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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啟臣著《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

（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

本著作共九章，358頁。

著者黃啟臣，1938年生，廣西巫山縣人。1965年7月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師從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梁方仲教授，長期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曾任中山大學歷

史系、社會學系教授，並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商業史學會、廣州市地方史

學會理事、中國商業史學會對外貿易分會副會長、廣東省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民政

學會理事；曾應邀到美國、加拿大、日本、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訪問、講學和考察。享受

國家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著有《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產史》、《澳門經濟四百年》、

《澳門宗教》、《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廣東商邦》、《貨殖華洋的粵商》等專

著；合編《澳門港史資料匯編（1553－1987）》、《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主編《紀念梁方仲

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發表論文《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

交匯》、《赫德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等共1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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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二）

本著作前有英文目錄、陳勝粦著《序言》、著者的《前言》。在序言裏，陳勝粦回顧了澳

門史研究的歷程，介紹了一些中、英、葡文的著作如印光任及張汝霖的《澳門記略》、費成康的

《澳門四百年》、元邦建的《澳門史略》、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的《澳門歷史》（Historic 

Macao）等，並分析了黃啟臣《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的特點，即“廣泛地蒐集了可能

到手的比較豐富的資料，並加以考訂和審查，擇取典型的、可靠的素材作為史實的基礎……對澳

門古代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見解”。在前言部分，著者介紹了本書寫作過程的

基本情況。

第一章“澳門的自然生態與人文環境”，介紹了澳門地理概貌、澳門名稱的由來和澳門人口

的歷史演變。

第二章“葡萄牙人進入和賃居澳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著者根據香港考古學會在1972

至1985年四次野外發掘出的文物，研究了明代以前澳門的歷史，指出國外學者對澳門歷史研究和

中外書籍對澳門歷史記載的錯誤，並對澳門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新的見解。第二部分，著者

從西歐殖民國家追求黃金的狂潮和葡萄牙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兩方面敘述葡萄牙人東來之背景；

從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侵擾、葡萄牙人進入澳門的時間和途徑描述了葡萄牙人進入澳門的

歷程。第三部分，探討葡萄牙人賃居澳門的情況，包括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地租起源、澳門的地租

額及其繳納方式，以及中國政府對這種地租的管理措施。

第三章“明代澳門對外貿易的興盛”，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澳門對外貿易的興起與發

展；第二部分是澳門對外貿易繁盛的緣由，包括澳門對外貿易發展的物質基礎、外部條件和澳門

對外貿易發展的必要條件，以及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對澳門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第三部分是澳

門對外貿易發展的社會功能，包括促進西歐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東南亞

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四章“清代前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衰微”，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澳門對外貿易衰微

的歷史分期，包括停滯時期和衰微時期。第二部分從不同的方面深入分析澳門對外貿易衰微的原

因，例如︰清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制約使澳門的對外貿易失去廣闊的經濟腹地，亦使之失去中西

貿易中轉港的地位；日本驅逐葡萄牙人出境使澳門對外貿易失去東方最重要的航線；西班牙、荷

蘭、英國等西方國家來東方經營殖民地，切斷了澳門對外貿易航線；葡萄牙本國的日益衰落、葡萄

牙人的內訌，嚴重影響澳門的對外貿易；澳門港口水淺港窄，不能適應近代輪船停泊的需要等。

第五章“明清時期澳門手工業生產”，指出澳門有鑄炮、造船、神香等手工業部門，並以鑄

炮業的發展與影響最大；並探究了澳門波加羅鑄炮工廠的建立和佛朗機炮的銷售市場。

第六章“明清時期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討地

方官員對葡萄牙人進入澳門進行國際轉運貿易給國家造成隱患，明清政府採取的“建城設官而縣

治之”的方針，並分析了中央政府採取這種方針的原因，從這些方面研究明清政府對澳門的葡萄

牙人的方針。第二部分是明朝政府和清政府管理澳門的組織機構。從萬曆二年（1574）開始，

明朝政府開始在澳門開關建置，往後明政府繼續延續這一政策。著者從軍事機構、行政機構、海

關機構，以及在華人和葡萄牙人聚集的地方設置的基層組織機構等不同方面，全方位的探討明清

時期中央政府對澳門的管理。第三部分是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這一部分著者列舉了《制澳十

則》、《海道禁約》、《管理澳夷章程》等大量的內容，以此研究政府對澳門的章程和條例：從

領土管理、軍事管制、行政管理、司法管理等方面探討明清政府對澳門的全面管制。第四部分是



14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3期

明清政府管轄下葡萄牙人的“自治權”，包括澳門葡萄牙人設置的自治組織和自治組織對葡萄牙

人的管理。

第七章“明清時期西方國家對澳門的侵奪”，著者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中國幅員物產和

經濟發展的吸引，以及西方國家嫉妒葡萄牙在澳門的既得利益三個方面介紹了西方國家侵奪澳門

的原因。並從大量的可靠的史料入手，分析了這一時期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對澳門的侵奪的具體

情況。

第八章“澳門的宗教”，著者重點介紹了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澳門長期和平共處，各自

擁有各自的教徒，各自展開自己的宗教活動，各自產生自己的影響的情況。

第九章是“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中國哲學、中國語言文字、

中國醫學和工藝美術等方面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經澳門向西歐國家傳播情況和對西歐國家的影響。

第二部分是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經澳門向內地傳播，從數學、天文學和曆學、地理學和地圖學、

西醫學和西藥學、物理學等不同的方面闡述了耶穌會士在澳門和內地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文化及影

響的情形。在這一部分，著者列舉了187部從1584至1758年耶穌會士譯著的各種著作。

書後附載“澳門古代歷史大事年表（自遠古─1840年）”。附錄部分包括：1887年簽署的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和徐宗澤著的《中國文化西漸之介紹者》。

二、、鄧開頌、余思偉、陸曉敏著《澳門滄桑》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

本著作收錄在《澳門四百年叢書》當中，共二十三章，314頁。

著者鄧開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會長。1941年生，廣東饒平縣

人。1965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1980年調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工作，曾任廣東省社會

科學院港澳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商業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對外貿易史分會副會長、中國海

外交通史研究會和廣東經濟史研究會理事等。曾多次赴美國、葡萄牙等國家和港澳地區進行學術

交流。主要從事澳門、香港和廣東明清經濟史的研究。主編和撰寫的著作有：《澳門港史資料匯

編（1553－1987）》、《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東航運史（近代

部分）》等；發表《論清代前中期廣東對外貿易的若干特殊政策》、《澳門在海上之路的地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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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16－17世紀）》和《19世紀中葉前葡人在華的歷史地位》等論文40多篇，其中有的論文獲

得廣東和澳門優秀學術論文獎。余思偉，廣東省饒平人，1954年生，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時

任《華夏》總編，曾任廣東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員，曾出版《中外海上交通與華僑》等著作。陸曉

敏，1952年生，1988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研究生院，獲歷史學碩士學位，時任廣東省社科院歷史

所副研究員，曾合著有《粵港澳近代關係史》、《粵港關係史（1840－1984）》及發表論文多篇。

本著作可分為下列部分：

第一部分為葡萄牙人東來入居及澳門政治、軍事的發展，包括下列章節：第一章“話說澳 

門──澳門概覽與漁村時代”；第二章“‘佛郎機’東來──葡萄牙人入據澳門”，共三節，即

皮雷斯使團訪華、屯門與西草灣之戰、葡萄牙人入據澳門；第三章“‘建城設官而縣治之’──

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介紹了關閘、《海道禁約》與《澳夷善後事宜條例》、明清官員對澳

門的巡視，以及印光任和張汝霖撰《澳門記略》；第五章“西方列強的侵擾──西、荷、英對澳

門的爭奪”，從西荷的覬覦與劫掠、“六‧二四”澳門空前保衛戰和英軍對澳門的侵擾等探究西

方列強對澳門的侵擾；第七章“‘首鼠兩端’──鴉片戰爭中的澳門”；第八章“趁火打劫──

鴉片戰爭後葡侵權擴張”；第九章“‘永居管理’澳門──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第

十章“寸土必爭──中葡勘界談判”，從澳葡當局的領土擴張計劃、1908年的“二辰丸”事件和

中國政府“二辰丸案”交涉失敗、中葡澳門劃界談判、路環血案和疏海交涉、“五‧二九”事件

等幾個歷史大事件來探討中葡勘界談判；第十三章“孤島驚濤──抗戰中與戰後初期的澳門”，

描寫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社會情況；第十四章“波瀾迭起──新中國成立後澳門幾個事件”，描述

了關閘衝突事件、慶典風波、“一二‧三”重大流血事件；第十五章“澳門政制──澳督與政制

沿革”；第二十三章“回歸之路──澳門歷史的新里程”，描述澳門問題的由來和澳門回歸祖國

的歷程、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和聯合聲明的具體內容。

第二部分為澳門的經貿活動，包括下列章節：第四章“海上絲綢之路──澳門海外貿易的興

起”，分析了幾條國際上著名的“黃金航線”對澳門海外貿易的影響以及澳門與廣州貿易的關

係，並從澳門對外貿易的分期和貿易興衰的原因兩方面探討了清前期澳門對外貿易發展；第六章

“罪惡貿易──苦力與鴉片走私”，重點探討了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在澳門的鴉片走私貿易和對國

家的影響，研究了澳門的苦力貿易和澳門“豬仔館”的見聞；第二十一章“畸形的社會──澳門

的特種行業”，探究了澳門博彩業的演變和影響、澳門妓寨的變遷，以及賽馬、跑狗和大賽車這

些特種行業。

第三部分為澳門社會生活，包括下列章節：第十一章“名人足跡──清末政治風雲人物與澳

門”，如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孫中山的生平事蹟、為國家的富國強兵所作出的貢獻

等；第十二章“社會中堅──華商與澳門社會的發展”，選取了三個代表性機構，即鏡湖醫院、

澳門中華總商會、岐關車路來闡述其在澳門社會中的影響；第十七章“社會縱橫──澳門社會發

展剪影”，主要介紹了教育事業、新聞報業、社團組織、風俗禮儀。

第四部分為澳門城市發展，包括下列章節：第十六章“都市化歷程──澳門城市建設發展軌

跡”，共有三節，即從漁村向近代都市演進、都市格局的形成和建築特色、都市化進程中的人口

變化。

第五部分為澳門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包括下列章節：第十八章“東方‘梵蒂岡’──天主

教、基督教與澳門”，包括“東方梵蒂岡”與大三巴牌坊、聖保祿學院、馬禮遜與新教傳澳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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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第十九章“東西合璧──中西文化交匯的紐帶”，主要介紹了在澳門歷史中四位人物：吳

漁山、賈梅士、龍思泰、錢納利；第二十章“緊密相連──西方文化的流入與影響”，探究了澳

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和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西方的宗教和科技文化經澳門傳入中國的情形，以

及中國文化經粵澳傳入西方，對西方文化的影響；第二十二章“古跡擷英──澳門古跡名勝”，

介紹了下列古跡如：媽閣古廟、蓮峰廟宇、普濟禪院的歷史、葡萄牙人在澳門修建的炮台以及澳

門的港口與燈塔。

前有“1838年媽閣廟前一片繁榮景象”、“1840年的澳門地圖”、“中葡聯合聲明簽訂”、

“大三巴前歌舞表演”、“澳門節日之夜”等彩照10張，張磊著“人間正道是滄桑”。文中亦插

錄了“停泊於澳門港灣的外國艦船”等照片31張。後有著作所撰“後記”。

三、金國平著／譯《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

（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

著者金國平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專業，獲得葡萄牙里斯

本古典大學文學系高等葡萄牙文化及語言課程證書。在葡萄牙從事歷史工作超過二十年。其著

作包括《中葡關係史地考證》、《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早期澳門史論》、《鏡

海飄渺》、《東西望洋》、《過十字門》及Revisitar os Primórdios de Macau: Para uma Nova 

Abordagem da História（《澳門起源新探》）、Navegações Chinesas no Século XV Realidade e 

Ficção（《十五世紀中國人的航海─現實與虛構》）（合著）等，譯著包括《費爾南多‧佩索阿

詩集》、《使命啟示》、《遠遊記》、Breve Monografia de Macau（《澳門記略》）、《西方澳

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葡中關係史料彙編》）（10卷）等。主編Correspondência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Guangdong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粵澳公牘錄存》）（8卷）、《澳門史

新編》（4卷）、《澳門編年史》（6卷）等。2009年，獲葡萄牙總統頒授殷皇子十字勳章，以表

彰其在歷史研究和中葡翻譯領域上作出的重大貢獻。2011年，被選為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士。現

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及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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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收錄在《豪海叢刊》系列叢書中，共320頁，分為“考證篇”、“文獻譯註篇”和“附

錄”三部分：

“考證篇”收錄了著者下列研究論文：《1521－1522年間中葡軍事衝突──‘西草灣’試

考》，梳理了1521－1522年中葡軍事衝突的背景、經過、時間、起因等，得出西草灣之役的戰

場路線︰鯉魚門之西草灣─急水門─屯門澳─稍州─外洋；《Tumon雜考》，回顧了東西方對

Tumon的實地考證的研究狀況，並通過對葡中文獻（圖文結合）的精研，得出“Tumon作島解

時，為大嶼山，作港解時，為屯門澳”的結論；《中西輿圖上的Lantao與香港》，考證了葡語

Lantao與Nantao皆指今屯門、九龍一帶的陸地，後又稱大嶼山，而英語Lan Tau Is.及俗譯“爛

頭山”均源自南頭，而香港一名在明萬曆中葉始見於漢籍，且萬曆年間起香港已是今港島的總

稱；《早期葡語文獻中的Chincheo》，認為葡語文獻中的Chincheo及各種變體（oquem, foquem, 

chamcheo, chancheo）為“漳州”的拼音，Chincheo可泛指福建、可指浯嶼、也可指月港至安平

港，包括廈門港內外的港區、還可指九龍江及其入海口、甚至可指閩人；《南澳三考》，用“葡

萄牙針路”、平托的《遠遊記》、郭棐的《粵大記》三種資料對“南澳”進行綜合考察；《張汝

霖詐賄隱史》，通過摘錄和梳理大量原始檔案，得出前山同知張汝霖在李廷富、簡亞二命案中的

詐賄行為；《夷目唩嚟哆考正》，認為“夷目是葡人為驗證其治澳合法性的依據”，並認為唩嚟

多的詞源是“vereador”；《〈職方外紀〉補考》，參考當時的主要地理、歷史書籍，進行一番

勘比考證，對《職方外紀》的進一步詮釋或有裨益；《耶穌會對華傳教政策演變基因初探──兼

論葡、西征服中國計劃》，用較長篇幅論證了“領土”和“耶穌教士的精神征服”是帝國成長和

對外政府的重要動力，葡西兩國的滅華之計，曾在三個時期，即在大航海開始至1522年、1580至

1640年、1640年葡萄牙重新獨立之後被熱烈地討論過；《葡萄牙海上帝國的興衰》，分析了葡萄

牙海上帝國形成的思想淵源、條件、目的、政策機制以及在對外過程中的日漸衰落。

在《文獻譯注篇》中，作者對《東方見聞錄》、《末兒丁‧甫思‧多‧減兒信函》、《廣州

葡囚信》、《若昂‧德‧巴羅斯亞洲旬年史》、《庫托亞洲旬年史》、《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

史》、《印度傳奇》、《唐‧曼努埃爾國王紀實》、《印度旬年史之十三》、《方濟各‧沙勿略

通訊錄》中的全部或部分篇章作了翻譯和注解、補充和校訂，是研究中葡交往與澳門早期開埠史

的重要葡文資料。

在本書結尾的附錄部分，收錄了“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1512年

圖”（選自《聖塔倫地圖集（Atlas de Santarém）》，1849年版影印本，阿姆斯特丹，1985年）、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D90R圖局部”、“郭棐《粵大記》第32卷海防圖”（選自林天蔚、蕭國健

《香港前代史論集》）、“清王崇熙《新安志》輿圖”、“林旭登航海圖”、“澳門海事署編

《歷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二幅）、“利瑪竇1584年9月28日致胡安‧馬蒂斯塔‧羅曼（Juan 

Baptista Román）函中所附《古今形之圖》”、“盧坤《廣東海防彙覽》中《南澳圖》”，共八幅

地圖。

前有吳志良著“沙漠與綠洲”，即《豪海叢刊》系列叢書的總序，希冀未來的澳門史研究能

在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打破澳門是“文化沙漠”的論調，使澳門成為“文化綠洲”、“澳門歷史

再認識”（序言）、中葡文目錄。

在後記中，著者主要提出未來的任務是“撰寫一部較全面的、客觀的澳門當代史”，並指出研

究澳門當代史的檔案主要有“薩拉查個人檔案、國際國防員警檔、葡萄牙外交歷史──外交檔”。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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