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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文化

澳门与近代中国仁人志士

陈希亮 (南京图书馆 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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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 回 顾 中国近代 史上 四位仁 人 志士在 澳 门 的活动
,

借 以 强调 澳 门 与祖 国 内地

密切 的联 系及澳 门在 中国近代史上所处 的 重 要地位
。

关键词 澳 门 近代 仁人志士

1 9 9 9 年 12 月 2 0 日
,

中 国政府将恢复对澳门

行使主权
。

在澳门行将结束葡萄牙殖民统治
,

回 到

祖国怀抱之际
,

回顾近代中 国仁人志士在澳 门 的

活动
,

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澳门历史
,

尤其是澳门与

祖国 内地密切关系 的认识
,

并借 以纪念曾经活动

在澳门的 中华民族优秀分子
。

一
、

林则徐与澳门禁烟和《澳门新闻纸》

林则徐是 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
,

是鸦片战

争时期禁烟派的主要代表和抵抗派的首领
。

十九

世纪二三十年代
,

英国
、

葡萄牙等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以香港
、

澳门为基地
,

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倾销

鸦 片
,

企 图打开中国市场
,

攫取在华利益
。

鸦片泛

滥将使中 国
“

几无可御敌之兵
,

且无可充炯之银
。 ”

林则 徐受命于 民族危难之际
,

作为钦差大臣到广

东 查禁鸦片
。

他于 1 8 3 9 年 3 月 到达广州后
,

即以
“

苟利国 家生死 以
,

岂因祸福避趋之
”
的英雄气概

,

展开 了声势浩大的 禁烟运动
。

1 8 3 9 年 6 月 3 日至

2 5 日著名 的
“

虎 门销烟
”
即是林则徐禁烟的一个

重大成果
。

由于澳 门 的 葡萄牙人一直同英国鸦片

贩子互相勾结
,

狼狈为奸
,

因此
,

林则徐十分注意

澳 门 方面的情况
,

他 了 解到居住在澳 门 的葡萄牙

人表面上似乎恭顺守法
,

实际上居心巨测
,

而且与

英美烟贩沉涤一气
,

故而禁烟必须从澳 门清源
。

因

此
,

他对澳门采取 了 突击性搜查
。

1 8 3 9 年 5 月
,

他

命令 中 国官员带兵至澳 门
,

按照编查保甲 的办法
,

挨家挨户 进行全面搜查
,

不许遗漏一户
,

主要是搜

查葡萄牙人及外国商 人的住处
,

看有没有私存鸦

片
。

林则徐 并要求这些外 国商人签字画押
,

保证
“

永不夹带鸦片
,

如有带来
,

一经查 出
,

货尽没官
,

人即正法
。 ”

澳门 的葡萄牙
“

兵头
”

始而拒绝
,

继而

以战争相威胁
,

林则徐 大义凛然
,

针锋相对
,

表示

中 国政府的禁烟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

没有丝毫通

融余地
,

最终迫使葡方交 出 了一些英国商人藏匿

在澳 门 的鸦片
,

并在澳门码头当众焚毁
。

1 8 3 9 年 8

月
,

林则徐又下令居住在澳门 的 5 7 户英 国商人全

部驱逐出境
,

以断绝鸦片来源
。

1 8 3 9 年 9 月 3 日
,

林则徐偕两广总督邓廷祯亲 自到澳门巡视检查禁

烟事宜
。

他 在澳 门莲峰古庙接见葡萄牙
“
民政长

官
” ,

向他
“

宣布恩威
,

申明禁令
” ,

告诫他们安分守

法
,

不得囤积鸦片
,

不得包庇不法奸商
,

并对大三

巴
、

关前街
、

妈阁庙
、

南湾等主要街道进行 了重点

巡视
,

还抽查 了部分洋楼和 民房
。

9 月 8 日
,

林则

徐再令广东海关监督豫坤视察澳门
,

按照他提 出

的
“

奉法者来之
,

抗法者去之
”
的一贯主张

,

重 申严

禁鸦片 贸易
,

同时恢复澳 门 与内地的正当贸易
。

林则徐在澳 门和 广东期间
,

为 了使禁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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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放矢地进行
,

他一改满清官吏愚昧 自大
、

盲 目

排外 的陋习
,

非常注意搜集 西方情报
,

r 解 和研究

各 国情况
,

吸收 和借鉴各 国先进技术 这种 知 己知

彼
、

为我所用 的做法
,

使他成 为近代 中囚
“

睁眼看

世界 的第
一

人
”
和

“

师夷长技 以 制 夷
”
的最 早实践

者
,

现藏于南京 图 书馆古籍部 的《澳 门新 闻纸 》 (抄

本六 册 ) 即是一个有 力 的 例 证
、

林则 徐从 1 8 3 9 年

3 月 到 广 州起组织译员 翻译澳 门
、

厂
一

州 等地的 外

文报刊
,

将 《澳 门纪事报 》
、

《广州 周报》等报刊 中与

中 国 有关的报道和 评论进行编译整理
,

再提供给

有关方面参考 其 内容有英关鸦 片贩 子行贿 和满

清官吏受贿的记载 ; 有殖民 主义 者和 鸦 片贩 r 对

禁烟采取的对策 ; 有外报反对禁烟
、

鼓吹战争的 言

论 ;有关于各国对华政策 和对华领土野心 的记载 ;

有关于西方各 国史地和政治
、

经济等情况的资料
。

林则徐的译书活动对 了解敌情
、

制定抗英策略起

了 重要作用
,

同时也对近代中 国思想界起 了 启蒙

作用
,

开 了近代西学传播之先河
。

二
、

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郑观应是戊戌变法以前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

改 良 派代表人物
,

是中 国近代明确提 出君 主立宪

要求的第一人
。

郑观应 出身在 与澳 门毗邻的广 东

省香 山县
,

他的一生 与澳 门结下 了 不解之缘 1 8 8 6

年春至 1 8 91 年 4 月 的五年间
,

他基本 卜住在 澳门

过隐居生活
,

集 中精力 补充修改 《易 台
`

》
,

辑成《盛

世危言 》
。

1 8 9 3 年 5 月 1 日 其父郑文瑞 在澳 门病

故
,

郑观应于 5 月 2 2 日赶回澳 门 为父 奔丧
,

直至

9 月 9 日
。

1 8 9 8 年 9 月戊戌变法失败后
,

康有 为之

父康达初逃往澳门避难
,

郑观应寄去现金予以接

济
。

1 9 0 3 年 3 月 郑观应奔走于澳 门
、

香港 与广 州

之间
,

从事其商业活动
。

1 9 0 6 年 2 月 3 日
,

郑观应

在澳 门为继母
“

守制
” 。

1 9 0 6 年 l 一 月 2 3 日 至 1 2

月 1 3 日
,

1 2 月 下旬
,

1 9 0 7 年 4 月 1 日
,

郑观应又

三度 回澳探亲
、

度岁 和祭祖
。

1 9 0 7 年 8 月 以后一

年
,

郑观应在澳门从事 《盛世危言后编 》的编辑整

理
。

1 9 2 2 年 5 月 郑观应在上海病逝
,

次年移葬 于

澳门前山
。

郑观应在澳门的 社会经历和 见闻
,

使他对西

方资本主 义政治制度有着更深的了解
,

对他的思

想发展
,

特别提 出君主立宪的 主张无疑是有很大

影响 的
一

1 87 3 年他写 《救时揭要》
,

提 出禁止鸦片
、

救灾恤贫
、

兴办工商的主张
,

这反映了新兴的 民族

资 产 阶级 发 展经 济 的要 求
。

1 8 7 5 年写成 的 《易

言 》
,

开始明确批评封建专制
,

介绍西方资本主义

民主制度
,

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
。

这表明 民族资产

阶级 已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改革
,

要求实行政治体

制 的改革
。

1 89 3 年刊行的 《盛世危言》除 了对君主

专制 进行更加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外
,

着重论述了

开设议院 的紧迫性
。

他认为
:

议院为国家富强之根

本
、

根绝专制之 良方
、

御侮救国之要政
。

《盛世危
,

、
`

》是中 国近代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的代表力作
,

在

近 代 民主思想 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青年 毛 泽 东就 曾经是这部政论文集的 热情 的 读

者
,

他在深夜的灯光下
,

瞒着他的父亲 以极大的兴

趣读完 了这本书
,

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

三
、

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与 《知新报》

康有 为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
,

梁

启 超 则是维新运动 主要的政论家和思想家
,

他们

所领 导 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
,

又是一

次爱国救亡运动
,

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

在这次

运动 中
,

报刊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其中在澳门

出 版的《知新报》是资产阶级改 良派在华南地区 的

重要机关报刊
。

它与 上海的 《时务报》
、

天津的 《国

闻报》
、

长沙 的 《湘报》一起成为 当时改 良派的 四大

报刊
。

《知新报 》是在康有为的亲 自领导下创办的
。

1 8 9 6 年 11 月
,

康有为 和其弟康广仁抵澳门
,

经过

紧 张 的 筹备
,

1 8 9 7 年 2 月 22 日正式创办《知新

报 》 该报 由戊戌变 法的牺牲者
,

著名 的戊戌六君

子之
·

康广仁和澳 门著名士绅 何穗 田任经理
,

由

康有 为 的学生徐勤和何树龄任主笔
。

撰稿人还有

梁启 超
、

韩文举
、

吴恒炜
、

刘祯麟
、

王觉任
、

陈继俨

等
,

康有 为 的 两个女儿康同年和康同薇也参加 了

报务工作
,

康同年一度 主管报务
,

康同薇则主要担

任外报稿件 的翻译
。

该报编务 阵容强大
,

囊括 了

《强学报 》编辑部的全部成员
,

还吸收不少维新派

的 知名 文士
,

其中有些人一直是改 良派报刊活动

的骨干
。

这表明康有为对该报的极端重视
。

康有为

一 家 四个人参与其事
。

他本人历次呈 给光绪皇帝

的 《为胶事条陈摺 》
、

《为条陈商务摺从 《请及时变

法摺》等请求变法的奏折全文
,

以 及介绍俄皇彼得

大帝
“

变政
”

经过的 文章都刊登在该报的显著位

置
,

有的并附以精细 的插图
。

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

的政论 家 和 思想家也 参加 了该报 的筹备工作
。

18 % 年 lo 月 至 12 月
,

梁启 超 回广东探亲期间
,

曾专程到澳门 和何穗 田 等研究过该报的 出版事

宜
,

虽然因 ((u 寸务报 》编务繁忙
,

他力辞 《知 新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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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

但帮忙草拟了章程
,

筹措 了经费
,

并先后在

该报上发表了 《知新报叙例》
、

《说群》
、

《新学伪经

考叙》
、

《保国会演说》等 18 篇文章
。

《知新报》在关

于变法维新思想的宜传上
,

认为变法必须首先从

废科举
、

设学校
、

育人才等方面着手
,

然后从政治
、

经济
、

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

《知新报》对有

关变法新政的报道尤为注意
,

所言多为他报所不

敢言者
,

它在告白中声称
“
本馆于京师及各省近事

有耳闻见不容于育者甚多
,

拟抉择多载
。 ”

其所以

选择在澳门出版
,

是因为考虑到澳 门是葡萄牙的

租借地
,

为清廷势力所不及
,

在这里出版
,

比在内

地其他城市少受一些限制
,

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
。

正因为如此
,

《知新报》是戊戌政变后幸存的很少

几家维新派报纸之一
,

它直到 190 1 年 1 月 2 0 日

出至 13 3 册后才 自动停刊
。

该报大部分发行于天

津
、

上海
、

广州
、

福州等国内大中城市
,

并传播至美

国
、

日本等地
,

在维新派的典论宜传中发挥了重要
作甭

。

四
、

孙中 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爱国活动

孙中山是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

他 出生于

广东省香山县
,

离澳门只有咫尺之遥
。

澳门是孙 中

山青少年时期经常过往之地
,

是他首先步人社会

谋生之地
,

也是他策动和指挥辛亥革命的活动基

地之一
,

澳门同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有密切关

系
。 187 8 年

,

孙中山到美国植香山
,

途经澳门
, “
始

见轮舟之奇
,

沧海之阔
,

遂有袭西学之心
,

穷天地

之想
。 ”

从而开始了他探求真理的道路
。

18 84 年至

18 86 年
,

18 87 年至 18 92 年
,

孙中 山先后就读于香

港中央书院和西医书院
,

在此期间
, “

余常往来于

香港澳门之间
,

大放周词
,

无所忌违
。

时闻而附和

者
,

有陈少白
、

尤少执 (尤列 )及杨鹤龄三人
,

非谈

革命则无以为欢
,

数年如一 日
。

故港澳同志戚友交

游
,

皆呼余等四人为四大寇
。 ”

18 9 2 年 7 月
,

孙中

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

便到澳门行医救世
。

他说
“

余 自己酉中法战败之年
,

始决倾硕清廷
,

创建民

国之志
。

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
,

借医术为人世之

媒
。

… …及余毕业之后
,

悬壶 (即行医 )于澳门
、

羊

城两地以问世
,

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 ”

是

年 9 月
,

孙中 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行医
,

义务为病

人看病
。

澳门是孙中山结束学业之后踏足社会人

生旅程的第一站
。

孙中山到镜湖 医院后加设西医

门诊
,

免费诊治
,

由于医术高 明
,

医德高操
,

顿时声

名 鹊起
,

在澳门妇孺皆知
。

这年年底
,

孙中 山又在

澳门繁华的草堆街开设 中西药局
,

一面为澳门 民

众行医赠药
,

一面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
。

1 89 3 年 7

月孙中山又和澳门的葡人费尔南德斯合作创办了

中文《镜海丛报》
,

借报纸鼓吹革命
,

向民众宜传救

国救民 的道理
。

1 9 05 年 8 月
,

孙 中 山在 日本组建

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 国同盟会

。
191 1 年广

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
,

同盟会开始筹设澳门支部
,

由香港方面领导
,

谢英伯任首任主盟人
,

负责人还

有高剑父
,

主要成员有梁义
、

梁镜清
、

梁倚神等
。

为

了便于活动开展
,

澳门支部开设 了漆镜 阅书报社
,

作为同盟会的半公开机关
,

宜传革命
,

组织群众
。

该报还通过向社会募款捐书
,

公开征求社员
,

团结

了一大批觉醒分子
,

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
。

辛亥革

命胜利后
,

孙中山曾多次到澳门
。

19 13 年
,

他在澳

门海面的军舰上会见陈炯明
,

督促他宣布广东独

立
,

并商讨 了讨伐袁世凯 的计划
。

从 1 9 14 年 到

19 16 年
,

孙中山 曾多次派朱执信到澳门组织发动

讨衰运动
,

筹集经费
,

购买军火
,

印刷传单等
。

1 9 19

年
,

孙中 山派孙科 以特派员身份到澳门
,

成立办事

处
,

联络各方代表
,

策划反对北洋军 阀 的起义
。

孙

中山与澳 门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他本人在澳门

进行 了大量的革命活动
,

而且他的哥哥孙眉和他

的元配夫人卢慕贞等许多亲属都 长期生活在澳

门
,

因此可以说澳门是他的第二故乡
。

林则徐
、

郑观应
、

康有为和孙中 山
,

这四位生

活在不同时期的近代 中华民族的杰出 代表
,

他们

都在澳门 留下 了值得纪念的足迹
,

这些都赋予 了

澳门与祖 国内地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特殊关系
。

从 四人所处的时间 看
,

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

徐
,

洋务运动时期 的郑观应
,

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

为
,

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
,

几乎贯穿了整个中 国

近代史
。

它表明
,

澳门在整个中国 近代时期都与祖

国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从四人活动的 内容看
,

林则徐的禁烟和 书报

编译
,

从根本上是为 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郑观

应的《盛世危言》对清朝统治者提出 了经济上和政

治上变革 的要求 ;康有为创办 《知新报》
,

宣传维新

变法
,

鼓吹思想解放
,

在客观上加速了清朝封建统

治的灭亡 ;孙中 山的革命活动
,

其 目的 即是推翻清

朝的封建统治
。

上述变化
,

反映 了 中国社会有识之

士的不断成熟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

它预示着
,

澳 门

的葡萄牙殖民统治也将伴随历史前进的脚步而终

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