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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廣志的著作《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以下簡稱《澳門之魂》），已

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於2017年4月出版。該書共計約65萬字，分為八章，從澳門華商家族崛起、社會

奉獻到國家關懷，層層深入，完整展現了澳門華商家族發展壯大、投身社會事務及國內政治活動

的歷程，全面系統論述了晚清澳門華商崛起的背景、途徑、貢獻以及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是本

世紀以來澳門學研究的較重要的創作之一。

一

澳門回歸前，學界主要關注澳門在中葡關係、近代貿易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宏

觀問題，從研究成果來看，還很難弄清澳門內部社會的歷史形態。因此，隨着回歸熱潮的消退，

澳門歷史的微觀研究尤為迫切，吳志良曾指出，以往的澳門研究着重探討城外問題，而“關於本

土社會的管理和運行軌跡的論述明顯不足”。 1  呼籲學界要更多地思考澳門社會的內核問題，以

期客觀、平允地回答“澳門到底怎麼樣”的問題。

晚清時期，華人佔澳門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澳門的主要族群，同時還是澳門經濟社

會發展的中流砥柱。湯開建認為“從某種意義而言，一部澳門近代史，主要記錄的就是澳門華人

史”。 2  但是，在中、葡兩種政治勢力夾縫之下，澳門華人群體處於“邊緣”地位，境界尷尬，

加之“黃賭毒”、“販買豬仔”等負面標籤，學界對澳門社會缺乏研究熱情，雖對貢獻卓越的個

別華商偶有關注，但也只停留於“軼事書寫”的狀態。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華商家族的成

長，以學理思維對其進行詳細的考證，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並沒有形成對澳門華人族群的整

體思考。因此，《澳門之魂》以晚清澳門華人社會為研究對象，有着頗為重要的選題意義。

該書前兩章主要考察華商崛起的社會背景，論述了鴉片戰爭前後澳門形勢的蛻變，分析澳葡

政府推行承充制度的原因、內涵及其意義，敘述了華人新移民利用承充制度，承攬了澳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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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活動與市政服務項目，積聚大量財富，逐漸崛起，並最終主宰澳門的經濟命脈。第三、四章

分析澳門華商主要參與和控制的商貿活動，包括鴉片貿易、苦力貿易、賭博業、房地產業、茶葉

貿易、航運業、典當業、工業、旅遊業、漁業、軍火貿易等行業領域。第五章探討了華商崛起後

的地位變化，澳門華商成為澳門最大的納稅群體和業主後，積極參與澳葡政府關於華人社會事務

的諮詢以及社會公益活動。第六章從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關係出發，分析晚清時期澳門主要華商

家族崛起與發展的道路。第七章通過探討澳門華人社會組織的功能與作用，分析居澳華人在一個

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如何自治，並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堅守。第八章集中展示了晚清華商參與國內政

治的情感態度和相關活動，深入剖析了華商對中葡兩國“雙重效忠”的實質。

《澳門之魂》是第一部系統地論述華商的崛起、華人社會內部運作、華商群體與澳門社會轉

型的關係的著作。它的面世促進了澳門華人社會綜合性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本書彌補了澳

門學研究的部分空白，其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

二

學術研究想要具有分量和說服力，扎實的文獻基礎必不可少，《澳門之魂》則具有徵引廣

博、史料詳實的文獻特色。作者尤其注重多語種史料的搜集和運用，發掘了大量的文獻檔案資

料。從徵引書目來看，該書所用史料數量眾多、種類繁富。該書的文獻總計逾400種，中文文獻

方面，包括檔案51種，古籍68種，專著和譯著143種，論文98種，報紙、雜誌、年鑑、特刊共計

60餘種；外文文獻方面，包括檔案20種及書刊42種。就種類而言，無論是中文還是葡文，作者都

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比較突出的是，《澳門之魂》充分挖掘澳門歷史檔案館關於華商與機

構所簽訂的承充合同和契約，全景式地勾勒出澳門華人崛起的軌跡與商貿概貌。作者系統地整理

了這批合同和檔案，並首次運用在研究當中，為其分析與立論提供扎實可靠的歷史證據。此外，

作者還竭力發掘未公開的華商家乘譜牒、碑銘傳記、口述史料等。這些民間文書資料的運用有利

於深入地刻劃華商形象、展現華商崛起的過程和華人社會生活的面貌。例如，作者通過《沈氏家

譜》中對沈天爵的記載，完整再現了沈氏從商創業的經歷，由此可以考察嘉慶年間澳門華人的從

業環境和整體經商狀況。

可以說，《澳門之魂》立論於多語種、多種類史料的綜合運用之上，對釐清許多有關晚清

澳門華商的重要史實有着積極的推進作用。如在考釋青洲水泥廠緣起問題時，作者通過檔案、報

刊等文獻資料對比互證，對此前“華商創辦”、“英商參股”等看法予以補充和完善。據作者考

證，事實上青洲水泥廠從創辦到之後的擴股改造，都與華商都有着密切關聯。又如對盧九之死

因的探討，作者通過精細考證，認為岑春煊禁絕小闈姓及盧九藏匿逃犯裴景福這兩大案件相互交

織，盧九虧欠鉅款且陷於政事，故而“自縊”。再如，此書對相關檔案的考證，確認中西藥局原

址為曹氏家族物業，解決了中西藥局相關問題的疑問，進而揭示了孫中山創辦中西藥局期間與澳

門華商之間的關係，發現澳門華商在推介孫中山的醫術和藥局創辦等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

圖文並茂也是《澳門之魂》的一大亮點，書中穿插了近30個表格和40餘張歷史照片。作者在

敘述澳門華商的發展壯大、華商所涉行業及經營狀況、華人社會組織的概況時，往往運用一系列

表格呈現出來，使整個論證一目了然、清晰直觀。此外，照片包括各檔案館、博物館所藏與華人

華商有關的牌照、護照、合同單據等檔案，也有晚清澳門房屋建築、華人舊照，以及澳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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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平面圖等。這些圖片也是史料的載體，記錄了澳門華人社會生活概貌，在文字敘述之上直

接展現了真實的圖像，拉近了讀者和晚清澳門華人的距離。

三

以往學界較注重澳門歷史的宏觀研究，即把澳門歷史置於全球歷史、中國歷史及中西交通史

之中，綜合考察澳門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橋樑”作用。隨着澳門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以及澳門

學術話語權的回歸，澳門研究呈現出由早期聚焦中葡主權之爭到關注社會內部問題的轉變趨勢。

立足於澳門本土，分析探討澳門社會結構與運作體系，《澳門之魂》正是這一趨勢的最新研究成

果。在“緒論”中，作者特別強調本土視角對澳門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該書撰寫的宗旨是“在

中國史觀、西方史觀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澳門史觀，以澳門本土視野，通過對華人及其商業的考

察，以展示晚清澳門最重要的卻往往被忽略的歷史片段”。 1

《澳門之魂》正是以這樣的本土史觀開展對晚清澳門華人社會的研究，除了華人致富的軌

跡外，還詳盡分析了華人社會組織的演變、華人教育發展狀況以及居澳華人的家國情懷，揭示居

澳華人自強自立的精神，展現作者對澳門人文歷史的關注。縱觀近代中國歷史的演變進程，晚清

澳門華人自治是非常特殊且罕有的歷史現象。晚清時期，內地局勢風雲變幻、極為動盪，大批

華人逃往港澳地區避難。但居澳華人處境特殊，他們與中國皇權漸行漸遠，被清朝政府視為“棄

民”，而在澳葡政府的眼中及其實行的管治政策中，卻被視作“外國人”，基本上採取“無為而

治”的態度，因此澳門華人在中葡行政管治體系中是被“遺棄”和“隔離”的，身份被“邊緣

化”。澳門華人為了謀生存、爭取華人社群的利益，自覺成立華人社區組織，以解決族群內部諸

多社會民生問題。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些華人自治組織也逐漸成為澳門管治體系中的一種補充方

式。當時澳門出現了許多社會社團組織，這些華人組織均由華商籌劃、設立，《澳門之魂》將它

們概括為五個階段，即神緣性組織（廟會）、業緣性組織（行會）、慈善性組織（鏡湖醫院、同

善堂）、聯誼性組織（商人俱樂部）與政商性組織（商會）。這些華人社會組織肩負着居澳華人

族群的公益慈善、教育、社會調解等功能，它們在維護澳門社會秩序與促進社會進步方面發揮了

積極的作用。

與此同時，作者並不為賢者諱。澳門近代社會素以“黃、賭、毒、販賣豬仔”為人所詬病，

許多家族後裔也對那段“不光彩”的發跡史諱莫如深，資料往往不見於其家族譜牒當中。《澳門

之魂》的作者利用《澳門憲報》、《鏡海叢報》等大量重要報刊及檔案資料，鉤沉索隱，考證各

大華商家族所涉及到的“偏門”行業，這些研究對於揭示晚清澳門華商崛起的真相意義重大，也

使得此書的論點更為客觀、更具說服力。

四

筆者閱讀《澳門之魂》後發現，該書的主線是晚清澳門華商的崛起、華人社會的形成及其在

近代澳門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實際上，作者透過這條主線，也揭示了澳門華商與華人所具有的

1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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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家國情懷。

居澳華人身份被邊緣化，處境尷尬，為謀生計，他們不得不靈活處之，許多華人在近代主動

加入葡萄牙國籍。《澳門之魂》考察了澳門華人入葡籍的幾個重要階段、入籍條件及流程，同時

對其原因也作了探討。作者認為，就澳葡政府而言，澳葡當局積極推動華人入葡籍原因有三：推

行殖民政策的重要舉措；擴大對華人的行政、司法管轄；增加政府收入。對於華人主動入葡籍的

動機，作者也基於葡籍國民權利、商業活動的需要以及葡國國籍制度的完善等三方面進行綜合考

察。作者在書中評價居澳華人這種行為是“出於術而非動乎情”， 1  也就是說，作者認為晚清澳

門華人入葡籍乃出於謀生之目的，並不是情感使然。

從根脈傳承上來講，身處葡人統治下的澳門華人雖然入籍入教，但絕大部分華人自始至終

都懷着華夏民族的優越感，在澳門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而視葡人為外夷， 2  依舊延續着中國傳統

文化，對清王朝表現出極高的認同和關切。《澳門之魂》從忠孝觀、義利觀、善行觀來剖析華人

的行為表現，“上尊朝廷，文承孔教”已經成為澳門華人的一種自覺行為。 3  全書較多地談及華

人價值觀問題，筆者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澳門華人的“忠清”思想根植於心。儘管居澳華人

“臣服”於澳葡政府的管治，有的甚至還自覺要求加入葡萄牙國籍，但事實上，從內心來講，居

澳華人和內地民眾一樣都將“忠孝觀”作為立人立身之則。因此居澳華人大多設法通過捐輸納官

的途徑獲取爵位，爭取清王朝的政治身份，以示其“忠”；此外，他們還回鄉捐建祠堂、義莊、

學堂，每逢內地遇災時則輸帑賑濟，以示其“孝”。第二，居澳華人傳承着中國傳統文化和觀

念。在教育方面，華人所捐辦的學塾十分重視四書五經的傳授，這些學堂成為儒家文化在澳門的

傳習之地。同時，華人的風俗訴求仍然沿襲中國傳統舊俗，在婚姻、立嗣、財產繼承等方面華人

作出諸多努力，迫使澳葡政府將華人風俗法典化。第三，居澳華人與內地民眾相比，他們生活在

西方政治體制之下，對外部世界有較深的認識，文化和政治思想都顯得更為開放。即使華人加入

了葡萄牙國籍，但清朝政府仍然是其情感的依託，他們希望清朝政府能穩定地改進國家治理模

式，因此，澳門一度成為近代中國維新變革的輿論陣地。而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

“雖然澳門華商對孫中山的醫務給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們對孫中山的時政言論、政治理想卻頗

為冷淡”， 4  “同志難覓”是孫中山離開澳門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澳門華商並不支持革命派

覆滅清朝政府，他們只希望通過改革維新的途徑來挽救內地的政治危機。

在作者看來，居澳華人對於澳葡政府管治的“隱忍”、“默認”，甚至入籍葡國，這只是不

得已的謀生之術。相反，為爭取清政府的認同與理解，他們不斷地通過科舉、捐納以謀取官爵，

時刻關注和參與內地社會發展與朝政維新，彰顯其對天朝臣子之赤誠。作者以理解之同情剖析晚

清居澳華人的政治傾向和精神品格，呈現了晚清居澳華人在現實選擇和情感依託中求得平衡的複

雜過程。其分析透徹，敘事平允，展現了作者的人文關懷和歷史情懷，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1  	同上，第527頁。

2  	同上，第454頁。

3  	同上，第529頁。

4  	同上，第5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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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一本系統地論述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的著作，《澳門之魂》在選題創新、史料徵

引和對居澳華人現實與心態的細緻分析等方面都極為成功，它對推動近代澳門史研究具有的積極

意義。儘管如此，這部宏大的匠心之作，也並非是沒有缺憾的。

書中部分章節的內容較為薄弱，個別論述也有不足之處。例如，在論及十三行商人與澳門

貿易關係時，作者重在梳理十三行商與澳葡的關係，在十三行商、居澳華商、葡商三者的互動關

係上並未展開論述。另對設立“澳行”一事，書中考察了行商徐永清從請願到最終撤辦的過程，

然而在整個事件中只是着重探討十三行洋商與澳葡政府的關係，並未突出居澳華商在這一事件

中的作用，只作寥寥數語，認為“十三行洋商與澳葡的關係對澳門華商的經營活動也有直接的影

響”。 1  此外，對澳行的內部動作與性質分析得不甚明晰，在總結葡人反對設立澳行的原因時，

史料論證也顯得遜色了一些。

該書在敘事中也偶有抵牾，或表述有待商榷之處。如在探討華商開設爆竹廠時，前一處講

到：“在鼎盛時期，即1881年至1905年間，澳門華商投資的爆竹廠多達20餘間”， 2  後又談論爆

竹廠的頹勢：“進入19世紀末期，華商爆竹廠有疲衰之勢”。 3  因此，無法理解19世紀末20世紀

初澳門爆竹業到底是“鼎盛”還是“疲衰”的態勢？又如，作者認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

逐步完成了巨大的轉型與變革，其中最大的變化，是由漁農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以及村民之城

市身份的確立”。 4  鴉片戰爭前，澳門以商貿立市已整整三百年，居澳華人一直服務於葡商的轉

口貿易，大多從事商貿服務業及手工業活動；鴉片戰爭之後，大量新移民湧入澳門，主要還是從

事的商業、服務業和手工業。因此，可以肯定，晚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的商貿形態仍然是主流，

只有新佔領區如澳門半島北部（望廈）地區及離島保存一定的漁農產業。從這個角度來說，作者

的結論值得商榷。

此外，相對於中文檔案、族譜、文書等史料的運用，該書對葡文史料的挖掘則顯得較為不

足。澳葡政府為了加快對澳門的殖民化進程，對居澳華人採取了一系列政策，關於這些政策出台

的過程，並沒有以中文在憲報刊登，而作者對於這方面的史料挖掘明顯不足，使得相關的論述略

顯遜色。

總而言之，《澳門之魂》的總體論述，做到了立足澳門，努力講好澳門的故事，在內容上有

諸多精義獨到之處，我們不能因上述些微瑕疵而質疑該書的學術水平和研究意義。如前文所及，

該書的可貴之處在於選題立意的創新性，為開拓澳門華人研究作了有益的嘗試，該書對澳門學研

究進一步深化和提高，定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 	同上，第77頁。

2  	同上，第245頁。

3  	同上，第248頁。

4  	同上，第454頁。


	目錄
	書評
	建構澳門近代史敘事範式──評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