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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門研究最基礎性的工程是澳門史研究。系統性的澳門研究從明清時期開始，其後，

澳門研究曾經長時間停滯，直到中葡澳門談判開啟，澳門研究重新出發。過去三十年，內地、國

外與澳門的學者建立澳門研究機構、組織共同的研究隊伍、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合編澳門編年

史、澳門通史、澳門百科全書等著作。嚴格意義上說，澳門學是對澳門研究的學理總結與推進澳

門研究向更高層次、更深度拓展的學術建構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葉澳門幾位學者倡議澳門

學，到這個概念被國內外學術界廣泛認可，學科建設進一步帶動了澳門研究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 澳門研究　澳門學　澳門

澳門研究最基礎性的工程是澳門史研究。系統性的澳門研究從明清時期開始，清代駐澳官

員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是世界上首部系統介紹澳門的中文全誌，鴉片戰爭前完整介紹

澳門的英文著作有瑞典人倫斯特（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這兩部重要

的著作較完整地梳理了在明清政府管治下澳門的變化與面對的挑戰。其後，澳門研究曾經長時間

停滯。直到中葡澳門談判開啟，澳門研究重新出發。過去三十年，內地、國外與澳門的學者建立

澳門研究機構、組織共同的研究隊伍、召開國際型學術研討會，合編《澳門編年史》、《澳門通

史》、《澳門百科全書》等著作。嚴格意義上說，澳門學是對澳門研究的學理總結與推進澳門研究

向更高層次、更深度拓展的學術建構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葉澳門幾位學者倡議澳門學，到這

個概念被國內外學術界廣泛認可，學科建設進一步帶動澳門研究向縱深發展。而本文則重點梳理過

去三十年澳門研究的成果，分析澳門學產生、發展的過程，解釋澳門研究與澳門學之間的關係。

一、1988－1999：內地澳門史研究團隊的出現

內地澳門研究重新起步，得益於國家對澳門問題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戴裔煊

先生為首的內地學者，逐漸成為華文澳門史研究的重要拓荒者。早在1957年，戴裔煊先生就在中

山大學學報發表《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論文， 1  是內地較早對澳門問題有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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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1984年，戴裔煊先生的《〈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出版， 1  之後，又有費成康《關於

1987年和好通商條約的訂定》等。 2  在關於澳門歷史的專著逐漸問世其間，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中山大學的黃臣啟、鄧開頌等學者承接了澳門史國家社科課題，這應該是內地第一個澳門史研

究的國家級課題。此時，有更多重要作品陸續出現，如：黃鴻釗、張天澤等的《中葡早期通商

史》，黃啟臣的《明至清前期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鄧開頌的《鴉片戰爭前澳門的鴉片

走私貿易》，吳志良的《〈關於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備忘錄〉──葡萄牙尋找澳門主權論據的過

程》，陳尚勝的《澳門模式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係》等學者研究成果， 3  利用中外資料一一解

開葡人強佔澳門歷史中的重大疑點，回答了葡人何時、如何入據澳門，澳門地租的起源及性質，

明清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管理等一系列涉及澳門早期歷史的重大原則性問題。

1988年秋天，戴裔煊先生去世，是時，筆者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

工作剛滿兩個月。在當時研究室主任鄧開頌教授的指導下，筆者的研究方向非常明確，即澳門研

究。在往後十年中，筆者有三年的時間在澳門進行實地調研，特別是以媒體人的視角親歷許多重

大事件，對澳門有比大陸其他年青學者更直接、感性、全面的認識，對過去三十年澳門研究的發

展史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1991年鄧開頌老師率團隊申請研究粵港澳關係史，這是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的重

點項目。隨着一系列國家與省市課題的展開，戴裔煊先生曾經致力但尚未完成的澳門史研究有了

一支傳承接棒的力量。從研究力量來看，當時廣東方面的澳門研究力量以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與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青年學者如黃啟臣、鄧開頌、陳勝粦、章文欽、劉澤生等為主，他們均與戴

裔煊先生及中山大學有傳承關係，或是其學生，或是其後輩，可謂師出戴裔煊先生一門。 4  從研

究主題來看，1987年中葡開始澳門談判開始，澳門回歸腳步加快，國家對澳門的基礎性、理論研

究越來越重視。1988年到澳門回歸前，研究澳門開埠歷史、葡人強佔澳門的過程一直是國內澳門

史研究的重大課題，這也是內地與澳門學術界對1987年以來中葡有關澳門回歸談判所涉及的重大

歷史問題的正面回應，也為批駁葡人佔有澳門的錯誤主張提供學術支撐。

二、2000－2018：澳門研究走向成熟的二十年

澳門回歸是澳門史料集成出版的高峰之年。澳門回歸前有鄧開頌、黃啟臣的《澳門港史資料

匯編1553－1986》，是為國內出版的研究澳門歷史的第一本資料工具書，後來又有《知新報》、

劉芳的《文書──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等。 5  澳門回歸期間及之後

1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2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黃鴻釗、張天澤等︰《中葡早期通商史》，姚南、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黃啟臣︰《明至清前期

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中國史研究》（北京）1993年第1期；鄧開頌︰《鴉片戰爭前澳門的鴉片走私

貿易》，《學術研究》（廣州）1990年第3期；吳志良︰《〈關於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備忘錄〉──葡萄牙尋找

澳門主權論據的過程》，《近代史研究》（北京）1996年第2期；陳尚勝︰《澳門模式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

係》，《中國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1期。

4 	章文欽：《澳門史研究的奠基人戴裔煊先生》，陳廣漢、黎熙元主編︰《當代港澳研究》第13輯，2014年，第

23頁。

5 	鄧開頌、黃啟臣編︰《澳門港史資料匯編1553－198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知新報》，澳

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年；劉芳︰《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

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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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版的史料，有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的《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台灣“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澳門專檔》（4冊），邢永福、吳志良策劃、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

版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6冊），劉芳、章文欽主編的《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

編》，張海鵬主編的《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下），林水先編的《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

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注的《粵澳公牘錄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的《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

萃》等。 1  此外，還有一些葡文檔案，如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薩安東）的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gual e a China Vol.III – Memorandum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等等， 2  不勝枚舉。

此外，澳門當地一些有識志士陸續搜集近現代澳門文史資料，如李成俊、李鵬翥、王文達、

陳樹榮、陳煒恆先生等，都花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積累成千上萬件的澳門近現代城市發展、市

民生活各個領域的資料，有些建築、影院已成為歷史記憶，但通過這些文史專家的努力，為澳門

保存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獻資料。

第二個澳門史料出版高峰是在最近數年間出現的。其中有一批澳門涉外檔案陸續整理出版，

如郝雨凡、林廣志、葉農的《美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蘇精的《林則徐看見的世界》，葉

農、金國平的《澳門及大西洋島嶼畫冊》等等。 3  此外，《華僑報》、《澳門日報》等中文報業

完成歷史資料的數位化工作，大量的口述歷史資料也在積累推進中。

在這些豐富的史料面世過程中，澳門基金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星光出版社、澳門

日報出版社、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粵港澳台其他研究機構、社會團體、學者都付出了極大

的心力。這些史料的面世，為學者研究澳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以及廣闊的視野。

三、澳門學的倡議和發展

以陳樹榮、楊允中、黃漢強為代表的一批澳門學者，曾於1986年11月的一次有關澳門研究的

學術研討會上提出建立澳門學。

1988年，澳門與內地的學者假澳門日報珠海辦事處舉辦過一場澳門學術研討會，參加此次

會議的澳門學者有黃漢強、陳樹榮、徐新等先生，內地方面有鄧開頌、萬明等學者。在這次會議

上，與會者探討了澳門研究當時比較前沿的問題。當時，與會者對澳門學的概念分歧比較大，並

1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澳門專檔》，台

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6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

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劉芳、章文欽主編︰《清代澳

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9年；林水先主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金國平、吳志良

主編校注︰《粵澳公牘錄存》，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

萃》，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

2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gual e a 

China Vol.III – Memorandum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8-2000.
3 	郝雨凡、林廣志、葉農︰《美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蘇精︰《林則徐

看見的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葉農、金國平︰《澳門及大西洋島嶼畫冊》，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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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過熱烈的討論，例如︰能不能稱之澳門學、澳門學應包含甚麼內容。一些與會者認為，澳門

問題的研究需重新起步，澳門學建設條件還未夠成熟。 1

繼之，在1989年2月25日在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的前身）舉行的研討會上，陳樹榮先生繼

續推動“澳門學”。這一年林則徐紀念館在澳門蓮峰廟旁落成，同期舉行了林則徐與澳門的學術

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上，學者發掘史料，甚至重走林則徐巡閱澳門的路線，帶起了澳門學這個話

題。之後不少學者就澳門學的內涵進行學術性的探索，如1994年常紹溫先生對澳門學問題進行

了論述。 2  湯開建先生在1995年提出，澳門學創設的兩個“量”已經達到了要求：一是澳門學研

究的內涵量、研究隊伍的數量與品質。 3  2001年黃漢強先生進一步論述澳門學，指出澳門四百多

年來沉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豐富文化的基因，形成今天獨特的澳門文化模式，而這種文化模式對

21世紀的人類社會有獨特的意義。在方法論與研究範圍中，他主張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應是澳門

文化，研究方法是唯物辯證思維主導的靜態分析、動態分析、結構分析和綜合分析。 4  吳志良是

對澳門學有持續關注並且有深度思考的學者，他在“舊話重提‘澳門學’”、《澳門學：歷程、

使命與發展路向》等指出， 5  澳門學的葡萄牙語名稱，除了Macaologia之外，也可採用Estudos 

Macaenese或Estudos de Macau這兩種譯法，他認為澳門學研究的內容應該有：澳門起源、澳門宗

教及中國傳教史、澳門港口都市發展、中西文化交流、澳門海外貿易及其在中國總體海外貿易中

的地位與作用、原住民、民族融合及族群關係、以澳門為中心的華人移民史、涉外關係、海洋思

想文化、文學史、語言史、世界澳門學資源普查及其他方面。吳志良先生還在《放寬視野，深耕

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一文中提出要構建澳門學的三個體系， 6  回答我們從哪裏來、在

哪裏、到哪裏去的重大問題，尋找和建立澳門道路。在此文中，他提出要掌握澳門歷史研究的話

語權，因為近些年學術研究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變，反映澳門歷史話語權悄然回歸。當然，他

也認為澳門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要從思想與理論上回應澳門歷史、實踐和經驗。金國平先生在

《澳門學：探頤與匯知》發掘了許多外文資料， 7  在立足扎實史料的基礎上，試圖重新釐清澳門

歷史上一些爭議較大的問題。此外，最近還有郭萬達先生的《基於經濟學‘小’方法論的澳門學

研究》， 8  他試圖以從經濟學的視角來解讀澳門學。

2002－2005年起，推動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促進了澳門研究的發展。之後

推動天主教澳門教區歷史資料納入世界記憶名錄的過程，進一步夯實了澳門學的基礎，並擴大了

澳門的國際影響力。標誌性的事件是2010年3月9日天主教澳門教區委託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申報的

《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十六至十九世紀）》，成功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的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2017年由中國和葡萄牙共同提交的《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

1 	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港澳經濟》（廣州）1989年第2期。

2 	常紹溫：《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

3 	湯開建：《“澳門學”芻議》，《特區與港澳經濟》（現改名為《產經評論》）（廣州）1995年第2期。

4 	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學術研究》（廣州）2001年第7期。

5 	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

《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8年第2期；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

6 	吳志良︰《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行政》（澳門）2017年第4期。

7 	金國平︰《澳門學︰採頤與匯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8 	郭萬達︰《基於經濟學“小”方法論的澳門學研究》，《台港澳研究》（北京）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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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886年）》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將澳門學列為國際性研討會專題的是在2010年，這與澳門申報歷史檔案為世界記憶名錄有一

定的關係。當年4月15至16日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主辦，澳門社會科學學

會、澳門學者同盟合辦的“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舉行。迄今這個澳門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已舉行了五屆，而2017年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揭牌，體現了廣東高校對澳門研究工作的高

度重視，當然這也是對澳門學作為一個學科的承認。

澳門學的研究還包括來自台灣地區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一批葡國的學者如普塔克

（Roderich Ptak）、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安樂博（Robert Antony）等人

的學術貢獻。

總的來說，澳門學始於中葡談判後澳門回歸的過渡期，興於回歸後澳門特別行政區踐行“一

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歷史過程，因此當代意義上的“澳門學”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人文學科創

制，而是探索國家與澳門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科學。

我們也看到，澳門研究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概念，可以包羅圍繞澳門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

而澳門學則是學理性、理論性更明顯的概念。相對於澳門研究，澳門學有較明顯照應現實、服務

現實的作用，有探索澳門研究適應性理論的特別思考，特別是相關學者對澳門史與澳門基本法相

關的研究，對國家順利推進澳門回歸及回歸後澳門平穩過渡及繼續發揮對外影響力（中外文化的

橋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澳門研究的城裏城外與巨集微視角交替

從宏大的主權議題、國際化的經貿視野到澳門“一國兩制”、城市生活史研究，澳門回歸前

後，不同時期的研究者努力探索澳門的滄桑背後的故事與特殊的城市魅力。

僅對過去三十年進行學術觀察，澳門研究的學術視野經歷了從宏觀到微觀，再從微觀到宏觀

的螺旋式發展過程。

在澳門回歸前十年，宏大的主題佔了主流。

葡佔澳門、澳門在明清以來絲路貿易中的角色、澳門在中外交流史中的地位、中葡關係、

《澳門基本法》起草中的“一國兩制”問題是學術界重點關切的宏大問題，從中催生出一批被國

際學術界公認的成果。如在葡佔澳門的問題上，戴裔煊先生的立場非常鮮明，其他一些中國學者

傳統上將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性質，看作是入侵、侵佔、侵略，介子所編資料題為《葡萄牙侵佔

澳門史料》，觀點也很明確。程明的《鴉片戰爭前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粟明鮮、黃清薇的

《近代以來中國政府對澳門主權的維護》等論文論及澳門地區的主權問題， 1  駁斥了關於澳門起

源於“葡人驅盜得澳”的謬論，闡述了1553年後葡人逐漸佔領澳門的歷史經過，論證了明清以來

中國政府為維護澳門的主權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在中葡關係、澳門主權問題上，也有大量的著

作面世，如黃啟臣的《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和鄧開頌的《澳門歷史︰1840－1949年》

1 	介子編︰《葡萄牙侵佔澳門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程明︰《鴉片戰爭前明清政府對澳門的

管理》，《港澳研究》（廣州）1987年第3、4期合刊；粟明鮮、黃清薇︰《近代以來中國政府對澳門主權的維

護》，《港澳研究》（廣州）1988年第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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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澳門回歸前國家重點科研項目， 1  這兩本書中援引了大量的歷史檔案和地方史志的資料，對澳

門歷史進行認真、嚴肅的學術探討，內容涉及葡萄牙進居前的澳門地區歷史、葡萄牙租居澳門地

區的經過和葡佔以來四百多年整個歷史時期的澳門制度、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生活等方面，

並對廣東與澳門的歷史關係，香港與澳門的歷史關係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論述。黃鴻釗的《澳門

史綱要》， 2  是大陸高等學校採用的歷史教材，從澳門開埠前一直寫到1987年中葡關於澳門問題

《聯合聲明》簽訂，以及關於澳門過渡時期制訂基本法等問題。

在澳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上，費成康先生在《重評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

流中的地位》一文考察了澳門的歷史地位， 3  呼籲對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明顯地位作出恰

當的評價。費成康先生認為，明清以來通過澳門等地進行的東西方文化交流規模更大、範圍更

廣、層次更高，因此以澳門為鎖鑰的海上交通幹道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並不

比絲綢之路遜色。黃鴻釗的《澳門的開埠與中外文化交流》和鄧開頌的《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東

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特點》等論文， 4  從基督教、西洋槍炮、科學技術（天文學、地圖學、西醫

藥學、機械學和西洋藝術文化等）三個方面論述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此

外，陳尚勝先生的《澳門模式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係》一文提出了澳門模式問題。 5

在澳門對外貿易上，黃啟臣、鄧開頌兩位先生聯名發表的《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興

衰》， 6  分析了1553－1911年澳門對外貿易的興衰及其原因，特別指出了這種貿易對中國歷史發

展的影響。相關論文還有1988年黃啟臣的《清代前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衰微》，鄧開頌、余思偉

的《拱北海關的建立及其特點》，萬明的《試論16－17世紀中葉澳門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貢

獻》，李金明的《17世紀以澳門為中心的東亞海上貿易網》，李慶新的《1550－1640年代澳門

對東南亞貿易》，楊仁飛的《明清之際澳門海上絲路貿易述略》，張廷茂的《明清時期澳門海上

貿易史》、《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等， 7  從各個角度對澳門海外貿易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梳

理、總結。

1987年中葡談判開始、澳門基本法起草、諮詢直到1999年澳門回歸，澳門日報、華僑報等

澳門媒體機構與記者事無具細地記錄這一歷史，對澳門回歸與“一國兩制”有持續跟蹤研究的學

者如楊允中、黃漢強、楊道匡等在《澳門研究》上刊登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其中，楊允中《澳門

1 	黃啟臣︰《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鄧開頌︰《澳門歷史︰1840－1949
年》，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

2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費成康︰《重評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學術月刊》（上海）1993年第8期。

4 	黃鴻釗︰《澳門的開埠與中外文化交流》，《澳門研究》1988年創刊號；鄧開頌︰《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東西

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特點》，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

5 	陳尚勝︰《澳門模式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係》，《中國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1期。

6 	黃啟臣、鄧開頌︰《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興衰》，《中國史研究》（北京）1984年第3期。

7 	黃啟臣︰《清代前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衰微》，《廣西社會科學》（南寧）1988年第2期；鄧開頌、余思偉︰《拱

北海關的建立及其特點》，《廣東史志》（廣州）1989年第3、4期；萬明︰《試論16－17世紀中葉澳門對海上

絲綢之路的歷史貢獻》，《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3期；李金明︰《17世紀以澳門為中心的東亞海上

貿易網》，《文化雜誌》（澳門）2003年總第48期；李慶新︰《1550－1640年代澳門對東南亞貿易》，《廣西

社會科學》（南寧）2004年第2期；楊仁飛︰《明清之際澳門海上絲路貿易述略》，《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廈門）1992年第1期；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澳門︰澳亞週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張廷

茂︰《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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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釋要》於1998年由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1999年澳門基金會出版趙秉志主編的《中國內地

與澳門刑法分則之比較研究》，以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推出《“一國兩制”在澳門實施的專

題研究》一書等。 1  澳門回歸後，澳門理工學院成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律匯編編委會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匯編》以及鄭言實的《澳門過渡時期重要文件匯

編》。 2  楊允中先生之後還陸續出版了《“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論回歸意識》、

《“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One Country，Two Systems” and the Macao SAR（第一作者）

等著作。 3  此外還有冷鐵勛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制度建設》、齊鵬飛的《“一國兩制”在香

港、澳門的成功實踐及其歷史經驗研究》。 4

過去二十年，澳門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各類研究不斷推陳出新。在政治制度史方面，吳

志良的研究走在前列，有《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等著作， 5  其他的學者也

在此領域不段深化，如《澳門法制史研究》、《明清澳門的司法變遷》、《從殖民憲制到高度自

治──澳門二百年來憲制演進述評》、《澳門法制史論》等。 6  而較新研究成果有張廷茂的《晚

清澳門華政衙門研究》， 7  作者通過對《澳門憲報》等資料的整理，分析了澳門華政衙門形成過

程、組織結構、功能作用、運作狀態及歷史影響。

在澳門經濟研究領域，有黃啟臣、鄭煒明編著的《澳門經濟四百年》、陳麗君的《澳門經

濟》等等，把脈澳門經濟一直是研究者的主要目的。 8

文化研究領域，有章文欽的《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和《澳門歷史文化》等、鄭煒明的《澳

門文學史》、《澳門戲劇史稿》等，譚世寶的《澳門歷史文化探真》等，徐曉望、陳衍德的《澳

門媽祖文化研究》等，曹志耘、王莉寧、邵朝陽的《澳門方言文化典藏圖冊》，張志慶、汪藍

主編的《城市發展中的文化記憶──澳門文化及城市形象研究論文集》，黃兆輝編《小政府大社

1 	楊允中︰《澳門基本法釋要》，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趙秉志主編︰《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分則之

比較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一國兩制”在澳門實施的專題研究》，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

究中心，1999年。

2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匯編編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匯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鄭言

實編︰《澳門過渡時期重要文件匯編》，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

3 	楊允中︰《“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1996年；楊允中︰《論回歸意識》，澳

門︰澳門經濟學會，1999年；楊允中︰《“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2
年；IEONG Wan Chong, IEONG Sao Le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Macao SAR, Macau: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2004.

4 	冷鐵勛︰《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制度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齊鵬飛︰《“一國兩制”

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及其歷史經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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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澳門的後─後現代性與後傳統生活》等等。 1

都市發展與社會階層方面有：陳子良的《澳門百業》、林發欽的《澳門望廈村研究》、楊仁

飛的《澳門近代化歷程》等。社會階層研究方面有陳文源、李琴的《明清時期澳門人口、族群與

階層分析》、楊仁飛的《清中葉前的澳門平民階層及社會流動》、林廣志、陳文源主編的《明清

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論文集》以及張侃、水海剛的《閩商發展史‧澳門卷》等等。 2

澳門與周邊城市的關係的有鄧開頌主編的《粵港澳近代關係史》、李偉民主編的《粵港澳社

會關係》。 3

此外，澳門土生葡人群體以及其他重要歷史人物都一一納入研究的範圍，如鄧思平的《澳

門土生葡人》、霍志釗的《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也有其他領域的論文、著作、論文集湧

現，主題不斷深化，內容遍及澳門對外對內各個方面。 4

過去二十年，澳門基金會等機構陸續整理出版《澳門總覽》、《澳門百科全書》等著作， 5  

在澳門回歸前後集澳門與內地學者之力推介澳門。《澳門史綱要》、《澳門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文

選》， 6  以及由吳志良等編的六卷本《澳門編年史》、由澳門基金會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合作發行

的《澳門叢書》系列書籍、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發行的《澳門研究叢書》系列書籍、與作

家出版社合作發行的《澳門文學叢書》系列書籍等，均是對過去三十年澳門研究主要成果的系統

總結與梳理，表明澳門研究已從宏大主題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澳門歷史人物的重新挖掘整理

到澳門通史類著作的推出，澳門研究進入收穫的季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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