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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七）

宋玉宇

一、金國平著《澳門學：探賾與匯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8 年，259 頁。

著者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專業畢業。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

士，2 0 0 9 年獲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授予殷皇子級紳士勛章。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

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澳門研究院研究員。在葡萄牙從

事歷史工作超過2 0 年。主要個人、合作及譯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西力東漸――中

葡早期接觸追昔》、《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Re v i s i t a r  o s  P r i m ó r d i o s  d e  

M a c a u:  Pa r a  u m a  N o v a  Ab o r d a g e m  d a  Hi s t ó r i a（《澳門起源新探》）、《早期澳門史

論》、《過十字門》、《東 西 望洋》、《東 西 望洋》、C o r r e s p o n d ê n c i a  O f i c i a l  Tr o c a d a  

E n t r e  A s  A u t o r i d a d e s  d e  C a n t ã o  e  O s  P r o c u r a d o r e s  d o  S e n a d o（《粵澳公牘錄存》）、

《澳門紀略》（葡萄牙語新注釋版）、《艾青詩選》（Po e s i a  E s c o l h i d a  d e  A i  Q i n g）、

《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 l a s  d a  C h i n a  d e  Mi c h e l e  R u g g i e r i ,  At l a s  o f  

C h i n a  b y  Mi c h e l e  R u g g i e r i）、《遠遊記》、《大西洋銀行錢譜》等。

作者簡介﹕宋玉宇，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助理。廣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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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屬“澳門學研究叢書”系列之一種，共259 頁，全書由《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

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寫在〈澳門學研究叢書〉出版之際》、《編者的話》、序言、正文、

跋組成。

第一篇《澳門傳教史之“c olég io”：定義、譯名與沿革》，利用諸多首次徵引的葡語文獻，

通過對“c olég io”的定義、“c olég io”譯名漢譯歷程、“c olég io”（總院）存在的歷史沿革

研究，全面探討了“c olég io”問題，澄清了在現代葡語中並不是“學院”或“大學”之義，其

本是羅馬法和教會法的概念，最常用此意為“私立中學”，偶有專科學院之義。在耶穌會中，

它是會省或副會省下的一跨區域或跨國度、由三位以上的神甫組成的內部共同管理多部門

的自治領導機構。明清文獻一般譯為“某某堂”。民國時期，耶穌會自己的定譯為“總院”，

其負責人稱“院長”。

第二篇《琉球閩南華裔“C he i l a t a”之生平與事迹——兼考“O s  G or e s”》，分為引言、

“C he i l a t a”之生平與事迹、兩波交匯馬六甲、貿易中心遷移北大年、葡語記載中的琉球與

琉球人、葡人與琉球閩南華裔的接觸、葡人努力尋覓琉球、琉球閩南華裔與澳門、結語。通

過對照葡萄牙語文獻及琉球漢語古籍《歷代寶案》，說明葡萄牙人在馬六甲接觸的“華人”

應該是三十六姓開琉球的閩南人的後裔，而且考證出了“C he i l a t a”的漢語姓氏。這也是一

種對澳門開埠史研究的新探索。琉球閩南人可能是澳門的先民之一。

第三篇《關於西班牙藏〈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的新認識》，分為學術回顧、地圖作者、

刻印地點、中外影響、送出者考和結語。通過中國古籍《薜荔山房藏稿》卷六所載《塘湖甘

公傳》的確鑿記載，考證出了關於西班牙所藏《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為甘宮的明確文字記

載。金沙書院在《（崇禎）海澄縣志》中的具體地點。澄清了《古今形勝之圖》的最早編者為

“宋學士鄭韶”。

第四篇《關於〈亞馬港全圖〉的若干考證》，分別論述了《亞馬港全圖》的出版日期及

作者、作品及刊者、影響，並對目前流行的錯訛作出探討與辨證。考證出其素材來自於羅俄

洛夫斯（Ro e lof  Ro e lof s z）和范 • 佈雷（Ja n  H a r m e n s z  v a n  B r e e）關於東南亞遊記的信

息。《亞馬港全圖》是“具有文獻與藝術雙重價值的地志畫”，“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意義的

藝術品。作品描繪了澳門開埠時期的面貌，對瞭解澳門的早起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第五篇《葡萄牙語“ I l h a  d e  M a c a o”的涵義與指稱》，利用了大量中外文文字及圖像

資料，介紹與分析了“ I l h a  d e  M a c a o”（澳門島）一語的指稱範圍，得出了無論是在漢語中，

還是在葡萄牙語中，它除了是指“香山縣”外，有時還指澳門的結論。

第六篇《明末葡萄牙語文獻所記載的“Q ueve”之漢名考——兼探李葉榮外文姓氏的

來源》代表着澳門史研究的一個突破性進展。它詳細地探討了明末葡萄牙語所記載的辭彙

“Q ueve”及其在另外一些歐洲語言中的異體的來源。運用各種資料證明了“Q ueve”雖然

可能是閩南語“契子”或“儈仔”的對音，但所表達是“包攬”的概念。其使用的歷史要早於

澳門，其傳播程度之廣令人歎為觀止。首先從中文進入葡萄牙語，然後再從它進入荷蘭文、

英文和西班牙文，幾乎包括了所有東來的歐洲貿易先驅的語言，通過對“包攬”（Q ueve）和

李氏家族意大利姓氏“Ne r e t t i”來源地考證，使“廣州—澳門”外貿體系管理機制的運作有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2005 年，第 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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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具體而清晰的認識。

第七篇《澳門與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興起》，作者再次是從語言學進入歷史領域

的，因此，寫這類語言考證文，自然是得心應手。此文有三大學術進展：（1）最早傳入波斯文

的形式是漢語“檟”對音（今寫，讀ch ay）；（2）從葡語文獻來看，可以確定的是，葡語“ch a”

是對日語的轉寫，即“ch a”的直接詞源是日語，它是日語和葡語接觸後所產生的一個借詞；

（3）總結了80 多條非常生動、表現力巨大的葡萄牙語短語，說明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

的豐富程度並不亞於漢語。

第八篇《伊比利亞文獻所見“克拉克瓷”名實考》，分為“克拉克船”與“克拉克瓷”、

西語文獻中的“克拉克瓷”、餘言三部分，解釋了“克拉克船”和“大帆船”是兩種區別甚微，

但又有所不同的船隻；系統地發掘了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關於“漳州瓷”的史料，解釋了

何為稱“克拉克船”和“克拉克瓷”，並以文獻證實了“克拉克瓷”便是“漳州瓷”，更給出了

相應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名稱。“漳州瓷”的顯著特點是胎體粗厚、製作粗率及器底與圈

足粘有不同程度的粗砂，為漳州“克拉克瓷”。

第九篇《葡萄牙語史料中是否有關於明“十三行”的信息》，通過對澳門早期通商外文

史料的仔細梳理，回答了一個數十年來令學術界聚訟不絕的問題：十三行最早起始於何時？

得出的結論是迄今葡萄牙語史料中未見有關於明“十三行”的信息。而現知的西文出版物亦

無涉及，而漢語史料卻先行了一步。作者期望能系統地爬梳早期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及拉丁

文檔案及後來建有商館的所有國家的檔案，從而給“十三行”研究帶來突破。

第十篇《葡萄牙語“（H ã o）行”字系列詞彙研究》，通過對有關葡萄牙語文獻中關

於“十三行”和“行（H ã o）”的研究，初步探討了行“行（H ã o）”、公行（c o h a m）、行商

（a n i s t a）與行用（a n i s t a g e m）等與“十三行”有關的歷史詞彙出現的年代及其所指。該

篇匯集了外語中對“行（H ã o）”字的各種記載。十三行（T h e  t h i r t e e n  h o n g s）是對歐

洲人在廣州所在地的稱呼，它來自於早期在此有過十三家華人行商（t h i r t e e n  C h i n e s e  

h o n g s  m e r c h a n t s）或更正確的漢語稱呼是洋行商（m e r c h a n t s  f o r  f o r e i g n），歐洲行

（E u r o p e a n  f a c t o r i e s）有時稱作夷館。

第十一篇《德庇時與〈通商字彙〉——“公班衙”及“十三行”相關詞語之時譯析讀》，通

過從《通商字彙》中摘錄並析讀若干關於“廣東和澳門以及兩地間貿易的中文詞語及短語”

及“行商”的“稱呼”，明確指出明確地指出，十三行（sh ǐ h - s a n -h a ng）的定義是“Eu r op e a n  

f a c t o r ie s  a t  C a n t on”（廣州歐洲諸行），即廣州“夷館”。

第十二篇《澳門“咇哋花園”主人之漢名及位置考》，篇章包括漢名考、位置考及餘言，

文中利用大量圖像及地圖材料考證出了19 世紀著名的“百鳥巢”位於“咇哋花園”內，其主

人為英國倫敦人T hom a s  Be a le，“咇哋花園”和“百鳥巢”位於澳門的卑弟巷。同時指出澳

門不僅僅是彈丸之地，它更是西方文明向大陸，乃至東亞輻射的源點和東西文化的最佳交

匯點。

第十三篇《上海近代西式動植園之興起——澳門“百鳥巢”遷滬記》，講述了“百鳥巢”

遷滬的故事。比理（T hom a s  C h aye  Be a le）在寶順行花園內，在其父“百鳥巢”的基礎上，

發展起了“鹿場”及“鳥場”，成為上海近代西式動植園興起與傳播的起始。

第十四篇《“江沙維”神甫自用姓氏考》，通過探討《16—20 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

列傳》、《政府憲報》等，考證出“江沙維”並不是他本人認可使用的漢語姓氏。神甫自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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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即其葡語父姓“G onç a lve s”第一個音節的音譯。

第十五篇《澳門“綠衣兵”考》，分為澳門早期警容組織之沿革與“綠衣兵”考兩部分，

回顧了澳門早期警察組織的沿革，考證了“綠衣兵”的詞源，尤其是解釋了葡萄牙語中的漢

語借詞“ lou c a ne s（綠軍）”與“綠營兵”的聯繫，得出“綠衣兵”在澳門既是警察又是華人

與葡萄牙高級警官溝通的“舌人”。

第十六篇《羅爾綱之“馬䂭”情緣――兼論〈赴澳門查華夷地界〉報告》為我們講述了

羅爾綱作為澳門女婿的“馬䂭”情緣，分為澳門女婿及師從胡適兩部分。羅爾綱以太平天國

史、晚清兵制史研究飲譽中外，發表了以澳門為背景的自傳體小說《老鳥征途》。1928 年撰

《媽港集》，此書分為小說、散文和考據三部分，各為一集，但尚未刊登，已佚。羅爾綱還幫

助過其師胡適整理過胡父胡傳撰寫的《胡鐵花遺集》、《赴澳門查華夷地界》的報告。無論

就其早年寫下的澳門考證而論，還是他整理和披露的胡傳關於澳門勘界的寶貴史料而言，

羅爾綱先生無愧於澳門學研究的先驅之一。

二、葉農著《渡海重生：19 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276 頁。

著者葉農，196 4 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1982—1989 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學習，師從

中國著名文獻學大師潘景鄭、顧廷龍、胡道靜三位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並獲華東師範大

學碩士學位。20 03—20 0 8 年，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9 年至今，任教於暨南大學，

此外，還兼任中國澳門學學會副理事長、澳門城市學會副理事長、廣東省市場經濟促進會秘

書長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港澳史）、基督教傳華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學。有《鴉

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 01 年）、《澳

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 0 9 年）、《中國駢文發展史論》（澳門：澳

門文化藝術學會，2010 年）、《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

研究所，2013 年）等著作。並在《民族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學術

刊物上發表論文幾十餘篇。

此著作是《澳門文化叢書》系列的一種。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為推介研究澳門與中外

文化交流方面的學術成就，促進學術界對澳門的關注，在文化局成立30 周年之際，特別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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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並資助出版該叢書。

該書共有六章：第一章《渡海求生：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分析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之後，每個時段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的原因，包含海盜襲擾、澳門政治轉型、中國內地政

局動蕩、香港開埠影響、自然災害與自然環境的變化等；總結歸納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的過程

中，相較於其他地區移民的與眾不同的特點。最後，通過選取羅沙家族、奧馬達‧卡斯楚家

族、巴萊托家族等具有代表性的實例分析，來研究遷港的葡萄牙家族。

第二章《重生之道：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觀察》，通過歸納整理《中國叢報》、《華西

友報》等相關資料。探討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後，成為香港歐人社會的組成部分，他們為

謀生和致富在香港從事的職業。主要職業是職員和譯員，也有港英政府的僱員、商業機構

和公司的職員、從業於新聞出版界、涉足醫藥行業、開設商行與從事經商活動，分佈在香港

社會各界，為香港建設作出貢獻，並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

第三章《家族聚居：社會生活探析》，澳門葡萄牙人以家族形式遷港，終於在19 世紀末

達到一定規模，形成了一個新的社區――香港葡萄人社區。這個社區的社會生活內容包含：定

居香港葡萄牙人的家庭生活、社區生活、語言問題、飲食文化、公共服務等社會生活內容。

第四章《精神慰藉：宗教、慈善與教育》，主要研究定居香港的澳門葡萄人為維繫其族

群的穩定，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與生活方式，堅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組織屬於葡萄牙人社

區的慈善機構，成立為族群服務的教育機構。

第五章《機會來臨：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對澳門的影響》，分析了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

港，使得澳門經濟生活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蕭條，但也推動了澳門經濟的轉型，促使華商崛

起並掌握澳門經濟命脈。

《結論》，對前五章的論述進行總結陳詞。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問題，是港澳史研究

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學界目前的研究還待進一步完善。

前有《緒論》，概述了學界關於澳門土生葡人和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的相關研究成

果，說明此著作的現實意義與方法論，理清“澳門葡萄牙人”的基本概念。後附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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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vo Carneiro de Sousa, History of East Timor（《東帝汶歷史》）, 

EWIAS: East-West Inst 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2018, 170 p.

著者Ivo  C a r ne i r o  d e  Sou s a（蘇一揚），波爾圖大學葡萄牙文化博士，原澳門聖若瑟

大學副校長，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學術副院長。蘇一揚教授長期從事東帝汶歷史

及人類文化學研究，參加不少關於研究東帝汶歷史文化的國際學術會議及講座，曾發表關

於東帝汶的文章有“T h r ou g hou t  Bid a o ,  i n  E a s t  Ti mor,  w i t h  A nt on io  Pe d r o s a  o r  How  

a  C e r t a i n  H i s t o r y  of  Po r t u g u e s e  E x p a n s io n  Sh i f t s  i n t o  a  C o m m u n i t y  My t h”、

“Me r c a n t i l i s m o ,  Refo r m a s  e  S o c ie d a d e  e m  Ti m o r  n o  S é c u lo  X V I I I :  O  Reg i m e n t o  

do  C a p i t ã o  d a s  I l h a s  d e  Solo r  e  Ti mor  d e  1718”等。

本 著 作 共 有 六 篇。前 言 為 作 者出 版 該 書 的 背 景 及 期 望，正 文 分為六 個 章 節 ﹕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E a s t  T i m o r  T h r o u g h  M y t h s ,  Tr a d i t i o n a l  H i s t o r y  a n d  C u l t u r a l  

A n t h r o p o l o g y”、“P r e - H i s t o r y,  E t h n i c i t y,  L a n g u a g e s  a n d  t h e  Fo r m a t i o n  o f  E a s t  

T i m o r  P r e - c o l o n i a l  H i s t o r y”、“L i n e a g e s ,  A l l i a n c e s  a n d  Po l i t i e s ,  C o l o n i a l  R u l e  

a n d  S o c i a l  A n t h r o p o l o g y”、“Po r t u g u e s e  a n d  L u s o - A s i a n  L e g a c i e s  i n  S o u t h e a s t  

Asia  View f rom Bid ao,  Ea s t  Ti mor”、“Ph i l ip  I I ,  Ea s t  Ti mor,  t he  Ph i l ippi nes  a nd  t he  

Tr ue K i ng of  Timor  and Por t uga l”、“Sandalwood ,  Trader s ,  Missiona r ies  and Ch i nese  

Emig rant s  His tor y  of  Macau -  Eas t  Timor  Rela t ions”，後有參考文獻。

第 一 篇“ I n t r o d u c t ion  t o  E a s t  Ti mor  t h r ou g h  My t h s ,  Tr a d i t ion a l  H i s t o r y  a nd  

C u l t u r a l  A nt h r o p olog y”，講述東帝汶 神 話故事、歷史傳統和文化人 類學。通過講述

“Tex t o s  e m Te t o  d a  L i t e r a t u r a  O r a l  Ti mor e n s e”中關於鰐魚用背部搭載男孩過河而放

棄吃掉男孩、進而逐漸變成東帝汶大陸和石頭的神話故事，論述了鰐魚圖騰在東帝汶人民

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這只是神話故事，東帝汶殘留下來的歷史遺迹及年長者們也很難口

述出關於他們國家的歷史傳統。作者論述了Pi nto  Cor rêa 書中關於東帝汶人過去缺乏物質

文明的觀點，而這種物質文明是伴隨着東帝汶的殖民史而產生的。這些遷徙者們從馬六甲、

摩鹿加、弗洛雷斯、索洛、恩德、潘塔爾、西帝汶、阿塔普圖、葡萄牙、中國澳門等地方而來，

在東帝汶生活、貿易，共同編寫了東帝汶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國家是人民通過抵抗、革命和

民族認同價值觀建立起來的，通過東帝汶的殖民史強調民族情感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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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論述史前文明、種族、語言和前殖民地歷史。開篇介紹東帝汶史前文明的情況，

論述通過商業貿易的發展而傳到東帝汶的印度和印度佛教文化和意識形態價值觀對東帝汶

的影響，然後論述東帝汶的種族和語言，通過神話故事引出東帝汶經過長期的社會分化和

社會分割而形成的七種古老的語言：（1）白奎諾語（Ba iq ue no）、（2）布納奎語（Bu n a q ue）、

（3）德 頓 語（Te t u m）、（4）曼 貝語（M a mb a e）、（5）馬卡 薩 語（M a k a s s a e）、（6）法塔

盧庫語（Fa t a lu k u）；（7）馬庫亞語（M a c u a）。作者也提出對語言多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

必須融入到東帝汶的歷史、地理位置及葡萄牙殖民史中。接着論述伊斯蘭教及商業時代，

通 過 論 述“D o c u me nt a ç ã o  p a r a  a  H i s t ó r i a  d a s  M i s s õ e s  do  Pa d r oa do  Po r t u g uê s  do  

O r ie n t e”，考證了東帝汶的檀香木貿易競爭和宗教對抗之間的密切聯繫，但穆斯林對東帝

汶的干預只是間接的，僅限於少數地方。得出除了少數沿海貿易區之外，帝汶從來沒有受到

過明顯的伊斯蘭化的結論。大多數當地居民不僅無視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而且還習慣於將

其傳統文化和宗教習俗作為其社會制度和人際關係的固有組成部分。最後論述第一批天主

教傳教士與帝汶群島前殖民的歷史。共四部分。

第三篇論述譜系、政治聯盟、殖民統治和社會人類學，從大量史料、傳說、神話故事入

手，分析東帝汶氏族譜系的歷史沿革，譜系得已傳承的現實物質條件，殖民歷史對譜系氏族

的影響，社會婚姻關係的傳統及發展，東帝汶傳統的宗族觀念伴隨着葡萄牙的入侵而帶來的

文字、姓名、姓氏方面的變化，以及傳統文化受到的撞擊和挑戰、檀香和咖啡貿易的變化。

第四篇從帝力為出發點探討葡萄牙和葡亞遺產，包括Bid a o 的神話與歷史、葡萄牙在

天堂、永恒回歸的神話三部分論述。作者從20 01 年在東帝汶的親身經歷出發，談及東帝

汶的神話與歷史、葡萄牙人如何來到這個小島定居結婚生子、東帝汶人對葡萄牙的模糊認

識、認為葡萄牙在天堂的文化觀念。任何一個社區、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需要神話，他們通

過公共雕像、街道名稱、公民紀念活動以及人們的社會身份、集體記憶傳播。

第五篇討論腓力二世、東帝汶、菲律賓人以及帝汶之王和葡萄牙。該篇介紹了索洛—

帝汶的自治政府、伊比利亞聯盟與葡萄牙的“東方”帝國、菲利普二世與帝汶－索洛的殖民

統治、葡萄牙和帝汶的東帝汶國王等問題。分析了菲律賓宗教人員是東帝汶天主教會牧師

和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菲律賓和東帝汶文化的關係、葡萄牙人的到來與東帝

汶貿易發展的關係。

第六篇論述檀香、商人、傳教士和中國移民、澳門東帝汶關係史。文中用大量的史料和

文獻探討檀香木和奴隸的貿易、中國的移民到東帝汶、澳門關於東帝汶的資料及文物。從澳

門和東帝汶歷史文獻資料中涉及貿易和人民、戰爭和金融、行政和宗教出發，思考和理解並

討論東帝汶。並強調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驕傲的民族性格。

文中涉及史料、神話故事、引用文獻共339 處，最後有本書的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