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歷史研究•

144

改革開放後全球視域下粵澳（中葡）
關係史回顧與展望

宋玉宇　葉農 

粵澳（中葡）關係史研究，屬澳門史中政治史範疇。明清以來，中國與葡萄牙（中葡）
關係、廣東省地方政府與澳門葡萄牙當局的（粵澳）關係，特別是政治關係，一直都是
澳門史研究的主線，也是研究的主要領域，湧現了一大批中外著名學者。回顧澳門史的
研究過程，可以發現，它的開始往往與葡萄牙人（下稱葡人）入居、澳門主權、對澳門
的管治等政治問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澳門史是與政治生活相關的，是從澳門政治

史開始的，而且每當中葡之間出現政治問題，都能掀起一陣研究熱潮。
20世紀 70年代改革開放、80年代中葡澳門問題談判、《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

回歸過渡期、澳門回歸祖國等，都推動了中葡關係史研究。因此，粵澳（中葡）關係史（以
下簡稱“粵澳關係”）的研究工作，以 1999年回歸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回歸之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澳門回歸之前，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和回歸過渡期，粵澳關係所屬的澳
門史研究又掀起新高潮。大批學者充實研究隊伍，整理出版大量原始文獻，將粵澳關係
史研究推向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這種繁榮的局面體現為：

作者簡介：宋玉宇，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副院長、副研究員；葉農，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教授。廣州　510632

[ 摘　要 ] 改革開放以來，中外學術界在研究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粤

澳（中葡）關係發展史，進行過多方位與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包括：回歸之前大量原始

史料的整理出版︑多種學術著作的問世︑回歸之後研究隊伍日益壯大並體現出專業化與

年輕化的趨勢︑研究專題與個案的深入，重點突破中葡關係史中核心問題︒展望未來，

中葡關係史研究工作應注重研究的學理化︑深入化︒

[ 關鍵詞 ] 粵澳（中葡）關係史　全球視域　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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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種有關的通史、專史面世

此時研究成果呈現增加態勢。 1○ 通史與專史著作，大多設立專門章節，從研究中葡
關係的視角，對葡人入據澳門、明清兩朝政府管治澳門、鴉片戰爭後澳門地位變遷等諸
問題展開研究。華人學者的通史著作有：

黃文寬著《澳門史鉤沉》（澳門：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依據四百年來澳門
的歷史脈絡，梳理廣東與澳門的關係。元邦建、袁桂秀編寫《澳門史略》（香港：香港
中流出版社，1988年），研究從古代澳門至 20世紀 80年代的粵澳關係發展史。

費成康著《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論述四百多年來澳
門發展、中國與海外國家關係演變以及西方列強侵華歷程。

黃鴻釗著《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澳門開埠前中葡兩
國的對外關係〉、〈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與澳葡的“自治”〉、〈葡萄牙對澳門管治權的
確立〉、〈澳門歷史的新篇章〉中，涉及葡萄牙佔據澳門、中葡多次交涉及內地與澳門的關係。

黃啟臣著《澳門歷史：自遠古－ 1840年》（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澳
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澳門通史：從遠古至 2019年》（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2020年）和鄧開頌著《澳門歷史：1840－ 1949》（澳門：澳門歷史學會，
1995年）、《澳門滄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與《澳門滄桑 500年》（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研究廣東與澳門的歷史關係。戴裔煊著《澳門歷史綱要》
（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主要分析葡人入據、盤踞和強佔澳門的歷史經過，闡
述對葡人入據過程年代、“永居管理澳門”等問題。

華人學者的專史著作有：
張維華著《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對《明史•

佛郎機傳》進行了注釋。戴裔煊著《〈明史 • 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84年），以《明史 • 佛郎機傳》為綱，對傳文重新探索考核，補闕正誤，闡
述明代葡人佔據澳門的經過等問題。著者還有〈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
《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等成果。2004年，中山大學出版社出
版《戴裔煊文集》，共有 379頁。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校注》（廣州：廣東高等
教育出版社，1988年；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可供研究粵澳關係史和明清
時期中外關係參考。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年），着重闡述 1840－ 1849年各個時期政治關係。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
編的《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1999年），研究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主客觀原
因以及明清時期、民國初期至 20世紀 30年代、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
初期、改革開放後中葡各個時期的關係。吳志良著《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

1○　   據中國知網以“中葡關係”為主題詞進行的檢索，至 1999 年底，共有相關研究論文 1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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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和《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
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從澳門政治制度的演變來分析中葡關係的發展軌跡，論述澳
門歷史演變的獨特過程與中葡關係的發展。

湯開建著《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研究涉及中葡關
係的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葉權、吳桂芳、湯顯祖、郭尚賓、屈大均、康熙初年
澳門遷海、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李士楨《撫粵政略》等問題。次年，中華書局
出版其所著的《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湯教授在暨南大學指導過一批博碩士研究生，
他們的學位論文有許多涉及此領域的研究，如王東峰著〈清朝前期廣東政府對澳門的管
治〉（暨南大學 1998年碩士學位論文）等等（參見後述）。

姜秉正著《澳門問題始末》（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研究了明朝中期以來
葡人侵佔澳門的過程以及複雜的交涉、談判的史實。華人學者在澳門回歸前出版一系列
的此類著作，如譚志強著《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 1993》（台北：永業出版社，
1994年），從現代國際法的角度，分析中葡兩國在澳門主權問題上爭議的由來與演變，
深入探討終結澳門問題的《澳門協議》與《澳門基本法》；還有程德林著《風風雨雨
四百年》（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林昶著《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澳門：
澳門基金會，1994年），方言著《澳門問題始末》（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齊鵬飛、張曉京著《澳門的失落與回歸》（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等。

此外，國外學者亦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表 1）：
據筆者統計，從 1981年至 1999年澳門回歸，外國學者完成與出版了 26種相關的

研究著作與成果；而同時期，華人學者完成通史性著作 10種，專史性著作 18種（此處
所列舉的數據，均為本文所提及的成果）。

其次，外國學者形成了一個研究力量比較強、年齡分佈合理的研究梯隊。在這些學
者之中，有知名學者、著名教授，如謨區查（學術界多譯為“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衛思韓（John E. Wills, Jr.）、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馬爾克斯
（António Henrique Rodrigo de Oliveira Marques）、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等等；亦有剛出茅廬的研究生，如瑪麗亞 • 海倫娜 • 杜 • 卡爾莫（Maria Hel-

ena do Carmo）等等。
第三，這些著作主要涉及到的領域有：
一、17至 19世紀之間中葡（粵澳）關係通史性著作。如謨區查著 Dares-e-Tomares 

n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durante os Séculos XVII e XVIII através de Macau（《���
門看 17世紀和 18世紀中葡關係的授受之道》）；文德泉著 Macau no Séc. XVI; Macau 

no Séc. XVII;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 no Séc. XIX: Visto por Uma Jovem Americana

（《十六世紀的澳門》、《十七世紀的澳門》、《十八世紀的澳門》、《十九世紀的澳
門：一位年輕美國女孩的視角》）；林慕士（João de Deus Ramos）著 História da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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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中國葡萄牙外交關係史》）；薩安東、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編著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Séculos XVI-XIX（《16－ 19世紀中葡關係史研究》）等等。
世界史名家馬爾克斯領銜出版集體攻關之巨製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葡萄牙在遠東》），是近年為數不多的涉澳通論性著作。其中探討了“澳門
開埠”這個中葡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中葡商人基於現實考量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對
朝貢貿易體制構成衝擊，最終促成明王朝在澳門開埠舉措的落地，是中外雙方都認可的
共識，因此促成澳門開埠的主角不僅是國家力量，也應包括漂浮於海上的私商，即關注

商人群體在澳門港埠形成過程中的能動作用。 1○

二、專題研究。如衛思韓著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使團與幻想：荷蘭及葡萄牙派遣出訪康熙特使，1666 －
1687年》），研究荷蘭與葡萄牙使團來華問題。同樣，此問題也引起了學術界較多的關
注，如阿曼多 • 科爾特桑（Armando Cortesão）著 Primeira Embaixada Europeia à Chi-

na: O Boticário e Embaixador Tomé Pires e a sua “Suma Oriental”（《歐洲第一個赴華
使節：托佩萊斯，藥劑師及其〈東方誌〉》）等等。中葡之間條約問題，也是學術界關
注的問題，如盧倫索 • 瑪麗亞 • 達康西卡奧（Lourenço Maria da Conceição）著 Macau 

entre Dois Tratados com a China: 1862-1887（《澳門與中國簽訂的兩項條約：1862－
1887 年》）；薩安東著 Iustum Imperium: Dos Tratados como Fundamento do Império 

dos Portugueses no Oriente: Estudo de História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 do Direito Por-

tuguês（《公正帝國：從作為葡萄牙帝國基礎的條約分析：國際法和葡萄牙法史研究》）
等等。這些研究早期側重政治、外交、軍事等議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與回應了當
時葡萄牙對於其在澳居留合法性的訴求。在本時期內，宗教、貿易、文化等逐漸成為主
要議題，研究方法上也從對文獻注疏與史事考證，向歷史描述與歷史解釋並舉。

三、檔案研究。如辛耀華（Isaú Santos）、劉芳編著 Chapas Sínicas: Macau e o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漢文文書：葡萄牙國立東波塔檔案
館庋藏澳門及東方檔案文獻》）；辛耀華編著 Macau e o Oriente n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海外歷史檔案館中的澳門與東方》）等等。這些檔案文獻的研究工作，
是學術界的一個傳統。大量歐洲語言原始檔案的搜集、分類與整理，始終貫穿同時期研
究的全過程。正因為此，日益增強了學術研究學理性，大大減弱了意識形態色彩。

1○　  張中鵬：〈近二十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進展〉，《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澳門），第
3 期（2020），頁 36。

https://umlibrary.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creator,exact,Lau,%20Fong,AND&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sortby=date_d&vid=853UOM_INST:umlibrary&facet=creator,exact,Lau,%20Fong&mode=advanced&offset=60&pcAvailability=true\\&came_from=pagination_6_7


澳 門 研 究 2023年第 1期

148

表 1　1979 － 1999 年境外學者中葡關係史著作一覽表

出�
年� �者／��者 題名 出� �明 ��

1981

���
（Charles Ralph Boxer）

《���門看 17 世紀和 18
世紀中�關�的授受之�》
（D a r e s - e - To m a r e s  n a s 
R e l a ç õ e s  L u s o - C h i n e s a s 
durante os Séculos XVII e 

XVIII através de Macau）

�門官�局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 01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十六世紀的�門》
（Macau no Séc. XVI）

�門官�局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89頁 02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十九世紀的�門：
一位年輕�國�孩的視⻆》
（Macau no Séc. XIX: Visto 
por Uma Jovem Americana）

�門教�文�司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

cação e Cultura）

59頁 03

1982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十�世紀的�門》
（Macau no Séc. XVII）

�門教�文�司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

cação e Cultura）

158頁 04

1984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十�世紀的�門》
（Macau no Séc. XVIII）

�門旅�司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

mo）

750頁 05

�思�
（John E. Wills, Jr.）

《使團�幻想��蘭��
��派�出訪�熙�使，

1666－ 1687年》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哈佛大學東亞研�
理事會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 t u d i e s ,  H a r v a r d 

University）

303頁；
2009年
再�。

06

1987 /

《〈北京�約〉�訂一百�
年：紀�座�會記�》

（Primeiro Centenário do Tra-
tado de Pequim: Actas do Coló-

quio Comemorativo）

���考古學家協會
（Lisboa: Associação 
dos Arqueólogos Por-

tugueses）

116頁 07

1988

�倫索 • 瑪�亞 • 
��西卡�

（Lourenço Maria  da 
Conceição）

《�門�中國�訂的�項�
約：1862－ 1887》

（Macau entre Dois Tratados 
com a China: 1862-1887）

�門文�學會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82頁 08

���爾 • 
穆里亞斯

（Manuel Múrias）

《給北京主教的��和
�門史的其�文�》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門文�學會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380頁 0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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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阿�� • 科爾��
（Armando Cortesão）

《���一個赴�使�：�佩
�斯,�劑師�其〈東方誌〉》
（ P r i m e i r a  E m b a i x a d a 
E u r o p e i a  à  C h i n a :  O 
B o t i c á r i o  e  E m b a i x a d o r 
Tomé Pires e a sua “Suma 

Oriental”）

�門文�司署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65頁 10

路易斯 • 凱爾
（Luís Keil）
��李飛譯

《�維士：�一個到中國的
���人（一五一三）》
（Jorge Á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à China 

(1513)）

�門文�司署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51頁 11

1991 林�士
（João de Deus Ramos）

《中國���外交關�史》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
plomática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門文�司署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205頁。
1998年，
中譯本
《中國�
��：外
交關�
史》。

12

1992

若澤 • 卡爾⾱� • 德 • 馬
加良斯

（ J o s é  C a l v e t  d e 
Magalhães）

《戰�的�門�中國》
（Macau e a China: No após 

Guerra）

東方���學會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

te）

102頁 13

1993

阿圖爾 • 特奧多羅 • 德 • 
馬托斯

（A r t u r  Te o d o r o  d e 
Matos）；

路易斯 • 菲利普 • 費雷拉 
• 路易斯 • 托馬斯

（Luís Filipe Ferreira Reis 
Thomaz）

《�屬�度�東南亞和�東
之間的關�：�六屆�屬�
度歷史國�研討會論文�》
（As Relações entre a Índia 
P o r t u g u e s a ,  a  Á s i a  d o 
Sueste e o Extremo-Oriente: 
A c t a s  d o  V I  S e m i n á r i o 
Internacional  de  His tór ia 

Indo-Portuguesa）

�門、里斯本
（Macau; Lisboa: s. 

n.）
571頁 14

日諒
（Alfredo Gomes Dias）

《�門��一���戰爭》
（Macau e  a  I  Guerra do 

Ópio）

東方���學會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

te）

235頁 1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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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吉拉 • 吉馬良斯
（Ângela Guimarães）

《一種�殊關�：�門��
�關�：1780－ 1844》
（Uma Relação Especial : 
Macau e as Relações Luso-

Chinesas: 1780-1844）

（���）
社會學研�中心
（L i s b o a :  C e n t r o 
d e  I n v e s t i g a ç ã o 
e  E s t u d o s  d e 

Sociologia）

327頁 16

��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若爾� • ���爾 • �斯 

• ��斯 • 阿爾维斯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
若昂 • �羅 • 

�利維拉 • 科斯�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16－ 19世紀
中�關�史研�》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
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Séculos XVI-XIX）

東方���學會
（Macau: Instituto 
P o r t u g u ê s  d o 

Oriente）

397頁 17

��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中關�研�》
（Estudos sobr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里斯本大學社會政治
科學高�學院、
�門文�司署

（Lisboa: Instituto Su-
perior de Ciências So-
ciais e Políticas, Uni-
versidade de Lisboa; 

Instituto Cultural）

706頁 18

1997

��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正帝國：從作為���
帝國基礎的�約�析：國�
法和���法史研�》

（Iustum Imperium: Dos Tra-
tados como Fundamento do 
Império dos Portugueses no 
Oriente: Estudo de História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 do 

Direito Português）

東方基金會、
東方���學會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Por-
tuguês do Oriente）

751頁 19

辛��
（Isaú Santos）�

劉�

《漢文文書：���國立東
波�檔��庋��門�東方

檔�文�》
（Chapas Sínicas:  Macau 
e  o  Or ien 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

�門文�司署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348頁 20

辛��
（Isaú Santos）

《海外歷史檔��中的�門
�東方》

（Macau e o Oriente no Ar-
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

no）

�門文�司署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3卷 21

1998

A. H. 德 • �利維拉 • 馬
爾克斯

（A .  H .  d e  O l i v e i r a 
Marques）

《���在�東》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東方基金會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5卷 22

（接下頁）

https://umlibrary.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creator,exact,Lau,%20Fong,AND&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sortby=date_d&vid=853UOM_INST:umlibrary&facet=creator,exact,Lau,%20Fong&mode=advanced&offset=60&pcAvailability=true\\&came_from=pagination_6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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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Chio In Fong

《�門的�渡：�中國��
的法律專�交�》

（A Transição de  Macau: 
Intercâmbio Jusprofissional 

com o Interior da China）

�門大學
（ M a c a u : 
U n i v e r s i d a d e  d e 

Macau）

243頁 23

/

《�渡期間的�門�理》
（A Administração de Macau 
durante o Período de Transi-

ção）

�門�督辦�室
（Macau: Gabinete 

do Governador）
278頁 24

卡洛斯 • 高�士 • 貝��
（ C a r l o s  G o m e s 

Bessa）�
崔維孝�譯

《�門�共和�制在中國的
建立：��仙�若塞 • 卡洛斯 

• �那�督的一封信》
（Macau e a Implantação da 
República na China: Uma 
Carta de Sun Yat-Sen para o 
Governador José Carlos da 

Maia）

�門基金會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65頁 25

若爾� • ���爾 • �斯 
• ��斯 • 阿爾维斯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

《�個帝國之間的港口：
�門和中�關�研�》

（Um Porto entre Dois Impé-
rios: Estudos sobre Macau 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東方���學會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

te）

229頁 26

從上述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在此階段，使用外語資料為主的國外學者仍然是
研究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這個由國外學者掌握話語權的研究領域裏，華人學者已
經崛起，話語權的掌握，已經開始轉變。

（二）大量史料的刊佈與出版

大批中葡文檔案文獻從 20世紀 80年代後期開始整理出版，高峰是 1998、1999年，
總數有 10餘種。列舉數種主要如下（表 2）：

表 2　1980 － 1999 年中葡關係史料匯編集一覽表

出�
年� �者／��者 題名 出� �明 ��

1980 南京大學歷史� 《中�關�史參考�料》 1○ 南京大學出�
社

/ 01

1985
-

1988

黃漢強、
澳門《華僑報》 《�門問題：�料匯�》 （�門）

《�僑報》

3冊。主�為 1985年 5月中
�就“澳門問題”�判的�

��料�。
02

1○　  轉引自金國平：〈40 年來中國學術界中葡關係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行政》（澳門），第 34 卷總第 132
期（2021），頁 2。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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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鄧開頌、⿈�臣 《�門港史�料匯�：
1553－ 1986》

�東人民
出�社

正史、別史、�史、�譜、
家譜、方志、檔�、碑刻、
海關冊、年�、政府�計年

報、文�、�記。

03

1992
-

1995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門專檔》

“中央研究
院”�代史
研�所

4冊，收�在《中國�代史
�料彙�》。

04

1996
-

2000

��東、金國平、
張正春、若�� 
• 平� • 馬��、
�� • �拉 • �
格�德

《�中關�史�料彙�》10冊
�門基金會�
�門大學�中
關�研�中心

1843至 1888年，�督�度
�欽�大臣���判、《�
中和����約》的檔�文

�。

05

1997 辛��、劉�

《國家檔��中的���
�中國》（Chapas Sínicas: 

Macau e o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

�門文�司署 348頁 06

1998

⿈鴻釗 《中��門交涉史料》 �門基金會
1849年�門事件、19世紀

60年代中�交涉、�門�力
貿易交涉。

07

南京�書�古�
部 《�門問題史料�》2卷

中��書�書
�文�縮��
製中心

��該��《�門��
紙》、《�門記略》� 29
部文�中��門�關的文

�。

08

�嘉度
（Vasco Martins 
Morgado）�；
��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整理

《從���視戰爭����駐
����事�嘉度關於中日戰

爭的報告》
（A Guerra Vista de Cantão: 

Os Relatórios de Vasco Martins 
Morgado, Cônsul-Geral de 

Portugal em Cantão, sobre a 
Guerra Sino-Japonesa）

東方���學
會（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2000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社出�舒建平、�德爾中
譯本《從���視戰爭��
��駐����事�嘉度關
於中日戰爭的報告》。

0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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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東省檔�� 《�東�門檔�史料��》5卷 中國檔�
出�社

該����戰爭�粵�間重
大歷史事件和社會變�檔

�。
10

張海鵬 《中�關�史�料�》 四川人民
出�社

1514至 1987年間官�書、
檔�、私�、�方史志�。

11

中國�一歷史檔
��、�門基金
會、�南大學古
�研�所

《明��期�門問題檔�文�
匯�》6冊 人民出�社

天�三年（1623年）至宣�
三年（1911年）間該���
門�方政治、貿易、軍事、
中西交��檔��料 2197

件，397種。

12

劉��；章文欽
校

《���東波�檔����代
�門中文檔�彙�》2冊 �門基金會

由該�從東波�檔��縮�
�製之�代官私中文文書�

註而成。
13

馬�度
（Joaquim José 
Machado）�；
��東整理

《來訪使命����王家�使
在中��門劃�會議中的日記
（1909－ 1910）》（Missão 
na China: Diário do Comissário 

Régio Joaquim José Machado nas 
Conferências Luso-Chinesas para 
a Delimitação de Macau: 1909-

1910）

�門基金會；
�門大學�中
關�研�中心

411頁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
�代史研�所 《中�關�史�料�》 四川人民

出�社
2冊 15

總之，在這近 20年的時間裏，中外學者共同努力，將中葡（粵澳）關係的研究工作，
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據作者的統計，出版的學術著作超過 50種，其中有外文�作 20餘
種，中文著作 20餘種。從成果發表的語種來看，外國學者使用外文發表的成果佔據着
主導。研究的話語權基本上由外國學者所掌握的，但華人學者已經開始接過研究的話語
權。

同样，隨着新史料集中刊佈以及回歸臨近，研究對象從通史性長時段到專題短時段，
涉及面廣泛。以往研究集中於明清時期、較少運用葡文資料等情況得到改善；時間段延
伸到現當代。由於運用眾多葡文資料，中外文史料可以互相參考，研究成果扎實、可信。

（三）研究基地與研究力量

在這個階段，內地形成以廣州、南京、上海、北京為主的研究基地。在廣州，以中
山大學戴裔煊為代表，由黃文寬、黃啟臣等組成研究團隊，在通史研究方面成果豐碩；
廣東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學者是研究主力，形成以鄧開頌、陸曉敏為代表的研究隊伍，
還於 1980年 8月設立研究機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原屬中國社
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83年改屬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並發行學術刊物⸺《港澳經
濟》；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湯開建及其所指導的碩博士學生團隊，成為另一支研究的
主力。在南京，形成以南京大學歷史系黃鴻釗為主的研究團體。在上海，形成以上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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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費成康研究員為核心的研究團隊。在北京，形成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團隊。 1○

澳門也是相關研究的重鎮。在這裏匯集了一批學者，設立了一批研究機構，如澳門
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和其編輯出版的《澳門研究》（1988），澳門研究中心的前身是 1987

年 6月 1日成立的、宗旨為“立足澳門，研究社會，為澳門發展服務”的東亞大學澳門
研究所。此外，澳門基金會對學術研究，一直都是堅定的支持者與參與者。

葡萄牙亦匯集一批研究者，也有一批基金會及研究機構，積極支持澳門歷史文化
的研究工作，如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古本江基金會（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歐維士基金會（Fundação Jorge Álvares）、賈梅士學院（Instituto 

Camões）、中國觀察協會（Observatório da China）、歐洲－大西洋研究學院（Instituto 

Euro-Atlântico）、葡萄牙歷史研究院（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葡萄牙海軍
科學院（Academia de Marinha）、里斯本地理學會（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
里斯本歷史研究學會（Sociedade Portuguesa de Estudos Históricos）、葡萄牙獨立歷
史研究學會（Sociedade Histórica da Independência de Portugal）、澳門科學文化中心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其中最為活躍且卓有成效者有：1999年 11

月 30日，葡萄牙政府為迎接澳門回歸中國，在里斯本成立隸屬葡國科技部的“澳門科
學文化中心”。該中心是葡萄牙科技及高等教育部直屬的公共部門，以研究歷史時期
以及當前澳門文化、葡中關係、歐亞關係為重心，近年尤集中於澳門城市化、澳門與
16－ 19世紀中西關係、早期全球化、海域與文化交流等議題，已成為世界性澳門歷史
文化研究的平台，是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外，唯一一個以研究澳門為
主的機構。該中心下設博物館，展出兩組核心展品：一、有關 16世紀和 17世紀的澳門
歷史文化；二、中國藝術品、陶器、瓷器以及其他有關中國藝術、文化以及社會的展品。
這也是葡萄牙唯一一個收集了各式各樣中國工藝品的博物館。

一些葡萄牙高校如里斯本大學、科英布拉大學等，也有相關學者開展研究工作；
一些高校設立的機構如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中心（Centro de História, Faculdade de 

Letras, Universidade de Lisboa）、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Instituto de Ciências 

Sociais, Universidade de Lisboa）、里斯本新大學海外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Ultramar,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亞速爾大學海外史中心（Centro 

de História do Ultramar, Universidade dos Açores）等等，亦開展澳門史的研究，涉及到
中葡（粤澳）關係的研究工作。

二、回歸之後：趨於平靜，走向深入

澳門回歸後，研究熱度下降，成果數量較回歸前的高峰期有所減少，但學術水平卻

1○　  鄧開頌：〈國內粵港澳關係史研究概述〉，《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2 期（1994），頁 85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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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回歸之前側重於宏觀研究，而在本階段，出現更有深度的專題和個案研究。
在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學術品質明顯提升。

（一）通史性著述仍然不斷出版

在此方面，現舉兩個典型代表：
1、澳門基金會於 2008年出版的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4卷，

由本領域的三位領軍學者主編，總結 20世紀 70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 1○ 其第一卷收錄
的論文，主要係研究中葡關係，如金國平著〈澳門源考〉、黃鴻釗著〈清末民初澳門劃
界之交涉〉等。

2、廣東人民出版社於 2009年出版的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編年史》
6冊，研究與探討澳門開埠後中葡關係中的相關問題。

（二）完成一批專門研究中葡關係的著作

華人學者完成下列著作：金國平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著者在編輯出版《葡中關係史料彙編》之餘，完成系列研究著作：《西力東漸：
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澳門學：探賾與匯知》（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澳
門：澳門基金會；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2022年）並與吳志良合著《鏡海飄渺》（澳
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
《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早期澳門史論》（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澳門起源新探》（Revisitar os Primórdios de Macau: Para 

Uma Nova Abordagem da História，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東方基金會，2007年）。
其所主編《〈全海圖註〉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2020年），依據所發掘的明代地
圖，探討澳門開埠前的中葡關係。

陳樂民著《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繫年》（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以
年譜與年表的形式，記錄了中葡（粵澳）關係的發展，關於澳門的部分，在該著作的第
83－ 115頁。

湯開建著《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研
究署名委黎多的〈報效始末疏〉，用以糾正許多以往關於澳門早期歷史、明代中葡關係
研究中的訛誤。此外，他通過基督教傳華等中西文化交流的視角，完成了系列學術著作，
研究了明清時期中葡關係的發展。這些著作包括《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
（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明清天主教史論稿二編：聖教在中土》（澳門：澳門
大學，2014年）、Setting off from Macau: Essays on Jesuit History during the Ming and 

1○　  張西平：〈澳門學研究的新進展：讀《澳門編年史》〉，《澳門研究》（澳門），第 1期（2011），頁 88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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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ies（Leiden; Boston: Brill, 2016）；《天朝異化之角：16－ 19世紀西洋文
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趙利峰於 2000 年完成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清後期粵澳關係研究（1839 －
1851）〉，開始了對晚清時期粵澳關係的新視角。此後，葉農完成〈兩次鴉片戰爭期間
的澳門〉（暨南大學 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通過第一、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澳
門政治架構的改變等視角分析此時段粵澳關係的演變；2019年，出版《中外文化交流與
港澳史探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文化角度探討近代粵澳關係的發展軌跡。

霍啟昌教授長期從事孫中山先生在港澳，特別是其澳門革命活動及辛亥革命的研
究，為中葡關係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如《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研究》（Estudos sobre a 

Instalaçã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Lisboa: Gradiva, 1996）；《紀念孫中山先生在
澳行醫 120周年：解讀新發現的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行醫地點和時間的文獻》（In 

Memory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Dr. Sun’s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Macau: Decoding 

the Newly Fou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Location and Time of Dr Sun’s Medical Prac-

tice in Macau，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費爾南德斯：孫中山的戰友》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O Camarada de Sun Yat Sen，澳門：澳門國際研
究所，2013年）；《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年）；《孫
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Da Estada em Macau do Dr. Sun Yat Sen: 

Interpretação do seu Pensamento Revolucionário，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等。此外，也指導過研究生完成相關領域的論文，如葉志良〈澳門歷史的轉折點：亞馬
勒政府〉（澳門大學 1998年碩士學位論文）；宋林峰（Song Lin Feng）〈鴉片戰爭期
間澳葡當局的“中立”政策〉（The “Neutral” Policies of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of 

Macao during the Opium Wars）（澳門大學 2000年碩士學位論文）；胡妤媧〈清代香
山縣丞與澳門〉（澳門大學 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等。

萬明著《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梳理明清兩
朝的對外政策、商貿往來、政治體制等，探討中葡早期關係。

費成康著《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史回顧》（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年），研究葡人進入澳門、澳葡當局大肆擴張、由葡萄牙“永居管理”、近佔七村，
遠奪三島等 18件大事。

韋慶遠著《澳門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收錄〈有關清初禁
海和遷界的若干問題〉、〈論康熙時期從禁海到開海的政策演變〉、〈澳門通洋貿易和
廣州黃埔設港的關係〉等論文。

黃慶華著《中葡關係史：1513－ 1999》（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論述自葡
人 1513年來華謀求通商至澳門回歸之間的相互關係。

林廣志〈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暨南大學 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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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商的視角來探討粵澳關係的發展。著者還據此完成了系列學術著作，如《盧九家
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澳門晚清華商》（香港：三聯書
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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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其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補充後公開出版）。

張春生、許煜《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後》（香港：中華出版社，
2012年），探討了中英、中葡關於香港與澳門問題談判的過程與細節問題。

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門水界爭端探微》（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總結清政府
應對葡萄牙侵佔澳門海域的經驗教訓。

劉小珊《明中後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陸若漢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研究耶穌會士陸若漢（Joannes Rodriguez Tçuzzu）在澳門活動的過程。

國外學者完成下列著作（表 3）：

表 3　2000 － 2020 年國外學者粵澳（中葡）關係著作一覽表

出
�
年
�

�者／��者 題名 出� �明 �
�

2000

若爾� • ���爾 • �斯 
• ��斯 • 阿爾維斯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

《����中國：�三屆��
��中國關�史�開課上論文
�（16－ 19世紀）》

Portugal e a China: Conferências 
no III Curso Livre de His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culos XVI-XIX)

東方基金會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67頁 01

費�實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中�關�中的�門梗�：
1945－ 1995：�年�文�》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

ções Luso-Chinesas: 1945-1995: 
Cronologia e Documentos）

東方基金會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850頁 02

2001 �伊梅 • ��拉 • 平�
（Jaime Nogueira Pinto）

《��和���的中國�》
（China: Uma Percepção 

Euro-Portuguesa）

�門國�研�所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50頁 03

2004 日諒
（Alfredo Gomes Dias）

《���、�門和��問題的
國��（1909－ 1925）》
（Por tuga l ,  Macau  e  a  
In t e rnac iona l i zação  da 

Questão do Ópio (1909-1925)）

�門東方文�出�社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307頁 04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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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
拉�拉 • 德 • 因��

（Raffaella D’Intino）�
��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

曾永�譯

《���覓見中國：
和�相�之見證》

（Portugal Encontra a China: 
Testemunhos de Uma Convivên-

cia）

東方基金會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105頁 05

2006

費�實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中國外交政�中的�門：
1949－ 1979》

（Macau na Política Externa 
Chinesa, 1949-1979）

里斯本大學
社會科學出�社

（Lisboa: Imprensa de 
Ciências Sociais, 
Universidade de 

Lisboa）

394頁 06

��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不可�的�約：
1842－ 1887年國�環境變�
中的��外交實踐》
（O Tratado Impossível: 

Um Exercício de Diplomacia 
Luso-Chinesa num Contexto 

Internacional em Mudança, 1842-
1887）

���外交部
（Lisboa: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979頁 07

2007

若澤 • ���爾 • 杜阿爾
� • 德 • 赫�斯

（José Manuel Duarte de 
Jesus）

《中國面面�：
文�、歷史�外交》
（Faces da China: Cultura 

História e Diplomacia）

（門 • 馬爾丁斯）
��出�社
（Mem Martins:
 Ed. Inquérito）

158頁 08

瑪�亞格拉齊亞 • 魯索
（Mariagrazia Russo）

《若昴五世派�訪問雍正皇帝
使團（1725－ 1728）�

布拉加��檔����關文�
�料》

（A Embaixada Enviada 
por D. João V ao Imperador 

Yongzheng (1725-1728): Através 
da Documentação do Arquivo 

Distrital de Braga）

�門科學文�中心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349頁 09

2008 費�實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利益匯合：當代��關�中
的�門，1945－ 2005年》
（Confluência de Interesses: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

Chinesas Contemporâneas, 1945-
2005）

���外交部
（Lisboa: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

geiros）

559頁 1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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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李��
（Garcia Leandro）、

白烈度
（Luís Filipe Barreto）

《�門�中�關�之路：
1974－ 1999年：
研討會論文�》

（Paths of Macau and of 
Portuguese-Chinese Relations: 
1974-1999: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門科學文�中心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182頁 11

弗朗西斯科 • 
貢�爾維斯 • 佩�拉
（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中國�
“�門問題”》

（Portugal, a China e a “Questão 
de Macau”）

東方���學會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
te）

200頁；
�二�

12

白烈度
(Luís Filipe Barreto)

《“澳門方向��中關�
（1974－ 1999）”
研討會論文�》

（Actas do Seminário Rumos de 
Macau e das Relações Portugal-

China 
(1974-1999)）

�門科學文�中心
（Macau: Centro 

Cienti ́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190頁 13

2011 路易斯 • �泰羅
（Luís Monteiro）

《����中國：
一種���的關�》

（Portugal e a China: Uma Rela-
ção com Futuro）

（科�布拉）
阿爾梅��出�社
（Coimbra: Edições 

Almedina）

331頁 14

2013

�德思
（Carmen Amado 

Mendes）�
臧小�譯

《中��門�判
（1986－ 1999）》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1986-1999）

⾹港大學出�社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社會科學文
�出�社、2018年

157頁；
186頁

15

2014 羅伯� • 卡�羅
（Roberto Carneiro）

《中國����：
五個世紀的關�：
一�學��析》

（China e Portugal: Cinco Centú-
rias de Relacionamento: 

Uma Leitura Académica）

���天主教大學�
��語民��文�研

�中心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dos 
Povos e Culturas de 

Expressão Portugues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195頁 16

2015

黎祖智
（Jorge Rangel）、

�德思
（Carmen Amado Mendes）

��

《�門在科�布拉：
��中國研�協會�十四�會

議的��》
（Macau-in-Coimbra: Highlights 
from the EACS ‘14 Conference）

�門國�研�所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456頁 17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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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德思
（Carmen Amado Mendes）

《�門�判
（1986－ 1999年）》
（As Negociações de Macau

 (1986-1999)）

�門大學、�門科學
文�中心
（Lisboa: 

Universidade de 
Macau; Centro 

Cienti ́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190頁 18

林�士
（João de Deus Ramos）

《關於中國：外交回憶�》
（Em Torno da China:

 Memórias Diplomáticas）

（卡�爾 • 德 • 坎布
拉）���出�社
（Casal de Cambra: 

Caleidoscópio）

139頁 19

�東�� • 卡�羅
（António Caeiro）

《紅色朝�——�往北京的�
長�路����為毛主義所�
引的歷史������紅色中

國的�繫》
（Peregrinação Vermelha: O 

Longo Caminho até Pequim: Uma 
História da Atração Portuguesa 

pelo Maoismo e dos Contactos en-
tre Portugal e a China Vermelha）

（阿爾弗拉基德）
唐吉訶德出�社
（Alfragide: Dom 

Quixote）

196頁 20

2017 羅伯� • 克�夫 • �利斯
（Robert Clive Willis）

《中國��門》
（China and Macau）

（倫敦、�約）
勞�利奇出�社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14頁 21

2018

Chan On I

《���外交政�的��：
�自由主義制度方法》
（Characterizing Portuguese 
Foreign Policy: A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 Approach）

�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Thesis (M.A.)－

University of Macau）
109頁 22

廉輝南
（Fernando Lima）

《�門：一場成功的對話》
（Macau: Um Diálogo de 

Sucesso）

�門：�門國�研�所
（Macau: Instituto In-

ternacional de Macau）
197頁 23

�德思
（Carmen Amado Men-

des）

《中國�絲�之路：
一種�興的世�秩序》
（China’s New Silk Road: An 

Emerging World Order）

倫敦：勞�利奇出�社
（London: Routledge）

196頁 24

伊�貝爾 • �爾� • 蘭
普�亞（Isabel Horta 

Lampreia）

《十六世紀上半�在
中國海域的���人》

（Os Portugueses nos Mares da 
China na Primeira Metade do 

Século XVI）

�門國�研�所
（Macau: Instituto In-

ternacional de Macau）
1卷 25

2019
瑪�亞 • 瑪格�� • ��
�格羅（Maria Margarida 

Montenegro）

《一位國王和三位皇帝�
若昂五世國王�期的���、

中國��門》
（Um Rei e Três Imperadores: 
Portugal, China e Macau no 

Tempo de D. João V）

里斯本仁慈堂
（Lisboa: Santa Casa da 

Miserico ́rdia de Lis-
boa）

208頁 26

（接下頁）

https://zh.wikipedia.org/zh-mo/%E5%8B%9E%E7%89%B9%E5%88%A9%E5%A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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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德思
（Carmen Amado Mendes）

《現代中國》
（China Contemporânea）

科�布拉大學出�社
（Coimbra: Coimbra 
University Press）

126頁 27

據作者收集的資料，在此時期，國外學者完成了 27種相關著作。與此同時，華人
學者完成通史性著作 2種；專題性著作 32種（此處所列數據為上文所涉及的部分，尚
未包含後面所列的部分博碩士學位論文）。在數量上，國外學者成果數量已經逐漸落後
於華人學者，在研究問題的突破上，華人學者也有趕超的趨勢。

國外學者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深耕發展，他們涉及的領域與專題包括：
1、中外使節來往。如薩安東關於遣使來華等問題的研究。
2、晚清中葡談判。薩安東繼續深入研究晚清中葡談判的過程與曲折，如《不可能

的條約：1842－ 1887年國際環境變化中的葡華外交實踐》等成果。
3、澳門華人精英對中葡（粵澳）關係的影響。費茂實完成了三部著作，研究了中

國國內形勢變化對澳門命運的影響，澳門華人精英對中葡關係具有重要影響力。
4、中國和葡萄牙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是葡萄牙近現代中葡關係史研究的又一重

點。基於葡語材料學術界重新評估澳門問題談判上葡萄牙方面的得與失，曼德思認為其
時葡萄牙方面關於澳門問題談判的政策與策略，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全球非殖民化浪
潮、中葡雙邊以及中葡英三角關係等國際局勢；葡萄牙內部不同政治力量折衷角力的干
擾；中葡雙方在談判中的地位和態度。

5、葡萄牙外交部官員、澳門總督等歷史見證人的回顧與評述，葡萄牙學者特別關
注的 1974年民主化革命後澳門在非殖民化背景下的命運，成為檢視現代澳門史、中葡
關係史的重要資源。

（三）繼續發佈與出版史料

在此時期，中外學術界繼續在史料發掘的方面發力，已經從總體上的發掘逐漸向專
題方面轉變。葡萄牙關於中葡（粵澳）關係的文獻藏量豐富，尤其 20世紀末大量葡文
檔案被運送、典藏在葡萄牙眾多的收藏機構裏。葡萄牙學術界亦繼續努力將其整理、重
印，以便學術界的使用。特舉數種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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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 － 2021 年粵澳（中葡）關係史料集一覽表

出�
年� �者／��者 題名 出� �明 ��

2000

邢永福、吳志良、
楊繼波主編；
金國平譯

《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 澳門基金會

明清故宮所藏 2,000餘
件有關澳門問題的檔案
中精選 125件，35幅配
套色影印彩色插圖。

01

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編 《中葡關係檔案史料彙編》 中國檔案出版社

2冊。中葡互派使臣、
呈遞國書、進獻方物、
慶賀節日、接待遊歷、
設立使領館、中葡通商、
澳門建築、設稅關等檔

案。

02

金國平 《西力東漸：
中葡早期接觸追昔》 澳門基金會

其〈文獻注釋篇〉譯介
了中葡早期接觸的主要
葡萄牙語文獻。

03

金國平、
吳志良校注

《粵澳公牘錄存》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 Português (1749-
1847)）

澳門基金會
8冊。《清代澳門中文
檔案彙編》的姊妹篇。

04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金國平

《晚清名臣奏議澳
門》（Para a Vista do 
Imperador: Memoriais 
da Dinastia Qing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808-1887)）

東方葡萄牙學會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223頁 05

2001 湯開建、陳文源、
葉農編

《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
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

料選粹》
花城出版社 665頁 06

2002

湯開建、吳志良 《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 1911）》 澳門基金會 654頁 07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金國平

《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
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
教廷關係研究及文獻集》
（De Kangxi para o Papa 

pela Via de Portugal: Memória 
e Documentos Relativos à 
Intervenção de Portugal e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 

Questão dos Ritos Chineses e 
nas Relações entre o Imperador 

Kangxi e a Santa Sé）

東方葡萄牙學會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3卷 08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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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澳門文化局
《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
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

觀》
大象出版社 283頁 09

2004
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北京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編

《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
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 中華書局 2冊 10

2005 金國平 《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 16世紀》 廣東人民出版社 292頁 11

2009 吳志良主編 《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
廣州總領事館檔案》 廣東教育出版社 16卷。清代部分，中文。 12

2010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葡中 19世紀關於澳門邊
界的談判與協議：助力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當前邊界的理解》
（Negociações e Acordos 
Luso-Chineses sobre os 

Limites de Macau no 
Século XIX: Contribuição 
para a Compreensão dos 

Actuais Limite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葡萄牙）社
會和政治科學
高等學院
（Lisboa: 
Instituto 
Superior 

de Ciências 
Sociais e 

Políticas）

246頁 13

2013

巴洛斯
（João de 

Barros）、
艾斯加蘭蒂
（Bernardino de

 Escalante）等著；
何高濟譯

《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
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 中華書局 295頁 14

夏泉、董錦編 《馬萬祺研究資料彙編》 暨南大學出版社 338頁 15

2015 吳志良主編
《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
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

全檔》
廣東教育出版社 32卷 16

2016

吳志良主編 《民國葡萄牙駐廣州總領
事館檔案》 廣東教育出版社 29冊。漢語部分 17

郝雨凡、林廣志、
葉農編

《美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
報告：1849－ 1869》
（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廣東人民出版社
485頁。此為轉寫版。
影印版由廣西師大出版
社於 2012年出版，2冊。

18

張廷茂著 《澳門歷史文獻輯譯》 暨南大學出版社 第二輯，2018年。 1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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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皮萊資
（Tomé Pires）

著；
羅瑞洛

（Rui Manuel 
Loureiro）編輯

《東方志》
（Suma Oriental）

澳門科學文
化中心、歐
維治基金會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Fundação Jorge 
Álvares）

335頁 20

湯開建編 《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
料彙釋》

澳門文化局、
上海古籍出版

社
573頁 21

林廣志、張中鵬、
陳文源編

《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
中文檔案文獻匯編》

廣東人民出版
社、澳門文化

局
2冊 22

馮翠、夏泉編 《澳門抗日戰爭研究廣州
地區中文資料初編》

廣東人民出版
社、澳門文化

局
140頁 23

2018

葉農、金國平編
著

《澳門及大西洋島嶼畫冊：
外三種》

廣東人民出版
社

199頁 24

貝爾納多 • 皮涅羅 • 
科雷亞 • 德 • 梅洛，
阿爾諾伯爵
（Bernardo 

Pinheiro Correia 
de Melo, Conde 

de Arnoso）

《世界各地之旅》
（Jornadas pelo Mundo）

（德里）
人克客出版社
（Delhi, India: 
ReInk Books）

440頁。澳門部分在
99－ 114頁。

25

2019 廣東省立中山圖
書館編

《民國葡萄牙駐廣州總領
事館檔案（外文部分）》

廣東人民出版
社

132冊。記錄當時葡國
領事館處理各方面事務

的情形。
27

2021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編

《果阿天祿：果阿歷史檔
案館藏澳門史料目錄，
十六至九世紀》（Fontes 
Históricas sobre Macau no 
Arquivo Histórico de Goa: 

Séculos XVI a XIX: Um 
Catálogo）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303頁 28

湯開建編

《大航海時代與澳門：
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
文獻檔案彙編（1500－

1644）》

澳門文化局、
廣東人民出版

社
2冊 29

總之，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葡（粵澳）關係領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相當豐
碩的成果。在這個澳門史的傳統研究領域裏，國外學者依托其語言條件與長年的研究傳
統所佔的優勢逐漸消失，而華人學者迎頭趕上，雙方在成果數量上已經超越平衡點，研
究的側重點方面則仍然各領風騷。特別是在澳門開埠前的中葡關係史研究領域，華人學

https://umlibrary.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fulldisplay?docid=alma991008431589706306&context=L&vid=853UOM_INST:umlibrary&lang=en&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sub,exact,China%20--%20Foreign%20relations%20--%20Portugal,AND&sortby=date_d&facet=searchcreationdate,include,1754|,|2019&facet=searchcreationdate,include,1999|,|2019&mode=advanced&offset=0
https://umlibrary.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fulldisplay?docid=alma991008431589706306&context=L&vid=853UOM_INST:umlibrary&lang=en&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sub,exact,China%20--%20Foreign%20relations%20--%20Portugal,AND&sortby=date_d&facet=searchcreationdate,include,1754|,|2019&facet=searchcreationdate,include,1999|,|2019&mode=advanced&offs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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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成果已經遠遠超越國外學者。在研究水平上，華人學者逐漸佔領前沿研究領域。
在研究基礎工作上，史料的發掘、整理與出版方面，華人學者則成果更為豐富，開始領
先於國外學者。如果這個基礎工作能夠扎實推進的話，必將大大推動研究工作的發展。

（四）研究隊伍日益壯大，體現出專業化與年輕化的趨勢

回歸之後，出現了研究隊伍日漸壯大的局面。這種壯大體現在：參與的學者增多。
張西平在評介《澳門編年史》時指出：“近三十多年來，澳門研究開始呈現‘井噴’，
《澳門編年史》站在學術的最前沿，對百餘年來的澳門研究成果和近三十年研究的最新
進展都給予了關注，如湯開建所說‘我們引證的以往研究著作及論文（含博、碩士論文）
計有 650種以上，早至龍思泰、徐薩斯的作品，晚至 2008年出版的《澳門史新編》⸺

諸多專家的研究成果和 2009年出版的博士論文’。” 1○

大量的博碩士研究生參與到研究工作中來，說明研究隊伍實現了年輕化。他們多依
據所學專業從事專題研究，其專業化趨勢相當明顯。從參與的情況來看，以內地為例，

各地高校多有參與。據中國知網的統計， 2○自 2000年以來，內地各機構研究生完成的博
碩士學位論文，多達 1,742篇，而 1999年及以前，只有 3篇。具體年度分佈如下（表 5）：

表 5　2000 － 2019 年內地各高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年度完成情況表
年度 論文�量 年度 論文�量
2019 58 2009 128
2018 72 2008 107
2017 49 2007 128
2016 73 2006 118
2015 64 2005 107
2014 81 2004 91
2013 107 2003 84
2012 110 2002 55
2011 130 2001 30
2010 122 2000 28

1,742（�計）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知網的數據統計製作。

這些論文，由分佈在內地各個省份（除寧夏、西藏）大學中的博士、碩士研究生
完成。其中碩士學位論文有 1,461 篇，佔比 83.87%；博士學位論文有 281 篇，佔比
16.13%。

在澳門地區的研究力量中，年輕學者也逐漸成為主力。以澳門大學為例，從

1○　  張西平：〈澳門學研究的新進展：讀《澳門編年史》〉，《澳門研究》（澳門），第 1 期（2011），頁 88。
2○　  據中國知網以“澳門”為主題詞進行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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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2019年的 20餘年間，該校圖書館所著錄文獻（檢索主題詞：China-Foreign, 

relations-Portugal），共有 105篇。在回歸之前，是沒有博碩士論文的；之後，有 3篇
博碩士論文。而澳門地區高校與中葡關係史相關的博碩士論文共計 10篇（表 6）。

在上述內地的 1,742篇博碩士論文中，專門論述中葡關係史的論文有（表 7）：

表 6　2000 － 2019 年澳門各高校獲授“中葡關係史”學位論文統計表
�者�名 論文題目 所在學校 授予�間 �士 / 碩士

Chan On I
〈���外交政�的��：�自由主義制度的方法〉
（Characterizing Portuguese Foreign Policy: A Neo-

Liberal Institutional Approach）
�門大學 2018年 碩士

朱子桃
〈�門土生�人法律��問題研�〉

（Study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Macanese in 
Macao）

�門科技大
學

2018年 碩士

Tao Yuan 〈中葡關於澳門的爭端：
重點介紹張之洞擔任兩廣總督期間的情況〉 �門大學 2017年 碩士

��� 〈�門土生�人的⾝��同〉
（The Identity of Macanese）

�門科技大
學

2016年 碩士

鍾�坤 〈葡語在澳門未來發展之探討〉 �門科技大
學

2007年 碩士

何志輝 〈�門法文�的歷史考�——論明��門的�洋共
���治〉

�門科技大
學

2007年 �士

吳家寶 〈近二十年來澳門文化政策的演變〉 �門科技大
學

2005年 碩士

��利亞� 
• 坎皮� • �
羅� • 巴拉

�
（Aureliano 

Campino 
da Rosa 
Barata）

〈助學基金在�門教學中的作用〉
（O Papel da Caixa Escolar no Ensino de Macau） �門大學 2005年 碩士

��� 〈清代香山縣丞與澳門〉 �門大學 2004年 碩士

⿈��

〈十九世紀末��政府城市的基本建設〉
（Construção Basica da Cidade de Macau Feita 

Pelo Governo da Administração Portuguesa no Fim 
do sec. XIX）

�門大學 2003年 碩士

�� • 瑪麗
亞 • 科斯� • 
洛佩斯
（Ana 

Maria Costa 
Lopes）

〈���和中國短�小�傳�中的文�匯合��
歧〉（Confluências e Divergências Culturais nas 

Tradições Contísticas Portuguesa e Chinesa）
�門大學 2000年 碩士

��明
〈《�門記略》��的�門土生�語面貌〉
（The facet of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u in

 “The Monograph of Macau”）
�門大學 2000年 碩士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的數據統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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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0 － 2019 年內地各高校獲授“中葡關係史”學位論文統計表
�者�名 論文題目 所在學校 授予�間 �士 / 碩士

��曉 〈從晚清中葡澳門交涉看清政府海疆觀念的嬗變〉 ��科技大學 2018年 碩士

馮� 〈抗日戰爭�期的�門�人社會——
�慈�救濟為中心的研�〉 �南大學 2014年 �士

王� 〈西方傳教士與早期中葡關係〉 山東師�大學 2013年 碩士

張晶 〈清末民初中葡澳門勘界地圖初步研究〉 �南大學 2013年 碩士

李� 〈兩廣總督張之洞與中葡澳門問題交涉〉 �南大學 2013年 碩士

�國瑞 〈清代中後期澳門人口華洋結構變遷研究〉 �南大學 2012年 碩士

⿈曉紅 〈�朝�熙年間的中日唐�貿易（1662－ 1722年）�
�《�夷變�》�日文材料為中心〉 �南大學 2011年 �士

李寧艷 〈眉額帶歷與澳門〉 �南大學 2011年 碩士
�孝忠 〈明清香山縣地方志研究〉 山東大學 2011年 �士
何永� 〈�門早期議事會研�（1586－ 1850）〉 �南大學 2010年 �士

��良 〈晚��期��政府對�門�人的�治��人�應〉 �南大學 2010年 碩士

林發欽 〈��期�蘭��使團研�（1644－ 1795）〉 �南大學 2009年 �士
��� 〈澳門青洲問題研究〉 �南大學 2009年 碩士
�� 〈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的澳門〉 �南大學 2008年 �士
江彩� 〈�禮��中日傳教團（1578－ 1606）〉 �南大學 2008年 碩士
卜艷� 〈明末至清中葉粵澳地區通事研究〉 �南大學 2008年 碩士
陳子建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問題研究〉 山東大學 2007年 碩士
劉冉冉 〈1651－ 1849年�朝政府對�門的�治研�〉 山東大學 2007年 �士
林�志 〈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 �南大學 2006年 �士
吳艷� 〈17－ 18世紀��中的���傳教士〉 �南大學 2006年 碩士
朱�� 〈明清時期澳門人口研究〉 �南大學 2005年 碩士

�忠明 〈一個雙核三社��式的城市發展史——1557至
1849年的�門〉 �南大學 2005年 �士

�泉
〈明�粵港�基督教教會教�研�（1552－

1911）〉（2007年，由�東人民出�社出�《明�
基督教教會教��粵港�社會》）

�南大學 2003年 �士

卜奇文 〈清代澳門與廣州經濟互動問題研究〉 �南大學 2003年 �士

�利�
〈晚清粵澳闈姓問題研究〉 �南大學 2003年 �士

〈��期粵�關�研�（1839－ 1851）〉 �南大學 2000年 碩士

�根 〈澳門《鏡海叢報》研究〉 �南大學 2002年 碩士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知網的數據統計製作。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a1%be%e6%a2%a6%e6%99%93&scode=34832432;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1&dbname=CMFD201901&filename=1018204769.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SZKJ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5%a9%b7&scode=11424992;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6&CurRec=1&dbname=CMFD201302&filename=1013215443.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SDS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99%b6&scode=07776014;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2&dbname=CMFD201501&filename=1013027189.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9f%a9%e5%9b%bd%e7%91%9e&scode=24540451;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3&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2031945.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5%ae%81%e8%89%b3&scode=24095568;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4&dbname=CMFD2011&filename=1011128644.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3%a1%e5%ad%9d%e5%bf%a0&scode=10672077;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10&CurRec=5&dbname=CDFD0911&filename=1011170253.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SHD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5%b5%e6%96%b0%e8%89%af&scode=23904433;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6&dbname=CMFD2010&filename=2010123934.nh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a8%8a%e7%87%95%e7%8e%b2&scode=23252321;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7&dbname=CMFD2009&filename=2009108906.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99%88%e5%ad%90%e5%bb%ba&scode=11304697;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8&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087335.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SHD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8%98%e5%86%89%e5%86%89&scode=11151811;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10&CurRec=9&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7088747.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SHD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e%97%e5%b9%bf%e5%bf%97&scode=03721365;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0&CurRec=10&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6042465.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c%b1%e4%bf%8a%e8%8a%b3&scode=07762493;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10&dbname=CMFD0506&filename=2005141712.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8%a5%e5%bf%a0%e6%98%8e&scode=07775856;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10&CurRec=11&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5142024.nh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10&CurRec=11&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5142024.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d%9c%e5%a5%87%e6%96%87&scode=07756843;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10&CurRec=12&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3082694.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5%b5%e5%88%a9%e5%b3%b0&scode=07743042;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0&CurRec=13&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3082716.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JINU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QueryID=10&CurRec=13&dbname=CMFD9904&filename=2000001196.nh
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dbcode=CMFD&UnitCode=GJ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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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重心日益南移

回歸之前，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均有學者組成團體展開研究工作，而回歸之
後，研究重心逐步南移。廣州以其毗鄰澳門的地理位置優勢、與學術界的緊密聯繫，日
益成為中葡關係史研究的重心。從各大學澳門問題研究論文的數量來論，在這 20年內，
全國各高校授予的、涉及澳門的 1,742篇博碩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這三所廣州高校共 425篇，佔總數的 24.4%，佔比相當高（表 8）。

表 8　2000 － 2019 年廣州三所高校授予博碩士學位論文統計表

年度
�南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總數
論文數量 論文數量 論文數量

碩士 博士 合計 碩士 博士 合計 碩士 �士 合計

/

2019 / / / / / / 08 01 09
2018 06 01 07 / / / 01 01 02
2017 02 / 02 / / / 02 01 03
2016 09 / 09 / / / 06 / 06
2015 07 / 07 / / / 02 01 03
2014 04 / 04 / / / 06 01 07
2013 10 / 10 / / / 03 / 03
2012 09 / 09 / / / 02 03 05
2011 10 03 13 / / / 03 / 03
2010 15 03 18 / / / 06 / 06
2009 13 03 16 / / / / / /
2008 22 05 27 / / / / / /
2007 29 04 33 20 / 20 / / /
2006 26 05 31 / / / / / /
2005 10 06 16 15 / 15 / / /
2004 08 05 13 20 / 20 / / /
2003 13 05 18 18 / 18 / / /
2002 19 / 19 14 / 14 / / /
2001 24 / 24 / / / / / /
2000 15 / 15 / / / / / /

�計 251 40 291 87 / 87 39 08 47 425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知網的數據統計製作。

除這三所高校外，還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18篇）、廣州大學（15篇）、廣東工
業大學（7篇）、廣東財經大學（5篇）、廣州中醫藥大學（3篇）、中山大學（3篇）、
廣州體育大學（2篇），所以廣州地區高校授予學位的論文總量達到 478篇，佔比達到
總數的 27.44%。此外，廣東省社科院亦完成了 3篇論文。

通過上述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廣州地區的高校成為研究主力。其中，暨南大學是
其中的重要力量，其授予的論文達到 291篇，佔比達 16.7%，佔據了全國各高校之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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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廣州地區的研究中心，已經從中山大學轉移到暨南大學。
從高校設立的專門研究機構來看，暨南大學設立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澳門研究院

（2017年 11月成立，2019年獲批為廣東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基地）。
中山大學於 2015年組建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該

研究院主要關注對象，已經不再是歷史文化領域。即使授予學位的論文，也並非來自此
研究院。

境外地區的研究力量也有所重組、提升。葡萄牙學術界與德國普塔克（Roderich 

Ptak）、荷蘭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比利時高華士（Noël Golvers）等其他國家的
學者們，進行常態化的學術合作與聯繫，亦重視與中國內地、澳門、香港、台灣等地研
究機構、高校交流合作。一批葡萄牙學者長期供職於澳門高校或科研機構，鼓勵澳門學
者前往葡萄牙就讀或訪學，且每年以研究獎學金的方式合作培養葡澳青年學者。葡萄牙
學術界也聯同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等定期合作，舉辦國際會議。

進入 21世紀，葡萄牙的一些研究機構也在不斷調整、發展。2013年，歐維士基金
會聯合里斯本新大學、亞速爾大學重組的海內外史研究中心，着眼於以史學為基礎的跨
學科研究，涉及澳門對外關係等方面專題。幾經改組的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中心致力
於史學研究的全球轉向，澳門史是其中重要一環。這些機構積極加強澳門史中的中葡（粵
澳）關係等各種原始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加強澳門史的人才培養，定期推出相關出版

物。 1○

三、重點突破：粤澳關係核心問題研究

自 20世紀 80年代，特別是澳門回歸以來，華人學術力量集中精力，突破了一些前
期未有突破的關鍵點，取得了許多新進展。學術研究的話語權，已經開始掌握在華人學
者手中；研究的主力逐漸轉為華人學者。

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本領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諸多成就，在一些粤澳關係史核心
問題取得突破，一些尚未釐清的問題，得到了釐清；一些眾說紛紜的說法，得到了相對
統一的認識。以下是當中的較為重要的內容。

（一）葡人入居澳門過程及其變遷

（1）葡人獲許入居澳門的經過
明朝廣東地方政權、中央政府對於葡人入居澳門，存在着不同態度。廣東地方當局

為維護地方利益，暫許葡人在此編篷停留越冬、通商貿易，但未打算讓其居留，因此，

1○　  張中鵬：〈近二十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進展〉，《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澳門），第
3 期（2020），頁 35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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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將葡人借居澳門上奏朝廷。朝廷在 1564或 1565年以前，尚不知葡人已入居澳門。1○

1564年，廣東御使龐尚鵬上疏專論葡人居澳情形，明朝廷開始探討對付澳夷之策。
對葡人居澳，明朝政府內部大致存在三種意見，最終，驅逐葡人的主張都沒有被採納，
或表面採納而不付諸實施；對葡人採取縱容態度者佔主導地位。廣東官員頂住來自各方

面的壓力，開放澳門，使葡人安居貿易。 2○

葡人的居留獲明朝廷准許過程：1553年汪柏上報朝廷，呈報冒用他國名義的葡人願
意向明朝廷納稅，以尋求來廣東進行貿易的機會；1554年獲准貿易，葡人獲得來穗貿易

的機會； 3○1573年葡人正式繳納地租，可認為是獲得允准的證明；新任兩廣總督陳瑞於
1582年表示同意批准其繼續居澳，但須“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兩廣總督張鳴岡於
1614年上疏，認為應對葡人最佳的辦法是利用其居澳“日夜所需仰給於我”的情況強化

管理。 4○

20世紀 90年代以後，葡人獲明朝廷批准居澳的原因，學術界對中方實行的政策進

行了更為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5○

從葡方的策略來看，葡人自正德末至嘉靖中期在粵閩浙三省沿海地區先後受挫，認
為明朝力量強大，不足以戰勝，遂從過往的失敗中吸取相應的教訓，收斂在沿海地區的
海盜與走私活動。終於在其被逐三十餘年後重新回到廣東沿岸，其時葡人已完全拋棄任
何武力手段，採取謙卑、溫順、和平的態度；這種態度，對葡人獲得租居的機會起到推

動作用。 6○

（2）葡人入居澳門的時間及入居澳門前的活動

學術界關於葡人居澳的時間，較為普遍認同的觀點為 1553年或 1553－ 1557年。 7○

萬明在 20世紀 90年代末期認為，1553－ 1554年是葡人獲允許後來華進行正常貿易的

1○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 － 1999》，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212；陸曉敏：〈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再探〉，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6 期（2005）。

2○　  萬明：〈明朝對澳門政策的確定〉，《明清之際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六次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年；黃鴻釗：〈關於澳門史研究的若干問題〉，《廣西民族
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寧），第 4 期（1999）。

3○　  張廷茂：〈從汪柏與索薩議和看早期中葡關係的轉變〉，《安徽史學》（合肥），第 2 期（2007）。
4○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65；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9 － 30、33；萬明：〈明朝對澳門政策的確定〉，《明清之際中國和西方國家
的文化交流——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六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王昭明：〈鴉
片戰爭前後澳門地位的變化〉，《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3 期（1986）。

5○　  黃國安：〈葡萄牙殖民者侵佔澳門的歷史考略〉，《廣西社會科學》（南寧），第 2 期（1988）；朱亞非：
〈明代中葡關係與澳門之地位〉，《史學集刊》（長春），第 4 期（1995）；石元蒙：〈中西文明的最初碰
撞：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與明政府對策〉，《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 1 期（2003）；顏廣文：〈再論明
政府允許葡人租借澳門的原因〉，《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 期（1999）；劉祥學：〈從明朝中
後期的民族政策看葡萄牙殖民者竊佔澳門得逞的原因〉，《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期（2000）；
譚世寶：〈澳門開埠的若干歷史問題〉，《學術研究》（廣州），第 8 期（1999）；張廷茂：〈從汪柏與索
薩議和看早期中葡關係的轉變〉，《安徽史學》（合肥），第 2 期（2007）。

6○　  朱亞非：〈明代中葡關係與澳門之地位〉，《史學集刊》（長春），第4期（1995）；張天澤等：《中葡通商研究》，
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頁 77；顏廣文：〈再論明政府允許葡人租借澳門的原因〉，《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北京），第 2 期（1999）。

7○　  戴裔煊：《〈明史 • 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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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而非葡人入居時間，此後的 1557年才是。 1○

金國平以圖證史，指出“1535年來澳說”，引用約 1537年的地圖為證（圖略）。
這兩張約 1537年繪製的地圖準確地標出澳門在珠江口左岸的位置，加上“mecom”地
名，還畫上葡萄牙的標誌。這反映市舶司從電白遷到澳門，且葡人也開始在澳門活動。

兩面旗幟表明，葡人認為是“發現”或“佔有”澳門。 2○

學術界在 20世紀 80年代以後認為，葡人入居前活動史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佔
據屯門一帶為據點，另一方面派使節赴京與明朝廷建立關係；二、因廣東難以立足，進
入福建、浙江沿海，企圖選擇舟山六橫島雙嶼港（Liampó）及漳州外海作為新據點；三、
後來被迫退回廣東沿海地區，逐漸在三洲、浪白滘、澳門等處建立據點。

金國平和吳志良認為，中國人沒有驅逐葡人，而是挽留他們，安排他們從上川、浪

白滘，過渡到澳門。葡人入居澳門完全在北京的運籌帷幄之中。 3○

（3）葡人入居澳門諸說

葡人何以入居的說法較多，莫衷一是，如“借地晾曬”混入說、4○“納賄”說、5○“助
剿酬勞”等等。 6○20世紀 90年代末，學者開始支持“葡萄牙人助明驅逐海盜而得澳門”
說：湯開建認為從明代韓霖纂《守圉全書》中發現的最早的一份澳門葡人上奏明廷的委
黎多〈報效始末疏〉，可再次證明“助剿海盜”說，認為其十分明確地記載 1557年因

葡人剿除澳門海盜而獲居澳權。 7○

金國平和吳志良認為，葡萄牙之所能夠入居澳門的原因是個三部曲：龍涎－火炮－
自鳴鐘。最近的研究已經證明，中國對白銀的需求才是澳門港口長期存在最根本的原

因。 8○

（4）葡人初抵中國之地考證
學術界關於葡人初抵中華處，進行過許多研究工作。“Tamum/Tamão”的考證，

就是其中之一。研究此問題最深入的西方學者為阿爾貝托 •卡馬爾（Albert Kammer-

1○　  萬明：〈關於明代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北京），第 5 期（1999）。
2○　  金國平：〈葡萄牙人東來之長技：精圖－堅船－利炮〉，《〈全海圖註〉研究》（論文卷），澳門：澳門基金會，

2021 年。
3○　  金國平等：《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 年，頁 19。
4○　  費成康：〈葡萄牙人如何進入澳門問題辨正〉，《社會科學》（上海），第 9 期（1999）。
5○　  譚世寶：《澳門歷史文化探真》，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59、268、271。
6○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69；費成康：《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

史回顧》，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 24；黃慶華：〈“助剿海盜得賜澳門”之說探源——兼
述葡萄牙人謀求澳門主權〉，《明史研究》第九輯，2005 年，頁 23 － 34。

7○　  湯開建：〈佛郎機助明剿滅海盜考〉，《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04 －
138；陸曉敏：〈“葡萄牙人助明驅海盜而得澳門”說再辨析〉，《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
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356 － 366；湯開建、張照：〈明
中後期澳門葡人幫助明朝剿除海盜史實再考——以委黎多《報效始末疏》資料為中心展開〉，《湖北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武漢），第 2 期（2005）。

8○　  金國平：〈40年來中國學術界中葡關係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行政》第三十四卷（澳門），第132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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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1○ 其他西方學者提出許多說法：（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提出“上
川說”；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提出“大澳說”；福開森（Donald Ferguson）
提出“大門島說”；高迪愛（Henri Cordier）提出“下川說”；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提出“伶仃說”。 2○

以日本的藤田豐八為主要代表的東方學者提出諸多說法：藤田豐八提出“屯門－屯
門山－屯門澳－屯門港－屯門島說”；何健民提出“順德大茅說”；方豪提出“浙江大
茅說”；張星烺提出“大門港說”、“大門島說”；羅香林提出“達馬柯說”；朱杰勤
提出“舵尾說”及“塔妙說”；黃文寬提出“大澳說”；林天蔚提出“泛大嶼山說”；
張增信提出“在急水門與雞心門以內的珠江虎門外說”；梁嘉彬提出“上、下川說”；
趙立人提出“大嶼山說、香山西草灣說（大芒洲說）、新會甫草灣說”；施存龍提出“南

頭島說”。各種說法，不一而足。 3○

經過對中西文獻的比勘，金國平指出：“從上述圖文資料分析，似乎可以說，葡語
文獻中的 Tamou作島解時，為大嶼山，而作港解時，為屯門澳。葡人在珠江口時期複數
的貿易泛指大嶼山－香港一帶中國官方指定或非指定的島澳，但在使用單數的情況下，

則專指大嶼山。” 4○

根據金國平新近研究，葡人在 Tamou的實際泊點為東涌。經過對中西文獻的比勘，
近期金國平指出：“‘Tamão’是葡萄牙人歐維士初抵中國之地。長期以來，關於這個
地點考證各說繁多。通常認為，‘Tamão’是‘屯門’的對音。此考不誤，但‘Tamão’
的所指卻不是屯門。葡萄牙史料中的‘I. de Tamão（屯門島）’是指大嶼山或赤瀝角島
（今香港機場所在地）。筆者認為，指赤瀝角島的可能性為大，因為它比較小，易於瞭望，

長於防守，是一比較理想的泊地。” 5○

除了 Tamom外，西草灣、Lantao（大嶼山）、Chincheo（浯嶼、漳州外海）、南
澳等一些早期葡人抵華時涉足的地點，也得到學術界的關注與研究，不再一一介紹與列
舉。

（二）葡人居留澳門及其政局變遷

20世紀 70年以後，學者將葡人入佔澳門分成三個階段：一、1517－ 1557年為葡

1○　  Albert Kammerer ( 阿爾貝托 • 卡馬爾 ),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ème 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16 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沿海圖〉), T’oung Pao(《通報》), vol. 39 
(Supplément), 1944, p. 168.

2○　  各說均可見金國平：〈Tumon 雜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
頁 19 － 42。

3○　  各說均可見金國平：〈Tumon 雜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
頁 19 － 42。

4○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頁 19 － 42。
5○　  金國平：〈40年來中國學術界中葡關係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行政》（澳門），第 34卷總第 132期（2021），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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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賄中國地方官員開放貿易，並進行混入貿易；二、1557－ 1849年為居留和經營澳

門海上貿易；三、1849年以後為破壞中國主權，直接對澳門進行殖民統治。 1○

學術界梳理葡人居澳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涉及以下三個核心問題：

其一，1553－ 1849年間明清政府對華人的管轄與葡人居澳性質。 2○ 清政府全面管
理澳門華人，堅持對澳門華人管理的專有權，相關的制度和措施完備。 3○

其二，1849－ 1887年間澳門政局變化。19世紀 40年代以後，澳葡當局破壞中國
對澳門的領土主權，改變近三百年來澳門原有地位，奪取中國對澳門管轄權，在澳門實
行殖民統治。葡人對澳門的侵佔，清政府不予承認，既無條約依據，也無割讓的問題。
從法理上說，中國對澳門仍享有絕對主權。這個時期是澳門政局轉型的時期，由清政府

管轄到葡人在澳門實施殖民統治。 4○ 趙利峰認為，清政府在此時形成一種新的管理澳門
模式，發展了粵澳關係。 5○

其三，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與澳門政治地位確立。為通過訂立條約達到“合
法”佔據澳門的目的，葡國曾串通列強及其駐京公使，多次與清政府交涉。每當清廷面

臨西方列強軍事威脅時，澳門主權問題都會被其大談特談。 6○

澳門主權歸屬問題在葡人取得澳門管治權後浮出水面。 7○20世紀 90年代以後，許
多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觀點被學術界匡正，以往的模糊認知得到澄清。1553－ 1842年間，
對澳門行使主權的是明清政府。其在澳門設置行政、司法、海關的組織機構，並派遣相
應的官員前來管理澳門，處置相關問題。1842－ 1888年間，清政府對澳門的主權，被
葡人逐步佔領和破壞，葡人通過這些行動，“永駐管理澳門”，取得了管治權。

1889年以後，作為葡國管理的特殊地區，葡國的管治權只是既成事實，而非主權本
身，葡國並不擁有澳門主權。1887年中葡簽約時，清政府被迫承認葡人對澳門管治權，

1○　  黃鴻釗：〈澳門問題的歷史回顧〉，《南京大學學報》（南京），第 1 期（1987）。
2○　  劉存寬：〈關於澳門史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 期（2000），頁 45 － 52。
3○　  黃鴻釗：〈鴉片戰爭前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期（1991）；董愛玲：〈明

清澳門主權問題述論〉，《山東社會科學》（濟南），第 6 期（1999）；張廷茂：〈清代中葉中國政府對澳
門華人的管理〉，《暨南史學》（廣州），2009 年集刊；陳文源：〈明清時期廣東政府對澳門社會秩序的管
理〉，《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6期（2012）；林廣志、陳文源：〈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述評〉，

《港澳研究》（北京），第 1 期（2014）。
4○　  劉存寬：〈關於澳門歷史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 期（2000）；鄧開頌：〈葡

萄牙佔領澳門的歷史過程〉，《歷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9）；葉農：〈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澳門政
治發展——以《華友西報》資料為中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9年第 6期。

5○　  趙利峰：〈清後期粵澳關係研究：1839 － 1851〉，碩士論文，暨南大學，2000 年。
6○　  黃慶華：〈有關 1862 年中葡條約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1 期（1999）；黃慶華：〈中

葡有關澳門主權交涉內幕——從 1862 年條約換文到 1887 年條約談判〉，《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
第 3期（2001）；呂一燃：〈葡萄牙強佔澳門與清政府拒絕批准中葡《和好貿易條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北京），第 2期（1999）；鄧開頌：〈葡萄牙佔領澳門的歷史過程〉，《歷史研究》（北京），第 6期（1999）；
黃啟臣：〈赫德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 3 期（1991）。

7○　  張錫群、吳克明：《中國近代割地簡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 258 － 259；元邦建、袁桂秀：
《澳門史略》，香港：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年，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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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長期分離澳門主權與治權。 1○

（三）澳門勘界與中葡交涉、澳門政治架構演變

學術界對中葡之間延續了數十年澳門勘界交涉問題研究，主要涉及其緣起、中葡雙

方的態度和立場、民眾運動所起的作用。 2○ 澳門政治架構演變的研究，集中於：
（1）居澳葡人“雙重效忠”問題
吳志良認為葡人可在沒有任何協議的情況下，神話般居留澳門而沒被驅逐，明清政

府又讓其進行長達三百多年的自治，其原因是居澳葡人成立議事會，進行自我管理，通

過“雙重效忠”的方式，得到生存機會。 3○

（2）澳葡在澳門推行殖民統治問題
葡人入居澳門之後，設立自治機構，負責管理澳門葡人內部事務，後逐步向殖民機

構轉變。鴉片戰爭後，隨着葡人逐步奪取澳門管治權，葡人開始在澳門地區公開推行殖

民統治。因此，澳葡政治架構在澳門上演一場從自治至殖民的劇碼。 4○

綜上所述，中葡關係史研究的發展通過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經歷了兩個階段，澳門
回歸之前多種有關通史、專史的面世，大批中葡文檔案文獻史料的刊佈與出版，中國內
地與澳門、葡國各研究基地與研究團隊的繁榮發展；回歸之後，研究走向深入發展，聚
焦中葡關係的核心問題研究，通史性著述不斷出版、繼續深入挖掘史料並出版、完成一
批專門研究中葡關係的著作、研究中心逐漸南移的情況下研究隊伍日益體現出專業化與
年輕化的趨勢，在研究數量與研究問題的突破上，華人學者也呈現出後來居上的態勢。

隨着時間的推移，未來研究將走向何方成為學術界關心的重要問題。鑑於過往的歷
程，研究工作可以在下列方面努力：

1、加強學術基礎工作，如學術研究的文獻整理翻譯工作，特別是中葡文獻翻譯交
流工作，建議成立一個各方專家學者組織的翻譯團體，共同處理基礎文獻與研究成果的
翻譯工作。定期召開相關學術研討會，交流相關的研究成果。

1○　  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 期（1999）；黃鴻釗：〈鴉片戰爭
前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 期（1991）；鄧開頌：〈葡萄牙佔領澳
門的歷史過程〉，《歷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9）；劉存寬：〈關於澳門歷史的幾個問題〉，《中
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期（2000）；費成康：〈關於 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訂立〉，《上
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上海），第 2 期（1988）。

2○　  黃鴻釗：〈清末澳門的勘界談判〉，《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 12 期（1999）；〈清末民初中葡關於澳
門的交涉和新約的簽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期（1999）；〈民國時期的澳門問題交涉〉，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4期（1999）。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
第 2期（1999）；鄒愛蓮：〈中葡《通商和好條約》與澳門勘界問題〉，《歷史檔案》（北京），第 4期（1999）；
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2 期（1999）。

3○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 年；張海鵬：〈居澳
葡人“雙重效忠”說平議〉，《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9）。

4○　  葉農：〈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構的形成與演變〉，《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廣州），
第 4 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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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研究工作學理化。隨着學術界對此問題研究的關注日益增加，年輕的專業
研究力量逐漸加入，本領域的研究工作將走向學理化。同時，作為澳門學的組成部分，
隨着澳門學學理化與學科建成的推進，也將大大提升本領域的學理化。

3、推動研究工作深入化。一是由宏觀研究轉向微觀探索；二是研究工作個案化。
4、服務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現實工作。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借此東風，研究工作將大大促進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
務平台建設，促進中華文化走向海外。同時，也可以推動澳門融入大灣區發展。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校對　陳嘉欣　黃耀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