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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諾枝是 20世紀上半葉澳門華人社群的重要領袖人物之一。在內地爆發抗日戰爭
之後，他參與和領導了澳門的籌募與賑濟活動。幾乎在所有的籌賑活動中都能見到其忙
碌的身影。他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承擔與澳葡政府的聯絡溝通工作，以及參與教會
救濟事務。在此，主要以其擔任主席的各界救災會及同善堂等社團為主，梳理其參與和
領導抗戰時期澳門的籌募賑濟活動。在抗戰前期，崔諾枝參與和領導了主要由澳門各界
救災會等社團發起的募款募物匯寄內地的活動。而在 1938年 10月廣州淪陷及 1941年
12月香港淪陷之後，領導了以同善堂等為主的慈善社團在澳門本地發起之籌募救濟入澳
難民的活動。

一、參與組織及領導多個賑濟性社團並擔任多項社會職務

在抗戰之前 1，澳門本地華人社群先後成立了一些社團，其中，以中華總商會及作為
慈善社團的同善堂與鏡湖醫院慈善會較為著名，是為三大華人社團，發揮着凝聚華人社
群與溝通澳葡政府的作用。全面抗戰爆發後，因應救亡賑濟的需要而成立了一些新的救
亡賑難社團，如各界救災會等。崔諾枝作為名聞澳門本地華人社群的精英人物，既擔任
了原有社團的領導職務，又出任新成立的救亡賑難社團的領導職務，可謂身兼數職。

在原有社團的任職方面，自 1931－ 1945年，崔諾枝擔任同善堂主席長達十幾年之
久。其間，他還於 1928、1929年擔任商會值理會總理，1927、1930、1932－ 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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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崔諾枝是 20 世紀上半葉澳門華人社群的重要領袖人物之一︒在內地爆發抗日

戰爭之後，他參與和領導了澳門的籌募與賑濟活動︒在抗戰前期，崔諾枝參與和領導了主

要由澳門各界救災會等社團發起的募款募物匯寄內地的活動︒而在抗戰的中後期，領導了

以同善堂等為主的社團在澳門發起之籌募救濟入澳難民的活動︒崔諾枝還利用自己的特殊

身份，承擔與澳葡政府的聯絡溝通工作，以及參與教會救濟事務︒崔諾枝一身多任，受到

了當時澳門華人社群與澳葡當局的尊崇與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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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商會值理會副理或副主席，同時也擔任鏡湖醫院值理會副主席、華人副代表等職務。
可以說，他參與了澳門三大著名華人社團的決策、組織與運作。抗戰時期，崔諾枝雖然
年事已高，卻因其崇高威望而屢被推選為社團領導。例如，1941年 2月 3日，同善堂推
選新值理，並互舉正副主席。選前，崔諾枝表示堅決告退。可是，經值理投票互選，崔
諾枝得 21票，獲選為正主席。舉畢一致鼓掌贊成。崔再次要求准予告退。然而，各值

理齊聲慰留。崔氏見眾意所歸，乃勉強允諾。 1○1944年，即崔去世前一年，其時崔已雙
目失明，在當年 12月 14日同善堂召開的特別會議上，崔諾枝表示，自己年老多病，且
雙目失明，提出堅決辭職。旋由各值理一致慰留，以目下艱巨之秋，仍請崔主席以善舉

為重。於是，崔主席打消辭職之意。 2○

在新成立的救亡賑難社團任職方面，隨着 1937年 7月 7日蘆溝橋事變，中國進入
全面抗戰時期。由澳門主要華人社團⸺中華總商會、中華教育會、鏡湖醫院、同善堂
聯合各行業各階層救亡力量成立的“澳門各界救災會”，成為 1937－ 1940年澳門華人
社區救亡賑難的中心，崔諾枝被選為主席，徐偉卿、高可寧為副主席，梁彥明、蔡文軒
等為委員。該會成立後，即成為當時澳門各界救亡賑濟的聯合性中樞社團，負責發起籌
募賑難與支援內地救亡工作。例如，1937年 11月，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派員向各

界救災會報告組織成立及工作情形，希望得到指導。 3○1937年 12月，澳門中國青年救
護團函請各界救災會撥助藥物經費。各界救災會決議：對於救護工作，義不容辭，理應

協助。……其數量暫定不超過 6,000元為限額， 4○ 並將各渡船、茶樓、汽車之救災箱，
以後一律暫改為徵集藥物經費箱。可見，各界救災會成為抗戰前期澳門救亡賑濟的中心，
承擔了籌募款物的重任。

自華南戰事發生以來，哀鴻遍地，施賑之舉，急不容緩。為應對源源不絕的難民，
各界救災會另組救濟難民委員會。後因澳葡政府成立救濟難民委員會，故各界救災會撤
銷了救濟難民委員會。同時，澳門華人公教教友特集合熱心服務者，於 1939年 4月成
立天主教望德堂濟貧會，以濟惠貧苦。該會推舉崔諾枝為主席。會後即分頭進行籌募善

款，並確定向避亂來澳及身世確屬貧苦者派券分派賑濟物品 100份。 5○ 又如，公教進行
會（Catholic Action），原為天主教各地教區之團體組織，其唯一使命，在協助神職推

進教務與致力社會慈善工作。崔諾枝擔任該會顧問。 6○

1942年初，施粥機構怡興堂改組為“澳僑賑饑會”，由劉柏盈擔任主席，崔諾枝、

1○　    〈同善堂新值理昨日就職〉，《華僑報》（澳門），1941 年 2 月 4 日，版 7。
2○　    〈同善堂特別會議　    崔主席提出辭職〉，《華僑報》（澳門），1944 年 12 月 15 日，版 4。
3○　    〈購救國公債〉，《華僑報》（澳門），1937 年 12 月 13 日，版 3。
4○　    〈各界救災會議決去函各行商　    請自動組織長期捐薪〉，《華僑報》（澳門），1937 年 12 月 21 日，版 2。
5○　    〈天主教濟貧會今行成立禮〉，《華僑報》（澳門），1939 年 4 月 15 日，版 6。
6○　    〈本澳公進會　    三屆新職員昨行就職禮　    新職員名單發表〉，《華僑報》（澳門），1939年 2月 13日，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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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侶儉等擔任名譽委員。 1○1942年 3月，為了緩解澳門糧食供應緊張，使流落澳門的難
民返回家鄉，特成立澳僑協助難民回鄉委員會。推舉劉柏盈、崔諾枝為主席，之後，崔

任副主席。 2○ 回鄉會自辦理歸僑工作以來，深得社會人士同情，源源捐助善款。 3○

除擔任賑濟性社團職務外，崔諾枝還應邀擔任多個臨時性籌募活動的顧問。例如，
1939年 11月，南海難民救濟會是由龍思鶴、李兆祥、徐偉卿等發起，籌備舉行古今字
畫、瓷器、古玉公開展覽，並徵求工商提供貨品義賣，籌款賑濟難民。該會聘崔諾枝等

人為顧問。 4○1941年 2月，葡國遭受颶風襲擊，損失慘重。澳門商會、同善堂、鏡湖醫
院及華人代表等聯合發起組織“澳門華人籌賑葡國風災會”。高可寧為主席，崔諾枝被

推舉為十二名委員之一。 5○1944年 8月，華僑會等五團體聯合發起國慶醒獅籌款。定名
為“大眾報、趙竹溪國術團、華僑體育會、羅梁兄弟國技團、𧝁鏡洲國術團聯合恭祝國
慶為鏡湖醫院同善堂醒獅籌款大會”。大會敦請澳督任名譽主席，崔諾枝等為名譽副主

席。 6○1944年 9月，因天主教救濟會辦理之平民飯場經費支絀，在督察長官耶贊助下，
正式成立“為救濟會平民粥場演劇籌款大會”，官耶為主席，崔諾枝等十五人被聘為顧

問。 7○1945年初，有廣州熱心人士來澳，與澳門紳商名流等談及救濟問題，並得澳督
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及警察廳長布英沙、督察長官耶贊助。1月 30日，
召開籌備會並決定成立“為廣州方便醫院及老人院、澳門華僑公立平民義學籌募經費大
會”，訂於 3月 4日在清平戲院開演，並於春假期內由廣州“排籃球隊”來澳與各勁旅
比賽數場，藉以增加善款收入。澳督戴思樂為名譽主席，警察廳長布英沙等為名譽副主

席，崔諾枝等被聘為顧問。 8○1945年 4月 19日，因難童餐經費支絀，闔澳鹽商假座同
善堂召開義演籌募難童餐經費大會，澳督戴思樂為名譽主席，崔諾枝等被聘為名譽顧

問。 9○1945年 5月，公進會平民粥場義演籌款 ，澳督戴思樂為名譽主席，崔諾枝等被
聘為名譽顧問。10

⑩ 烽火連年，難童流離失所，亟待救濟。澳門行政局長兼警察局長布英
沙乃在蓮峰廟附近新運動場內設托兒所，予以收容。然衣食所需無以為繼。澳門上架木
藝行主席梁林有見及此，特聯合行友發起組織義演籌款大會，由電劍小童劇團擔任義務

1○　    〈澳僑賑饑會進行募捐〉，《華僑報》（澳門），1942 年 3 月 7 日，版 3。
2○　        〈歸僑運動按步推進　回鄉會舉出職員　高可寧等今日謁各長官〉，《華僑報》（澳門），1942年 3月 26日，

版 3。
3○　        〈回鄉會所收捐款　    前後共達七十萬元〉，《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 日，版 3。
4○　    〈書畫古物展覽會選出職員〉，《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1 月 25 日，版 3。
5○　    〈本澳各華人團體發起籌賑葡國風災〉，《華僑報》（澳門），1941 年 3 月 26 日，版 7。
6○　    〈五團體醒獅籌款會　    請澳督任名譽主席〉，《華僑報》（澳門），1944 年 8 月 26 日，版 4。
7○　    〈為救濟會籌募平民飯場經費〉，《華僑報》（澳門），1944 年 9 月 10 日，版 4。
8○　    〈粵澳聯合籌款　    三黃義捐一切開支費用〉，《華僑報》（澳門），1945 年 1 月 31 日，版 4。
9○　    〈闔澳鹽商籌募難童餐經費　    成立粵劇義演大會〉，《華僑報》（澳門），1945 年 4 月 20 日，版 3。
⑩　    〈平民粥場義演會　    昨日開始銷券〉，《華僑報》（澳門），1945 年 5 月 22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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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於 1945年 7月 2日假清平戲院舉行。籌款大會聘崔諾枝為名譽顧問。 1○

在擔任公職方面，1941年初，澳葡政府再次委任崔諾枝為 1941、1942年的副華人
代表。“查崔氏前曾歷任華人代表及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現任同善堂主席等
要職。在任時莫不勇於任事，惠及人群，頗為僑胞推重。近因年老，對於各職多已吿退。

惟當地政府以崔氏年紀雖高，而德隆望重。……仍委以副華人代表之職”。 2○ 作為華人
副代表，崔諾枝不但樂善好施，而且善於調解糾紛。1941年 2月，茶居行“西友”（即
工人或夥計⸺引者註）為維持該行失業工人生計，要求該行東家將各茶樓門口原有報
攤收回，由該行西友辦理。於是，舊曆新年起各檔口突被收回。如此，原報販勢將全數
失業。在同善堂主席、時任副華人代表崔諾枝調解下，得到茶居行東家同情。一方面，
允予另行設法維持該行失業西友生計；另一方面，准許原有各茶樓門口報攤照常營業。

此事遂吿解決。 3○1944－ 1946年度澳門政務會非官方議員由當局委任，華人代表梁後
源及左美古律師為正任，崔諾枝及加多素（陸軍中尉）為副任。 4○

在內地及香港等地任職方面，1938年初，崔諾枝與澳門其他社團領袖被國民政府中
央僑務委員會聘為名譽顧問。1938年元旦，由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等在廣東成立華僑救
護桑梓籌募委員會，澳門崔諾枝等被聘為委員。1938年，香港學賑會回國服務團聘崔諾
枝為該團名譽顧問。

二、利用特殊身份與澳葡政府及外界溝通聯絡，創設籌募有利條件

崔諾枝，廣東南海人。幼時，隨父移居澳門。其父因信奉天主教，獲葡人若瑟司鐸
推薦任崗頂教堂事務員。崔諾枝 6歲啟蒙。12歲進入三巴仔聖若瑟書院習葡文。因其熟
諳葡文，先於馬士度律師事務所工作，後遇葡艦長阿士打架巴喇而受僱於葡艦。不久，
任一等管事，時年 15歲。六年後，調任澳督署庶務員，獲澳督信任，隨其赴津滬、北平，
以及日本、暹羅、越南、巴西、西班牙等地遊歷，後居留葡國里斯本五年。其居里斯本
時，結識葡國“太子”（原引文如此⸺引者註）並與其來往，出入宮庭，被視為近臣。
後葡國船長伽也阿美士赴任澳督，邀崔諾枝回澳，出任總督署庶務處長。該職例由葡人

出任，而崔卻以華人身份長期擔任此職。 5○

由此可見，出身華人的崔諾枝，曾居葡國，交遊廣泛，因其熟諳葡文，且有任職澳
督府庶務處長的經歷，故而，能夠嫻熟地與澳葡政府以及澳門葡人社群進行溝通。又因

1○　    〈上架行友發起　    為托兒所籌款〉，《華僑報》（澳門），1945 年 6 月 28 日，版 3。
2○　    〈崔諾枝疊任　副華人代表〉，《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 月 7 日，版 5。
3○　    〈茶居西友與報販糾紛已獲圓滿解決〉，《華僑報》（澳門），1941 年 2 月 7 日，版 7。
4○　    〈本澳政務會議員人選〉，《華僑報》（澳門），1943 年 12 月 21 日，版 3。
5○　    梁彥明：〈崔諾枝先生傳略〉，載各僑團值理編輯：《崔諾枝先生善績紀略》，澳門：澳門中華印務公司，

1938 年，頁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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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奉天主教，可以教徒身份與澳門天主教社群進行溝通。可以說，在澳門社會，擁有
像崔諾枝這樣閱歷、能力及廣泛人脈關係的人還是較為少見的，其屬於得到澳門各方認
可的社會人物。

作為籌募主體的澳門社團，不但其內部普遍設立交際部等內設機構，以負責社團
對外聯繫工作，而且社團籌辦募款募物活動也需得到澳葡當局的批准（俗稱“討取人
情”），因此，崔諾枝無疑是最適合的與澳葡當局溝通的人選。實際上，崔諾枝在擔任
同善堂值理會主席的同時，還兼任該堂交際部主任。崔諾枝也確實發揮了與澳葡政府溝
通的作用。

各界救災會舉辦的多項籌募活動，按照規定，是需要得到澳葡政府批准的。而報請
政府批准事項通常由崔諾枝擔任。1938年，各界救災會計劃舉行“八一三”紀念日獻金
救國運動。在籌備時，決議“俟崔主席向當地政府請求核准後，再定期開特別會議決定

一切”。 1○1939年，各界救災會繼續舉行“八一三”獻金運動，並公推崔諾枝主席負責
辦理向政府請求核准獻金手續。 2○ 各商號如要舉行義賣或參加義賣活動，需要事先得到
澳葡警察廳的批准。而批准手續通常是由各界救災會主席崔諾枝向警察廳請求核准的。
1938年 9月 10日，源來居致函各界救災會稱，原擬 9月 11日舉行義賣，卻忽遭警廳傳

訊。經各界救災會崔諾枝主席代向警察廳請求，獲廳長核准可依期舉行。 3○ 又如，域多
利戲院定期 1938年 10月 4日義映一天，需要向警察廳核准人情，並豁免貼慈善印花。

相關手續由崔諾枝主席負責辦理。 4○1941年 12月，巴拿馬幻術研究社決定舉辦遊藝籌
款，同善堂主席崔諾枝擔任此次遊藝大會名譽主席。崔氏為此次善舉向澳葡當局請求核

准辦理及豁免娛樂稅及消防等費以裕收入。 5○1944年 2月 5日，小龍劇團聯合平安戲院
發起為難童餐義演籌款大會，名譽主席崔諾枝電知警察廳長請求辦理准請。 6○

除了請求澳葡政府批准籌募相關手續外，在賑濟款項不足時，崔諾枝還直接請求澳
督及相關官員助款助物施濟。自 1939年起，經同善堂主席崔諾枝請求澳督，由澳門慈
善委員會項下，每月捐助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兩善院西紙 166.66元，以助善費。之後，由

政府每年捐助同善堂 500元，以作濟施貧民醫藥之用。 7○

1942年 9月，同善堂在青洲難民營施粥數月後，因經費不敷，有停頓之虞。同善堂
主席崔諾枝於 9月 5日謁見澳督，報告及請示一切。澳督表示願盡力贊助。答允捐助白

1○　    〈各界救災會紀〉，《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1 日，版 2。
2○　    〈各界救災會昨議決“八一三”獻金〉，《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31 日，版 6。
3○　    〈各行商舉行義賣須先　    報救災會代討人情〉，《華僑報》（澳門），1938 年 9 月 10 日，版 3。
4○　    〈各界救災會議決　    國慶售旗籌款〉，《華僑報》（澳門），1938 年 9 月 28 日，版 6。
5○　    〈幻術義演積極籌備〉，《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22 日，版 5；〈巴拿馬響應施粥義演　布英沙

甚表嘉許　香港伶星來澳參加表演〉，《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26 日，版 5；〈巴拿馬遊藝　成
績優異　打破紀錄〉，《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2 月 6 日，版 5。

6○　    〈小龍劇團義演聘定顧問職員進行〉，《華僑報》（澳門），1944 年 2 月 6 日，版 4。
7○　    〈澳門政府捐助慈善費〉，《華僑報》（澳門），1939 年 2 月 15 日，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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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30包。 1○9月 21日，同善堂主席崔諾枝再訪警察廳謁見廳長布英沙及督察長官耶，
報告白米即將耗盡，警察廳得悉情形，即捐港紙 1,000元助施粥經費，並由督察長撥白

米 15包。 2○11月 4日，同善堂青洲粥場白米用罄。崔諾枝主席親往督察長處報告，督
察長官耶聆悉情形，即撥白米 60包交同善堂青洲施粥。 3○1943年 6月 5日，為同善堂
籌募難童餐義演會，崔諾枝等謁見澳督，報告相關事宜。澳督聆聞後，除大加讚賞外，
並慨捐葡幣 1,500元以為預購義花一朵。同時，同善堂還收到澳督交來的捐助經費葡幣
2,000元，稱該款乃“上日”（原引文如此⸺引者註）葡國革新紀念時捐出。 4○

1942年，澳門華人社群成立“澳僑協助難民回鄉委員會”（簡稱“回鄉會”）。半
年以來，所籌善款超過 100萬元，資送貧僑達萬餘名。11月 4日，第四十批歸僑 400餘
人已啟程返鄉。然而，回鄉會所存經費有限，而迫切期待回鄉者為數甚眾。因此，崔諾
枝聯同該會其他負責人一起於 11月 5日晉謁澳督，報告工作經過情形，請示今後進行

辦法。 5○ 當年 12月，回鄉會原本在青洲萬國火柴廠內的貧民收容所進行貧民登記返鄉
工作，因貧民收容所遷址至台山謙源炮竹廠舊址，故而督察長官耶通知暫停登記返鄉貧
民。於是，回鄉會推舉崔諾枝副主席謁見官耶，商洽遣送貧民事宜。官耶諭知，於次日

在台山新址進行登記。 6○

實際上，崔諾枝平生辦理公益善舉不遺餘力。其壯年時，任市政廳議員，在任時
就傾力造福僑胞。昔時，澳門貧民尋找偏僻地方搭蓋茅寮容身。澳督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詢問崔氏，是否有將貧民自建茅寮拆毀卻又不使貧民流離
失所的兩全之策。於是，崔諾枝向澳督獻議，建築平民屋使貧民得其居，則可拆去茅寮。
巴波沙聽取崔氏建議，倡捐款在台山空地建平民屋。經兩年努力，建成 700餘間，分配
給平民居住，是為澳門平民屋邨⸺巴波沙坊。由是，當地茅寮全部拆除，街道整齊，

市容美觀。 7○

1938年，澳門開始使用自來水，因此，澳葡政府不再允許居民從銀坑運水食用，並
封閉街井。居民感覺不便，時任商會副主席的崔諾枝率領澳門各行商及街坊代表前往警

察廳遞送信件，要求繼續運回銀坑食水及揭封街井。警察廳長答允轉呈澳督。8○1939年，
得知居民建築屋宇所用的英坭及磚稅阻礙屋宇建設，同善堂主席崔諾枝提議，擬具稟呈

1○　    〈澳督捐米卅包　    給青洲難民營〉，《華僑報》（澳門），1942 年 9 月 6 日，版 3。
2○　    〈同善堂源源進款〉，《華僑報》（澳門），1942 年 9 月 22 日，版 5。
3○　    〈督察長撥米六十包施賑青洲難民〉，《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1 月 5 日，版 3。
4○　    〈澳督贊助難童餐善舉　    購花一朵捐千五元〉，《華僑報》（澳門），1943 年 6 月 6 日，版 3。
5○　    〈歸僑工作若斷若續　    回鄉會將決定進止〉，《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1 月 5 日，版 3。
6○　    〈貧民收容所遷往台山〉，《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2 月 22 日，版 3。
7○　    〈警廳長及督察長贊助同善堂施粥　崔諾枝向當局報告施賑狀況〉，《華僑報》（澳門），1942年 8月 20日，

版 5。
8○　    〈各行商代表昨遞呈文〉，《華僑報》（澳門），1938 年 3 月 9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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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澳葡政府，請求撤銷英坭稅及磚稅，以利僑胞建築屋宇。 1○

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崔諾枝既以其教徒身份參與宗教性賑難活動，又能夠與宗教界
進行溝通。1938年 7月 7日，中華公教青年進行會假座進教圍天主教堂，舉行追悼陣亡
將士被難同胞祈禱大會，大會由神父領導教徒向主祈禱，為前方將士及難民祝福，向死

難軍民行祭禮。崔諾枝到會。 2○1939年 3月，巴波沙坊貧民住宅，素由仁慈堂管理收租，
將租金充作慈善經費。但是，該堂主理收租人蔡某突告失蹤。而在蔡某潛逃後，巴波沙
坊貧民稱，仁慈堂方面謂由蔡某經手發出之臨時租金收據而未經該堂司理簽名者，概作
無效，租值一律追收。故而，住戶呈函商會，請求設法援助。商會接函後，決議由副主

席崔諾枝負責向仁慈堂方面調查清楚。 3○

華南戰事爆發後，澳門周邊難民逃往澳門避戰禍，其隨身攜帶的現鈔因超額而被海
關沒收充公。為此，崔諾枝數次以各界救災會主席身份與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徐偉卿、
教育會會長梁彥明、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主任畢侶儉一起致函南京國民政府及
財政部長，要求內地政府取消在關卡沒收避難澳門的內地民眾攜帶超過 200元充公的規

定。 4○ 後經總稅務司電令兩廣各關稅務司，若所扣鈔券持有人確屬難民，姑予發還，以
維難民生計。拱北關口一體遵辦。 5○

澳門的糧食多進口自廣東，惟 1943年夏，廣東省政府頒佈徵收出口穀米稅。按出
口稅額徵收 20%，作為救濟廣州難民之用。因所徵稅額太重，致澳門糧價上漲，增加澳
門民眾食糧負擔。為此，同善堂主席崔諾枝聯同華人代表梁後源、中華總商會主席高可
寧、鏡湖醫院主席劉敘堂以澳門糧食互助會名義致函廣東省政府主席，以僑澳民眾同屬
粵民，似應一同予以救濟為由，商洽將所徵穀米出口稅核免，或將該稅款指定為撥充救

濟留澳難僑之用。 6○

三、發起及組織多次救亡募款募物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澳門華人社群即組織救亡社團，發起籌募款物支援內地抗戰的救
亡賑濟活動。澳門的籌賑活動貫穿整個抗戰時期，前期主要是由各界救災會為內地籌賑，
募得的款物匯寄內地支持救亡。而隨着 1938年 10月和 1941年 12月廣州和香港先後淪
陷，難民湧入澳門，成為澳門慈善社團救濟的對象，因此，抗戰中後期，籌募賑濟轉向
本地，為救濟流落澳門的難民所需。

1○　    〈同善堂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0 月 18 日，版 4。
2○　    〈宗教祈禱會〉，《華僑報》（澳門），1938 年 7 月 8 日，版 3。
3○　    〈商會昨議決　    助台山貧民〉，《華僑報》（澳門），1939 年 3 月 19 日，版 6。
4○　    〈商會等再電請撤銷　    攜鈔出口例〉，《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1 月 30 日，版 3。
5○　    〈商會堂議紀〉，《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 月 3 日，版 6。
6○　    〈糧助會今日召開常會　    進行步驟將可決定〉，《華僑報》（澳門），1943 年 8 月 30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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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籌募的款物主要面向內地救亡賑濟

1937年 7月下旬，澳門各界救災會成立。該會是抗戰時期澳門規模最大的賑濟性救
災社團。澳門各界救災會成立後，即發起籌募款物的救亡運動。其時的籌募行為可以分
為臨時性募捐、長期性捐輸及購買公債等不同方式。

在臨時性捐輸方面，各界響應號召，舉辦各種形式的臨時性捐助活動。例如，節食
捐、一日捐、賣花籌款、賣旗籌款、演劇籌款、獻金運動等。1937年 11月，洋務工友
籌賑兵災會第二期捐款國幣 336.85元、崇實中學第三期 11月份節食捐款國幣 76.39元，

由各界救災會轉匯南京散賑。 1○1937年 12月，崔諾枝主持澳門各界救災會會議議決：
1938年元旦舉行賣花募款，為購置藥物籌募經費。在農曆歲末，擬在清平戲院舉行演劇
籌款。農曆新年從初一至初三日，舉行賣花籌款。兩項募款均為補助中國青年救護團購

置藥物。 2○1938年 6月，廣州遭受日軍轟炸，澳門各界救災會隨即向澳門各界發出勸募
通函。很快，首期募款 23,000餘元匯至廣州施賑災民。 3○

面對內地賑濟的殷切需求，澳門各界藉抗戰紀念日，發起獻金籌款。在各界救災會

主席崔諾枝提議下，澳門仿照省港等地開展獻金運動。 4○1938年 8月 8日，崔諾枝主持
召開各界救災會第九次執委會議，專門部署“八一三”獻金運動，決議：一是函請各社
團、行商、茶樓、煙室、報館、學校等領袖，要求在各機構內設法預為勸募。二是決議
推定徵集人員分五隊於 11日全體動員，按指定區域挨戶送發一萬個獻金筒，勸導各界
人士屆日赴會獻金。三是佈置獻金台與會場，印發〈澳門各界救災會勸募“八一三”紀

念日獻金救國敬告僑胞書〉及會場標語，函勸各大紳商殷戶等踴躍輸將。 5○ 作為各界救
災會主席的崔諾枝，組織與鼓動各界商民踴躍捐款獻物。在 1938年“八一三”大會上，
崔諾枝致辭：“我們今日開會紀念，又辦理獻金救國……望我各位同胞，努力獻金，輸
財救國，其功勞與上海軍人奮鬥並不減色。希望大眾起來齊心合力，最後勝利，終屬於
我……”社會各界響應各界救災會號召，紛紛捐款獻物。一時，獻飾物款項者擁擠萬分。
8月 13－ 15日，三天募款達國幣 28,143.35元。其中，一老婦人，除獻出金耳環一對外，

還當場將口中兩金牙脫下一並獻出，且不道出姓名。 6○“八一三”獻金募得的項款交由
香港中國銀行匯呈國民政府。1938年，“雙十節”賣旗募款。1939年，澳門各界救災
會提議召開“七七”抗戰二周年紀念大會，崔諾枝推定為籌備委員會主席。同時，印發
“七七”紀念章二萬枚，函請各校各派學生 15名擔任推銷。所募款項五成匯呈中樞散賑，

1○　    〈購救國公債〉，《華僑報》（澳門），1937 年 12 月 13 日，版 3。
2○　    〈各界救災會議決　繼續努力勸捐〉，《華僑報》（澳門），1937 年 12 月 27 日，版 2；〈各界救災會議決　

歲晚演劇籌款〉，《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 月 17 日，版 2。
3○　    〈為廣州災民請命　一片呼籲聲　各界救災會發起勸募〉，《華僑報》（澳門），1938 年 6 月 15 日，版 2。
4○　    〈議決推行獻金運動〉，《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1 日，版 2。
5○　    〈澳門各界救災會會議紀〉，《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8 日，版 3。
6○　    〈“八一三”一週年　    各界舉行隆重紀念典禮〉，《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14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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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五成撥助澳門本地慈善經費。 1○7月 7日當日，澳門各界救災會聯合各僑團假座平安
戲院召開“七七”抗戰建國紀念大會，追悼忠烈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並舉行售章籌款，
勸導素食一天，捐資恤難，又去電國民政府，慰勞前線將士。同時，各界捐款及賣花。
銀業行節食一日得款大洋 300元。南粵煙草公司全體職工定於“七七”當日發起捐薪一

天、素食一天，捐款全數撥交各界救災會作救災濟難。2○澳門甜品小販阮厚林記定於七、
八兩日舉行“杏仁茶”、“芝蔴糊”義賣，籌款救濟難民及慰勞前方抗戰將士。 3○ 國華
戲院“七七”紀念日日場收入捐款雙毫 77.4元，鮮果行“七七”義賣捐款雙毫 33.3元、
大洋 50元、毫券 175.13元，佩文學校“七七”節食捐款雙毫 7.05元、大洋 0.24元、毫

券 3.3元，請各界救災會代轉散賬。 4○ 澳門各界救災會將“七七”紀念日各行號捐助的
大洋 1,386.75元，匯呈中樞散賑。而售章籌款收入 4,000餘元，其中，撥付 2,000元匯

呈中樞散賑，餘款撥澳門各慈善團體以賑災恤難。 5○1939年，繼續舉行“八一三”獻金
運動，獻金台搭在商會二樓。製備獻金筒二萬個，分發與全澳各僑團、商號、學校、住

戶。 6○“八一三”獻金運動組織徵求獻金隊十大隊，自 8月 10日起徵求獻金及發送封筒。
全澳劃分七區，每隊擔任一個區域，其餘三隊特別擔任送發學校、工廠、行商等方面。7○8

月 13－ 15日三天收入獻金總數目約國幣 89,071.75元。另獲各界所獻之金銀首飾等物。8○

義賣是各界救災會倡議的募款方式之一。1938年 9月 4日，各界救災會第 38次會
議決議：函請各行商店，發起義賣籌款。義賣倡議首先得到福隆新街佛笑樓西菜館及光
記咖啡店回應。佛笑樓訂於 9月 9日義賣，當日一隻乳鴿賣至千元，全日營業所得本利

等盡數撥交，收入共得國幣 2,400餘元。 9○ 新步頭橫街光記咖啡室則訂於 9月 12日義賣
一日。 10

⑩ 各行商廠商踴躍捐輸貨物，支援義賣，並組織“僑澳國貨小販救災義賣場”。
為此，各界救災會主席崔諾枝簽署向各行商發出〈徵集捐助品物啟事〉，登報徵集品物，
並代轉義賣場。收集的各方捐輸貨品包括咖啡杯、牙刷、飛機及艦艇玩具、毛巾、古銅
碗、白土布、陳皮梅、杏仁餅、呂宋煙等。參加義賣的行業包括臘味行、鮮魚行、豬肉行、
酒業行、什貨行、果菜行、旅業行、茶室、理髮室等。11

⑪ 義賣不僅在澳門半島，也擴展
到氹仔。

1○　    〈七七兩週年　    澳各界擴大紀念　    昨日舉行籌備會議〉，《華僑報》（澳門），1939 年 6 月 21 日，版 6。
2○　    〈愛國熱誠的流露　    僑胞隆重紀念〉，《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7 日，版 10。
3○　    〈兩甜品小販改在灣仔義賣〉，《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7 日，版 10。
4○　    〈各界救災會昨議決“八一三”獻金〉，《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31 日，版 6。
5○　    〈救災會七七售章　    款匯呈國府〉，《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13 日，版 8。
6○　    〈各界救災會昨議決“八一三”獻金〉，《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31 日，版 6。
7○　    〈徵求“八一三”獻金隊定明日出發〉，《華僑報》（澳門），1939 年 8 月 9 日，版 4。
8○　    〈“八一三”紀念獻金定期匯中樞〉，《華僑報》（澳門），1939 年 8 月 21 日，版 4。
9○　    〈佛笑樓舉行義賣　    歌姬競爭奪冠軍〉，《華僑報》（澳門），1938 年 9 月 11 日，版 3。
⑩　〈本澳義賣已風起雲湧〉，《華僑報》（澳門），1938 年 9 月 8 日，版 3。

⑪　〈小販賣義進行順利　    選出工作人員〉，《華僑報》（澳門），1938 年 9 月 14 日，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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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唱、義映、義賽等是利用演藝活動或體育比賽活動進行籌款的方式。在義唱方面，
淘聲音樂研究社訂於 1938年 10月 9－ 10兩天假座添男茶樓舉行義唱，籌款賑災。兩

晚除由該社社員全體奏樂及歌唱外，並徵得粵劇界一等紅伶任劍輝等義務登壇歌唱。 1○

在義映方面，1939年 7月 7日，澳門域多利戲院表示，於“七七”當日放映一場抗戰
殺敵巨片《全線總反攻》，全場所有收入全數交各界救災會。其他戲院，如南京戲院、

平安戲院、國華戲院均義映一場，並將收入交各界救災會散賑。 2○ 在義賽方面，1938年
12月，港澳舉行小型足球義賽。每日賽事結束後，錢箱送交澳門各界救災會，由主席崔

諾枝及警察廳代表西探長施利華監督開箱，共得西紙 10.11元。 3○ 此外，還有人力車館
發起的義拉活動。例如，海邊新街義棧人力貨車館及炳記人力貨車館表示，自 1938年
10月 10－ 12日一連三天所有租車收入交各界救災會代匯中樞散賑。 4○

除了募款外，還應前方的所需募集物品。例如，由於前方士兵亟需棉衣，各界救災
會登報推動徵集，函請各行店戶踴躍募捐。並於 1938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15日，從

賣旗所籌的款項中撥付部分為士兵製造棉衣。 5○

在長期捐輸方面，各界救災會通函各行商，請其仿效銀業、香業、洋貨等行，自動

組織領導各號東西家，長期捐薪。 6○ 並分函各社團學校，勸導各界同胞，按月長期捐薪
一天。對於各界長期節食捐薪者，製作徵信錄。凡捐 10元以上者，送發一本獻金錄。 7○

在購買公債方面，響應各界救災會呼籲，東興火柴廠將自 1937年 8月起全廠職工
捐薪盡數移購救國公債。銀業行由 11月份起將一切長期捐薪移購救國公債。澳門望德

女子中學將各學生一仙運動長期捐款移購救國公債。 8○ 實際上，澳門專門成立了救國公
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該會組織勸募隊分期勸募，據統計，至 1938年元旦，三期勸

募得款結算共達 26萬餘元。 9○

（二）中後期籌募主要用於救濟流落澳門的難眾

中後期籌募的方式與前期基本相同，但與前期不同的是，募款主體主要是本地慈善
社團。捐助者，除了本地各行各業及殷商捐助外，還包括澳督在內的澳葡政府官員，當
中，不乏崔諾枝的推動及貢獻。

作為同善堂主席，崔諾枝為同善堂籌賑活動費盡心機、親力親為。正如報載：“同

1○　    〈雙十國慶將屆　    僑胞義賣更形活躍〉，《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0 月 7 日，版 6。
2○　    〈愛國熱誠的流露　    僑胞隆重紀念〉，《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7 日，版 10。
3○　    〈港澳小型球義賽　    捐款核清〉，《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2 月 28 日，版 3。
4○　    〈義賣義捐之風　    繼起不絕〉，《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0 月 9 日，版 6。
5○　    〈各界救災會　    推動徵集棉衣〉，《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0 月 10 日，版 6。
6○　    〈各界救災會議決去函各行商　    請自動組織長期捐薪〉，《華僑報》（澳門），1937 年 12 月 21 日，版 2。
7○　    〈各界救災會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39 年 2 月 6 日，版 6。
8○　    〈購救國公債〉，《華僑報》（澳門），1937 年 12 月 13 日，版 3。
9○　    〈遵總會令繼續募債工作〉，《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 月 1 日，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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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堂主席崔諾枝。雖年屆古稀。但樂善不倦。對於同善堂善務。尤更關懷。故該堂歷年
來辦理各項善舉。獲優異成績者。實賴崔氏之力極大也。年來時局影響。各地難民紛避
來澳。故該堂今年施濟事項倍蓰。經費隨而大增。財政極形拮据。崔氏因見及此。乃竭

力向外募捐。藉籌經費。維持善舉。” 1○1940年，因中山難民湧入澳門，同善堂當年施
濟善舉比較往年增三倍有多，經費極為窘竭。為此，該堂向社會各界發起捐助。 2○ 同善
堂勸捐函發出後，各界紛紛捐助。殷商何德捐西紙 500元作同善堂經費。 3○ 殷商關燊田
助該堂大洋 300元，何光榮、羅載生、銀業行捐助鉅款，並向各米店募得蔴包若干。 4○

同時，同善堂擬開辦的藥局也獲得社會各界踴躍捐助股本。 5○1941年 9月 11日，華人
代表梁後源夫人、婦女會主席陳桂清女士蒞場參觀。親見貧民討粥之眾，即時解出指上

翡翠玉戒一隻交同善堂，請代變價撥作施粥經費。 6○ 至 9月 18日，同善堂收入各界施粥
捐款：西紙 2,582元，雙毫 9515.19元。

舉辦義演、義展等同樣是同善堂籌款的重要方式。同善堂歷年�理施藥、施棺、施
粥等善舉。近來，因時局影響，物價高漲，以致善款支絀。1941年 9月，巴拿馬幻術

研究社致函同善堂稱，願義務表演幻術籌款，撥助施粥。 7○ 巴拿馬幻術研究社遊藝籌款
決定於 1941年 12月 4日假清平戲院舉行。該社徵得同善堂主席崔諾枝擔任此次遊藝大
會名譽主席。此次遊藝籌款內容豐富，節目有幻術、音樂、戲劇、國術等項。除有粵曲
伶星伊秋水、鳳凰女等參加義演，又得香港音樂名家鄧鐵鴻、崔蔚林等義務演奏。至於
各紅伶此次屬義務登台，一切演出費用均屬自行負擔。而該社此次籌款所得涓滴歸公。

勸售門券得雙毫 1,800餘元，打破年來遊藝籌款紀錄。 8○ 又有幼童阮鉄牛慨然將平日所
積儲之撲滿拈出大洋 40元捐予同善堂施粥。 9○ 為籌集施粥款項，同善堂致函香港中山
海外同鄉濟難總會請求捐助。10月 3日，該會覆函同善堂，捐大洋 1,000元及飯亁三蔴
包。10

⑩ 同善堂還徵求擎天劇團名伶譚蘭卿及平安戲院於 1942年 5月 13日義演一天。義
演所有收入悉捐同善堂善費。為此，同善堂召開籌備大會，即席售出戲票達 2,000元。11

⑪

義演獲平安戲院免除院租，以一天時間得到沽票銀 10,459.8元，賣花款大洋 72,900元，

1○　    〈同善堂又得善信捐助〉，《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0 月 31 日，版 5。
2○　    〈同善堂又得善信捐助〉，《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0 月 31 日，版 5。
3○　    〈昨同善堂致函各界呼籲捐款〉，《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2 月 5 日，版 5。
4○　    〈關燊田等響應施衣施粥〉，《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2 月 12 日，版 4。
5○　    〈同善堂又得善信捐助〉，《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0 月 31 日，版 5。
6○　    〈同善堂施粥警察廳長親臨指導〉，《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3 日，版 5。
7○　    〈同善堂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27 日，版 5。
8○　    〈幻術義演積極籌備〉，《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22 日，版 5；〈巴拿馬響應施粥義演　布英沙甚

表嘉許　香港伶星來澳參加表演〉，《華僑報》（澳門），1941年 11月 26日，版 5；〈巴拿馬遊藝　成績優
異　 打破紀錄〉，《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2 月 6 日，版 5。

9○　    〈幼童阮鉄牛獻撲滿助施粥〉，《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2 日，版 5。
⑩　〈中山同鄉濟難總會捐助同善堂施粥經費〉，《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4 日，版 5。

⑪　〈同善堂演戲籌款　    昨選舉職員　    即席售出戲票達二千元〉，《華僑報》（澳門），1942年 5月 6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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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紙 1,050元。又蒙澳督買花一朵，西紙 500元，尚有賣花及捐款碎數約 2,000元。此

次義演籌款數萬元，打破歷年籌款紀錄。 1○10月 4日，良友體育會會長梁後源致函同善
堂，定期 10月 10日舉行義賽籌款，所有收入悉數捐助該堂施粥經費。 2○10月 15日，
澳門名拳師𧝁鏡洲發起國技義演，竭力推銷票券。義演結束後，將數目呈交警察廳核算，
共得雙毫 1,364.2元，西紙 110元。另有撲滿兩個，共得雙毫 16.5元、西紙 12.5元、大

洋 10元、銅仙 69個。 3○

1943年，同善堂接辦難童餐後，為解決經費，籌劃定期演劇籌款。 4○5月，計劃發
起同善堂籌募難童餐經費演劇大會。崔諾枝等四位任主席團主席。新馬劇團全體藝員新
馬師曾、上海妹等慨允義演，清平戲院慨然豁免院租。定 1943年 5月 31日開演。演劇

所有費用，由值理即席題捐，崔諾枝捐款 40元。 5○ 此次義演全部收入，連賣花及戲票
計算，實得雙毫 17,000.92元、西洋紙 11,300.15元。1944年 2月 5日，為籌措難童餐
經費，小龍劇團聯合平安戲院發起為難童餐義演籌款大會。當日推定各職員，名譽主席

崔諾枝。 6○

1944年 2月 6日，為籌措難童餐經費，書畫大家高劍父等發起“籌募同善堂難童餐
經費書展書覽會”。擬定所有收入全數撥交難童餐經費。至於書畫及其他費用亦由同人

負責。 7○ 書展書覽會大會委員會由高劍父任主席，崔諾枝等為副主席。2月 10日，崔諾
枝陪同高劍父等謁見澳督戴思樂，報吿義展籌備情況及請示進行，澳督接見後欣然允任
主席。同時，崔再陪同高劍父等分謁主教、民政廳長、財政廳長、督憲秘書長、警察廳

長、經濟局長等，獲主教及各廳長慨任名譽顧問。 8○ 義展定 3月 12－ 18日進行，展期
7日。義展印製畫券，組織 36隊推銷畫券。義展大會借用商會二、三樓為展覽會場。由
藝術家 50餘人捐獻精心之作 400餘件。全場最終籌款 30,000餘元。難童餐又可續辦數

月。 9○ 書畫會售餘的 44幅書畫，則請各值理認購。其中，崔諾枝購 40元，加上其他值
理認購，共沽得 145元，撥捐難童餐經費。10

⑩

因籌款目的是救濟流落澳門本地的難民，澳督及其他官員也不時捐獻款物。同善堂
自 1941年 8月 23日起，向難民施粥。主席崔諾枝為此專赴警察廳，請求購米 30包為

1○　    〈同善堂設茶會　    酬謝義擎天藝員〉，《華僑報》（澳門），1942 年 5 月 19 日，版 3。
2○　    〈洋服行首飾行踴躍捐款〉，《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5 日，版 5。
3○　    〈𧝁館國術義演成績優異〉，《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16 日，版 5。
4○　    〈難童餐　    支銷巨〉，《華僑報》（澳門），1943 年 5 月 12 日，版 3。
5○　    〈救濟貧童為當前急務　    積極籌募難童餐經費〉，《華僑報》（澳門），1943 年 5 月 15 日，版 3。
6○　    〈小龍劇團義演聘定顧問職員進行〉，《華僑報》（澳門），1944 年 2 月 6 日，版 4。
7○　    〈書畫義展籌款加聘委員積極進行〉，《華僑報》（澳門），1944 年 2 月 7 日，版 4。
8○　    〈書畫義展主席晉謁澳督〉，《華僑報》（澳門），1944 年 2 月 11 日，版 4。
9○　    〈為難童餐籌經費　    書畫義展開幕〉，《華僑報》（澳門），1944 年 3 月 13 日，版 4。
⑩　    〈同善堂值理會議〉，《華僑報》（澳門），1944 年 8 月 14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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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粥之用，獲廳長批准，並允屆時派出警探多名到場維持秩序。 1○ 又獲澳督捐白米 100

包，約 23,741磅，請代煮粥分派貧者充飢。8月 31日，為表達對同善堂向貧民施粥的
支持，澳督戴思樂親臨粥場巡視，察看粥品及查詢所用煮粥材料，力讚崔、蔡兩主席及

各值理等辦事妥當，盼望各界人士熱烈捐輸協助施粥義舉。 2○9月 11日，澳督再次巡視
同善堂派粥現場。當得知同善堂報告存米無多時，澳督捐白米 100包，重 23,807磅，交

該堂為煮粥之用。3○至 9月 18日，澳督戴思樂再次加捐白米 100包，囑代煮粥分派貧民。
高若瑟主教等捐美國紅十字會麥米 10噸，共 400包，前後共送出美麥 800包，共 20噸，

囑代煮粥分贈貧民。 4○10月 2日，澳督再捐白米 100包交同善堂煮粥，施濟貧庶。 5○10

月 31日，同善堂因施粥用白米用罄，再向澳督請求捐助。澳督在前面已捐助 400包的

基礎上，慨然再撥白米 100包，前後共 500包，予同善堂煮粥施派。 6○11月 10日，同
善堂自發起施粥以來，為時將及三個月之久，因白米將用罄，同善堂主席崔諾枝偕同司
理晉謁澳督，報告白米業將告罄，請求繼續接濟，以延長施粥善舉。澳督聞訊，欣然再

捐白米 100包。 7○ 澳門互助慈善委員會會長羅保致函同善堂，捐助西紙 3,000元，助施
粥濟貧。 8○ 澳督秘書處致函同善堂，請主席於 1942年 3月 24日，前往督署收大洋 6,000

元，以助同善堂經費。 9○1942年 4月 29日，澳督捐麥米 160包，分交兒童收容所、貧
民屋、育嬰堂、旺廈（今望廈——引者註）老人院，每處得 40包。10

⑩ 1942年 8月，同
善堂在青洲難民營施粥。因經費不敷，主席崔諾枝於 8月 19日拜訪警察廳廳長布英沙
及督察長，報告現狀及請示辦法。督察長將 30包米售與同善堂，為青洲難民營施粥之用。
崔氏繼續報告施粥善款用罄，不日擬將停辦。警廳廳長及督察長聞悉，即助善款 1,500

餘元，並表示盡力幫助同善堂施粥。11

⑪ 1944年 2月，在高劍父等發起的“籌募同善堂難
童餐經費書展書覽會”上，澳督以葡幣 2,000元認購書畫佳作四幅，以資倡率。12

⑫

同善堂的施濟活動還得到了外國組織及本地天主教團體的協助。1941年 8月，鑑於
逃難災民留澳甚眾，同善堂主席崔諾枝等顧念災民之疾苦，向美國紅十字會認領美麥六
噸，用為施粥，以濟飢民。該堂首先收到澳門天主教公教進行會捐送美國紅十字會麥米

1○　    〈同善堂施粥今日開始〉，《華僑報》（澳門），1941 年 8 月 23 日，版 4。
2○　    〈同善堂施粥督憲昨親蒞臨指導〉，《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1 日，版 5。
3○　    〈同善堂施粥濟貧　    澳督極力贊助〉，《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12 日，版 5。
4○　    〈同善堂施粥經費巨大〉，《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20 日，版 4。
5○　    〈澳督再加捐白米百包〉，《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3 日，版 5。
6○　    〈澳督再撥米百包助同善堂施粥〉，《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1 日，版 6。
7○　    〈澳督再捐白米百包〉，《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11 日，版 5。
8○　    〈澳門慈善會捐三千元〉，《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24 日，版 4。
9○　    〈同善堂經費不敷〉，《華僑報》（澳門），1942 年 3 月 22 日，版 3。
⑩　    〈同善堂經費支絀〉，《華僑報》（澳門），1942 年 4 月 30 日，版 3。

⑪　    〈警廳長及督察長贊助同善堂施粥〉，《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0 日，版 5。

⑫　    〈同善堂值理會議〉，《華僑報》（澳門），1944 年 8 月 14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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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包重量 250磅，用為施粥。惟數量仍未敷施，由同善堂加米 250磅及柴煤鹽油等物，

共煎粥 90桶，在該堂門前派粥，討粥者超過 3,000人。 1○1941年 9月 8日，天主教救
濟會會長高若瑟主教暨賑務區主席安普靈神父等，因領到美國紅十字會麥米一批，決定

撥贈 10噸，一共 400包重 30,000磅，以助同善堂施粥，救濟難民。 2○

同善堂還循例以沿門勸捐方式籌款，藉資挹注。每年例於冬季挨戶沿捐一次。1941

年度的沿門勸捐自 11月 20日開始，得到善長仁翁的熱烈捐助。梁永馨香店深知同善堂

經費拮据，慨助大洋 1,200元。 3○

（三）以身作則自行認捐與倡捐

作為各界救災會主席與同善堂主席的崔諾枝，雖然其本人並非富商巨賈，但是，往
往會以身作則地主動帶頭捐助，或於籌賑活動中捐贈，或於相關會議中即席捐贈。據《華
僑報》資料，1938年 3月，各界救災會在為第五路軍購置雨具的捐款過程中，崔諾枝認

捐六套。 4○1938年各界救災會舉辦的“八一三”獻金中，崔諾枝捐獻美國“八九大金”
（原引文如此，待考⸺引者註）一個，足金福祿壽康寧金鈕五粒，金扣玉鈕十粒。5○1938

年 9月，各界救災會第三次徵集經費用罄，並欠款 200餘元。各與會常委即席捐款，其

中，崔主席慨捐 50元。6○各界救災會日常經費支銷，向由各委員分派擔負。因數無確定，
難於預算，故而，自 1939年 4月起，改為長期月捐，常委雙毫二元，執委四毫。 7○

1939年 5月 28日，澳門天主教望德堂濟貧會舉行賣花籌款。該會發出公函請求澳
門各學校學生擔任勸賣工作，活動得到崇實、望德、孔教、濠江等十間學校回應。其中，

望德賣花成績最高，獲得該會主席崔諾枝先生送出銀杯獎勵。 8○1939年 8月，中山縣第
六游擊區司令部吳司令張縣長致函中華總商會，請求救濟中山縣難民。商會於會議中認

捐，主席徐偉卿 100元，副主席崔諾枝 50元。 9○

1940年 3月 2日，舉辦全澳華人學校童子隊籃球公開賽，復旦、培英、嶺南、紀
中、濠江等校球隊參加。崔諾枝與馮祝萬、戴恩賽等人贈銀盾、銀鼎、銀杯、彩旗等。10

⑩ 

1940年 10月 4日，鏡湖醫院召開值理常會，討論邀請各校發起一仙運動，並於雙十節
售章籌款。席間，崔諾枝提議各值理即席認捐，崔氏首捐雙毫 100元，在未及半小時的

1○　    〈同善堂領取美麥昨日施粥〉，《華僑報》（澳門），1941 年 8 月 13 日，版 4。
2○　    〈貧民領粥人數增至一萬六千餘〉，《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9 日，版 5。
3○　    〈同善堂今天開始沿門勸捐〉，《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20 日，版 5。
4○　    〈各殷商熱烈認捐雨具〉，《華僑報》（澳門），1938 年 3 月 7 日，版 2。
5○　    〈僑胞獻金源源不絕　    救災會昨今繼續代收〉，《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17 日，版 3。
6○　    〈各界救災會議〉，《華僑報》（澳門），1938 年 9 月 5 日，版 3。
7○　    〈各界救災會增加常委　    共同負責促進會務〉，《華僑報》（澳門），1939 年 3 月 28 日，版 6。
8○　    〈天主救濟貧會賣花〉，《華僑報》（澳門），1939年 5月 17日，版 6；〈濟貧會賣花籌款成績佳〉，《華僑報》

（澳門），1939 年 5 月 30 日，版 6。
9○　    〈徐偉卿等捐賑中山縣難民〉，《華僑報》（澳門），1939 年 8 月 14 日，版 4。
⑩　〈復旦盾籃球賽行頒獎禮〉，《華僑報》（澳門），1940 年 3 月 3 日，版 5。



崔諾枝與抗戰時期澳門的募賑活動

53

時間內，已獲捐雙毫 2,000餘元。 1○

1941年 8月，面對餓殍載途，同善堂設法籌款，煮粥施濟。在通函向各殷商呼籲請

求捐助的同時，崔諾枝等各值理即席募捐雙毫 460元。 2○1941年 10月 24日，同善堂將
梁陳桂清女士所贈之玉戒，在三樓當眾抽彩。結果由同善堂主席崔諾枝獲彩，從而獲得

施粥經費西紙 300元。 3○

1943年 4月，同善堂接辦難童餐，各值理帶頭捐助，崔諾枝等捐雙毫 30元。 4○

因為崔諾枝不遺餘力地為同善堂及鏡湖醫院籌募，按照鏡湖醫院慈善會與同善堂的
相關規定，兩社團均為崔諾枝塑像。1937年，鏡湖醫院值理會決定，對於大量捐助者或
經手捐募者，務作紀念，以獎勵捐輸人。如澳督巴波沙及何東爵紳 1937年慨捐巨款、
崔諾枝經募巨額，經議決後建鑄銅像以紀念其善績，並定以後凡個人捐款達 10,000元或
經手募捐 20,000元者，鑄全身銅像一座。個人捐款達 5,000元或募捐款達 10,000元，

鑄半身銅像一座。 5○ 鏡湖醫院中，與崔諾枝同獲塑像紀念資格的還有畢侶儉、徐偉卿，
而同善堂則有高可寧。崔諾枝因其人脈廣泛，故而不時被推舉為勸募人。如，在 1939

年 1月的鏡湖醫院值理常會上，為加高醫院後園圍牆及修理留醫所傢俬，需款 4,000元

之巨，公推崔諾枝副主席負責向外勸捐。 6○ 獲經濟局長羅保、董慶堂、區照記及高可寧

等捐款，由崔氏經手共捐毫銀 2,407.5元、毫券 710元、西紙 10元。 7○ 正因此，報導稱：
　　崔諾枝氏，乃本澳慈善界泰斗︒……於募捐經費，尤稱能手︒故社會人

士，甚倚畀之，年來復努力於救濟事項︒如濟難恤貧施粥等善舉，提倡不遺餘

力︒……努力慈善公益事業，孜孜不倦，嘗為鏡湖醫院擴展，建築留醫所，力

請督憲捐款萬八千元，任監工完成一切︒由民七（1918 年）迄今，連任值理會

副代主席，多所建樹︒院中立有銅像及照像等紀念勛勞︒於同善堂亦然︒計崔

氏手募各項經費多至十萬有奇，於商會會所之籌建亦甚努力︒他如精武會︑孔

教會︑平民屋孤兒院︑鮑斯高︑仁慈堂及平民︑望德︑聖羅撒︑崇實等之各中

小學建築校舍募集經費亦甚襄助，獲任校董，卓著賢勞，有照像留念︒ 8○

1○　    〈全澳教育界勷助鏡湖醫院發動一仙運動〉，《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0 月 5 日，版 5。
2○　    〈同善堂值理常會葉子如提議施粥〉，《華僑報》（澳門），1941 年 8 月 18 日，版 4。
3○　    〈約指獎券昨已開彩〉，《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25 日，版 5。
4○　    〈各界認捐欵項米豆 助同善堂辦難童餐〉，《華僑報》（澳門），1943 年 4 月 5 日，版 4。
5○　    〈鏡湖醫院病者日增　    經費感支絀　    規定獎勵捐款辦法〉，《華僑報》（澳門），1938年 11月 14日，版 3。
6○　    〈鏡湖醫院修築圍牆〉，《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 月 16 日，版 7。
7○　    〈鏡湖醫院院務蒸蒸日上〉，《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3 日，版 8。
8○　    〈崔諾枝病癒銷假　    昨復出席各善團〉，《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3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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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賑濟內地軍民及救濟入澳難民

（一）轉送款物

各界救災會成立後，一方面，如前所述，募集款項匯寄南京國民政府及廣東方面賑
濟；另一方面，籌集物品轉運內地。例如，1939年 3月，各界救災會募集部分棉衣，其

中 2,000件交廣東僑務處分發，其餘存貨撥交澳門難民會散發。 1○ 同時，代轉送澳門不
同單位募集的物品。如，1939年 4月，崇實中學學生製贈前線士兵棉衣 124件，由各

界救災會轉交廣東僑務處。 2○ 又如，1939年 4月，原本送贈中山各界捐送前線士兵棉衫
2,000件，因天氣漸熱，中山縣縣府函託代存。而各界救災會無餘地代存，轉同善堂允

為保管。 3○1939年，中山一帶迭次發生戰事，當地同胞備受痛苦，醫藥及各項用品異常
缺乏。各界救災會特向澳門各界發出徵集啟示，徵集藥品、內衣、草鞋、雨帽等物送往
救濟。第一批由 1939年 8月 9－ 18日的 10天內為招待接洽收納品物日期，各熱心人

士將各物交到各界救災會（同善堂），以便匯集送達災區需用。 4○

（二）收容難民

1938年 10月，日寇侵犯華南地區，大量流離失所的廣州等地難民經中山來澳門避
難，日達千人。難民來澳後，除有能力自宿者或轉往香港及別處外，其餘均由鏡湖醫院
施行救濟，給膳留宿。擬在跑狗場內建難民收容所，以準備將來收容巨量之災難同胞。

至於救濟經費，殷商富紳等均解囊相助，各盡其責。 5○

1940年初，中山難民連日逃避來澳者為數甚眾，觀音堂、蓮峰廟、鏡湖醫院三處已
收容數千餘眾。全澳各界僑胞議決成立“闔澳華僑濟難會”。徐偉卿為主席，梁彥明、
崔諾枝等為執委。決議通過擴張難民收容所，以繼續收容，並決定每日每人暫施粥飯各
一次。推黃紹蕃為難民總管，即開始工作。同時，翠微鄉代表吳堅持報吿該鄉難民到
澳，請求救濟無地收容者約 800餘人。決議先在蓮峰廟收容，並供應粥飯。其後，來澳
難民每日增加。鏡湖醫院收容所已無立足之地，只得暫停收容。然而，難民陸續來澳者
仍眾。自唐家灣來澳途中的難眾有 4,000餘人。因此，慈善界設法增多數間收容所，指
定增撥包公廟、先鋒廟、觀音古廟等總共七處難民收容所，為數估計共約有 4,000餘人。
台山裕安紗廠慨然劃出該廠部分地方收容難民，難民蜂擁入內居住，共計收容難民達六、

七百人以上。 6○

1○　    〈澳門各界救災會常務會議紀〉，《華僑報》（澳門），1939 年 3 月 20 日，版 6。
2○　    〈澳門各界救災會常務會議紀〉，《華僑報》（澳門），1939 年 4 月 11 日，版 6。
3○　    〈澳門各界救災會常務會議紀〉，《華僑報》（澳門），1939 年 4 月 25 日，版 6。
4○　    〈各界救災會徵集藥物用品　    救濟中山難胞〉，《華僑報》（澳門），1939 年 8 月 8 日，版 4。
5○　    〈各地難民逃澳日眾　    鏡湖醫院盡量收容〉，《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1 月 5 日，版 3。
6○　    〈全澳僑團行商代表一致議決成立闔澳華僑濟難會〉，《華僑報》（澳門），1940 年 3 月 10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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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粥贈衣

1940年 3月，澳門華僑賑濟會委託同善堂代施粥兩餐。又函請同善堂，對於有病難
民倘有到同善堂求醫，請一視同仁，並請代為煲藥。同善堂答允診治，並代煲藥。對於
各區難民多飲凍水，於衛生實屬有礙，乃煎甘露茶，每日分兩次按區派送。又因天寒，

同善堂派送所存棉衣，以濟難民。 1○

1940年 12月，因天氣嚴寒，貧者無衣，瑟縮街頭，萬分淒苦。同善堂常會議決函
請殷商鉅賈捐贈寒衣及捐款施粥，以救苦難僑胞。即席由各值理認捐寒衣。崔諾枝捐雙

毫 10元，並向寒士分派堅記等三位善士送來的舊棉衣 140件。2○又函請鏡湖醫院暫借“新
長亭”地點為派粥場所。 3○崔諾枝主席提議，施粥工作繁忙，每日推派值理四名到場監

督指揮。 4○ 為改善施粥場內秩序，粥場內劃分為男界區、女界區與兒童區，分開施派。
同善堂自發起施粥以來，討粥人數逐日增多，原派粥地點狹窄不敷使用，故改在鏡

湖醫院義莊施派。崔諾枝等到場監督。開派時，討粥者不下 5,000人。 5○

1941年 9月 3日，同善堂煮粥 180大桶施派，但人數突然增加數千之眾，超過 9,000

人，致所煮之粥不足分派。迨粥罄時，尙有千餘貧民未有粥領。對於未獲派粥者，每名

發放 6枚銅仙，使無粥可討者滿意。 6○9月 4日，前往同善堂粥場討粥人數竟多達萬人。
該堂主席崔諾枝，雖逾古稀之年，仍每日依時到場指揮。同善堂當日煮粥 24鑊，共得
粥 216大桶。但是，粥告罄時，尙有 328人未有粥領。由該堂每人派銅仙 8枚，共派出
銅仙 2,627枚。9月 6日，領粥人數達 10,087人。之後，每日領粥人數遞增。9月 7日，
達到 12,000餘人。9月 20日始，對未有粥領者，同善堂改派餅票，按名派票一張，持

票貧民到同善堂領光酥餅兩大個。 7○ 自同善堂派粥之後，原本因饑者缺食而發生的街上
搶食之風已漸平息。

1941年 9月 8日，前往同善堂粥場討粥人數增至 16,000餘名，而煮粥得 28鑊，共
250大桶，仍不足分派。粥派罄時，尚有 585名無粥領取。同善堂即每名派銅仙 8枚，

共派出銅仙 4,680枚。 8○9月 14日，同善堂施粥第 23天。討粥人數突然增多一倍。鏡湖
義莊內所有空地站滿討粥貧民。是施粥開始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日，約數足有三萬人。高
若瑟主教蒞臨粥場，並視察場內各處。目睹貧者討粥之眾，盛稱同善堂辦理得宜。並表

1○　    〈同善堂贈衣難民並代煎藥〉，《華僑報》（澳門），1940 年 3 月 24 日，版 5。
2○　    〈同善堂決議贈衣施粥〉，《華僑報》（澳門），1940 年 12 月 4 日，版 5。
3○　    鏡湖用於殯儀服務之場所“長亭”建於 1906年，1924年重建，在鏡湖醫院東側，“新長亭”疑為重建的長亭。
4○　    〈同善堂值理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41 年 8 月 29 日，版 5。
5○　    〈同善堂施粥濟貧改在鏡湖義莊施派〉，《華僑報》（澳門），1941 年 8 月 29 日，版 5。
6○　    〈同善堂施粥〉，《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4 日，版 6。
7○　    〈領粥貧民數達萬人以上〉，《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5 日，版 5；〈同善堂昨天施粥人數又增〉，

《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21 日，版 4。
8○　    〈貧民領粥人數增至一萬六千餘〉，《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9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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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日第二批美麥到時，自當酌量撥助。當日，同善堂煮粥 32鑊，共得粥 288大桶，

僅足施派。 1○

同善堂施粥以來，共煮粥 552鑊，所費頗巨，獲社會捐助與支持。 2○ 除了捐贈經費
外，自來水公司豁免水費以利煮粥；各汽車公司每日輪流出動汽車協助運粥；雨芬、中

山等中學依時派童軍到施粥場維持秩序。 3○

自抗戰爆發以來，因時局動盪，而澳門未染戰火，一般難民，爭投駐足，藉避烽煙，
以致人口驟增。其中貧者所佔極多。同善堂施濟經費亦隨之倍增。未發生戰禍之前，每
年施藥經費約 7,000元左右。自發生事變之後，年中增至 20,000餘元，尤以 1941年為巨。
如施棺木，往昔每年約 2,000元，而現約用 15,000餘元之多。施薑醋柴米、施甘露茶種

種之善費莫不激增幾倍。 4○

同善堂發起施粥濟貧歷時三個多月，每天討粥人數約萬五名之多，耗費浩大。因經
費支絀，自 1941年 11月 30日起，不得已暫行停施。12月 3日，同善堂值理會因天氣

奇寒，貧者缺衣乏食，決定設法籌款，於短期內實現續施。 5○ 對同善堂施粥善務，美國
紅十字會甚表贊同。1941年 12月 5日，特託人將麥米 20噸（共 800包）送交同善堂煮粥。

同善堂收到此批麥米，或於日間內恢復施粥。 6○

因避亂而流落澳門的難民，舉目無親，一些難民淪為乞丐，為此，同善堂繼施粥後
續施派雜糧救濟。每天煮粟米 1,000斤，番薯 500斤，共成 12鑊，可供 4,400餘人食

用。 7○1942年 1月 1日，同善堂施熟番薯濟貧，中國童子軍雄獅社派出童軍 60名，警
廳派華探 2名到場維持秩序。1月 2日，同善堂繼續施派熟粟米濟貧。 8○ 當月，眾施堂
致送同善堂粟米 200擔，另捐港紙 1,500元，代購番薯煮熟，分贈貧者充飢。 9○1942年
1月 21日，同善堂獲眾施堂捐港紙 3,500元，值理會決議：俟施清粟米，續購番薯或粟
米施貧者。10

⑩

1943年 4月 5日，同善堂接辦難童餐。經該堂主席崔諾枝等前赴托兒所參觀後，議
決接辦施贈難童餐 1,000份。分兩處派發，各 500份。一處在台山托兒所門前，即日開派；

1○　    〈同善堂施粥濟貧　    領粥人數增至三萬〉，《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15 日，版 5。
2○　    〈澳督再捐白米百包〉，《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11 日，版 5。
3○　    〈同善堂值理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8 日，版 5。
4○　    〈同善堂日間開始沿門勸捐藥劑〉，《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16 日，版 5。
5○　    〈同善堂值理計劃恢復施粥〉，《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2 月 4 日，版 5。
6○　    〈美國紅十字會送麥米廿噸〉，《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2 月 6 日，版 5。
7○　    〈同善堂救濟貧民施派雜糧〉，《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 月 14 日，版 3。
8○　    〈繼續施熟粟米濟貧〉，《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 月 2 日，版 3。
9○　    〈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 月 12 日，版 3。
⑩　〈同善堂值理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 月 22 日，版 3。



崔諾枝與抗戰時期澳門的募賑活動

57

另一處在同善堂門前， 1○ 於 4月 11日首次開派 500份施粥（後增加到 1,000份）。 2○ 每
日施粥工作由該堂主席崔諾枝及各值理親自督導。5月，難童餐經費支絀，支銷超過雙
毫 6,000餘元、西紙 2,000餘元。獲社會各界捐助，殷商董慶堂慨捐國幣 10萬元呈送澳
督散賑，其中，同善堂佔有一萬元。加上各方力量捐款及義演得款，同善堂原施派難童
餐三個月之期滿，經值理會決定續辦一個月。門前施濟的難童餐每日需用白米 120斤，

均購自市面米店。為繼續施濟難童，同善堂不論價高，繼續向市面米店採購。 3○

同善堂辦理難童餐每日施派 1,500份，使眾多貧民得以延續生命。近因糧價飛漲支
出更為浩大，經費不敷，停辦堪虞。澳門米業行商有見及此，特於 1943年 8月 28日開
會討論如何協助辦理難童餐，出席者有米業行商代表數十人。會議決定用一次性捐助方

式援助同善堂難童餐，即席認捐 3,000穀、1700米。 4○

由 1943年農曆 12月 1日起，同善堂暫行停止施派難童餐，一俟善費有着，隨時恢

復。 5○ 擬停辦難童餐後，連續收到劉柏盈、黎玉仙等善士捐款約共 2,300元，敦促續辦。
又收到黃豫樵捐助經費大洋一萬元。因感各界人士之熱誠，同善堂續辦難童餐，以惠貧

童。 6○

除了施粥予難民及接辦難童餐外，同善堂還向難民派送棉衣禦寒。1939年 11月，
因天氣寒冷，大量貧民衣着單薄，難以禦寒。同善堂製備寒衣，以便分與貧者禦寒。值

理常會議決：請各值理及各界善士捐款予同善堂，代購寒衣分送。 7○1941年 10月，澳
門天主教救濟會會長高若瑟致函同善堂，允將麥米袋 800個送同善堂改製成衣服，分贈

難民。 8○ 同善堂因施粥而先後獲澳督助米 600包，米用作施粥，而 600個麻包則計劃縫
制寒衣，及麥米袋 800個亦改縫索帶褲 400條，並將該褲染為黑色。1941年 11月 11日，
再獲黃叔平所捐之款購入棉衣 650件，及梁永馨送 200件。同善堂計劃俟天氣轉寒，於

夜時沿街分與露宿者。 9○

1941年 11月，有難民 100名在新口岸從事塡海工作。每天食料由同善堂供給粥八
大桶，且送麻包寒衣 100件。日來天雨淋漓。同善堂主席崔諾枝顧念彼輩工人一旦被雨
水淋濕其身，無衣轉換。於是，商諸黃豫樵，請其送贈雨帽 100件。黃氏欣然慨諾，照
數施予。10

⑩

1○　    〈同善堂難童餐　    擴大辦理日施千份〉，《華僑報》（澳門），1943 年 4 月 4 日，版 4。
2○　    〈協助貧民解決吃的問題　    粥場開幕貧者歡顏〉，《華僑報》（澳門），1943 年 4 月 12 日，版 4。
3○　    〈同善堂難童餐繼續施派〉，《華僑報》（澳門），1943 年 6 月 24 日，版 3。
4○　    〈米業商人昨召開會議　    討論捐助難童餐辦法〉，《華僑報》（澳門），1943 年 8 月 29 日，版 3。
5○　    〈同善堂值理議決停辦難童餐〉，《華僑報》（澳門），1943 年 12 月 22 日，版 3。
6○　    〈誠修堂同人決議再辦難童餐六月〉，《華僑報》（澳門），1943 年 12 月 27 日，版 3。
7○　    〈同善堂籌備施贈寒衣〉，《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1 月 16 日，版 3。
8○　    〈同善堂藥局開幕盛況〉，《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0 月 26 日，版 5。
9○　    〈同善堂縫製寒衣〉，《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12 日，版 5。
⑩　    〈黃豫樵捐雨帽百件〉，《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1 月 18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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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1月 30日，同善堂接到澳門托兒所函稱，所內貧童 380名，有 200名缺乏
棉衣禦寒，請求送衣救濟。同善堂決定將所存小童棉衣，悉數送交該所，分贈貧兒使

用。 1○

（四）倡辦義學及收留貧童

倡辦義學，收留失學貧童，同樣是其時崔諾枝參與的賑濟性活動。崔諾枝參與創辦
義學，擔任義學職務，或為義學籌募的活動。例如，1924年，澳門殷商、前任華人代表
許祥先生，倡辦義學，並徵得崔諾枝等數十人為創辦人。推舉蕭瀛洲為名譽總理，馮作
林為總理，許祥為協理。許祥墊支 2,000餘元為開辦費，租得連勝馬路 83號全間，以樓
下為平民第一校，二樓則作為平民第二校，於當年 9月 21日，華僑公立平民免費義學
正式成立。經許祥竭力經營，為時不過一年竟成立義校七所，分區設立，以便貧民就學。
每年收容失學兒童 400餘人。所有書籍學費、堂費等一概豁免。至 1928年，前任華人
代表崔諾枝先生被舉為總理。因校款不敷，遂發起演劇籌款。蒙澳督巴波沙親臨指導，
各界人士熱心相助，籌得毫銀 7,230餘元。1929－ 1930年，許祥復被舉為總理。之後，
議決將總理制改為校董事制，崔諾枝繼續擔任歷屆校董，參與校務。1935年，倡議增設
女子夜學兩所，逐漸發展成為一所規模完備的高小學校。1940年，發起組織籌建校舍基

金委員會。 2○ 又如，崔諾枝等創辦的公教中葡學校自 1918年開辦後，因政府停撥經費
而暫停，後經崔諾枝等多次向政府懇求，獲政府允予所請，於 1938年 9月 1日復課。 3○

公教學校復學以來，由崔諾枝籌款建築，並求政府每年助款設立義學，使無力就學之貧
窮子弟受益。雖年來時局不寧，該校乃無停頓。崔氏因見及此，特發起復辦公教學校收
容男女貧童，且首先選擇同善堂難童餐之小童入學，使其無荒廢寶貴光陰。崔氏善舉造

福貧寒學子。 4○ 再如，1939年 12月，原由全澳華僑捐資購置校舍的澳門華僑公立孔教
學校，卻由蘇某假借名義，瞞請律師，將校產註冊，引起眾人不滿，決議組成整理委員
會，以維持公產。12月 25日，闔澳華僑公立孔教會校產整理委員會成立。經選出徐偉

卿為正主席，李際唐為副主席，崔諾枝等 22人為委員。 5○ 還有，1944年 3月，培正、
培道兩校聯合為清貧學生籌募經費，敦聘崔諾枝等擔任顧問。 6○

實際上，崔諾枝在擔任同善堂主席的同時還兼任同善堂義學校長。同善堂義學雖由
前人創辦，而崔接辦之後，認為學校只收納男生，對於女性未嘗顧及，心有未安。於是，

1○　    〈同善堂撥棉衣二百件交托兒所貧童服用〉，《華僑報》（澳門），1943 年 1 月 31 日，版 3。
2○　    〈平民義學廿週年紀念席上　    澳督希望破除自私〉，《華僑報》（澳門），1943 年 4 月 7 日，版 4。
3○　    〈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1 日，版 3。
4○　    〈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4 年 8 月 8 日，版 4。
5○　    〈孔教整委通告就職〉，《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2 月 29 日，版 4。
6○　    〈培道培正積極進行籌募清貧學額經費〉，《華僑報》（澳門），1944 年 3 月 16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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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乃發起擴充女校，招收女生 60名。經費蒙各善長仁翁襄助，乃得暢行辦理。 1○

在澳門，同善堂義學向以接收貧寒學生著稱，而崔諾枝任內將此善舉延伸至女生，無疑
擴展了善舉的社會意義。

五、餘論

崔諾枝一生熱心公益慈善事業，長期任職於澳門兩間著名慈善機構⸺同善堂與鏡
湖醫院。在任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期間，適逢內地爆發抗戰，崔諾枝與澳門主要社團
聯合澳門華人社群各階層力量共同成立各界救災會，並擔任主席職務，該社團成為抗戰
前期澳門華人社群救亡賑難中心。隨着戰火延燒至澳門周邊地區，並引發難民潮湧向澳
門，崔諾枝領導同善堂投入籌募與賑濟難民活動之中。為彌補救濟經費短絀，崔諾枝設

法籌措，因其募捐功績至偉，同善堂於 1939年底為其塑銅像豎立於堂內，至今猶在。 2○

崔諾枝善於交際，與澳葡官方、澳門天主教會均有聯繫，在同善堂、鏡湖醫院、商
會等華人社團中負責處理與澳葡政府、葡人社區相關的聯絡溝通事務，是澳門華人社團
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其兼職之多在當時的澳門華人中絕無僅有，他歷任華人副代表、
商會總理、副理、副主席、鏡湖醫院值理會副主席、同善堂值理會主席、各界救災會主
席、天主教望德堂濟貧會主席、主理天主教會聖雲仙慈善會的華人救濟工作。進入 1940

年代後，因年老多病，崔諾枝於 1940年辭商會副主席，1941年 8月卸任鏡湖醫院留醫
所監督職。崔諾枝一身多任，乃當時澳門華人社區最具號召力的人物之一，受到了包括
國民政府與澳葡政府在內的各方尊崇與倚重，極具聲望。

1945年，崔諾枝因病去世前留下遺囑，喪事簡辦，餘款慰勞榮譽軍人， 3○ 實現其慈
善終生的願望。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校對　陳嘉欣　黃耀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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