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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百篇〈澳門學著作提要〉看澳門歷史研究的軌跡

[摘	 要] 〈澳門學著作提要〉是《澳門研究》所設的專欄，主要介紹澳門學著作。自開設以

來，已經刊登了33期，介紹了近百部重要著作。這些著作推介了研究澳門歷史下列方面問題的澳

門學作品，包括︰澳門歷史起始與分期、葡萄牙人東來與澳門開埠、澳門政治制度演變、海上貿

易與經濟轉型、城市發展、族群與社區、中外文化交流等。透過它們，可以掌握澳門歷史研究的

軌迹。

[關鍵詞] 澳門學提要　澳門歷史研究　澳門學

澳門的歷史，始於距今6000年前；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歷史，始於450餘年前。長時段的歷

史發展為澳門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素材，大大推動了研究工作。作為地方史領域的重要一員，

目前在學術界的影響逐步顯現，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對澳門史的研究工作已經漸次展開，已獲

了許多成果。從二十餘年來綜述的研究來看，張海鵬〈澳門史研究︰前進和困難──中國大陸澳

門史研究動向〉（載《文化雜誌》（澳門）1996年總第27、28期（合刊））；劉澤生〈回歸十

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載《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吳志

良、陳震宇〈澳門研究歷史回顧──《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綜合卷》序〉（載《澳門研

究》2010年第1期）、吳志良〈澳門史研究述評〉（載《法律文化研究》第八輯《澳門法律文化專

題》，2015年）、張麗〈60年來大陸地區澳門史研究回顧〉（載《蘭州學刊》2015年第1期）、

郭秀文〈探尋澳門歷史研究的新路向──“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述要〉（載

《澳門研究》2003年第1期）、林玉鳳〈從歷史編年到多學科並舉──以區域研究視角回顧澳門研

究的三十年發展〉（載《澳門研究》2018年第3期）等文章，頗具代表性，很好地歸納總結了澳門

歷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為了更好地總結與介紹學術研究成果，澳門基金會曾委託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承擔研究項

目──澳門學著作提要。該項目計劃選擇100種左右中外學者的澳門史著作，以每種2000字左右的

篇幅來推介，並將其刊登在《澳門研究》的專欄──〈澳門學著作提要〉上。該項目的承擔者，

分兩步來完成研究工作。首先編制“澳門學研究著作書目”，然後從中挑選出100種左右，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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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著作提要〉。前述的《澳門學著作書目（1500－1999）》，已經於2018年4月，由廣東人民

出版社出版；《澳門學著作書目（2000－2019）》也將於未來出版。而〈澳門學著作提要〉，則

在《澳門研究》上，以專欄的形式連續刊登。自第56期（2010年第1期）第一期起，每期推介三種

著作，訖今已經超過了100種，共有33期（其中第57與58期，未有刊登，第16與17期重複）。

至本文完稿時為止，〈澳門學著作提要〉專欄，共刊出了33期，共99篇介紹文章。其中，外

文的56種；其他為中文及外文譯著。每篇介紹文章推介一種著作（部分有2至3種著作），合計共

推介著作近100種。從提要的著者來看，共有8位，他們各自或單獨或合作，共同撰寫提要，促進

學術研究（表1）。

表1　提要著者統計表

編號 著者
篇數

獨著 合作

01 葉　農 63篇 18篇

02 曾金蓮 9篇 /

03 趙利峰 8篇 /

04 金國平 / 3篇

05 鈕力書 / 6篇

06 馮　菲 / 3篇

07 寧有餘 / 3篇

08 劉　婕 / 3篇

為確保能夠反映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數百年來澳門歷史研究發展的軌迹，本提要中所收錄的

著作，是各個領域的重要著作（包括專著、學位論文等）。通過這些著作，反映了澳門歷史發展

的軌迹︰

（一）反映了澳門歷史分期的研究工作

〈澳門學著作提要〉的編制，依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原則，希望解決在葡萄牙人入

居澳門後澳門歷史發展分期的問題。中外學者對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與分期方法︰

葡萄牙學者羅理路（Rui Manuel Loureiro）教授提出了分期原則︰根據葡萄牙人東來亞洲與

澳門歷史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分期。因此，他將葡萄牙人東來分成了九個部分︰（1）作為起點的

葡萄牙；（2）運動中的歐洲；（3）葡萄牙的發現事業與擴張；（4）亞洲概貌；（5）中國歷史

與文化；（6）歐洲與中國的互動關係；（7）葡萄牙在亞洲；（8）葡萄牙在遠東；（9）葡萄牙

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將澳門歷史分成了七個部分︰（1）概貌／16至19世紀；（2）大題目／16

至19世紀；（3）初期的葡中接觸；（4）澳門的起源／1550－1560；（5）成長與鞏固／1550－

1640；（6）危機與恢復時期／1640－1800；（7）19世紀的澳門／1800－1900。

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認為，澳門葡萄牙人入居後至民國時期的歷史分期，為明中後期、清前

期、清中期、清後期、民國時期。從其主編的《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的分卷就可以看出︰第一卷為明中後期卷，第二卷為清前期卷，第三卷為清中期卷，第四卷

為清後期卷，第五卷為民國時期卷。

筆者認為，其階段的分期可以根據中國明清歷史發展的軌跡來進行，將其分為下列階段︰

（1）明朝中後期（1540－1644年）；（2）清朝中前期（1645－1842年）；（3）清朝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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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1911年）；（4）民國時期（1912－1949年）；（5）20世紀下半葉︰上（1950－1989

年）；（6）20世紀下半葉︰下（澳門過渡期（1988－1999年））；（7）回歸以後。

（二）研究了澳門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與重要節點

這些重大事件和節點包括︰

（1）澳門歷史研究始於何時？

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最初是有分歧的。有學者從“學術研究的意義”的角度，認為澳門史研

究應以周景濂在1936年出版的《中葡外交史》為開始。 1  但經過學術界多年討論，普遍認為吳志良

和金國平二人的說法較為合理。 2  關於澳門史的研究，中文的第一部專著應為清印光任、張汝霖合

撰的於1751年出版的《澳門記略》，外文專著最早為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1832年

出版的《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3

（2）葡萄牙人來華及入居澳門

葡萄牙人入居和澳門開埠，是中國、東亞及至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隨着葡萄牙人的到

來，澳門逐步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地位日益重要。因此，它開始出現在中外文獻中。

從目前來看，最早記錄有澳門的中文文獻應是明朝鄧遷修、黃佐纂的《香山縣志》（明嘉靖

二十七年（1548年）刊本）。由於澳門在明清時期屬廣州府香山縣管轄，故《香山縣志》應該

是中文文獻中最為重要的澳門資料的來源。〈澳門學著作提要〉介紹了清朝申良翰修的《香山縣

志》十卷（康熙十二年（1673年）刊本），稱︰“此書收錄了若干澳門史料。如卷首保存兩幅與

澳門有關的地圖︰其一為《前山寨圖》。……其二為《濠鏡澳圖》，其方位為左西右東，上北下

南，其中標註了從前山寨至濠鏡澳之間的基本地理情況。前山寨有陸路經關閘進入濠鏡澳，圖中

標明許多澳門地名︰望廈村、唐基環、濠鏡澳、青洲山等，歷史悠久的望廈村（又名旺廈村、望

霞村）位於澳門望廈山附近，是通往澳門城的必經之路，早有汛兵營駐防。晚清時，澳葡政府藉

開闢馬路將其佔據。” 4  而從葡文等外文資料來看，最早的資料應該有若昂‧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著《亞洲――第三旬年史》（Asia de João de Barros. Dos Feitor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5

因此，學術界就葡萄牙人東來過程（大航海發現）和澳門的開埠，展開了研究。日本的近

藤守重從多種不同史料考證澳門昔日幾名之由來，開篇即稱︰“亞媽港（天川、天河、碼 ）乃

廣東南香山縣近海岸之小島，位於順德縣、新會縣之東南。距長崎海上凡九百餘里。此地雖屬支

那，但西曆1517年（本朝大永五年）葡萄牙人……首次舶來居住之後……便在山上築城郭、備

火炮、設軍營、建寺廟，並於城內開展交易，與海外按住國家地區往來通商（日本、馬尼拉、爪

哇、東京、交趾、柬埔寨、暹羅、科羅曼德、馬六甲等）。” 6

1  張海鵬︰〈澳門史研究：前進和困難──中國大陸澳門史研究動向〉，《文化雜誌》（澳門）1996年總第27、
28期（合刊），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27/456。

2  〈澳門歷史研究述評〉，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頁。

3  郭秀文︰〈探尋澳門歷史研究的新路向──“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述要〉，《澳門研究》

2003年第1期總第16期。

4  [清]申良翰修︰《香山縣志》十卷，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五）〉，《澳門研究》2011年第3期總第62期。

5  João de Barros, Asia de João de Barros, dos Feitor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t Conquista dos 
Mares et Terras do Oriente, Lisboa: per Germão Galharde, 1552-1563, 3 vols.

6  [日]近藤守重輯；國書刊行會編︰《亞媽港紀略藁》二卷，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四）〉，《澳門研究》

2014年第1期總第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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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塞利斯（W. Robert Usellis）研究了葡萄牙人在16世紀上半葉東來中國及在中國沿岸活動的

經過，最後通過索薩（Lionel de Sousa）與汪柏協議，入居澳門；葡萄牙人在獲得協議後，於1557

年從上川島或者浪白澳等地移居澳門，建立澳門城。 1

湯開建教授通過三篇論文《澳門諸名芻議》、《澳門開埠時間考》、《佛郎機助明剿滅海盜

考》，研究了澳門開埠過程及其相關的地點與剿海盜問題。首先，從眾多的澳門名稱中，重點研

究了澳門、濠鏡澳、香山澳、馬交、龍崖門諸名，並指出了其各自的重要意義；其次，分析關於

澳門開埠嘉靖八年、十四年、三十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隆慶初、萬曆中諸說，確認了嘉靖

三十三年是葡萄牙船長索薩與廣東海道副使達成協約後葡萄牙人開始入居澳門之年、嘉靖三十六

年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政府默許可以入居澳門後，正式由浪白向澳門遷居的年代，以及認為在澳門

開埠前後葡萄牙人曾參與在澳門及附近海域的剿盜活動。 2

（3）澳門開埠後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制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明朝政府如何對澳門地區進行管理，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霍啓

昌教授用“澳門模式”概括了明清政府在明朝中葉至清朝鴉片戰爭之前管理在華外國人的方式，

並分析了“澳門模式”成形的歷史背景及在明清兩朝的運用過程。 3

湯開建教授通過《明朝在澳門設立的有關職官考證》和《明代管理澳門仿宋唐“蕃坊”制度

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朝在葡萄牙人入居之後正式設官建置，經歷澳內（提調、備倭、巡

輯及澳內抽分官）與澳外（海道副使、市舶提舉、關閘把總），逐一建置，由疏到密；明王朝對澳

門的管理，也與唐宋時期“蕃坊”制度完全不同，明王朝沒有對唐宋時期的“蕃坊”進行模仿。 4

澳葡所採用的自治模式在中國政府中的政治法律地位方面，在對比了“蕃坊”之後，吳志良

博士認為澳葡名義上接受葡萄牙王室和法律的管治，實際上則受到明清政府之嚴格制約，為維護

相關的切身利益，自治機構──議事會不得不長期奉行雙重効忠的原則。這種雙重効忠是澳葡生

存的需要，它使澳門出現“華洋雜處、民族交融”的局面，也奠定了澳門在中西關係中的地位和

作用。 5

（4）澳門城市的早期城市發展

開埠後，葡萄牙人如何進行城市建設，其居民如何分區居留？湯開建教授的《明代澳門城市

建置考》和《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兼論望廈村媽閣廟及永福古社之起源》提供了答

案︰葡萄牙人在澳門興建了城區、教堂等公共建築、堡壘與城垣等防禦設置；澳門華人則居留在

望廈等村落中。 6

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砲台的建設是重點防禦工程。若熱‧格拉薩（Jorge Graça）全面研究了

澳門的17座砲台和城牆。將澳門砲台發展史分為四個時期︰1557－1622年，澳門防禦從水上移至

陸上，興建了第一座砲台；1622－1638年，澳門全城防禦系統快速修建，其標誌為東望洋砲台之完

1  烏塞利斯︰《澳門的起源》，見〈澳門學著作提要〉，《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總第56期。

2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總第67期。

3  霍啟昌︰《澳門模式：十六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對西方人的管理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

(九)〉，《澳門研究》2012年第3期總第66期。

4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總第67期。

5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澳門研究》2013年第2
期總第69期。

6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總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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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1849－1884年，始於總督亞馬留，主要是興建針對內地的防禦系統，氹仔與路環納入了澳門的

防禦體系；1931年開始第四個時期，主要是東望洋山地下砲台的興建，直到其1964年被放棄。

（5）鴉片戰爭後澳門政治的發展演變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澳門政治發生了重大轉變。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推行殖民統治，引

起了澳門政壇的巨變，葡萄牙對澳門是否擁有主權的問題便浮現了出來。第二任聖塔倫子爵曼

努埃爾‧法蘭西斯科‧德‧巴羅士‧索扎‧卡爾瓦略薩（Manuel Francisco de Barros e Sousa de 

Mesquita de Macedo Leitão e Carvalhosa），奉命展開调查，完成了著名的備忘錄，以澄清葡萄牙

人在中國存在的歷史問題，捍衛葡萄牙殖民利益，抵禦其他歐洲殖民列強（特別是英國）的侵吞

野心。其指出早於1542年，寧波成為葡萄牙人在中國的第一個居留地，及至1557年澳門才成為居

留地；論證了19世紀葡萄牙對澳門主權申訴合理性的法律問題；討論了從中國的立場出發澳門的

歷史地位問題。 1

隨後，中葡雙方又圍繞着澳門主權問題――“澳門界務”――繼續展開鬥爭。所謂“澳門界

務”是鴉片戰爭後中葡之間關於“澳門問題”的第二個階段，是指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簽訂後的澳門界務紛爭――亦即“澳門問題”的核心。該問題的起源是因為在上述條約中存在的

兩個漏洞︰一是雖然確立了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管治權，但並未對勘界時間作出限制，為葡萄牙人

明爭暗奪澳門地界提供了時間；二是條約中規定未經定界以前，一切均保持“現時情形”的模糊

規定，為葡萄牙人蓄謀擴張地界提供了可趁之機。因為澳門界務問題涉及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因

此此問題早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如《東方雜誌》已於1909、1914年刊登佚名文章《澳門劃界

記》和《論澳門劃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學術界開始對此問題展開了一連串的研究，韋慶

遠、黃鴻釗、費成康、鄧開頌、金國平、湯開建、吳志良、萬明、薩安東、呂一燃、鄒愛蓮、譚

志強、柳華文、鄭煒明、馬光、曾金蓮等均發表過相關學術論文與著作。而黃培坤著《澳門界務

爭持考》則是20世紀上半葉專門研究此問題的一部重要著作，對葡萄牙人租居澳門的緣起及勘界

談判的由來進行介紹，記錄了中葡勘界談判的談判內容。 2

譚志強指出︰從葡萄牙人1553年正式入居澳門直至1993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式通

過的440年中葡關係史來看，澳門主治權歸屬問題的性質，在漫長的四百多年當中，曾發生過數次

變遷。具體言之，即澳門由最初的中國享有完全的主權但又允許葡人在城區以內行使若干自治權

演變為葡人自治權逐漸擴大，最後將中國的主權完全架空的狀態。 3

（6）澳門經濟發展與轉型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後，澳門與外界的聯繫頻繁，與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密切的經

濟聯繫，這些地區包括暹羅、美國等地。这些關係發展史構成了澳門歷史發展的重要部分。本

托‧達‧弗蘭薩（Bento da França）著《澳門及其居民︰與帝汶關係》在第四部分論述澳門和帝

汶關係。 4  中美《望廈條約》是在澳門簽署的一份中美關係的重要條約，泰勒‧丹涅特（Tyler 

1  聖塔倫子爵︰《關於葡萄牙在華居留地澳門的備忘錄》，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三)〉，《澳門研究》2012
年第4期總第81期。

2  黃培坤︰《澳門界務爭持考》，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澳門研究》2018年第2期總第89期。

3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五)〉，《澳門研究》2011年第3期總第

62期。

4  [葡]本托‧達‧弗蘭薩︰《澳門及其居民：與帝汶關係》，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四)〉，《澳門研究》2011年
第2期總第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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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ett）通過“美國東亞政策的基礎”“美國人與中英戰爭”“鴉片貿易中的美國份額”“為顧

盛使團所做準備”“顧盛的政策”這五個專題，研究了美中所簽訂的第一份條約──中美《望廈

條約》的歷史背景、談判過程以及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及變化等。 1

郭永亮通過“香港開埠前英人在澳門的活動”“英人墳場之今昔”“澳門葡僑對香港開埠

之貢獻”，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界，將澳門與英國人的關係進行了研究。 2  英國人高志（Austin 

Coates）也做了同樣的研究，並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人在澳門的澳門，成為了香港開埠的前

奏。 3

澳門開埠後經濟發展，經歷着數次轉型。最初主要從事海上貿易，建立了聯通世界的龐大

貿易網絡。何芳川認為，“太平洋貿易網，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貿易體系，只有五百年的歷

史”，而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西太平洋半環貿易局限性是︰由於古代東亞各國前資本主義社會條

件的限制，特別是中華帝國的局限性，使得古代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未能向環太平洋全洋性質的

海洋貿易體系方向上展開；相反，它的外向展開趨勢，卻是朝着逆太平洋方向、即向着印度洋方

向展開的。作為構築全洋意義上的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的第一個西方民族，葡萄牙與西班牙人共同

承當了地理大發現主要倡導者和近代太平洋貿易網最早編織者的角色。 4

日本學者外山卯三郎則以四篇論文︰〈日本に來航したポルトガル船舶〉（來航日本的葡萄

牙船舶）、〈日葡貿易小史〉、〈三百年昔（一六三○－一六三九年）日本に對するポルトガル

の貿易航海〉（三百年前（1630－1639年）葡萄牙的對日貿易航海）、〈日本へのポルトガル使

節（一六四四－一六四七年）〉（葡萄牙駐日本使節（1644－1647年），來探討了日本與葡萄牙

的貿易過程。 5  作為著名的南蠻學學者，松田毅一通過史料研究，發表了〈南蛮貿易とキリシタ

ン宗門の関係に就いて──十六世紀の口之津‧加津佐〉（〈南蠻貿易與天主教宗門關係──16

世紀的口之津和加津佐〉）一文，探討天主教傳教士是如何涉足澳門葡萄牙人與日本貿易的。 6

博克塞（謨區查，Charles Ralph Boxer）研究澳門葡萄牙人對日貿易的歷史，介紹了葡萄牙

人入居澳門，開闢澳門與日本航線及在16世紀後半葉與17世紀前期澳門葡萄牙人對日本貿易的

過程、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和華人競爭的過程、貿易的規模、貿易的品種、中日船隊與“加必丹

莫”、耶穌會士參與到此項貿易的情況。 7

喬治‧布萊延‧索札（George Bryan Souza）探討在中國與南海的葡萄牙社區的性質，闡

明葡萄牙王室的政治與經濟行動沒有限制到當地蓬勃發展的貿易；研究葡萄牙在亞洲海上貿易

的性質，分析澳門為葡萄牙人聯接廣州市場所擔當的核心角色；並在17－18世紀之間更為廣闊

的、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研究與評價葡萄牙私商即所謂的“港腳商”（country 

1  [美]泰勒‧丹涅特︰《在東亞的美國人：十九世紀美國在遠東政策的批判性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

(十五)〉，《澳門研究》2014年第2期總第73期。

2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七)〉，《澳門研究》2012年第1期總第64期。

3  [英]志高︰《澳門與英國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七)〉，《澳門研究》2012
年第1期總第64期。

4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見〈澳門學著作提要

(二十二)〉，《澳門研究》2016年第1期總第80期。

5  [日]外山卯三郎︰《日葡貿易小史》，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澳門研究》2015年第4期總第79期。

6  [日]松田毅一︰《近世初期日本関南蛮史料の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澳門研究》2015年
第4期總第79期。

7  [英]博克塞︰《從阿媽港開來的大帆船》，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二)〉，《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總第7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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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rs）。 1

進入近代以後，澳門經濟轉型，由海上貿易向賭博等特種行業轉型，賭博業逐漸成為了澳

門的支柱產業。對澳門賭博史的研究，就是在反映賭博業發展的歷史過程。胡根博士分別從“粵

澳兩地的博弈風氣”、“華南地區與澳門的傳統中式賭博”、“古代與近代的禁賭律令”三方面

來研究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歷史背景，介紹了番攤、闈姓、山票、鋪票、骰戲與骰寶、白鴿票、馬

吊、麻將牌與牌九、鬥蟋蟀、鬥雞、花會等傳統中式賭博形式以及海外傳來的賽馬、洋彩票、洋

紙牌的賭博形式；分“西方慈善彩票引入澳門”、“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博彩業在澳門

的興起”三個方面討論了賭博業在澳門興起原因，特別是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以時間發展為

線，依次將澳門從同治至光緒年間博彩業的發展，總結了內地（廣東）賭博業的發展對澳門的影

響以及兩地之間相互依存、榮枯互見、此起彼伏的過程。 2

張廷茂考證了專營制度的開端，討論了賭博合法化與博彩專營制度的區別，並將博彩專營的

始點考訂為1850－1851年；以《1858年番攤專營章程》為基礎，闡述了早期承充的情況；研究了

澳葡當局取消專營承充制度的原因，考證了領牌制度的運作及其被終止的過程；再現了番攤專營

承充恢復後，各項規則的重建與演變，描述了恢復之後各屆承充的情況；在勾勒晚清澳葡財稅制

度的基礎上，構建了番攤專營收入與財政收入的系列數據，並參照澳葡當局財政支出的結構，量

化分析了番攤賭博專營對財政的貢獻率。 3

林廣志博士通過對澳門主要華商家族──王祿家族、何連旺家族、盧九家族、曹有家族、馮

成家族、陳六家族、柯六家族、林蓮家族、陳芳家族、蕭瀛洲家族、李鏡荃家族等的研究工作，

展現他們是如何借助賭博業成為澳門商業巨頭的。 4

（7）澳門居民族群與社區

在澳門的居民中，土生葡人是一個重要的族群，頗具特色，深受學術界重視。

安娜‧瑪里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認為“早期定居澳門的世家子女的母親大部分可

能是歐亞混血兒……土生女子多實行族內婚或優先選擇歐洲男人為夫。……十九世紀中，澳門社

會已逐漸向華人開放，始有大量同華人血統婦女通婚的記載”。 5

若爾熱‧福爾加斯（Jorge Forjaz）以詳實史料介紹了在澳門生活的288個姓氏、440個土生葡

人家族。這些家族歷經繁衍，總人數達三萬多人，若將相關人士的配偶等亦計算在內，涉及總人

數達六、七萬之多。這些資料為澳門史研究（特別是澳門土生葡人在澳門、香港、上海、巴西及

美國等地的繁衍過程，以及土生族群對澳門社會發展所作貢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

史料。 6

1  [美]喬治‧布萊延‧索札︰《帝國的幸存：1630－1754年間葡萄牙在華及南海地區的貿易與社區》》，見〈澳

門學著作提要(十二)〉，《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總第70期。

2  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澳門研究》2018年第4期總第91期。

3  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澳門研究》2018年第4期總第91
期。

4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澳門研究》2018
年第4期總第91期。

5  [葡]安娜‧瑪里亞‧阿馬羅︰《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七)〉，《澳門研究》

2012年第1期總第64期。

6  [葡]若爾熱‧福爾加斯︰《澳門土生家族》，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八)〉，《澳門研究》2012年第2期總第65
期。



26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

而澳門居民的主體──華人，則得到了包括葡萄牙學者在內學術界的關注。專門著有唯一一

部澳門華人專論的著者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專門研

究了澳門華人的“華人外貌、服飾及品性”、“飲食”、“婚姻”、“華人的住房、家庭生活及

禮節”、“澳門華人法庭”、“宗教和宗教活動”、“中醫”、“喪葬儀式”、“節慶”、“巡

遊”、“迷信”、“商業與工業”。 1

林廣志探析了澳門華商在鴉片與苦力貿易、賭博業、房地產投資與城市發展、茶葉貿易及其

航運業、金融與典當業、近代工業、近代旅遊業、澳門漁業、澳門軍火貿易等各個領域興起與發

展過程中華商的推動與控制。從納稅主體、澳門最大業主、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對公共事務的參

與三個方面，剖析華商在澳門經濟與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2

此外，學術界還對澳門華人的宗教信仰等問題展開過大量的研究工作。

（8）澳門與中外文化交流

澳門自從葡萄牙人在明代入居以來，一直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與橋頭堡。許多歐洲天主

教傳教士通過澳門進入內地，進行傳教活動。在此過程中，他們撰寫了大量的介紹中國歷史文化

與在華傳播工作的著作，大大地豐富了澳門歷史的研究工作，如（葡）曾德昭（Álvaro Semedo）

著《大中國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3  （意）利瑪竇（Matteo Ricci）和

金尼閣（Nicolas Trigualt）著《利瑪竇中國札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e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Ex P. Matthaei Riccii Eiusdem Societatis Comentariis, Libri V: Ad S. D. N. Paulum V., 

In Quibus Sinensis Regni Mores, Leges Atque Instituta, & Nouae Illius Ecclesiae Difficillima Primordia 

Accurate & Summa Fide Describuntur）、 4  （西）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著

《中華帝國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概述》（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Descripcion Breve de Aqvel Imperio, Y Exemplos Raros de Emperadores, 

Y Magistrados Del: Con Narracion Difvsa de Varios Svcessos, Y Cosas Singvlares de Otros Reynos, Y 

Diferentes Navegaciones）、（法）榮振華（（Joseph Dehergne）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補編》（Repertoire des Jesuites de Chine de 1552-1800）、（法）裴化行（R. P. Henri Bernard）

著《在中國的大門口──十六世紀（1514－1588）傳教士》（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 VIe Siècle, 1514-1588）、（德）魏特（Alfons Vä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

傳》（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英）艾麗莎‧馬禮遜（Elisa Morrison）著《馬禮遜

生平與工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等。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  [葡]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澳門之華人》，見〈澳門學著作提要(十六)〉，《澳門研究》2014
年第3期總第74期。

2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見〈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澳門研究》2018
年第4期總第91期。

3  全書分為兩部。第一部共31章，論述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教育、科學、禮儀、信仰、社會生活、政府、

軍隊、司法、其他民族、基督教來華史等內容。第二部，共13章，為曾德昭所撰述的明末以來基督教第三次傳

華的歷史，書後附錄了衛匡國的《韃靼戰紀》。

4  此著作對於研究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耶穌會在華傳教史、明史，均有十分珍貴的價值。作為一個在中國生活

多年而且熟悉中國生活的同時代歐洲人，著者以敏銳的眼光和外國人局外旁觀的態度，仔細描寫了有關中國的

名稱、土地特產、政治制度、科學技術、風俗習慣等，並記錄了其傳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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