏｌ．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８９５，ｐｐ．１３－１４．

夏威夷群岛是北太平洋中部的一个二级群岛，随着１８世纪末美洲至中国越洋贸易的日趋繁荣，

兼具物产、战略双重价值的夏威夷群岛成为 英、美、俄 等 国 殖 民 争 夺 的 重 要 目 标。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年，

俄美公司①医生舍费尔 （Ｇｅｏｒｇ　Ａｎｔｏｎ　Ｓｃｈｆｆｅｒ）在夏威夷群岛进行了一场旨在为俄国攫取殖民领地

和掠夺资源的冒险活动。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多倾向于在 “殖民批判的视角”下考察舍费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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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的殖民活动。苏联学者谢·宾·奥 孔 就 认 为，舍 费 尔 殖 民 夏 威 夷 是 “沙 皇 政 府 制 定 并 批 准、
经过周密考虑的太平洋扩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这一观点突出了政府在俄国的夏威夷殖民扩张

中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与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政策态度相矛盾。也有学者从 “精英对历史发展的作

用”的角度分析 这 一 问 题，强 调 舍 费 尔 个 人 的 历 史 作 用。美 国 学 者 理 查 德·皮 尔 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Ｐｉｅｒｃｅ）指出，在落后的通信手段使人们无法及时获取政府和公司指令的情况下，这次殖民活动更像

是 “舍费尔一个人的独角戏”。② 不可否认，舍费尔的个人勇气、谋略和鲁莽将俄国侵略夏威夷群岛

的活动推向了高潮。但如果仅着眼于 此，而 忽 视 了 此 时 夏 威 夷 群 岛 的 政 治 状 态 和 所 处 的 国 际 环 境，
以及俄国政府的整体外交战略，人们将无法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作出全面、客观的解读。此外，还有

一部分学者受到近些年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尝试突破 “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侧重于

使用原住民史料，用文化分析的方法解析夏威夷土著居民对待舍费尔其人其事的态度。③ 这种书写范

式因为过于突出原住民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近代欧洲殖民者与夏威夷原住民

交往的历史实际，呈现出更显著的研究者的主观建构意味。
鉴于目前有关俄美公司殖 民 夏 威 夷 群 岛 的 国 内 外 研 究 都 在 不 同 的 方 面 存 在 局 限 性，笔 者 认 为，

只有在对探险家个人、俄美公司和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夏威夷群岛政治形势以及国际竞争环境等

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实际上，１９世纪初以来

跨太平洋贸易的发展，使得英、美、俄等国的商业团体形成了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欧美殖民

国家间的激烈角逐无疑又使上述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舍费尔代表俄美公司在夏威夷群岛展开

的一系列殖民活动及其结果，正可谓是这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生动体现。

一、俄美公司对夏威夷群岛的早期探险

太平洋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地图上看，南北美洲、亚洲东部海岸、印度尼西

亚群岛以及澳大利亚大陆共同拱卫 着 太 平 洋，赋 予 其 联 系 和 沟 通 人 类 不 同 文 明 的 巨 大 潜 力。然 而，
在航海技术尚未 成 熟 的 时 代，浩 瀚 无 垠 的 大 洋 成 为 了 文 明 交 往 的 天 然 屏 障。正 如 加 拿 大 学 者 唐 纳

德·Ｂ．弗里曼 （Ｄｏｎａｌｄ　Ｂ．Ｆｒｅｅｍａｎ）所指出的，太平洋环带的特定地理条件限制了跨大洋航行的效

率，“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不到２００年之前这个大洋的辽阔地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经勘察的边

远地带”。④ 太平洋地区的这种隔绝状态直到近代航海大发现时代才得以被打破。其中，１８世纪白令

（Ｖｉｔｕｓ　Ｊｏｎａｓｓｅｎ　Ｂｅｒｉｎｇ）的第二次堪察加探险和库克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ｏｋ）的第三次太平洋航行，具有十

分重要的历史影响。这两次航海探险活动不仅丰富了欧美社会对太平洋区域地理的认识，而且直接

推动了北太平洋地区毛皮贸易的发展。“在白令和奇里科夫之后，有数十名冒险家，被一本万利的毛

皮业的传闻所吸引，接踵而来，把从堪察加到美洲的这条道路，变成了一条热闹一时的海上通道。”⑤

此后北太平洋 跨 洋 毛 皮 贸 易 的 迅 猛 发 展，又 发 掘 并 日 益 凸 显 出 了 夏 威 夷 群 岛 的 商 业 和 战 略 价 值。

１７８５年８月，由纳撒尼尔·波特洛克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Ｐｏｒｔｌｏｃｋ）和乔治·迪克森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ｉｘｏｎ）指挥

的两艘英国商船，在调 查 北 美 西 北 海 岸 至 中 国 广 州 的 贸 易 线 路 过 程 中 驻 停 夏 威 夷 群 岛 达 二 十 天 之

久。⑥ 此后二十年，英美毛皮贸易商日益频繁的跨洋商业活动，让夏威夷群 岛 迅 速 为 欧 美 商 界 所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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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至１９世纪初，夏威夷群岛已经发展成北太平洋上的一处重要贸易中继站，众多从事北太平洋跨

洋贸易的欧美商人和航海探险者都会在其越洋旅程的中途驻停该群岛，补充给养或越冬。
夏威夷群岛进入俄国的殖民扩张视野，主要得益于俄国试图为其美洲移民区的食品供给匮乏问

题寻找解决方案。在于１７８４年建立了阿拉斯加三圣湾移民定居点之后，俄国很快以阿拉斯加为中心

拓建起了它的美洲 移 民 区。① 移 民 区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最 严 重 问 题，就 是 食 品 供 应 的 长 期 短 缺。
“粮食补给困境已经成为俄国在远东扩张与统治的关键因素，也是俄国在北太平洋的毛皮贸易发展及

其与英、美等国家竞争中的重要问题。”② 作为俄国在北美殖民的重要代理人，俄美公司１９世纪初在

阿拉斯加的殖民和商业经营活动始终受到粮食补给问题的严重困扰。据曾赴俄国美洲移民区视察情

况的列扎诺夫 （Ｒｅｚａｎｏｖ）观察，１８０５年时，在移民区重镇锡特卡岛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定居劳 作 的

２００名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一磅面包；等到１０月１日以后，他们就只能依靠吃鱼干、海狮肉或海豹

肉、墨鱼、乌鸦、老鹰等维持生存，唯有病人才吃得到混有蜂蜜和冷杉球果啤酒汁的麦饼。③ 在这样

的背景下，曾在英国商船服役的俄海军军官克鲁申施特恩 （Ａ．Ｊ．Ｖｏｎ　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最早萌生出以

解决美洲移民区 粮 食 补 给 问 题、扩 大 对 华 毛 皮 贸 易 为 主 要 目 的 的 环 球 航 行 计 划，并 促 成 俄 国 海 军

“希望号”（Ｈｏｐｅ）和 “涅瓦号”（Ｎｅｖａ）军舰的首次环球航行，也由此开启了俄国人探索和认识夏

威夷群岛的进程。

１８０４年，“希望号”和 “涅瓦号”航行抵达夏威夷群岛。根据 “涅瓦号”船长里相斯基 （Ｙｕｒｙ
Ｌｉｓｙａｎｓｋｙ）的记录，当 时 夏 威 夷 群 岛 正 处 于 卡 米 哈 米 哈 一 世 （Ｋａｍｅｈａｍｅｈａ　Ｉ）和 考 穆 阿 利 伊

（Ｋａｕｍｕａｌｉｉ）分治的状态。前者统治着包括夏 威 夷 岛、瓦 胡 岛 等 在 内 的 大 部 分 岛 屿；考 穆 阿 利 伊 则

控制着考爱岛和尼豪岛这两座北部岛屿。里相斯基还对夏威夷群岛丰富的自然物产尤其是食品出产

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考爱岛上的 “各类根茎植物、甜的马铃薯和其他蔬菜名目繁多，应有尽

有，欧洲船舶可从该地绰绰有余地储存”；夏威夷岛的 “腹地系膏腴之壤。那里居住着农民，他们用

自己劳动的剩余产品供应外国船只。岛上盛产椰子、香蕉、悬铃木、塔尔罗、薯蓣、甜马铃薯、葱、
洋白菜、葡萄、香瓜、西瓜、南瓜，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对旅行者更为重要的是，有所需要的鲜

肉，因为那里猪 特 别 多。……岸 边 鱼 类 尤 多。同 时，我 看 见 岛 民 作 各 种 咸 鱼，有 长 约 一 英 尺 的 飞

鱼”。④ “希望号”船长克鲁申施特恩则进而注意到，这些岛民已经相当熟悉并热衷于与欧洲商船的贸

易活动，他们通常只会挑选中意的商 品 进 行 交 换。⑤ “希 望 号”的 随 船 医 生 兰 斯 多 夫 （Ｇ．Ｈ．Ｖｏｎ
Ｌａｎｇｓｄｏｒｆｆ）还认识到了夏威夷群岛在北美西北海岸至中国广州的太平洋毛皮贸易中的巨大价值，提

出将夏威夷发展为俄国对华毛皮贸易中转基地的构想。⑥ “希望号”和 “涅瓦号”在夏威夷群岛的发

现，对于俄国美洲移民区和俄美公司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里相斯基很可能是首位将夏威夷群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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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美洲移民区一般指俄国殖民北美时期的殖民地。１７８４年俄国毛皮商人舍利霍夫在阿拉斯加湾的科迪亚克岛建立三圣湾移民

区，成为俄国殖民北美的第一块移民区，由此初步确立俄国对 阿 拉 斯 加 海 岸 的 所 有 权。随 后，根 据１８２４年 俄 美 协 议 和１８２５年

俄英协议，美英两国承认北纬５４°４４′以北的太平洋海岸为俄国势力 范 围。由 于 俄 国 殖 民 北 美 的 主 要 动 力 是 搜 寻 海 洋 动 物 毛 皮 资

源，因此俄国美洲移民区主要分布于北美太平洋海岸和近岸岛屿地区，对内陆地区则较少延伸。截至１８２１年，俄国在上述地区

先后建立了１５处移民区。１８６７年，俄国以７２０万美元的价格将其 美 洲 移 民 区 出 售 给 美 国。１９世 纪 末，美 英 两 国 通 过 一 系 列 的

会议协商，最终明确了阿拉斯加的北部和东部边界。

Ｊａｍｅｓ　Ｒ．Ｇｉｂｓｏｎ，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ｕｒ　Ｔｒａｄｅ，Ｍａｄｉｓ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ｐ．ｘｖｉｉ－ｘｖｉｉｉ．
Ｊａｍｅｓ　Ｒ．Ｇｉｂｓｏ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１７５．
［俄］里相斯基：《“涅瓦号”环球航行记》，徐景学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２～１１３页。

Ａ．Ｊ．Ｖｏｎ　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Ｖｏｙａｇｅ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１８０３，１８０４，１８０５，＆１８０６，Ｖｏｌ．１，ｔｒ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ｌｇｒａｖｅ
Ｈｏｐｐｎ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ｗｏｒｔｈ，Ｂｅｌｌｙａｒｄ，Ｔｅｍｐｌｅ－ｂａｒ，１８１３，ｐ．１９２．
Ｇ．Ｈ．Ｖｏｎ　Ｌａｎｇｓｄｏｒｆｆ，Ｖｏｙ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１８０３，１８０４，１８０５，１８０６，ａｎｄ
１８０７，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Ｃｅｏｒｇｅ　Ｐｈｉｐｉｌｓ，１８１７，ｐ．１６６．



地理优势和物产状况转告给俄美公司高层的俄国人，并肯定对该公司产生了一 定 的 影 响。① 在 他 之

后，Ｌ．Ａ．哈戈麦斯特 （Ｌ．Ａ．Ｈａｇｅｍｅｉｓｔｅｒ）受公司之托，于１８０７年到访了瓦胡岛。他很关注岛上

的粮食生产情况，认为瓦胡岛土地肥沃，“能够提供东海 （指太平洋）地区俄国殖民地和港口所需要

的一切补给品。酿 造 朗 姆 酒 和 糖 的 甜 甘 蔗、稻 米 以 及 一 种 土 著 粮 食 作 物———芋 头 的 产 量 都 十 分 丰

富”。尽管如此，在离开瓦胡岛时，哈戈麦斯特只是为自己的船员换取到了足够的芋头等补给品，并

未给美洲移民区带去更多急需的食品补给。② 俄国海军的航海发现极大地鼓舞了俄美公司的管理者，
促使该公司将其扩张目标瞄准夏威夷群岛，开始了向这一僻处大洋中部的遥远群岛殖民的进程。

当俄国探险者最初踏足夏威夷群岛时，岛上的政治局势正有利于俄国势力的渗入。随着１８世纪

末１９世纪初北太平洋跨洋毛皮贸易的深入发展，夏威夷群岛在很大程度上被卷入世界政治和经济运

行体系之中。此时的夏威夷，已经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 “往返于美洲西北海岸至中国广州贸易线路

上的各国船员的 ‘大客栈’（ａｇｒｅａｔ　ｃａｒａｖａｎｓａｒｙ）”。③ 夏威夷岛的统治者卡米哈米哈一世与考爱岛国

王考穆阿利伊都已经认识到太平洋贸易的时代趋势和外国人在技术、军事方面的优势，因此积极寻

求外国势力的支持。卡米哈米哈一世统治下的夏威夷岛和瓦胡岛因为地理上的优势，业已成为英美

商船停驻贸易的首选地，卡米哈米哈 一 世 本 人 也 与 英 美 商 人 建 立 起 了 密 切 的 合 作 关 系。如 此 一 来，
僻守考爱岛的考穆阿利伊就处在了竞争的劣 势，只 能 将 争 取 外 援 的 目 标 转 向 作 为 后 来 者 的 俄 国 人。

１８０９年，“涅瓦号”再次到访夏威夷，来至考爱岛，考穆阿利伊向随船的俄国军官们求助，请求他们

把俄国移民留在岛上，以保护他不再遭受卡米哈米哈一世的侵犯。④ 然而，俄国舰船的到来却激起了

群岛上的英美商人的敌视，他们不断制造并传播俄国计划殖民夏威夷群岛的流言。“涅瓦号”上的一

位英国籍船员坎贝尔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在日志中写道：“俄国人似乎准备在这些岛屿建立一个

移民区，至少他们为此进行了准备。…… （俄国船员们）曾聚在一个甲板房间里，就志愿者问题进

行过讨论，不过我并没有注意到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行动。”⑤ 在到达夏威夷岛后，坎贝尔

将俄国人意欲殖民夏威夷的计划透露给了卡米哈米哈一世的白人顾问艾萨克·戴维斯 （Ｉｓａａｃ　Ｄａｖｉｓ）。
坎贝尔关于俄国计划殖民夏威夷群岛的言论，显然是出于对岛上英美商业利益的同情，这些言论在

本地人和英美商人中引发的恐慌和敌视，却为俄美公司接下来开拓夏威夷市场的活动造成了不小的

障碍。坎贝尔的这份日志还成为１９世纪以来学术界用于论证俄国侵略夏威夷野心的重要史料，大多

数学者都据此将哈戈麦斯特视为了俄国入侵夏威夷群岛的始作俑者。⑥

１８０７年，俄 美 公 司 开 始 了 它 与 夏 威 夷 群 岛 的 首 次 正 式 接 触。俄 美 公 司 职 员 斯 洛 博 契 科 夫

（Ｓｌｏｂｏｄｃｈｉｋｏｖ）在加利福尼亚购买了一艘美国商船，运载一批毛皮返回俄国美洲移民区，中途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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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目前尚无史料证明里相斯基曾鼓动俄美公司或巴拉诺夫殖民夏威夷，但里相斯基在１８０５／１８０６年冬季一直生活在巴拉诺夫身边，

在移民区粮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二人的交谈很可能涉及到了夏威夷群岛的丰富物产与 地 理 优 势。同 样 的 推 理 应 该 也 适 用 于 里

相斯基返回圣 彼 得 堡 以 后 的 情 况。美 国 夏 威 夷 历 史 专 家 克 劳 斯·梅 纳 特 对 此 持 有 相 似 的 观 点，参 见 Ｋｌａｕｓ　Ｍｅｈｎｅｒｔ，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Ｈａｗａｉｉ，１８０４－１８１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１８（６），１９３９，ｐ．１１。

Ｐ．Ａ．Ｔｉｋｈｍｅｎｅｖ，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ｏｎ　Ｓ．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Ｓｅａｔｔ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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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ｉｎ　Ｈａｗａｉｉ　ｆｒｏｍ　１８１０ｔｏ　１８３０，ｉｎ　Ｅｍｉｋｏ　Ｏｈｎｕｋｉ－Ｔｉｅｒｎｅｙ，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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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谢·宾·奥孔：《俄美公司》，俞启骧等译，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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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曾评价：“尽管坎贝尔是一个不识字的海员，但他的故事非常有趣，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因为他能

够在日志中不偏不倚地记录自己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群岛的遭遇。”参见Ｈｕｂｅｒｔ　Ｈｏｗｅ　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ａｓｋａ，１７３０－１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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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夏威夷岛。① 卡米哈米哈一世热情接待了斯洛博契科夫，并委托他向俄国美洲移民区长官巴拉诺

夫 （Ｂａｒａｎｏｖ）转赠了两件极具象征意义的礼物———一个羽毛头盔和一件羽毛披风。然而，卡米哈米

哈一世在其治下的夏威夷岛实施的贸易管制，使得斯洛博契科夫难以寻找到更多的贸易机会。在交

换完成了本船所需的补给后，斯洛博契科夫率船离开。②

综上所述，１９世纪初期的俄国太平洋航海探险活动，尽管未能直接拓展出俄国与夏威夷群岛之

间的常态化贸易，也未开启对夏威夷的殖民，但还是为俄国美洲移民区和俄美公司提供了大量有关

夏威夷群岛的地 理 环 境、物 产 资 源、政 治 结 构 等 方 面 的 信 息，从 而 为 其 接 下 来 的 殖 民 扩 张 创 造 了

条件。

二、舍费尔医生在夏威夷群岛的殖民活动

在完成首次接触后的几年里，俄美公司商船对夏威夷群岛的到访日渐增多，并因此激发起了卡

米哈米 哈 一 世 发 展 对 俄 贸 易 的 热 情。这 位 业 已 完 成 群 岛 形 式 上 的 统 一 并 被 誉 为 “大 帝”
（Ｋａｍｅｈａｍｅｈａ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的国王，通过美国毛皮贸易商，主动向巴拉诺夫传达了发展双边贸易的愿

望，甚至希望亲自前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与俄国方面签订贸易协定。列扎诺夫在写给俄国商务大臣

鲁缅采夫 （Ｒｕｍｙａｎｔｓｅｖ）的信中，对此事作了详述： “卡米哈米哈一世向巴拉诺夫表达了友好的态

度。……船长温希普 （Ｗｉｎｓｈｉｐ）讲述了夏威夷国王广交欧洲人并希望他们定居夏威夷的意图。……
卡米哈米哈一世并希望有机会亲自前往俄国美洲移民区。”③ 无论其初衷如何，夏威夷方面有意发展

夏俄双边贸易，对巴拉诺夫和俄美公司来说算得上是一个利好消息。巴拉诺夫对此反应积极，经过

认真的筹划准备，于１８１４年派出 “白令号”（Ｂｅｒｉｎｇ）商船，满载货物前赴夏威夷。遗憾的是，“白

令号”此行并没有实现与卡米哈米哈一世的贸易对接。在航抵夏威夷群岛后，“白令号”在考爱岛近

岸就遇风暴触礁搁浅，船上所载货物也被岛民哄抢一空。面对俄国船员的抗议和交涉，考爱岛的统

治者考穆阿利伊坚持 “一切漂流到岛上的物品都为其所有”，拒绝归还遭抢的货物。④ 失事船只船员

也未得到更多帮助，考穆阿利伊政府只向他们提供了很少量的食物。最后，幸亏得到了美国船长史

密斯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Ｓｍｉｔｈ）的帮助，“白令号”的船员才得以离开考爱岛。⑤ “白令号”事件无疑为俄国殖

民势力介入夏威夷提供了借口。巴拉诺夫早已觊觎夏威夷的丰富物产，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可借

以打开彼此贸易的机会。⑥ 他原本有意委派俄国海军军官科茨布 （Ｏｔｔｏ　Ｖｏｎ　Ｋｏｔｚｅｂｕｅ）上尉前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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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寻求粮食补给一直是俄美公司在 美 洲 太 平 洋 区 域 活 动 的 一 条 主 线。如 果 说 里 相 斯 基 是 为 其 提 供 了 夏 威 夷 群 岛 方 案 的 话，那 么

１８０３年美国商人奥凯恩提出的加利福尼亚联合狩猎建 议 和１８０６年 列 扎 诺 夫 的 加 利 福 尼 亚 之 行，则 又 为 它 提 供 了 加 利 福 尼 亚 方

案。美、俄联合狩猎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俄国人第一次到达 加 利 福 尼 亚 并 与 西 班 牙 人 接 触，都 是 在 美 国 人

的斡旋之下。据统计，在１８０３—１８１２年间，美俄双方共进行了十一次联合狩猎，为俄国人掌握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提供了重要情

报。其间，美俄双方由于利益矛盾而发生的冲突事件比比皆是。其中，俄美公司代表斯洛博契科夫与美国商人温希普在１８０７年

发生冲突，前者利用分成所获取的毛皮购买了一艘小帆船 “尼古拉号”，并准备驾乘它返回俄国移民区。途中，斯洛博契科夫因

不了解航行条件和航行线路，偏离原航线，漂流至夏威夷群岛，在岛上获得补给后 返 回 俄 属 美 洲。这 次 航 行 为 俄 美 公 司 掌 握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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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夷促成此事，不巧 两 人 恰 在 此 时 爆 发 了 一 场 激 烈 的 争 吵。① 科 茨 布 一 气 之 下 指 挥 着 “留 里 克 号”
（Ｒｕｒｉｃｋ）舰径自离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将与他有矛盾的随船医生舍费尔弃留在当地。② 在此情

况下，巴拉诺夫决定雇用舍费尔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前往夏威夷进行贸易问题交涉。１８１５年１０月

１７日，舍费尔搭乘美国商船 “伊莎贝拉号”（Ｉｓａｂｅｌｌａ）离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前往夏威夷群岛。
舍费尔是１９世纪初俄美公司殖民夏威夷群岛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德意志的巴伐利亚，先后在

匈牙利和加利西亚学习，接受了药剂师的教育，于１８０４年通过医学考试成为医师。１８０８年，舍费尔

进入俄国军队服役。１８１３年，他成为俄美公司的一名随船医生。③ 舍费尔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医生

身份，很可能影响到了巴拉诺夫最后的决定。巴拉诺夫下达给舍费尔两项指令：一是寻求卡米哈米

哈一世的支持，收回失事船只 “白令号”所载的公司货物，或者要求以夏威夷所产檀香木作为补偿；
二是如果条件允许，尝试与国王建立贸易关系。④ 由此可见，巴拉诺夫计划 的 核 心 旨 在 索 还 “白 令

号”上的失散货物，并适时开拓俄美公司与夏威夷群岛的贸易。舍费尔的医生身份为他赢得卡米哈

米哈一世的信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到达夏威夷群岛后，舍费尔很快便成为卡米哈米哈一世的御

医，并受封夏威夷岛和瓦胡岛的一些土地。在１８１６年１月１日提交给俄美公司的报告中，舍费尔叙

述了事情的顺利进展情况，并自信地声称自己 “一定能够收回失事船只中那些价值２００００比索的货

物。通过为国王和王后治疗疾病，我已经赢得了卡米哈米哈大帝的信任与友谊”。⑤ 随后，舍费尔开

始尝试在自己的 “封地”建设种植园与贸易商栈，还通过向土著人购买的方式，竭力扩大种植园的

规模。１８１６年５月，俄美公司的两艘商船先后到达夏威夷群岛，载来一队阿留申猎人。这些船只和

人员为舍费尔的殖民活动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和保障。舍费尔一时间野心膨胀，甚至向国王提出了

垄断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贸易的要求。⑥ 然而，此时的夏威夷已经开始陷入美、英、法、俄多国殖民

利益纠葛的状态，舍费尔的 贪 婪、冒 进 必 然 要 遭 到 其 他 外 国 商 人 和 夏 威 夷 统 治 者 的 反 对。实 际 上，
在舍费尔来到夏威夷的半年多时间里，俄美公司方面首先关心的 “白令号”货物归还问题一直没有

得到卡米哈米哈一世的允准和解决。此时他提出由俄国垄断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贸易的主张，又进

而损害了岛上英美商人的商业利益。这些外国商人在夏威夷宫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积极策动

卡米哈米哈一世驱逐舍费尔。岛上政治氛围的这些变化，迫使舍费尔作出前往 “白令号”事件的发

生地考爱岛进行直接交涉的决定，由此开启了舍费尔在夏威夷的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考穆阿利伊及其治下的考爱岛虽已在名义上归顺卡米哈米哈一世，但仍在政治上保有相对的独

立性。为了强化自身力量，同时也是出于对卡米哈米哈一世可能更实质性地控制考爱岛和尼豪岛的

担心，考穆阿利伊迫切需要获得外国力量的支持，舍费尔的来访因此被考穆阿利伊视为改善彼此关

系的重要机遇。⑦ 舍费尔在抵达考爱岛后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接待，并凭借医师身份很快赢得考穆阿利

伊的信任与厚爱。１８１６年６月２日，舍费尔说服考穆阿利伊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考穆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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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将 “白令号”所载货物归还俄美公司，其中国王迫切需要的部分可以用檀香木作交换；国王同意

每年向俄国美洲移民区提供一整船的干芋头；考爱岛之一切檀香木贸易将为俄美公司所垄断；俄美

公司可在考爱岛的任何地方修建堡垒和商栈。① 双方还约定，由舍费尔指挥５００名武士攻夺卡米哈米

哈一世统治的瓦胡岛，事成后俄美公司将得到瓦胡岛的一半作为酬劳，考穆阿利伊也将归顺俄国沙

皇。② １８１６年９月１８日，舍费尔委托前往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 “埃文号”（Ｅｖａｎ）商船捎回双方所

签协议的副本，急切地向巴拉诺夫汇报：“我还不能马上返回去当面向您报告，因为目前我正忙于在

（考穆阿利伊）国王赐予公司的土地上播种和载植各种蔬菜、烟草、棉花、甘蔗、可可树……”；事

情进展得很顺利，“很快我就将从国王手中得到瓦胡岛的一整个省”；“考穆阿利伊还希望得到 ‘发现

号’上的俄国国旗，以便悬挂于他的住所上空。他还希望获得一套海军军官的制服。”③

之后，舍费尔继续推进其旨在完全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活动。根据考穆阿利伊的命令，“赫纳莱港

所在地区的头领隆重地将该地区连同三十户居民移交给了舍费尔。舍费尔视察了这个港湾以及鲍格

麦亚河、湖泊和整个地区，在三个高地上修建了城堡，分别命名为亚历山大堡、伊丽莎白堡和巴克

莱堡”。④ 俄国国旗也在考爱岛的上空升起。然而，舍费尔一直没能等到巴拉诺夫和沙皇政府的回应，
其活动也没有获得１８１６年１１月到访的俄国海军的支持。当科茨布上尉指挥的 “留里克号”到达夏

威夷岛时，卡米哈米哈一世严阵以待，禁止俄舰停靠，并询问舍费尔的活动是否获得了沙皇的授权。
科茨布一再向卡米哈米哈一世解释，强调其来访只是为了获取食物、水和木材补给，并作出了 “沙

皇政府并未授权舍费尔在夏威夷的破坏性活动”的保证性答复。⑤ 科茨布的言论安抚了卡米哈米哈一

世的情绪，同时也使冒险家舍费尔陷入了极为孤立的境地。
舍费尔在考爱岛的处境随之急转直下。美国商人鼓动岛上的土著人，对舍费尔一行人发起攻击，

迫使他放弃自己的种植园和商栈。美国贸易商还威胁考穆阿利伊国王，“如果不尽快赶走俄国人，并

降下俄国国旗，那么等到正赶来考爱岛的五艘美国军舰抵达，岛上包括考穆阿利伊在内的所有岛民

都将会被杀死”。⑥ 舍费尔在他１８１７年６月２９日的日志中沮丧地记录道：“那些被俄美公司雇用的美

国商人也反戈一击……我们没有办法对抗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的力量十分薄弱。”⑦ 最终，考穆阿

利伊在压力下向卡米哈米哈一世屈服，下令驱逐舍费尔。舍费尔在仓皇之间丢下他在考爱岛的一切，
动身前往瓦胡岛。然而，卡米哈米哈一世却下令封锁港口，严禁舍费尔登岸。舍费尔的船只悬挂着

白旗在海面上一直等待了九天，才被允许进入港口。由于所乘船只破损严重，已暂时无法继续使用，
舍费尔最后是在美国商船 “潘瑟号”（Ｐａｎｔｈｅｒ）船长李维斯的帮助下才离开夏威夷，前往广州。至

此，舍费尔在夏威夷群岛的殖民探险活动宣告结束。

三、舍费尔夏威夷殖民活动失败的原因及影响

舍费尔的夏威夷殖民活动既是俄美公司北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欧美殖民冒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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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对舍费尔殖民活动的历史考察不仅可用来分析俄美公司太平洋殖民扩

张活动的得失，而且有助于探察近代 殖 民 探 险 中 探 险 家 个 人、商 业 势 力 和 国 家 政 权 的 多 维 度 关 系。
舍费尔殖民夏威夷活动的失败主要应归因于三个方面：沙皇政府的消极政策、夏威夷群岛的复杂政

治形势和舍费尔本人在殖民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其中第二、第三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效果在很大程度

上仰赖于第一方面因素的框架作用。
沙皇政府的消极政策是舍费尔殖民夏威夷活动失败的关键。事实上，出于对北太平洋国际局势

紧张化的顾忌，沙皇政府一方面乐见并欣然接受舍费尔的积极殖民行动带给自己的现实利益，另一

方面又不愿承认俄国政府负有保护考穆阿利伊及其领地的义务。① 俄国政府的这种矛盾立场，在其对

待舍费尔报告的态度上得到了集中体现。１８１８年，舍费尔辗转返回圣彼得堡，并立刻向俄国政府呈

交了自己的行动报告。报告对夏威夷群岛的 “自然资源”“贸易利益”和 “政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据以提出在夏威夷群岛建设大规模棉花种植园的计划。他甚至主张在夏威夷群岛养殖美利奴

羊，种植桑树和养蚕，将来还可开办缫丝厂和糖厂等。② 俄国内务大臣对此颇感兴趣，便向俄美公司

征求意见。俄美公司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不仅肯定了与夏威夷维持通商关系的价值，而且制

订出一份计划，建议政府择机占领其中一个岛屿。③ 然而，沙皇此时的外交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
对在夏威夷群岛扩张早已丧失兴趣。④ 亚历山大一世认为，俄美公司应将与考穆阿利伊的关系限制在

维持友好的商业关系层面，避免进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沙皇的态度表明，政府方面已经彻底否定

了舍费尔的夏威夷殖民计划。⑤ 事实上，沙皇的这种态度正与同期俄国政府的整体外交战略相一致。
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沙皇俄国的总体外交趋势是推行一种保守政策，在东方太平洋区域，则避免与

其他大国发生政治摩擦。⑥ 俄美公司与政府处理夏威夷殖民问题的态度差异，显示出俄国对外扩张中

经济利益与政治战略的相互冲突。商业利益与政治目标的冲突的确对这一时期俄国在美洲和太平洋

的扩张活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俄美公司中的商人阶层通常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

首要目标，必要时甚至可以铤而走险；以海军军官为代表的沙俄政治精英则更关切俄国美洲移民区

的稳定和海军影响力的扩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沙皇政府与俄美公司在处理夏威夷问题上存

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在对待舍费尔的态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都主张应立即将其驱逐出俄美公司。⑦

事实上，俄美公司作为近代俄国第一家半官方性质的股份公司，既体现出近代商业垄断公司的

一般特征，又与俄国 政 府 所 代 表 的 政 治 权 力 纠 葛 不 清。美 国 历 史 学 者 阿 纳 托 尔·梅 祖 尔 （Ａｎａｔｏｌｅ
Ｇ．Ｍａｚｏｕｒ）在述及俄美公司与东印度公司等西欧特权贸易公司的差异时说，在缺少强大中产阶级的

封建专制的俄国，沙皇专制的氛围和商人群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无力，都促成了俄美公司由私人贸易

公司向俄国政府代理机构的转变。⑧ 随着沙皇政府对公司及其美洲拓殖事务的不断渗透，俄美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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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日益受到俄国商人和官僚贵族之间的持续竞夺的干扰。具体到舍费尔殖民夏威夷群岛的事件中，
巴拉诺夫与科茨布之间的冲突正是俄美公司商业经营中商人阶层与海军军官之间争夺与对抗的典型

体现，并进而对舍费尔殖民夏威夷的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美公司原本计划通过开拓夏威夷群岛，
将其转化为公司在太平洋上的粮食补给基地和贸易中转站，进一步推动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

济扩张。然而，俄国政府却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其实质是以放弃俄国在太平洋区域

的利益来交换欧美列强在神圣同盟亦或巴尔干半岛问题上的妥协与合作。俄国学者Ｎ．Ｎ．博尔霍维

季诺夫 （Ｎ．Ｎ．Ｂｏｌｋｈｏｖｉｔｉｎｏｖ）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在夏威夷殖民问题上的态度，正与１８１５年以后

俄国政府在处理北太平洋问题时的保守政策相契合。①

夏威夷群岛复杂的政治形 势 也 对 舍 费 尔 的 殖 民 活 动 具 有 重 要 的 影 响。詹 姆 斯·吉 布 森 （Ｊａｍｅｓ
Ｒ．Ｇｉｂｓｏｎ）认为：“不同于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俄国在美洲和太平洋的扩张遭遇到外国势力的不

断干涉。俄国必须要去应对极度复杂的国际环境。”②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的北太平洋已经发展成一

张联系紧密的贸易之网。北美太平洋岸的阿卡普尔科、加利福尼亚、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亚洲太平

洋岸的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广州、澳门、长崎，太平洋上的马六甲、巴达维亚、夏威夷群岛，都

是这张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中，夏威夷群岛凭借其特色物产和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为北太平洋贸

易网络的大洋中枢。北太平洋 （进而是整个太平洋）跨洋贸易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夏

威夷群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并引致夏威夷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变。面临全新的内外形势，夏

威夷王国的统治者们竞相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从而为舍费尔及俄美公司的殖民介入创造了绝佳的

内部条件。卡米卡米哈一世与考穆阿利伊均曾向巴拉诺夫示好，希望获取俄国对自己的政治和经济

支持，就是这一条件的客观表现。但舍费尔还是对夏威夷政局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

卡米卡米哈一世与考穆阿利伊的实力差距所能造成的现实影响。他在求助卡米卡米哈一世解决问题

暂时受挫的情况下，贸然转向考穆阿利伊，做出了过激的扩展俄国殖民利益的行动，对夏威夷群岛

的统一和独立造成了直接威胁，从而引发卡米卡米哈一世的愤怒和抵制。
在夏威夷群岛业已存在的各种外来殖民力量中，英美商人对俄国商业对手的敌视，也是造成舍

费尔殖民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英国和美国殖民力量早于俄国进入夏威夷，并在群岛奠定了更稳固

的利益基础。１８１５年舍费尔初抵夏威夷岛之际，岛上的英国裔总督约翰·扬 （Ｊｏｈｎ　Ｙｏｕｎｇ）就联合

英美商人，不断制造各种不利于俄国人的各种 谣 言，并 且 “早 已 使 托 米－奥 米 （卡 米 哈 米 哈 一 世）
和许多高贵的岛民相信，舍费尔的到来以及期待中即将由新阿尔汉格尔斯克驶来的船只，都是俄国

人搞的阴谋诡计”。巴拉诺夫早先呈送卡米哈米哈一世的信件和奖章，也被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俄国

人。最后，“他们挑拨托米－奥米，甚至使他同意杀害舍费尔”。③ 在考爱岛，美国商人故技重施，向

考穆阿利伊和岛民宣传俄国威胁论，并以武力相威胁，最终迫使考穆阿利伊下令驱逐了舍费尔。美

国商人的上述行为，正是一种已将舍费尔和俄国人视作潜在的商业劲敌的反应。在夏威夷群岛，英

美商人的确拥有较之俄国人更大的政治和商 业 优 势。前 英 国 船 员 约 翰·扬 担 任 了 夏 威 夷 岛 的 总 督，
并因此影响了 卡 美 哈 美 哈 一 世 对 英 国 人 和 美 国 人 的 友 好 态 度。美 国 商 人 温 希 普 兄 弟 （Ｗｉｎｓｈｉｐ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在夏威夷群岛拥有多个种植园和商栈。自１７８４年 “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启中美直接

通商时代开始，中美两国的商贸活动日趋繁荣，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与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一度成

为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夏威夷群岛也因此开始在美国对华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④ 此外，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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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商人之间尽管也存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但在面对咄咄逼人的舍费尔和俄国人的时候，他们选择

了合作。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两国日渐交好的关系形势，又进而深化了在夏威夷的英美贸易商之

间的合作关系。该形势显然不利于俄国在夏威夷群岛的扩张。阿纳托尔·梅祖尔认为，１９世纪初的

国际环境和俄国的实力情况原本是能够保证俄国占领夏威夷群岛的，然而随着１８１２年英美战争的结

束，英美商人重返夏威夷群岛，在这一新形势下，俄国已经丧失了侵占夏威夷的有利条件。①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舍费尔本人对功成名就的迫切渴望所导致的急功近利和行为失当，也

是造成俄国失去在夏威夷群岛立足机会的直接原因。１９世纪初，巴拉诺夫曾以沙皇的名义向卡米哈

米哈一世赠送奖章，以寻求夏威夷群岛对俄国开放贸易。然而岛上的英美商人和定居者，如埃拜什

（Ｅｂｅｔｓ）、贡特 （Ｃｕｎｔ）、亚当斯 （Ａｄａｍｓ）等，联手约翰·扬，说动卡米哈米哈一世原封退回俄国

人的奖章和信件。在１８０９年 “涅瓦号”船到达夏威夷期间，英美商人更是广泛宣扬俄国准备武力占

领群岛的谣言，导致群岛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英国甚至紧急从东印度抽调一艘军舰，赴夏威夷进行

调查。② 这些事实表明，在夏威夷的英美商人对俄国竞争者保持着极度的敏感，俄国人在当地的一举

一动势必刺激岛上英美商人的神经，因此需要谨慎地行事。在某种程度上，巴拉诺夫正是在综合分

析了夏威夷内部形势和国际环境后，才对舍费尔下达了只要求收回公司财产并适时发展双边贸易的

指令。然而，舍费尔并不是一个审慎的代理人，他急切地渴望获得成功。在与考穆阿利伊初步签署

协议后，他便马上向巴拉诺夫和沙皇政府传递喜报。老谋深算的巴拉诺夫在接到这份报告后，意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否认了舍费尔的代表权，拒绝支付其购买舰船的费用，并推说自己没有批

准协议的权力。显然，巴拉诺夫更了解北太平洋和夏威夷群岛的国际形势，对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也有更清晰的把握，在决策和行动上较之舍费尔更加谨慎。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舍费尔在夏威

夷群岛期间的急功近利和一系列鲁莽言行直接导致了他的行动失败，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导致

俄国宏大殖民计划受挫的直接原因。同时代的俄国人也大多倾向于将此次夏威夷殖民行动的失败归

咎于舍费尔个人的鲁莽。俄国海军军官戈洛夫宁 （Ｇｏｌｏｗｎｉｎ）就认为，舍费尔在其行动中没有顾及

外国 商 业 和 政 治 势 力 的 利 益，导 致 了 其 必 然 失 败 的 结 果。③ 俄 美 公 司 经 理 克 列 勃 尼 科 夫

（Ｋｈｌｅｂｎｉｋｏｖ）则直言：“假如巴拉诺夫的这个代理人不是这样操之过急，而是能够谨慎些行事，那

么只要能稳妥而巧妙地利用好各种情况，他就能成为瓦胡岛与考爱岛上最初的小种植场场主，然后

再顺应力量和情势的变化去加以巩固，而不是扩大这些种植场。”④

舍费尔事件结束后，俄美公司向俄国新任美洲事务官哈戈麦斯特寻求帮助，请求他向考穆阿利

伊索回舍费尔遗留在考爱岛的船只和货物，并尽力恢复与夏威夷群岛的友好关系。１８１８年２月９日，
哈戈麦斯特派出由海军中尉普希金 （Ｐｏｄｕｓｈｋｉｎ）指挥的 “奥塔卡尔特号”（Ｏｔｋｒｙｔｉｅ），前赴夏威夷

群岛，寻求恢复与夏威夷王国的关系，同时向考穆阿利伊索要俄美公司人员的服役费用，并从瓦胡

岛接收俄美公司的员工和货物。⑤ 普希金的来访，促成了俄美公司与夏威夷王国关系的缓和。然而此

时，夏威夷群岛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卡米哈米哈一世业已逼迫考爱岛全面让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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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王国完成了对整个群岛的统一，俄美公司索要财产的事宜已没有实现的可能。此后到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初，俄美公司始终没有放弃拓展夏威夷贸易的希望，一直在不断要求美洲事务官继续开拓夏

威夷市场。① 但随着１８１９年以后英美传教势力进入并与两国在群岛的商业势力形成合力，两国尤其

是美国的商业力量基本垄断了夏威夷王国的对外贸易，俄美公司很难再从夏威夷贸易中获利。② 与此

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日益关注本国在海外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利益。１８２２年４月，门罗总统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ｎｒｏｅ）发表演说，提及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和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贸易对

美国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并强调政府必须承担起保护这些贸易的责任。③ 至此，夏威夷群岛发展成为

俄美公司的海外粮食补给市场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四、结论

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年俄美公司医生舍费尔在夏威夷群岛进行的殖民活动，是１９世纪俄国政府和俄美公

司在北美和太平洋区域殖民扩张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欧美列强在美洲和太平洋殖民争夺以及太平

洋地区国际关系变迁的生动展现。舍费尔的个人野心、俄美公司的商业考量、俄国政府的战略认识、
夏威夷群岛的政治演变、英美等国的商业政治渗透共同作用，上演了一出殖民冒险历史剧。此次殖

民活动的失败，使得俄美公司错失了一个为其美洲移民区解决给养问题的机会，并进而对公司日后

的运营乃至俄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方面则因为通过与英商合作成功阻止了

舍费尔和俄美公司的扩张行为，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北太平洋和夏威夷群岛的经济、政治优势，为它

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对夏威夷群岛的深度渗透直至最终吞并奠定了基础。作为１９世纪初俄美公司在

北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内容和殖民冒险家个人活动的典型案例，舍费尔殖民夏威夷的事件反映出俄美

公司在国际商业竞争中的相对劣势。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俄美公司、俄国政府和作为冒险家的

舍费尔，都应在不同程度上承担责任。它们在这一事件中的目标歧异、各行其是，似乎已在预示着

沙俄这个 “泥足巨人”在北美和太平洋殖民扩张中的失败命运。
在近代俄国政府与俄美公司对外扩张的整体脉络中考察舍费尔的夏威夷殖民，不仅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事件本身，而且有助于对更深层次的历史规律展开挖掘。１７９９—１８２５年是俄美公司和

俄国在北美和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黄金时代。俄美公司作为帝国的拓殖先锋，先后对阿拉斯

加、夏威夷群岛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区进行了殖民开发。毛皮开发、物资补给和商业竞争构成了俄美

公司这一阶段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伴随着英美等国的商业扩张与政治渗透加剧，北太平洋地区的国

际经济竞争逐渐转变为包含领土拓殖、政治霸权在内的国际政治竞争。俄美公司作为沙俄的第一家

贸易专营公司，在近代俄国的殖民扩张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它绝非是对西欧贸易专营公司的简单

模仿，而是在最大程度上与俄国对外扩张和外交战略相适应的产物。在俄国的特殊国情下，俄美公

司的经营始终贯穿着私人商业和国家政治的矛盾与争夺，其中尤以１７９９—１８２５年俄美公司对外殖民

活动的高峰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俄美公司在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导向下发动对北美和北太平洋地

区的殖民行动，多次影响到俄国政府的整体外交利益。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后者往往以牺牲前者的

商业利益为代价，来达成某种外交妥协。随着俄国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的增强，海军部门开始将

俄国美洲移民区视为俄国的海外殖民地，而非仅仅是商业冒险之地。海军军官不断对俄国商人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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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和攻击，最终促使俄国政府在１８２１年以后调整对俄美公司的政策，逐步将它转

变成了俄属北美殖民地的治理机构。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年间，俄国政府为避免与 英 美 等 国 发 生 外 交 冲 突，
否定舍费尔在夏威夷群岛的殖民冒险行为，并反对俄美公司在夏威夷群岛开展后续活动，这一政策

显然影响甚至扰乱了俄美公司找寻海外粮食补给市场的计划。该事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俄国私人

商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成为制约俄国向北美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主要障碍。
伴随着太平洋地区跨洋贸易的深入发展，夏威夷群岛与欧美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原住民社会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后夏威夷群岛政治经济的整体变迁和太平洋地区国际

形势的激烈变化，正是近代东西方贸易不平衡条件下的产物，从某一角度反映出东亚地区在现代世

界体系构建早期的主体性地位。正如马歇尔·萨林斯所说，近代中国对西方商品的无视，迫使欧美

商人开发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与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这一过程同样深刻地改变了夏威夷群岛的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周边国际环境。①

（责任编辑：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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