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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

一、《澳門總覽》（Panorama de Macau）

  

本著作由黃漢強、吳志良主編，1994年由澳門基金會出版，共549頁。前面有《澳門鳥

瞰》、《從氹仔眺望澳門半島》、《濠江夜色》、《媽閣廟》、《議事亭前地》、《廬園九曲

橋》、《路環荔枝碗》、《海事博物館》、《南灣》等圖片25幅，折頁《澳門全圖》一幅。1996

年，由澳門基金會出版第二版，篇幅增加到604頁。對初版中的錯誤進行了修訂，並補充了一些內

容，如：“政法篇”增加“法律制度”，“政制沿革”等大幅增訂，並附上《澳門組織章程》及

澳門政府司級和以上官員名單；“文化篇”增加“社會科學”、“文物古蹟”、“文化設施”；

“人物篇”由原來的178人增加至213人。刪除“附篇：澳門現行常用法規”中“幾項常用法

規”。均為十六開本。

主編者黃漢強先生生於1932年，逝世於2005年。曾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顧問

等；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廣西大學兼職教授。畢生愛國愛澳，長期致力教育、新聞、人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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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熱心服務社會，認真扶掖後進，貢獻良多。如從20世紀90年代初，他就擔任港

澳大橋澳門關注小組召集人，一直關注着這條跨海大橋項目，對推動港珠澳大橋上馬起了積極作

用。曾編著10餘種著作，主要著作有《澳草留踪》二冊、《澳門的經濟》、《新來澳定居之內地

移民論析》（Analysis on Macao’s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合著）等；主編有《一國

兩制：澳門開局良好：一國兩制在澳門實施一週年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論文集》等。其中，《新

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曾獲得由澳門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等舉辦的第二屆“澳門人

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述類二等獎。吳志良，廣東連平人，1997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

位，自2010年7月起，擔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1

第二版全書共分為七篇：“史地篇”分為二個部分：地理環境、歷史沿革，附錄“澳門大

事記（1152年到1995年）”，介紹了澳門的地理環境、人口與民族、從葡人入居至澳門歷史

問題圓滿解決的過程。“政法篇”分為七個部分：“政治沿革”（附錄“香山縣歷任縣丞駐節

澳門表”、“澳門海防軍民同知任期表”）、“公共行政”（附錄“澳門公共行政組織架構圖

和官員名表”、“澳門歷任總督名表”、“本屆諮詢會的組成”）、“立法會”（附錄“第五

屆立法會議員名單”、“前四屆立法會議員名單”、“立法公與總督歷年所通過頒佈的法例數

目”）、“司法組織”（附錄“澳門司法組織架構圖”）、“市政制度”（附錄“市政機關組

成”）、“公務員”、“法律制度”（附錄“現行常用法規目錄”）。“經濟篇”分為十個部

分：“綜述”、“工業”、“對外貿易”、“旅遊”、“建築及房地產”、“農業與漁業”、

“商業”、“交通運輸與郵電服務”、“財政金融”、“大型建設”。“文化篇”分為八個部

分：“教育”、“科學技術”、“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文物古蹟”、

“文化設施”、“體育”。“社會篇”分為八個部分：“社會結構”、“社會問題”、“社會福

利服務”、“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宗教信仰”、“民間習俗”、“社會團體”。“過

渡時期篇”分為四個部分：“澳門問題”、“澳門過渡時期”、“澳門基本法”、“籌備成立澳

門特別行政區”（附錄《中葡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

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

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的決

定”）。“對外關係篇”分為五個部分：“對外關係的權限”、“政治關係”、“經濟關係”、

“文化關係”、“加入國際組織”。“人物篇”分為三個部分：“人物篇目錄”、“人物篇正

文”、“現任澳門總督及政務司”。

1 	詳細介紹可參閱︰《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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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百科全書》（Enciclopédia de Macau）

本著作為吳志良、楊允中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澳門基金會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1999年出版，共718頁。2005年，澳門基金會出版了修訂版，共855頁。均為十六開本。

主編者楊允中，1933年出生，遼寧鐵嶺人。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曾經或現正擔任《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校外編委、澳門城市大學城市管理學院學術顧問、澳門理

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澳門文化傳媒聯合會會長、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澳門大學澳

門研究中心代主任、《澳門研究》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委員。第九、十、十一屆全

國人大代表，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

心監事長、澳門經濟學會諮詢會主席、澳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

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20世紀60至70年代曾三次參與字典

編撰工作。近20餘年來，發表經濟學、法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論文逾300篇。主要專著有

《轉型中的澳門經濟》、《澳門與現代經濟增長》、《“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論回歸

意識》、《澳門基本法釋要》、《微型經濟：定位與發展》、《“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

《論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等。2003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專業功績勳章。

從此修訂版來看，與第一版相比，篇幅大為增加，前面的插圖大為減少，改為每個部分之

前，收錄一幅澳門的歷史地圖。如“總論”之前有《廣東澳門圖》（清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1679－1682）間繪，佚名，彩繪紙本）。“分類目錄”之前有《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澳

門部分，清朝後期繪製，佚名，彩繪紙本）。“正文條目”之前有《香山縣圖》（清嘉慶二十

年，同治五年（1815－1866）間繪，佚名，彩繪紙本）。“附件”與“筆劃索引”之前有《七省

沿海全洋圖》（澳門部分）（清同治至光緒年間摹繪本，據考原繪者為陳倫炯，彩繪長絹，紙本

裝裱）的不同部分。“漢語拼音索引”之前，則為西式澳門地圖。

修訂工作從2002年開始，至2005年完成。全書共約150萬字，彩圖、黑白圖照近千幅。

《澳門百科全書》是“澳門歷史上第一部百科全書，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比較全面、科

學、系統地反映澳門基本狀況的權威性參考書”，全書分為“凡例”、“前言”、“總論”、

“分類目錄”、“條目正文”、“附件”（“澳門大事記”、“澳門文獻選編”、“相關官員名

錄”、“其他資料”、“澳門研究參考書目”）、“筆劃索引”、“漢語拼音索引”，共收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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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3,000餘條。全書簡要地介紹了澳門的古今全貌；全面反映了澳門的歷史、地理、政法、經濟、

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人物等方面基本知識和情況，濃縮了澳門有考古發現和史料佐證的歷

史，透視出澳門的現狀和特點。

此次修訂，使得本書，具備了下列特點：一、地方性。條目設置與釋文，均富有澳門特色；

撰稿人亦以本地學者為主，文字保留了部分本地習慣用語；圖片也由本地攝影師以澳門人的視角

拍攝。二、全面性。盡可能地涵蓋澳門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展現多元化社會的各個方面。三、科

學性。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力求觀點鮮明、數據凖確、資料新穎、敘述客觀。四、兼容性。雖然

澳門是中西文化在中國最早的交滙點，但中國傳統宗教的事件、場所、人物條目，與天主教、基

督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外來宗教的事件、場所、人物條目，均有收錄；其他如華葡政治、東西風

俗、社會狀況也均包容並蓄。五、客觀性。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對澳門社會情況予以客

觀介紹。

“附件”部分，收錄了大量重要法律文件，以及與澳門研究相關的主要參考書目等，為有

志深入研究澳門問題的讀者提供較為方便的參閱資料。這些重要法律文件有《海道副使俞安性訂

出的具體管理措施》、《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門夷人規約》、《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王室制誥

──內閣大臣給葡印總督索薩之指示》、《開港令》、《中葡里斯本草約》、《中葡和好通商條

約》、《華人風俗習慣法典》、《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澳門組織章程》、《中葡建交聯合公

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回歸法》，共十四條。

三、《澳門大辭典》（Dictionary of Macao）

本著作由黎小江、莫世祥編輯，1999年由廣州出版社出版，共935頁，十六開本。

主編者黎小江，時任廣州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編審。莫世祥教授，廣西南寧人，博士。

1985－1988年在華中師範大學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1988－1998年在暨南大學任教，1995－1999

年起創辦並主持暨南大學“港澳台歷史與現狀”等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指導工作。1998年起，

在深圳大學任教，曾任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深圳大學中國

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護法運動史》、《接合與更替》、《日落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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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醫醫國》、《中山革命在香港》等；整理、點校、翻譯了《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香

港雜記》等。

前有黎小江著“序”，莫世祥著“前言”及“凡例”。正文收錄有關澳門的辭條3,000餘條。

分為下列欄目（每個欄目之前有“概述”）：“地理”（包括澳門的地理、氣候、水文；行政分

區；十月初五街等33條街道；台山、黑沙灣、望廈等地區）、“人口”（介紹了人口發展過程、

出入境、移民、土生葡人等內容）、“宗教”（收錄中國宗教；民間信仰；外國宗教的宗教場

所；宗教活動；宗教機構包括廟宇、教堂、耶穌聖像出遊、宗教協會等）、“歷史沿革”（收錄

澳門歷史上重大事件的相關條目，如“關閘之戰”、“林則徐巡視澳門”等）、“經濟法”（如

“經濟司總章”、“新銀行法例”、“土地法”、“幸運博彩條例”、“出版法”、“保險活動

管制條例”等）、“工業”（包括“三大傳統手工業”、“造船業”、“前店後廠”等）、“商

業”（收錄“手信”、“十月初五街商業區”、“中藥店業”、“海味店業”、“街市”等）、

“博彩、旅遊、飲食業”（如“幸運博彩”、“葡京娛樂場”、“聖地牙哥酒店”等）、“財稅

制度與金融保險業”（如“職業稅”、“專利稅”、“大西洋銀行澳門分行”等）、“對外貿

易”、“房地產與建築業”、“交通、郵電及公用事業”、“漁業與農業”（如“漁欄”、“漁

民”等）、“公司企業”（如“澳門航空”、“新八佰伴百貨”等）、“政府機構與公務員”

（如“澳葡政府”、“澳督”等）、“立法與司法”（如“立法會”、“委任議員”等）、“法

律制度”（如“公民社團”、“澳門仲裁法”等）、“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過渡期”（如

“澳門問題的由來”、“一國兩制”、“中文官式化”等）、“文化習俗”（如“崗頂戲院”、

“花地瑪聖母在葡顯示聖日”、“賈梅士博物館”等）、“教育科技”（如“澳門孔教會”、

“培正中學”、“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等）、“文學藝術”（如“澳門粵劇學院”等）、“新

聞出版”（如《知新報》、《市民日報》等）、“體育”（如“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龍舟

賽”等）、“醫療衛生”（如“鏡湖醫院”、“仁伯爵綜合醫院”等）、“名勝古跡”（如“三

街會館”、“松山燈塔”等》、“社會團體”（如“同善堂”、“澳門中華總商會”等）、“歷

史名人”（如“盧慕貞”、“張汝霖”、“庇山耶”、“賈梅士”等）、“當代名人”、“文獻

書目”（如《歷史上的澳門》、《香山縣志》、《來自阿媽港的大帆船》等）。

“附錄”有“澳門大事記”、“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主要的歷史文獻”（如“明朝萬

歷年間的《海道禁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葡萄牙為澳門制定的《華人風俗習慣法

典》”等）和當代文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澳葡政府政制及其對外聯繫的資料文獻、籌組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有關文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

等），以及“澳門主要統計資料”（收錄澳門20世紀90年代主要統計表格）等。

後有“中文筆劃索引”與“後記”。最後，為全書附圖。分為下列專題：“一國兩制”（3

幅）、“澳門今昔”（37幅）、“政治機構”（13幅）、“澳門交通”（4幅）、“公用事業”

（7幅）、“工業能源”（4幅）、“金融商貿”（16幅）、“澳門住宅”（7幅）、“澳門教育”

（9幅）、“文化體育”（12幅）、“澳門郵票”（2幅）、“賓館酒店”（6幅）、“娛樂博彩”

（9幅）、“社會生活”（11幅）、“教堂廟宇”（13幅）、“旅遊名勝”（31幅）。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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