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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寿川认为：“蒙自海关的设立，对个旧锡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李皀认

为：“设立海关 （蒙自）后，个旧之锡开始大量由蛮耗沿红河经越南至海防外运至香港出售，价格上涨。这 （蒙自开

关）就刺激了个旧锡业额的迅速兴起。”见文后参考文献 ［２］。

近代云南蒙自开关影响个旧大锡产量辨析

（１８８９年—１９３６年）
赵珍理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００）

摘要：１８８９年云南蒙自开关改善了个旧大锡外售条件。自开关起，大锡出口量总体见长，但大锡产量有

限增长并非因为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技术革新，而是由于市场需求刺激下的扩大生产成本投入。影响个

旧大锡产量最关键的因素是落后且成本巨大的土法生产，然而为数众多的私矿矿主的资金数额和经营规

模决定了其无力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此外，人事管理落后和工人待遇低下，也对大锡产量和质量

的提高产生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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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史研究中关于云南蒙自开关对个旧锡矿
发展的影响，学者们无不一致地认为蒙自开关对个

旧大锡产量影响卓著。①［１－２］首先从海关资料上看，

蒙自开关后锡矿的出口额增多；其次蒙自开关后通

过税、运费、路程也都大为减少。这些均为蒙自开

关带来个旧大锡的产量增多提供了佐证。既然外部

条件这么优越，似乎个旧大锡的产量增多当是必

然。然而，分析个旧大锡生产状况发现，蒙自开关

的确改善了锡矿外运条件，但对个旧大锡产量增加

却不构成充分条件。

实际上，近代以来，国际市场对大锡需求巨

大，个旧大锡销售形成了以外销为主的局面，出

口量逐年增加。［３］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商人对锡矿

业的投入，大锡产量较以前也有所提升。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个旧大锡产量其实在蒙自开关前就

在逐年提升。①［４］因此，虽然蒙自开关的确方便了

大锡外运，但蒙自开关并未给大锡生产带来具有根

本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或管理革新，其落后的高成

本、低效率的土法生产及经营管理方式并未发生任

何实质性改变。事实上，这一时期个旧大锡产量的

提升仍主要是靠旧有的手段，即增加大量人力和投

入而达成的，不能简单地看做是蒙自开关带来了大

锡产量的提升。

一、蒙自开关与个旧大锡出口

蒙自关是清政府与法国之间的 “约开商埠”。

１８６２年，法国吞并越南南方后，进而谋取红河水
系。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完全占领越南，将
矛头直指云南。光绪十三年五月六日 （１８８７年 ６
月２６日）法国在北京与清政府签订了 《中法续议

商务专条》，其中第二条规定： “按照光绪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所定合约第一款，两国指定通商处

所，广西则开龙州，云南则开蒙自，缘因蛮耗系保

胜 （越南老街）至蒙自水道所必由之处，所以中

国允开该处通商，与龙州、蒙自无异，又允法国任

派在蒙自法国领事馆属下一员在蛮耗驻扎。”［５］光

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４日）蒙自
正式开关，在县城东门外设正关，蛮耗设分关。光

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 （１８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又成
立河口分关，属蒙自正关管辖。

中法战争期间，原经红河水系的路线因战争

关闭，大锡外运改经广西北海运抵香港，即从蒙自

经开化府 （文山）的广南、富宁的剥隘再到广西

百色、南宁，出北海转运至香港。１８８９年蒙自开
关后，经红河水系的航路重新通航。［１］３８２－３８３红河水

运运价低、税率少且时间短。据当时云南矿务督办

唐炯所奏，“查商人运锡向走百色至香港，转运上

海，统计沿途税厘、脚费每票 ２５００斤，共需银
２７０５两，其由蛮耗至上海，每票只需银１５５３７５
两。从前以其透漏税厘甚多，曾经禁走蛮耗。今既

开关，自应听其运行”，而蒙自开关后 “每票大锡

只需银１２２５５两，较减税前少３２８２５两，比过百
色少１４７９５两”［６］。在时间上，经北海转运，运
输使用驮马，北海至南宁需１４天，南宁—百色１７
天，百色—剥隘３天，剥隘—广南８天，广南—蒙
自１０天，共需５２天；而经红河水运至越南再转运
香港，途中使用海船、舢板和畜力，蒙自至蛮耗需

９天，蛮耗—老街 ７天，老街—河内 １２天，河内
—海防１天，共需２９天。经红河线路的时间比经
北海的时间缩短了２３天，接近缩短一半。

由此来看，蒙自开埠后，红河水运恢复，所需

运费、时间、税率、成本均较经北海为少。而实际

上，开关后，运锡商人也大多走这一条通道，经蒙

自关出口的大锡数量出现了较大增长。下表１是蒙
自开埠后个旧大锡产量和出口量的统计。

表１　蒙自开埠后个旧大锡产量和出口量※

年份 产量／ｔ出口量／担 年份 产量／ｔ出口量／担

１８９０ １３１５ ２２１２１ １９０１ ３０２０ ５０８３２

１８９１ １７４０ ２９１６８ １９０２ ３３２０ ６３６３５

１８９２ ２０６０ ３４６６６ １９０３ ２３１７ ４１０４５

１８９３ １９３０ ３２３０６ １９０４ ３４１３ ５００４４

１８９４ ２３４０ ３９３５５ １９０５ ３６２７ ７４９７２

１８９５ ２４４０ ４０８０２ １９０６ ３７９０ ６０９４７

１８９６ ２０１０ ３３８２７ １９０７ ３４５０ ５８４６４

１８９７ ２４８０ ４１６０２ １９０８ ３６７５ ７６５７２

１８９８ ２７４０ ４５９１４ １９０９ ４７４３ ７０８２４

１８９９ ２５６０ ４３１４６ １９１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２４６６

１９００ ２９００ ４８７１０ １９１１ ６３４７ ９５６２５

　　※本表根据苏汝江 《云南个旧锡业调查》所制。

从表１可以看出，蒙自开关后，大锡的年产量
和出口量虽有所波动，但总体趋势还是呈逐年增

长。这说明蒙自开关后个旧大锡产量和出口量均得

到提高。无可否认，蒙自开关的确有利于个旧锡矿

产量增加，但笔者认为，不能将蒙自开关带来个旧

大锡产量增加的作用看得过重，因为事实上个旧矿

区落后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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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斌、杨伟兵 《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销 （１８８４—１９４３年）》一文中引用了 《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５９—
１９４８）》各年北海关、江汉关贸易报告统计册，对江汉关、北海关自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８９年滇锡外运至两关供出口的大锡
数量有确切记载，其中可看出在这六年中出口量有波动，但总体仍是上涨的。又滇锡生产主要供出口，从出口量也可

以大致窥见产量。见文后参考文献 ［４］。



的产量和质量。

二、影响个旧大锡产量的主要因素

（一）土法生产

滇锡从始至近代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个旧锡
务公司成立时止，一直沿用土法生产。个旧锡务公

司成立后，向德商礼和洋行订购洗砂、冶炼、化

验、电机、架空铁索等机械，自１９１０年安装完成
起滇锡才部分开始新法生产。此后，民国年间相继

成立的云南炼锡公司、云南矿业公司及云南锡矿工

程处这几家新式公司均采用机械生产，但产量占比

均很小。而对个旧私矿来说，因经营资金寡少，绝

少用新式机械。因此，土法生产在整个民国年间仍

是个旧矿区的主流。［７］下表２是有关１９１７年—１９３６
年个旧锡业总产量和公私炉产量的统计。

表２　１９１７年—１９３６年个旧锡业总产量和公私炉产量※ ｔ

年份
全年

总产量

锡务公司

产量

私矿

总产量

私矿占比

／％

１９１７ ８７００ ８５０ ７８５０ ９０２３

１９１８ ６７５０ ７２３ ６０２７ ８９２９

１９１９ ７６８０ ９４０ ６７４０ ８７７６

１９２０ ８９８５ １９９２ ６９９３ ７７８３

１９２１ ８２３５ ２１１０ ６１２５ ７４３８

１９２２ ８７６０ ７０５ ８０５５ ９１９５

１９２３ ８６０３ ６３３ ７９７０ ９２６４

１９２４ ７８６０ ６５４ ７２０６ ９１６８

１９２５ ７１１９ ５２８ ６５９１ ９２５８

１９２６ ５５８７ ４８８ ５０９９ ９１２７

１９２７ ５４６６ ４３２ ５０３４ ９２１０

１９２８ ６０００ ４６２ ５５３８ ９２３０

１９２９ ５７３８ ４５２ ５２８６ ９２１２

１９３０ ６０１６ ４５２ ５５６４ ９２４９

１９３１ ５６３３ ８３０ ４８０３ ８５２７

１９３２ ６７４４ ７１４ ６０３０ ８９４１

１９３３ ７４３２ ７５５ ６６７７ ８９８４

１９３４ ６９４７ ５５８ ６３８９ ９１９７

１９３５ ７５２９ ６６０ ６８６９ ９１２３

１９３６ ９４１０ ６５３ ８７５７ ９３０６

总计 １４５１９４ １５５９１ １２９６０３ ８９２６

　　※本表来源于苏汝江 《云南个旧矿业调查》。

从表２中可看出，即使到民国已有几家采用机

器生产且按照现代公司模式运转的大公司，但在

１９１７年—１９３６年期间个旧大锡产出构成仍以土法
生产的私矿占绝对主导地位。

个旧大锡土法生产过程大致分为开采、洗选和

冶炼三个步骤。

１开采
个旧矿区土法采矿大多仰赖人工，因而费时费

力。根据矿源所处的不同位置，土法采矿可分为洞

尖、草皮尖和冲
&

尖三种。

洞尖土法采矿安全系数低、效率低下。在山腹

里开采矿
&

（个旧方言叫含矿的土为 “
&

”）称为

“洞尖”。在采矿之前挖矿洞，需支镶木和冲尖子。

支镶木是用栗木支撑矿洞顶部，以防矿洞坍塌，而

冲尖子即是 “在洞内进行探矿之工作”。探到矿源

后，由镶头 （矿厂经营人）用铁啄子挖取含矿物

较多的
&

，背
&

工人用麻袋运出。因槽门 （洞口）

狭小，“通常槽门高约３尺，上宽约２尺２寸，下
宽约２尺４寸，亦有高五六尺”［８］７０２，矿工背着矿
&

在低矮逼仄的矿洞内基本不能自如行走，加之随

矿洞的深入距洞口愈远，每次背
&

五十到百余斤要

花费很长时间，效率极低。此外，矿洞越深入，空

气越稀薄，需在洞口安置鼓风机一具，由工人手动

鼓风入洞内。随着矿洞的挖掘，还会有地下水渗出

影响采矿和运矿，需专人用大竹筒盛水倒出或用人

力手动抽水机抽干。而矿洞内的照明，则是由矿厂

配备给矿工菜油灯或煤石小汽灯解决，其光线微

弱。从采矿到运矿，加上鼓风、排水、照明等等，

处处都用人力，其成本巨大且效率不高，大大影响

了采矿量。难怪时人评论道：“个旧的矿山还是滞

留在中古式的阶段里。”［９］

草皮尖和冲
&

尖开采则受季节影响较大。在地

面掘取者，称草皮尖。［１０］草皮尖主要工作是挖明

槽，易受天气影响。明槽采办处是露天的，只能在

雨期前挖矿，雨季洗矿，因此 “办明槽者，须预

计本年内可能揉洗
&

之槽数，于雨水节前，将
&

挖

足，因雨水期只能洗矿而不能挖
&

，雨水期过，则

挖出之
&

，又无水可洗，故办草皮尖者，工作只能

半年，不似洞尖四季均可采办”［８］７０３。冲
&

尖是

“利用水力采办锡矿之办法”［８］７０４，借助流水势能，

从高处用水力将矿砂洗净。冲
&

尖的优势较明显，

“虽极稀薄之矿
&

，在草皮尖不能办者，冲
&

尖亦

可采办”［８］７０４。冲
&

尖省却采矿环节，步骤与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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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大致相当，但对水的需求很大，兹不赘述。据

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年）到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
个旧同业公会的两次调查，开办洞尖、草皮尖、冲

&

尖三种矿尖的矿户数如下表３所示。

表３　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４年个旧锡矿洞尖、

草皮尖、冲
!

尖的矿户数 户

调查时间 洞尖 草皮尖 冲
&

尖 总计

１９３３年８月 １３８６ ６１２ ３４６ ２３４４

１９３４年９月 ２７００ ９３０ ５５０ ４１８０

从表３可以看出，个旧采矿厂以洞尖为多，草
皮尖和冲

&

尖分随其后。草皮尖和冲
&

尖在个旧矿

户中虽占一定的比重，但产量有限，且矿含量较为

稀薄，直接影响锡矿产量。

２洗选
个旧锡矿洗选工序繁杂，成本巨大，效率低，

受降水季节分布影响大。一般说来，锡矿厂家兼营

开采与制矿。所谓制矿，就是揉
&

、洗砂。而揉洗

矿砂的设备称为溜口。开采出的
&

所含泥土杂质甚

多，需要经过揉洗把锡矿从
&

中分离出来。揉洗先

要 “碎
&

”。“厂区碎
&

，多用石磨，以一马曳之，

或用二人推之”，不断往石磨中注入清水磨成细泥

浆。较大
&

块还需大锤将之敲碎，反反复复检筛，

再磨细进行揉洗。洗砂工作至少需要七名工人，且

需要反复揉洗。矿砂纯度高的，最少需要洗砂五六

次，如矿砂纯度较低则要十几次。［８］７０９－７１０土法洗砂

费时费力还难以保证矿砂纯度。矿砂在洗砂厂的溜

口经过反复揉洗后，卖到冶炼厂炉房处，冶炼厂仍

要设一处溜口，再行一次洗砂工作。“炉房熔炼之

矿砂，多系购买而来，此种矿砂，往往洗整不佳，

多含沙土杂质，必须重新洗整一次，始可上

炉。”［８］７１２繁琐的土法洗砂工艺仅有限地提高了矿砂

纯度，而大量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则导致大锡

产品成本增加。另外，矿区洗矿水源来自于降雨蓄

水，受季节影响较大，个旧雨期集中在夏秋季，一

年之中只有不到半年可以工作，生产受其限制。［１１］

３冶炼
个旧大锡冶炼成本巨大，炉温难以维持，影响

其质量。在大锡土法冶炼过程中，炉温决定大锡质

量。炼锡之前，要预热大炉，“须置柴火于炉前窝

子内，燃烧一二日，将?子及窝子烧热，然后启炉

熔锡”。在上炉前，因各处买来的矿砂成色不一，

还需技师将矿砂 “配合适宜，并视多数矿为转

移”。此外，还要根据矿砂的质地来加炭，如矿质

坚硬的矿砂，柴炭要用比较熬火的栗炭，一般矿砂

用瓜木炭，每炉须用炭三千斤左右。土法炼锡与燃

料关系紧密，故炉户有 “头矿二炭三扯火 （鼓

风）”的说法。个旧炼锡每年所需木炭煤柴极多，

但个旧矿区四处已被开采，矿区 “多童山濯濯，

荒凉满目，即荆棘蓬蒿，亦未可多得”［８］６７５，因此

本地难以为冶炼大锡提供燃料，燃料仰给于外县。

这导致大锡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大炉内炉炭充分燃

烧后即可上矿。上矿除有经验的工人莫能胜任。矿

上得过多，则 “炉窒塞而难熔”；矿上得少，会使

“矿砂熔炼过度而被烧干”。所以，上矿人须有经

验。大炉火候的掌握靠经验和常识，而非温度仪

表，这就很难准确估计炉火温度，也难于保持炉温

稳定，大锡质量也就难于控制。为让燃料充分燃

烧，还需三个工人轮流往炉中鼓风。 “人工鼓风，

甚为吃力，故每一工人，大都拉送三个来回，再由

第二个人接继，如是轮流不息。”熔出锡液后，又

需一人时时通火门，让锡液流出，防止炭渣堵住火

门。流出的锡液混杂有矿渣和炭渣，经反反复复的

冶炼后大锡的纯度仍旧有限。［８］７１３－７１４以至于大锡

“成色不一，须到香港改炼，经港政府化验师出给

证明书，始能运至欧美销售，而所得价值比较其他

各国所产同一成分之锡，每吨常减低英金八磅以

上。其销售数量，在世界锡市总额上百分比亦

少”［１２］。

（二）私矿经营方式落后

１私矿经营封建行会残余严重
个旧私矿在清末组成了个旧厂同业公会，订有

严密繁细的 “行规”，对矿洞的出租、开采，矿砂

的买卖、冶炼，以及对矿主和工人都有严格的规

定。各厂尖出现矛盾，非诉诸法律，而是据厂规裁

夺。时人评议厂规， “即法律上之所谓习惯法也。

商会既借此为公断之张本，县署亦本此为判案之准

绳”［１３］。个旧厂区还有许多 “帮口”。这些 “帮

口”把持大锡收购、运输和销售业务，使外人难

以插手。行会对矿区的约束，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私矿的产权、生产问题，却使私营矿商墨守成

规、技术改进不利。［１４］而 “帮口”又破坏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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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旧锡矿市场，让其更加无序化，影响办厂人投

资的积极性。

２厂尖资金微薄，技术陈旧，经营落后
私矿开采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矿山勘探、开

采完全凭经验而定点。 “其在表面办草皮尖者，

则恃目力及其淘汰法以为弃取，见其
&

可合经济

者，则悉取之，无则即止。其在地下办石矿者

（即开坑道挖矿石），则以酸化铁之褐黑色泥者

（俗称礁）及完全结晶之方解石 （俗称马牙）为

其得矿之先路，幸遇矿，则尽量掘取，无则弃

之，不幸不遇则损失资本。”［１３］此外，私矿因经

营资金微薄，虽测探得富矿，往往也未能尽力开

采。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１日 《云南日报》记者采访个

旧时看到，“当地 （个旧）厂商墨守成法，又未

全用新法开采，不能扩充深入。开采运输，洗砂

全用人力，成本既高，矿质劣者，则弃而不

采”［１５］。由于采用土法生产，私矿的矿石利用率

也低。个旧矿区经过经年累月的开采，仅经过初

步加工的尾矿被遗弃就出现了 “堆存废弃之泥浆

渣子，达数十万吨”的境况。实际上，废弃的尾

矿中仍含有大量锡矿。据云南省农矿厅聘请的英

国专家亚迟迪光 １９３６年调查个旧矿区后证实，
个旧私矿的土法洗选仅能提出生矿内所含锡的半

数，“其余半数即无法处理，以致甚可宝贵之含

锡矿质，遍地遗弃”［１６］。在冶炼方面，负责冶炼

的炉号也多受资金限制，无法通过改善设备、降

低成本来提高大锡产量和品质。其实，个旧的私

矿因经营资金微薄，影响机械设备的引进，导致

整个锡矿业生产均具有落后性的特点。技术落

后、力量薄弱，还导致个旧私矿呈现出盲目性和

投机性。个旧锡矿大规模开采风险较大、成败不

定。各厂尖中，不管洞尖窝路深浅、
&

的多少、

成色高低，兼以土法开采，因此有毕生徒耗资本

而不见矿苗者，有短期内即辟获旺洞者，个旧私

矿的开办呈现出盲目性。［８］７４３由于个旧大锡多面

向国际市场，其价格高低决定于国际市场锡价涨

落，而私矿多为小本经营，经不起跌宕，因此个

旧锡矿的私人经营表现出极大的投机性，即随着

市场价格涨落而投资。下表４为个旧大锡国际市
场价格高低与大锡产量对比统计。

表４　国际市场大锡价格高低与个旧大锡产量对比※

年 份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５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伦敦年均锡价／（英镑／长吨） １６５３ ２６１１ １４２０ １１８５ １３５９ １９４６ ２０４６ ２４２３

个旧大锡出口量※※／ｔ ５９６８ ８９２８ ６５５５ ６８２４ ７５７０ １０６３９ ９１０７ ９４６６

　　※本表数据来源于 《云锡纪实》《个旧锡业概观》《云南个旧锡业调查报告》。※※个旧大锡几乎全部出口，故出口量

可视为产量。

　　从表４的数据大致来看，在国际市场锡价高的
年份个旧锡矿的出口吨数亦多，而在锡价较低的年

份则出口量较少。如是，个旧锡业中历来有个说

法：“良以开办峒尖，半恃人力财力，半由幸运，

殊无一定把握。”［８］７９３

（三）矿区治安不稳

１矿区因利益纠葛械斗不止，影响正常经营
个旧自开矿后，集齐各路人等，又地处边区与

境外交流甚多，因此民风彪悍。 “人民性悍好斗，

平居皆以鸦片、赌博寻仇为乐事，以枪械为玩

具”［１０］。此外，个旧厂尖因矿权等问题纠纷芜杂，

为利益扯皮、械斗不断，治安状况难于控制。如草

皮尖厂位毗连，因厂位租赁问题、边界问题或互争

水头而起纷争，调解无效后往往引起械斗。而洞尖

区则常常不按照矿区界限而任意开凿，密集交错，

无意开采了邻接矿区，或因争尖夺底，或因窝路争

执，或因盗矿阻风，或因横强霸占，而致纠纷时

起、争讼不息；更有因为纠纷而引起的洞中械斗枪

击、以毒烟或辣椒面灌入洞中熏人，或焚毁他人伙

房抢夺其财务者，种种纠纷，难以枚举。［８］７４３１９２４
年在对 “荞芭硐”的争夺战中，一个矿厂主派工

人用火药、辣椒、抹布堆在硐口焚烧，散发的浓毒

烟呛死了硐里挖矿的４８个工人。［１］１２６因当地为矿产
的纠纷甚多、械斗不止，以致当地有歌云：“不是

争尖夺锤，便是偷?霸
&

。不是侵占厂位，便是报

请总镶，不是烧杀抢掳，便是提刀弄枪。不是先进

商会，便是具控官场。不是大盗结党，便是小鬼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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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不是套哄油米，便是拐带钱粮。”［８］７４４

２个旧的秘密会社影响矿区稳定
个旧的帮会有三点会、哥老会 （袍哥）等。

三点会成立于清光绪年间，史料记载 “清光绪二

十六年 （１８９０年）蛮耗地区的居民大部分加入
三点会”。哥老会在清末时就已经传入个旧。个

旧哥老会在极盛时，有万余人， “渗透社会各个

领域，势力很大。其头目、骨干欺行霸市，争尖

霸厂，敲诈勒索，包揽诉讼”。此外，矿区还有

三个会道门。一是红阳道。红阳道在民国年间由

蒙自、文山等地传入个旧，人数不多。二是从建

水传入的 “同善社”。其主要活动是会徒在一起

坐功、做会，对于联结矿区的矿工作用显著。而

在个旧矿区信徒规模最众的当数一贯道。一贯道

在民国三十年 （１９４１年）左右传入个旧，“分为
纯一、道基、宝德、天元、同德五个系，每一系

设前任、点传师、总坛主、三才 （天地人）、坛

主、引保师等道职”。一贯道信徒在矿区分布广

泛，“１９５０年共有前人１９人、点传师３０人、佛
坛１３１个、坛主 １４２人、三才 ６人、道徒 ２６００
人”［１７］。个旧矿区有如此为数众多的秘密会社，

其众多会员又广泛分布于各矿区，这影响了个旧

矿区的社会稳定。

（四）矿工生产积极性不高

１工作时间长、条件艰苦，受伤生病得不到
医治，影响积极性

在个旧矿区，矿工无明确的工作时间，普遍两

头黑，每天工作至少１４小时。在私矿中，以运
&

工人最为辛苦。洞中窝路狭隘不平，“故砂丁负
&

经过窝路，大都埋头曲背，不能挺腰直立，甚至匍

匐而行，宛如爬虫者”［８］７６０。负
&

出洞后，又要经

崎岖山路，才能到达溜口埋
&

之处。矿区矿工小调

中传唱的工作情景是这样的：“手提汽灯一盏，肩

背好
&

两囊；手杵哭丧棒子 （手杖），耳插汗片亮

汤；镶头在后督率，要想偷闲无方；窝路最极狭

小，左爬右跪难当；
&

包越背越重，血汗流齐胸

膛！来到槽门之处，抬头始见阳光；平地慢慢吸

气，咳嗽尽是泥浆，窝路好似地狱，出来好似还

阳。”［８］７７７在这样艰苦环境下长期劳作，矿工工伤或

得地方病的较多，却难以得到有效医治。因矿洞内

“地上或崎岖不平，石峰突出，或泥泞载道”，水

深没过身子，灯光微弱，导致颠仆撞碰受伤以及因

外伤而染皮肤病的工人不在少数。更为严重的是，

矿区空气污染严重，矿工还会患上肺病等重症疾

病。１９３８年至 １９３９年间，个旧矿工患尘肺、矽
肺、肺癌、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者达１８９８人，
占病人总数１２７％．肺病不治愈，久之导致罹患
肿瘤。据１９３９年调查，在马拉格、松树脚、卡房、
耗子厂、黄茅山、古山 、新山庙和蒙子庙七个卫

生所共收留恶性肿瘤病人３０４人，占病人总数的
１４％．［１８］除此之外，矿区还因饮用水不卫生，常
有伤寒、霍乱、痢疾等流行，以及肠胃病、寄生虫

病、皮肤病等发生，损害矿工健康。厂地有歌云：

“厂地最极潮湿，便溺又无粪缸。饮食毫无节制，

冷热不分青黄。年年五六月内，疾病大得非常。你

看荒郊野坝，尸骸尽埋道旁。”［８］７６８然而，厂方对生

病或受伤的矿工却无必要的救治及条件。在矿区，

虽有少量诊所，但不足以应需，加上又要征收医药

费，穷苦出外讨生活的矿工难以担负。［８］７８３张肖梅

在其 《云南经济》中发表感慨：“矿丁由厂方所受

之种种苛待，度其非人之生活，而工头对于砂丁之

种种剥削，尤使砂丁难于忍受；以此仇杀逃亡之

事，屡有所闻，影响生产，害莫大焉。”［１９］

２矿工生活长期单调辛苦，干劲不足
由于矿区条件限制，矿工住宿拥挤，数十人聚

于一室，缺乏空气和阳光；矿区生活用水缺乏，为

节省用水，工人早上起来，有 “洗脸就不准喝汤，

喝汤就不准洗脸”［１０］８３的说法。此外，矿工的饮食

极差，据当时的调查报告，“锡务公司马拉格各尖

矿工之膳食，完全由及供给，所食为米饭、盐及黄

豆汤 （俗称老妈妈汤），私营厂尖对矿工之膳食待

遇较锡务公司为劣”［８］７６５。矿工中传唱的歌谣称：

“走进伙房之内，家家专烧火塘；砂丁最极笼统，

吃点老妈妈汤。”［８］７８７单调的生活使矿工染上不良嗜

好，以抽黄烟为普遍，“伙房内外，随时有粗大烟

筒，咕噜作响”。不少矿工还染上大烟瘾， “旧有

矿工每百人中约１０余人有烟瘾”［８］７７１。

三、结论

蒙自开关是边疆云南经济近代化起始的一个重

要标志。在以往研究中，提到蒙自开关必定就顺势

认为其带来个旧大锡产量的大幅增长。蒙自开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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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出口提升确实有利于个旧大锡产量的增长，但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大锡产量增长在开埠前就已是

事实。

实际上，影响个旧大锡产量最核心的因素是

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生产技术上，个旧矿区

长久以来以私矿生产为主，资金薄弱限制了私矿

规模，无法引进新式机械设备和先进技术，致使

整个炼锡工艺陈旧落后。土法采矿在勘探、挖矿

洞、采矿、运
&

、排水、换气、照明等方面都靠

人力完成，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土法揉洗工序

繁琐，不仅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而且还造成

矿砂流失、浪费巨大，同时洗砂时间受限，影响

大锡的总体产量。冶炼需反复熔炼，炭柴耗量巨

大、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人工掌控炉温，致使

大锡纯度不高，影响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在经营

方面，矿区经营模式仍是封建式的，不但规模

小，亦缺乏科学管理，既盲目又投机，加上矿区

利益纠纷不断、械斗频发，矿工的待遇差、积极

性不高，以及整个矿区经营不善、秩序不良，影

响其生产的有效组织和产量提升。

总之，近代个旧大锡产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

的。不可否认，蒙自开关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锡的

生产，但这是以增加大量人力和投入为代价的，是

简单、落后性的提高。事实上，近代个旧大锡产量

受土法生产和落后经营的影响是最为深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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