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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期澳門童子軍活動述略

[摘	 要] 本文探討1950年以前澳門的童子軍活動。國民黨早於1926年已開始將童子軍收歸黨

辦，統一管理和訓練，藉此培養兒童的體格、紀律和服務精神，要使之成為“三民主義的少年

兵”。澳門在葡人管治下，澳門童子軍活動始見於1911年，初期暫只見一些僑校童子軍參與愛國

的運動，葡籍學生童子軍也見參與籌款活動。1933年賈梅士日的活動象徵着澳葡童子軍之間的友

誼，但當時僑校的童子軍活動應未普及。及至1940年代，其時童子軍已列入中小學課程，加之抗

戰時期學校遷往澳門令致學生人數急增，童子軍活動迅速發展，抗戰勝利以後的發展尤其矚目，

這與當時國民黨澳支部積極的推動不無關係。

[關鍵詞] 僑校　助學會　中華童子軍　澳門童子軍團

20世紀前期，中國的童子軍活動被賦予了極崇高的使命，其宗旨被提升至“建設三民主義之

國家而臻世界於大同”， 1  而澳門的童子軍在這個時期的發展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1949年

國內政權出現轉折，澳門童子軍的發展亦隨之出現部分停頓，故本文暫以此前的一個時期作為探

討的重點。

早於1940年代，學界已陸續有概括童子軍發展的相關研究，其中有將中國童子軍發展以1926

年作節點分為兩個時期，之前是各自為政的散漫時期，之後是中央領導的統一時期，後一個時期

又再分為建立制度時期和發展事業時期。 2  1926年之所以成為轉捩點，是國民黨在中央青年部

之下成立了“黨童子軍委員會”，中央青年部於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被取消，青年運動事

務改由中央訓練部辦理，而黨童子軍委員會亦隨之改組為“黨童子軍司令部”，隸屬於中央訓練

部；1929年黨童子軍司令部再改名為“中國童子軍司令部”，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到1934年

又再改為“中國童子軍總會”。另有將中國童子軍教育的發展歸納為五種情況︰（1）由模仿趨於

創造，即脫離英國的模型，在法規方面有中國童子軍總章，在組織方面有中國童子軍總會，在技

術方面有獨創的筆劃旗語。（2）由紛歧趨於統一，即是在1915年設立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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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徒具輪廓，直至1934年中國童子軍總會成立，在組織、訓練、理論和服裝漸歸統一。（3）由應

付趨於計劃，即培植童子軍幹部，原初只屬臨時考取性質，或以極短期的講習會作培訓，之後才

有暑期訓練班和不同訓練機構，在全國幹部會議更有十年工作計劃討論。（4）由狹窄趨於廣闊，

即童子軍原初只為自願性質活動，1934年教育部規定其為初級中學的必修科，初期多限於12－18

歲的男生參加，1918年有幼童軍，1919年有女童軍，1921年有社會童軍，1923年有海童軍，1924

年有羅浮童子軍（即青年童子軍），1933年有盲啞童子軍，也就是從學校發展到社會。（5）由脆

弱趨於健全，即是上述各項所顯示之童子軍教育的發展逐步達到健全的階段。 1

澳門華人的教育與中國內地的教育本一脈相承，而澳門因位處廣東南端，故探討民國時期澳

門的童子軍活動宜先從廣東着手，筆者曾以培正中學這所來自廣州的老校為開端，探索澳門的童

子軍活動。 2  廣東的童子軍活動肇始於1914年4月，由時任廣東公學校長黃憲昭發起，最初只有

二十餘人。上海中華童子軍協會於同年5月推舉黃憲昭為協會評議，並委為隊長，以便辦理廣東

童子軍事務。廣東童子軍支部於1916年致函時任省長朱慶瀾，倡議舉辦童子軍“領袖養成所”，

朱氏曾認捐五百元作為開辦費，並每月撥出一百元為經常費，並於覆函“童子軍董事團”時強調

“童子軍為體育、智育、德育之必要，各國行之，成績昭著。徵諸近日戰事，收效尤多。中國處

列強環伺之世，非恃有軍國民教育，實不足以圖存，而童子軍即軍國民教育之基礎，使一般兒童

皆具有活潑進取之精神，警敏勤勞之習慣，將來於國家服務社會服務，所賴於童子軍者甚大”。 3  

廣東的一些學校舉行童子軍活動，原應是藉此輔助學校的教育，其後才經由教育局統一辦理。該

局於1924年通飭廣州市立高小學校及新制五、六級小學一律舉辦童子軍，並在教局設立童子軍總

辦事處，設童子軍主任一人主理其事，教練員若干人；主任領取月薪，教練員則有舟車費。 4

二、童子軍活動在澳門的發展

由於在民國時期與澳門童子軍相關的資料並不多見，早期的尤為零散，所以整理其中的發展

有點困難，本文主要以舊報刊和檔案等資料勾勒民國時期澳門童子軍活動的發展輪廓。

（一）葡國青年童子軍

澳門的童子軍活動始於1911年，當時應只屬葡籍青年的活動。據說時任澳督馬查度（又稱馬

沙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因學習英語的需要，與一位在香港的英國年青人Nightingale先

生經常交談，這位年青人在提及童子軍活動時充滿熱忱，馬查度對童子軍活動也甚感興趣，於是

想藉着童子軍活動來改變葡國年青人的心性；當時另有一位英語女教師Campbell女士，她是一位

中國海關官員的女兒，同樣為馬查度提供協助，故各兩隊的男女童子就這樣成立了，但馬查度於

1 	鄭昊樟，《中國童子軍事業的推進》，《童子軍教學做》（重慶）1945年第9期，第4頁。

2 	鄭振偉︰《從培正學校看民國時期廣東的童子軍活動》，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31－252頁。

3 	《朱省長提倡童子軍》，《申報》（上海）1917年4月21日；《廣東童子軍史略》，《申報》（上海）1919年1
月8日。

4 	《咨審計處據教育局呈擬辦童子軍所需經費由視學月薪月節存項下撥支由》，《廣州市市政公報》（廣州）

1924年4月14日，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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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uardo Ribeiro, História dos Escoteiros de Portugal, cap. IV, Lisboa: Alianca Nacional das ACM de Portugal, 1982, 

pp. 25－26.
2  Ilustração Portugueza（《葡萄牙插畫》）, No. 339 (19 Aug 1912), pp. 235－237。資料來源由João F. O. Botas提

供，謹致謝意。

3  “Macao Notes: Girl Scouts,” Hong Kong Daily Press, 13 April 1912。原報導簡短，大意是在殖民地成立了一隊葡籍

女子童軍，據知約有24人，她們於路環這個海盜猖獗的巢窟有野外活動，期待活動的詳盡報導。

4 	原書未見資料來源，筆者於澳門檔案館看到Artur António Tristão Borges以童軍團長（escoteiro mór）身份發出的

一封邀請函，內容大致是由助學會資助的澳門童子軍表演於1920年6月24日下午5時舉行，以及相關的地點和路

線。見檔號︰MO/AH/LS/1200。
5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9年，第82、141頁。

6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9年，第238頁。

7 	第89號A札《批准澳門學生儲蓄會章程》，《澳門憲報》第19簿1919年第21號（5月24日），第326－331頁。

“助學會”（Caixa Escolar）於原件中譯的標題作“儲蓄會”。

8 	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AC/ACM/06/12，第29－32頁。

9 	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AC/SA/01/24977，第40－44頁。

翌年回國後，澳門童子軍活動即告暫停。 1  1912年，在葡國出版的一份刊物刊登了12幅在澳門拍

攝的男女童子軍照片，合共三頁，當中記述馬查度在澳門組織男女童子軍的活動，大意是在葡萄

牙沒有也沒受公眾注意的童子軍活動在殖民地卻有很好的發展。 2  同年香港出版的《孖剌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亦有一則關於澳門葡籍女子童軍在路環活動的消息。 3  又據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所述，1915年2月26日，澳門民兵營內設立了一隊童子軍，由Artur Basto

和Artur Borges二位先生負責他們的教育工作，而“澳門童子軍”於1920年6月24日正式成立， 4  

葡文原著並轉載一張1920年代末期的童子軍合照。 5  又該書作者從澳門歷史檔案室（現為澳門檔

案館）的卷宗檢得努諾‧阿爾瓦雷斯（Nuno Álvarez）學校童子軍於1930年4月7日舉行宣誓儀式

的資料。 6

就1919年刊登的《澳門學生儲蓄會章程》（Estatutos da Caixa Escolar de Macau）所見，澳

門葡國青年的童子軍團是澳門助學會的一個部分， 7 “澳門學生助學會”分三個部分，童子軍團

即為其中之一。該章程第4條為助學會宗旨，第3款即為“通過先進的方式為一般成員提供適合兒

童年齡的教育、協助教師進行智力教育，發展對兒童有用的童軍活動”。又第32條規定助學會收

入每月的分配，第2款規定除儲備金收益外，其他收入的10%撥給童子軍團。童子軍組織的名稱

為“澳門童子軍協會”（Associação dos Escoteiros de Macau），設於當時的“男子中心學校”

（Escola Central do Sexo Masculino）。童子軍團旨在培養青少年的道德和體魄，使他們成為對國

家和人類有貢獻的良好公民。另有一隊名“努諾‧阿爾瓦雷斯”的學校童子軍，他們曾為1923年9

月日本關東大地震的災民籌款，同年12月14日團長Artur Borges報告籌得紙幣及銀幣共207.60元，

而資料顯示該團有16名成員。 8  童子軍活動在當時已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葡國的童子軍協會曾

於1926年3月致函澳督並附有一些童子軍的章程和總規章，當中提及Artur Borges於1923年擔任童

子軍（原函未說明職位）並請求澳督確認Artur Borges的職位，令澳門童子軍有更好的發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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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童子軍澳門分部

關於澳門華人學童的童子軍組織，1960年代出版的《澳門華僑志》第三章“澳門華僑文化

教育”曾提及孔教會捐款建立孔教學校，該校鑑於兒童體魄鍛鍊之重要性創辦童子軍，謂“澳

門之有童子軍實由此始”，另編者又提及其後有畢成盛、趙不朝等開辦的齊民童子軍學校。 1  

查孔教學校創辦於1914年7月9日， 2  但《澳門華僑志》其實未有明確說明童子軍的成立日期。又

陳海光表示澳門的童子軍的活動或始於1918年。當時劉君卉等人在“澳門英文學校”組織活動，

其後再聯合畢承英、鄭學餘和趙不樵等人在澳門設“澳門中華童軍協會”。 3  陳海光是中國童子

軍廣東省理事會理事兼副總幹事，也是中國童子軍總會特派駐澳聯絡員，只是此追述暫屬孤證，

相關人物的名字如趙不樵等與前引《澳門華僑志》所提及的亦略有不同。陳海光又在該文中提及

澳門僑校舉辦童子軍活動受到政府的限制，直至1936年澳葡政府葡國童子軍主持人逝世後，阻力

才大減，但他所指的或是1935年3月逝世的巴士度（Artur Basto）。

前言中提及廣東中華童子軍支部曾舉辦“領袖養成所”，第一期童子軍領袖訓練班於1916年

8月舉辦，1917年2月續辦第二期，1917年6月續辦第三期，而第三期即有來自澳門的學員。 4  從早

期的報章所見，1919年1月11日，“澳門童子軍分部”曾開武術會，是日各界來賓極盛，澳門各技

擊家赴會各演專長。 5  又1919年6月，“澳門童子軍分部”派隊員往四鄉演講國耻，力勸國人抵制

劣貨，演講隊高豎白幟數枝，大書“晨鐘暮鼓警告同胞振興國貨毋忘國恥”。 6  這兩則報導透露

的是“澳門童子軍分部”組織的存在，另有一則是關於澳門童子軍參加1924年6月29日在廣州舉辦

的“童子軍日”活動， 7  這些都意味着澳門童子軍與國內童子軍活動的聯繫。

在1921年5月7日的“澳門學界國恥紀念大巡遊”和10月10日的“雙十節巡遊”兩項活動中，

“中華童子軍澳門分部”的角色似乎相當重要，兩項活動都由該分部發函邀請各界舉行慶祝，該

分部似有領導的角色。當時的中華童子軍澳門分部（報導用“澳支部”）的辦事處設於近西街

的智渡學校。“中華童子軍”就是當時在上海的“Boy Scout Association of China”的官方中譯

名。 8  關於五七國耻紀念大巡遊，中華童子軍澳門分部函邀各校聯合舉行，活動目的是要“激刺

各界耳目”，當日參加的學校包括智渡、濟民、佩文、志道、崇實、培正、德華、澄波、坤元、

覺民、建新、道明、習成、平民、蓮峰義學等十五校，人數達千人以上，“各生均手執小旂，上

1 	丁中江總編撰︰《華僑志︰澳門》，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4年，第68－69頁。此二說應引述馮漢樹

編︰《澳門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0年，第16頁。

2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2頁。

3 	陳海光︰《僑澳童子軍概況︰輔導澳門童子軍事業經過》，《廣義童子軍團年刊》（上海）1948年第3期，第

124頁。

4 	《廣東童子軍史略》，《申報》（上海）1919年1月8日。

5 	《澳門童子軍開武術會紀盛》，《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9年1月14日。

6 	《澳門童子軍之愛國聲浪》，《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9年6月14日。中國被迫接受“二十一條條約”後，

激起澳門人士的反抗，澳門的商界和學界於1915年5月22日集會，報載“廿二號僑澳商、學各界在下環育賢學舍

開國恥大會，到者八百餘人，由主席鄭君珍國演說，略云此次承認日本要求各件，實為彌天大辱，嗣後願我國

民均有愛國觀念，認定貿易自由主義，說畢眾皆鼓掌，至四點餘鐘茶會而散”。見《澳門僑民開國恥大會》，

《申報》（上海）1915年6月3日。

7 	《各省教育界雜評──廣州之童子軍日》，《申報》（上海）1924年7月5日，第11版。

8  Kemp, G. S. F., “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of China,” Chinese Recorder, Jan 1916, pp. 69－71. China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檢索於http://gale.cengage.co.uk/empire.aspx（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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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警語，間有製作像生等物，以為提撕警告之用”，報導指各校率隊繞行全澳一周。 1  至於雙十

節巡遊，該會將活動擬定為“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日”，計劃是聯合工商學各界於是日升旗、燃爆

和休業，夜間再舉行提燈大會。參加提燈大會的人士，於晚上六時在南灣出發，分甲乙兩大隊，

甲隊為學界，乙隊為工商各界，巡行路線由該部擬定，並規定巡行時不得有營業告白性質的隨行

品。 2

1922年5月7日的國耻紀念，中華童子軍不再領頭，改由“澳門教育會”（即現今“澳門中

華教育會”）發動和領軍，藉以喚起邦人愛國心。巡遊於當日下午二時舉行，隊伍從南灣出發，

由三巴仔洋樂隊前導，隨後的是中華童子軍、智渡、齊民、佩文、平民、明智、坤元、怡雲、勵

英、至德、立詩、德華、澄波、建新、覺民、勵志、議事公局女校、蒙學、崇實、南洋夜學、蓮

峰義學等校，並西醫畢業醫學會共計男女學生三千餘人。 3

“中華童子軍澳門分部”曾在澳門設立一所齊民學校。按《齊民學校招男女生簡章》（1929

年）的介紹，該校校址設在爐石塘20號（萬昌雜貨店樓上），學校依新學制規定，設有高級小

學（二年）和初級小學（四年），辦學的宗旨為“貫輸青年智識，養成剛正純美之公民，以應國

家社會之需要”，而高小和初小課程中都設有“童子軍學識”。 4  齊民學校的招生簡章中，初小

和高小另設有“體操”一科，故應屬與“童子軍學識”並列的課程。1929年陶英學校招生簡章

中，高小和初小均設“體操”，1929年習成高初兩等小學校的招生簡章中，高小和初小均設“體

育”，1930年精華學校的初小和高小均設“體操”，1941年勵群小學的招生簡章只設“體育”

（但該校有童子軍），1929年澳門漢文學校的招生簡章中，未見列出與童子軍或體育相關的課

程，故可推知童子軍並非當時各校共有的學科。《僑民中小學規程》始於1931年，據此僑民中小

學課程應依照教育部制定中小學課程標準辦理， 5  而1929年公佈的《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其

中“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總說明”見“黨童子軍”只屬小學的課外作業。 6

（三）澳葡童子軍活動

1933年4月，澳葡政府公佈《葡國童子軍規律》， 7  規定葡國童子軍的名稱、宗旨、特點、

總部、成員，以及該組織的架構。然而，關於澳門童子軍的活動，最為人熟悉的應是位於白鴿巢

花園內賈梅士紀念像前的碑記。 8  該碑文有中文和葡文，大抵是葡國童子軍努那歐維士隊（Nuno 

Alvares）第12旅，以及中國童子軍粵華中學隊第28、29、30、32、33、34旅，於1933年6月10日

宣誓效法葡國詩人賈梅士之記。6月10日，當天是澳門的賈梅士日，報章報導中葡各界及各學校

在白鴿巢公園舉行紀念典禮，儀式由護理總督山度氏（Pedro da Rocha Santos）主持，一眾官員出

1 	《澳門學界之國恥紀念大巡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5月10日。

2 	《澳門童子軍雙十節舉行巡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10月5日；《澳門中華童子軍發起聯祝國

慶》，《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10月7日。

3 	《澳門學界國恥大巡行》，《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2年5月10日，第2張第2頁。

4 	“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展品，澳門中華教育會主辦，2010年9月10－30日。

5 	阮華國編︰《教育法規》（第2版），上海︰大東書局，1947年，第562頁。

6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第1冊“幼兒園及小學之部”，上海︰卿雲圖書

公司，1929年，第27頁。

7 	第21397號大總統令“核准葡國童子軍規律”，《澳門憲報》1933年4月15日，第15號，第342－343頁。

8 	蕭國健編︰《澳門碑刻錄初集》，香港︰顯朝書室（自印本），1989年，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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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當中並有150名粵華中學的童子軍。當年的中葡報章均報導此事， 1  未料《香港工商日報》更

原文照刊波治（Artur Borges）當天的講辭，由於史料珍貴，故不憚引錄如下︰

在場童子軍、吾人今日集合之地點、即為四百年以前、大西洋國詩人賈梅士暨最

先蒞止中華之大西洋國人士、與中華人士第一次會合之處所也、自此次會合之後、彼

此帝（作者按﹕遞）相往還、而發生互助之關係、浸假而至中葡間友誼、日趨輯睦、與

牢結、其友誼之表現、在中華方面、為允許西洋國船舶由歐來航、在中途遇風、漬濕貨

物、得在此半島上曝晾、及日常供給大西洋國人士食品、而在大西洋國人士方面、則為

實力有效協助中華官吏、勦辦大股海盜、是乃蓄謀劫掠沿海岸居民、及窺伺廣州、而屢

次實行封鎖廣州口岸者、嗣經此次武力行動協助後、遂致前中華君主、油然而興酬報

之念、旋將澳門一地、贈與大西洋國、用表謝忱、在吾人今日所踐立澳門、不外由友誼

與酬報二者而發生、此友誼與酬報、弍者固為吾輩童軍軍律中所確定者也、茲者、中葡

童軍互相攜手、吾人應存唯一之觀念、此觀念為何、即利國福民是（作者補﹕也）、今

之所以擇定此地點而集合者、緣此地乃中葡兩國族人士、最初會合處所、並由此而溝通

兩國情感、具有悠遠之歷史者、職此、吾人今日宣誓、將舍此末由、凡人均應明瞭童子

軍、乃萬國之行動、其宗旨以聯絡人類互相結合為依歸、用符四海之內、皆兄弟者也、

中葡親善、既具悠遠之歷史、此後吾人更應共同行動、力謀中葡兩國間固有之睦誼、日

益鞏固、廖奉基女士、長粵華有年、是能深明斯旨者、當鄙人提出該校學生、宜即加入

萬國公認、及在萬國童軍部立案之大西洋童軍會議時、立蒙贊允、鄙人茲當眾向廖女士

前、敬表謝忱、在場各童軍、汝等應永遠切記今日之日、及今日莊嚴之宣誓、並應永遠

保持於童軍軍律範圍中討生活、尤應當守汝等份內之事、斯足致汝個人福利、而國家將

亦同蒙福利焉、今日之慶典、是宜可紀、而對於鑑臨吾人上之詩人、亦宜敬禮、並為文

勒石、置此後之人、其亦足以想像今日之莊嚴舉動歟、護理澳門總督、暨在場男女諸

君、今日荷蒙蒞場指示禮儀、鄙人曷勝欣幸、敬向諸君表示謝意、抑更要求俞允、為今

日舉行典禮之人證焉、在場各童軍、現吾人應為份內之事矣。 2

講辭中除提及賈梅士的貢獻和成就外，內容也提及童子軍的宗旨，即是要培養青少年的體力和智

力，希望他們對國家和社會有所貢獻；童子軍是國際活動，希望澳葡童子軍可以像澳葡之間友誼

一樣有良好的發展，不分種族，互相幫忙。講辭中並提及粵華校長廖奉基很快便答應讓該校學生

成為葡國童子軍的分支。當時負責給中國學生翻譯的是華務局漢文文案何肅。揭幕時，石碑上有

中葡兩國的國旗。報導指護督希望其他學校能跟隨粵華中學，並稱譽粵華是當時殖民地最好的中

文學校。

1934年8月初，廣州的童子軍先後到訪香港和澳門，資料見當時的民政廳長致Artur Borges的

信件。 3  另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於1935年5月8日慶祝英皇佐治五世登基銀禧紀念，時任港督貝璐爵

1  “No Dia de Camoes. Recordando o passado … Simpatica homenagem. Juramento dos Escoteiros Chinêzes”（賈梅士

日，追懷往昔，肅穆致敬，中國童子軍誓言), in A Voz de Macau（《澳門之聲》）, 12 June 1933, pp. 1, 6.
2 	《馬交人士紀念詩人賈梅士，中葡童軍舉行宣誓禮》，《香港工商日報》（香港）1933年6月12日，第3張第1

版。

3 	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AC/SA/01/14994，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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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Sir William Peel）及其伉儷分別為男女童軍總會領袖，曾在香港足球會舉行了一次童子軍大

集會。集會名為“Jamborally”，共六百多名童子軍參加，當中廣州和澳門各有超過90名童子軍出

席，來自廣州的童子軍由一名姓氏譯音為Tam的人士率領，澳門的就是Mr. A. T. Bourges。 1  名字

的拼寫雖略有出入，但此人應即Artur António Tristão Borges，而他早於1931年7月已曾率領澳門的

葡童子軍團到香港交流。 2

（四）抗戰時期澳門的童子軍

抗戰期間，從澳門報章上可知童子軍活動未有間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省港的學校遷

往澳門復課，童子軍的活動亦隨之積極發展起來。該期間澳門的童子軍主要從事勸募、慰勞、宣

傳和施賬戰時服務工作。 3  從報章所見，澳門當時凡舉辦慶祝活動、運動比賽，又或貧民賬濟活

動，都有童子軍維持秩序，而童子軍亦有參與售旗之類的募捐活動。1943年澳門曾舉辦20場小型

足球慈善賽，為天主教平民粥場募款，有報導指負責服務的15校童子軍深受澳督和主教的嘉許，

並獲頒獎章。 4  澳門於1939年3月15日慶祝童軍節，有二十多所學校千多名童子軍在新馬路平安戲

院舉行慶祝活動。該活動由崇實中學校長梁彥明主持，致辭的有廣東僑務處處長徐天琛、海外部

處長李樸生、童子軍理事處理事梁一鍔，以及培正學校校長代表莫京等。 5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團第一團宣傳隊”曾於1938年在澳門活動，與澳門各

界直接互動。根據宣傳隊的工作報告表（廣東省）所示，該團的服務時間於1937年12月9日從香

港開始，12月24日到了廣州，之後到過佛山、順德、中山服務，1938年2月7日轉到澳門，再往中

山、順德、南海、佛山，再回廣州。4月28日至5月12日的地點是廣州。該團於1938年2月8日至18

日期間在澳門服務，共有三次具體的活動︰一是在澳門的平安戲院進行公開演講、歌詠和幻燈大

會共十次，報告指“每場均滿座，初擬公開兩場，以觀眾擁擠不堪故增至十場，而觀眾猶擁擠，

足見僑胞抗戰情緒之熱烈，共計觀眾萬餘人”；二是在澳門粵華中學舉行演講、討論、放映、幻

燈等活動，學生參加者約四百餘人；三是在澳門宏漢中學舉行演講、討論、幻燈等活動，學生參

加者約三百名。 6

葡籍學生的童子軍組織或於1941年以前便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葡國青年團”。 7  1942年

8月14日《大眾報》報導指出，當時葡國全體學生已參加軍訓多年，澳門的葡籍學生則始於1941

年。該團由督察長官耶（Alberto Ribeiro da Cunha）任團長，凡澳門葡籍學生，由六歲起凡中小

1  “The Jamborally: Scouts and Guides Give Fine Display,” Hong Kong Daily Press, 9 May 1935, pp. 7, 11.
2  “Macao Boy Scouts: Weekend Camp in Kowloon,” China Mail, 27 July 1931, p. 1.
3 	陳海光︰《僑澳童子軍概況︰輔導澳門童子軍事業經過》，《廣義童子軍團年刊》（上海）1948年第3期，第

124頁。

4 	《天主教平民飯場昨招待童軍團》，《大眾報》（澳門）1943年6月28日；學欽︰《在督憲杯頒獎禮前勖勉中國

童子軍》，《大眾報》（澳門）1943年7月15日。

5 	《澳門童軍昨慶祝童軍節》，《大公報》（香港）1939年3月16日，第5版。

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團第一團宣傳隊工作報告書》，全宗號︰五／案卷號︰14846／無

日期／共34頁。

7 	葡國青年團設立的宗旨見屬務部第29453號大總統令，見《澳門憲報》1939年4月1日，第13號，第167－169
頁。其中第36條規定該法令生效後即取消殖民地的童子軍團。另《澳門憲報》1941年10月4日公佈第28410號大

總統令，核准葡國青年團團長副團長團員等制服徽章衾章形式，第651－661頁；1941年10月18日公佈屬務部第

9788號札，飭令各屬地“對於第30921號大總統令所批准修正之葡國青年團章程即付實施”，第6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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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均加入受訓。該青年團於1942年8月14日的聖人歐維士（Jorge Álvares）紀念日舉行青年團大

檢閱，程序大致為：（1）在助學會舉行彌撒禮和聖旗禮；（2）由澳督夫人馬利向青年團獻旗；

（3）全體青年團舉行宣誓；（4）澳督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檢閱青年團及該團舉行

大操；（5）在市政廳開慶祝大會。 1   當年在澳門僑校的童子軍，也有參與青年團的活動。1941

年12月1日葡國的復興紀念日，廣大、培正、崇實、知用、教忠、培英、孔教、聖若瑟、雨芬、中

德、嶺分、紀中、濠江等十三校共二百多名的童子軍曾應邀觀禮，他們在新口岸齊集，經新馬路

沿海街前往，但他們並未參與檢閱。 2  另中華教育會曾於1943年8月27日的會務報告中，顯示曾

召集各校童子軍主任商定中國童子軍參加葡國青年團慶祝（12月1日）復國紀念典禮的觀禮公約

儀式。 3

（五）抗戰勝利後的童子軍

抗戰勝利後，中央政府特別成立澳門童軍分會籌備處，隸屬廣東，由陳海光兼任駐澳門聯

絡員，以拓展澳門分會會務，也曾舉辦全澳童子軍大露營及總檢閱，重要的紀念日亦不乏文字宣

傳。1946年2月25日，那是和平後的第一次童子軍活動，《華僑報》當天特刊合共有四篇文章，分

別為張鐵軍《童軍們奮起毋忘當前的重任》、葉劍鋒《實現三民主義的童軍教育》、高朝宗《從

“二二五”說到“三一五”》、黎潮舒《我們該怎樣去訓練童子軍》，以及高朝宗《童子軍創始

日感言》。 4  1946年3月15日，《華僑報》當天刊出“中國童子軍節特刊”，共刊登三篇文章，分

別為張鐡軍《家破親亡──感想童軍教育的重要》、陳玉文《訓練幼童軍的意義》和葉劍鋒《中

國童子軍之新任務》。這些文字都強調童軍教育的重要性，尤其在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童子軍

要堅負國家民族的重任、有衛國的重責，以及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等等。1946年的雙十國慶有18

校共2,330名童軍參加檢閱， 5  1947年參加3月5日童軍節，參加檢閱的團隊共23校，包括廣大、粵

華、嶺分、蔡高、聖若瑟、中德、教忠、孔教、聖羅撒、濠江、培正、紀中附小、致用、培道、

陶英、崇實、望德、吳靈芝、行易、勵群、佩文、淑賢和協和等。 6

1947年6月5日至9日在黃花崗舉行的“中國童子軍廣東省第一次全省總檢閱大會”，廣東省

共41個縣市單位參加，澳門分會也有代表，競賽分檢閱、野外生活、課程、技能和展覽五大項

目。 7  粵華中學除派代表多人加入全澳童子軍代表隊以外，另自組織童子軍觀摩團，一行41人，

由校長廖榮福親自率領， 8  具體資料如下（表1）：

1 	《葡青年團今日舉行大閱操》，《大眾報》（澳門）1942年8月14日。

2 	《復興紀念昨舉行，葡青年團大操演澳督親臨檢閱，旅澳中國童子軍被邀前往觀禮》，《大眾報》（澳門）

1941年12月2日。

3 	《教育會本年度會務報告停辦學校共有二十五間》，《華僑報》（澳門）1943年9月1日。

4 	《闔澳中國童子軍紀念“二二五”創始日大會特刊》，中國童子軍廣東省澳門分會編印，《華僑報》（澳門）

1946年2月25日。

5 	《雙十國慶紀念大會全澳同胞熱烈慶祝》，《大眾報》（澳門）1946年10月12日。

6 	《中國童軍節澳分會開慶祝大會並舉行檢閱禮》，《市民日報》（澳門）1947年3月2日。

7 	《中國童子軍廣東省第一次全省總檢閱特刊》，中國童子軍廣東省支會理事會編印，1947年，第14頁；陳海

光︰《革命策源地童子軍事業概況》，《廣義童子軍團年刊》（上海）1948年第3期（11月），第117頁。

8 	《澳童軍代表隊今日奏凱歸還》，《市民日報》（澳門）194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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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總檢閱各單位報到一覽表（節錄）

單位 領隊
小隊數 服務員 童子軍

合計 營幕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澳門 葉劍峰／高朝宗 6 3 8 1 38 23 70 13

澳門粵華中學 廖榮福 6 ／ 2 ／ 39 ／ 41 10

其他39個省市或單位（略） 127 38 121 4 1,069 315 1,542 234

資料來源︰《中國童子軍廣東省第一次全省總檢閱特刊》。

人數見於特刊的《總檢閱各單位報到一覽表》，其他39個省市或單位數字略去，而最後一行

的數字則是根據該表資料計算所得。 1  澳門的代表可能是三個中隊， 2  一般而言，每小隊人數為7

人（正副小隊長在內），三小隊為一中隊，設正副中隊長各1人，共33人，三中隊為一團。 3

由於澳門的童子軍是首度參加全省的比賽，故當時澳門的輿論有認為該活動將是澳門僑教的

程度、僑胞愛國的情緒、童子軍教練的學問，以及各界首長各校校長的正義感和團結性等方面的

綜合表現。澳門中國童子軍參加全省總檢閱籌備會第二次常務會議於1947年5月13日晚上召開，

主席報告聘定高朝宗、黎潮舒、霍祺俊、朱耀德、黎劍心、余勇文、陳玉文等為代表隊教練，每

日到場訓練童子軍；童子軍代表隊每日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星期日上午七至十一時）到南灣廣

場受訓。至於各部職員，會上決議葉劍峰為總領隊，隨團的還有高朝宗、黎劍心、陳玉文、鄭宇

生、朱耀德、余勇文，以及女童軍教練梁碧霞等。 4  澳門參賽的代表隊經過多輪淘汰以後，選定

的名單如下︰

（1）男童軍共35名（廣大8名；粵華6名；嶺分5名；孔教、勵群、致用各3名；蔡高、淑

賢、佩文、宏漢、崇新、望德、行易各1名）。

（2）女童軍共21名（廣大16名；致用3名；佩文2名）。 5

名單中似乎只有廣大和嶺分是抗戰時期遷到澳門的學校。全隊共61人，廣大中學佔30名代

表（男12、女18）。 6  澳門童子軍代表隊其後更獲全場冠軍， 7  成績有極大鼓舞作用，不少社團

感到振奮，紛紛舉行慶功宴。中國童子軍總會兼理事長陳誠將軍，更以分會負責人葉劍峰、屈仁

則、黃石如、高朝宗、黎潮舒、張鐵軍、鄭宇生等工作努力，特傳令嘉獎，獎令共七張。 8

1948年雙十國慶巡行，當時澳門有六千多名學生參加，全澳私立的中小學校數為68所， 9  其

1 	《總檢閱各單位報到一覽表》，《中國童子軍廣東省第一次全省總檢閱特刊》，中國童子軍廣東省支會理事會

編印，1947年，第12頁。

2 	《陳海光抵澳視導童軍團務》，《華僑報》（澳門）1947年5月6日。

3 	《中國童軍節澳分會開慶祝大會並舉行檢閱禮》，《市民日報》（澳門）1947年3月2日。

4 	《澳童軍參檢籌備會推定赴省各部職員》，《華僑報》（澳門）1947年5月16日，第3版。

5 	《澳童軍參檢籌備最近情形》，《華僑報》（澳門）1947年5月17日，第3版。

6 	關於廣大中學於1940年代的童子軍活動，可參考鄭振偉︰《1940年代遷澳學校與澳門教育的發展──以廣大中

學為例》，《民國研究》2016年秋季號，第168－187頁。

7 	《廣大中學歡宴慶功》，《市民日報》（澳門）1947年6月22日，第3版。

8 	《童軍總會嘉獎澳分會辦事人》，《華僑報》（澳門）1947年5月21日。

9 	《中華教育會召集全澳中小學編定巡行時次序》，《市民日報》（澳門）1948年10月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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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8所學校能派出300人以上隊伍，即鮑斯高樂隊及學生（300名）、粵華中學（含童軍及樂隊，

500名）、嶺南中學（380名）、聖若瑟中學（560名）、孔教中學（310名）、廣大中學廣大附小

（450名）、漢文小學（300名）和勵群小學（386名）。 1

中國童子軍“澳門分會”成立以後，由於成績卓著，其後核准改為“澳門直屬分會”，成立

儀式於1948年5月8日舉行，劉次修任常務理事，高朝宗任理事兼總幹事，會址設於柯高馬路50

號。 2  當天出席者包括外交專員郭則范，澳支部委員余和鴻，鏡湖醫院副主席何賢，商會代表以

及各校校長。當日由郭則范致訓詞，並由高朝宗致答詞，並高呼口號，又當日參加典禮的童子軍

團有聖若瑟、廣大、嶺分、蔡高、啓智、協和、紀中、仿林、孔教、崇實、漢文、濠江、培正、

勵群、瑞雲、陶英、望德、知行等校。 3  高朝宗為廣大附中童軍主任，於1948年5月16日至18日

以支會總幹事的身份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童軍教育行政會議。 4  1948年，當時澳門奉准登記的

中國童子軍有531、3728、3617、4123、2456、5272、5962、3919、5975、5976、5727、3918、

4246、2774、7885等共15團。 5  以上登記號可知校名者為：3728為蔡高中學，3617為孔教中學， 6  

3919為致用小學， 7  5976為淑賢小學， 8  2774為總理紀念中學。 9  另知行童子軍團於1940年在中

國童子軍總會立案，核編為第4264團， 10  培正中學童子軍6726團於1948年6月成立， 11  廣大中學童

子軍團於1948年3月改編為6295團， 12  聖若瑟於1948年3月成立童子軍第6468團。 13

澳門童軍分會於1949年4月曾先後召開會議。在第二次童軍教練服務員座談會上，議決活動

日期定於5月3日，活動定名“澳門中國童子軍聯誼大會”，分別舉行各課程表演，參加者以校為

單位，所報表演項目不得超過三種，並限定於4月27日填報並交廣大中學編配，表演地點為南灣

廣場。工作分配方面，總指揮高朝宗，分區指揮兼糾察張鐵軍、鄭宇生、霍祺俊、梁碧霞、林中

洲，司儀許謨諒，幹事盧元、鄭厚源、黃國材、謝成志，表演場指導員陳玉文、盧元、區象新、

1 	《六千餘學生參加國慶大巡行》，《大眾報》（澳門）1948年10月12日，第4版。

2 	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AC/SA/01/19872，第3頁。

3 	《中國童軍澳分會昨舉行成立禮暨理事宣誓就職》，《市民日報》（澳門）1948年5月9日。高呼的口號包括︰

（1）實行三民主義；（2）實現三大誓詞；（3）遵守十二規律；（4）童子軍是建國的少年兵，發揚智仁勇的

真精神；（6）擁護蔣會長；（7）中國童子軍萬歲；（8）中華民國萬歲。

4 	《全國童軍教育行政會議本月十六在京舉行》，《市民日報》（澳門）1948年5月5日；《高朝宗飛京出席童軍

教育會議》，《廣州大學校刊》（廣州）1948年第39－40期，第5頁。

5 	陳海光︰《僑澳童子軍概況︰輔導澳門童子軍事業經過》，《廣義童子軍團年刊》（上海）1948年第3期，第

124頁。

6 	澳門孔教中學童軍徽章，“百年樹人──澳門百年教育文物史料展”展品，澳門懷舊收藏學會主辦， 2007年12
月5－10日。

7 	致用小學校長葉向榮就是中國童子軍3919團的團長，見《澳國大代表候選人葉向榮先生略歷》，《市民日報》

（澳門）1947年11月3日。

8 	《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7年12月13日。

9 	《總理紀念中學舉行童軍二七七四團成立典禮》，《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0日。

10	《知行童軍團歡迎團長張必敬返澳》，《市民日報》（澳門）1948年4月9日。

11	《培正中學童子軍六七二六團行成立禮》，《世界日報》（澳門）1948年6月13日；《澳校童子軍團舉行成立典

禮》，《培正校刊》（澳門）1948年總第17卷第1期，第13頁。

12	《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8年3月7日。

13	《聖若瑟昨校慶暨童軍成立典禮，舉行成績展覽及檢閱》，《市民日報》（澳門）194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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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泉等。 1  表演項目經先後報會匯集後，在廣大童子軍團抽簽，決定表演次序，共計有24單位

參加，包括啟智、崇實、宏漢、瑞雲、望德、嶺南、聖若瑟、佩文、知行、勵群、粵華、淑賢、

東莞、仿林、致用、中正、吳靈芝、崇德、孔教、銀業、廣大、易行、蔡高和崇新等。 2

澳門的童子軍活動發展至1950年出現部分停頓。1950年2月8日下午，中華教育會假商會禮堂

召開全澳僑校聯合座談會，經商討後認為學校的童子軍已無存在必要，故議決一律廢除，由體育

活動代替，另公民科同樣認為無存在必要，議決取消。之後該會曾通告各校一律懸掛五星國旗及

唱國歌。當日出席者，除教育會的陳道根外，還有仿林周炎荔、廣大陳律平、培道李瑞儀、濠江

杜嵐、吳靈芝鄭慧如、嶺南羅作祥、鏡湖余倩嫻、崇實盧元、陶英陳公善、孔教劉漢宜、東莞葉

向榮、東南畢漪文、崇新張志誠、瑞雲陶伯袞、海員郭如、行易張乃然、蔡高余艷梅、協和廖奉

潔、銀業陳文堯等十餘人。 3  筆者在香港出版的舊報章上，也翻出一些1950年以後與澳門童子軍

活動相關的零星報導，主要是露營和童軍節的活動。當時的粵海、中德、崇新、鐵城、中山、仿

林、博文、德明、難胞和聖羅撒等校或仍設有童子軍，更有一則報導是澳門有十名童子軍出席葡

萄牙里斯本的童子軍大會，且全部費用由葡國政府資助。 4  這些有待筆者另文再作探討。

總語

澳門的童子軍活動始於1911年，時間較上海和武昌的童子軍活動為早，儘管那時只是葡籍青

年的活動。上海華童公學和基督教青年會於1913年4月才相繼在上海組織童子軍，另嚴家麟1912年

在武昌文華大學創辦童子軍一說，時間也是較晚的。 5  整個1910年代，澳門童子軍的發展暫只見

少量資料，主要是僑校童子軍參與愛國運動，而較重要的是澳門葡籍學生的童子軍曾隸屬於助學

會，童子軍團正設於當時的男子中心學校。《澳門憲報》刊登助學會的章程，說明該組織受到重

視，也可推知因為活動已有相當的發展，才有成立組織和落實經費來源的需要，其後亦見一些籌

款救災和交流的活動。華人方面的童子軍活動同樣屬於學校的活動，其組織亦設於學校，但當時

應只是一童子軍分部，而童子軍的領袖曾到廣州參加訓練。澳門童子軍分部曾設於智渡學校，故

該校的核心人物應也是華人童子軍活動的核心人物，尤其該校曾召集各校舉行大型活動。齊民學

校應是澳門早期童子軍活動的另一重要場所，但童子軍只見於某些僑校的課程。華人和葡人的童

1 	《童軍服務員座談會討論課程表演事宜》，《市民日報》（澳門）1949年4月24日。

2 	《本澳各僑校童軍課程表演昨日舉行抽簽》，《華僑報》（澳門）1949年4月29日；《童軍表演抽簽決定次

序》，《市民日報》（澳門）1949年4月29日。

3 	《全澳校長決議取銷童軍課程》，《大眾報》（澳門）1950年2月10日；《僑校校長座談會決定四項辦法》，

《華僑報》（澳門）1950年2月10日。

4 	《澳門童軍飛葡京出席童子軍大會》，《華僑日報》（香港）1960年8月2日。

5 	孫玉芹認為此說法始見於1930年代，認為或來自“中國長期受外國勢力壓迫而迸發的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情

感”。見孫玉芹︰《民國時期的童子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頁。然而，從兩則資料來

看，上海童子軍會長、華童公學校長康普本人已明確表示首隊華人童子軍是文華大學（Boone University）

的“中華童子軍”（Boone Boy Scouts）。見G. S. F. Kemp, “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of China,” in Chinese 

Recorder, Jan 1916, pp. 69－71; “Chapter XXI The Boy Scouts in China,”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9: 196－

204, China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檢索於http://gale.cengage.co.uk/empire.aspx（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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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軍活動並非全無交流，1933年賈梅士日的活動就是具體例子，葡人並視之為一種親善和睦的體

現。從那些派出童子軍參與社會服務的僑校名字看來，某些僑校在1930年代仍處於建校階段，某

些更是抗戰後才遷到澳門的，故筆者估計1930年代初期，除粵華中學以外，其他各校的童子軍活

動仍未具規模。葡籍學生的童子軍約於1941年改為葡國青年團，而僑校在葡人的管治下，童子軍

亦曾參與該青年團的活動。

澳門僑校的課程以國民政府的課程為主，根據《僑民中小學規程》，童子軍活動亦列入澳門

學校的課程，學校立案更必須符合相關的規定。隨着抗日戰爭爆發，廣州的一些學校陸續遷往澳

門，學生人數激增， 1  而這些學校本來就有童子軍活動的傳統，加之其時社會上各種活動對童子

軍服務有一定的需求，對推動澳門童子軍有積極的作用。以1939年3月和1946年10月這兩個時間

點作比較，參與慶祝活動的童子軍人數幾乎翻了一倍。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團與澳門的童子軍更

曾有直接的互動，而澳門的童子軍在當時各種社會服務上也有相當好的表現。抗戰勝利以後，國

民政府通過國民黨澳門支部的積極活動，童子軍的發展勢頭更是矚目。民國中央政府在澳門特設

童子軍分會籌備處，澳門的童子軍活動又因表現突出，分會獲核准改為直屬分會，地位的提升無

疑令時人對澳門一隅的童子軍活動刮目相看。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  1936/1937年度在澳門華視學會立案學校的學生數為8,020名，1939/1940年度激增至22,845名。見鄭振偉︰

《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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