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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 ,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 ,澳门成了中国最早的接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商贸港埠。 长期以来 ,澳

门不仅有着维护祖国主权、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光荣传统 ,而且由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成为中国近代社

会酝酿变法图强、传播维新思想的一个策源之地。像林则徐、郑观应 、康有为等不同时期的维新派人士和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在澳门都进行了各种考察研究及革命宣传活动 ,这些活动波及影

响到中国的政界和思想界 ,对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先驱者在这里开眼看世界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与“鸦片”这个污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前后 ,英美等国向中国倾销鸦

片的数量年年剧增。 鸦片的大量入侵 ,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和尖锐化 ,清王朝进入到最衰

败的时期。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 19世纪上半叶 ,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改良先

驱者 ,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 ,他们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 ,呼

吁改革弊政 ,查禁鸦片 ,抗击殖民主义侵略 ,同时主张学习西方长技 ,开眼看世界。林则徐被称做“近代中

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最突出的是强国御敌的爱国反侵略思想 ,他的辉煌政绩主

要体现在受命钦差大臣期间的坚决查禁鸦片及抗击英国入侵者的斗争上 ,“虎门销烟”的豪壮、阻击入侵

者的凛然 ,林则徐谱写了近代中国第一曲爱国反侵略斗争的激越华章。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时期 ,恰恰也

是他开眼看世界、坚定富国强兵信念的重要时期 ,林则徐义无反顾地进行禁烟斗争及所采取的深得人心

的经济策略 ,正是他反复调查研究、知己知彼、运用“以夷制夷”战术思想的结果 ,而澳门是他了解敌情、

研究西方、观察世界的第一个渠道和窗口。此间 ,林则徐不仅派专人坐探澳门 ,还从澳门购得大量外文书

籍和报刊 ,请人节选翻译 ,详细研究 ,除了解禁烟事务外 ,还将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时事、评论、通商贸易及

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 ,一一摘译 ,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 ,取名曰《澳门新闻纸》〔1〕。 《澳门新

闻纸》编有六册 ,这对明了当时的形势、指导禁烟及反侵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 ,在澳门出版的葡文

报纸就有这样的分析: 清朝官府向来“骄傲自足 ,轻慢各国蛮夷 ,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 ,署中

养有善译之人 ,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 ,官府四处探听 ,按日呈送。”〔2〕另外 ,他还广泛涉猎西方其

他的报刊专著 ,分类摘译编纂成《华夷事略》、《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作 ,运用先进的资料信息手段 ,

为中国打开封闭之门、观察了解西方 ,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

1839年 9月 3日 ,“虎门销烟”的三个月后 ,林则徐、邓廷桢一行亲赴澳门巡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

一级中央官员对澳门的巡视 ,目的是巩固禁烟成果及视察澳门防务。此行一方面沉重打击了英国商贩在

澳门的不法活动 ,维护和强化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辖主权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不同地域间的政治文化

交流 ,促进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考察认识。 林则徐、魏源等人力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富民强国 ,

表现了进步政治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可谓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河。1997年 11月 5日 ,澳门莲

峰庙广场南侧的“林则徐纪念馆”落成开放 ,馆内塑有林则徐半身塑像 ,塑像两旁陈列着他销毁鸦片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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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手迹 ,澳门人民将这位有胆有识、放眼世界的民族战士永远地留在了新时代祖国的开放前哨。

郑观应于澳门写出变法力作《盛世危言》

　　 19世纪后半叶 ,中国萌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 ,同时出现了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

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王韬、郑观应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广东、上海及香港、澳门地

区 ,特定的西学东渐的氛围对他们影响深远。 郑观应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 (今中山市 )雍陌乡 ,幼时随父

亲在澳门接受启蒙教育 ,青年时期到上海宝顺洋行轮船公司任职 ,此时开始学习英文 ,并“究心泰西政

治、实业之学”〔3〕 ,打下了西学及经商发展民族资本的基础。自 1862年 ,他开始在上海的《申报》及香港的

《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发表政论文 ,抨击时弊 ,主张变法救国。 1873年他出版了《救时揭要》 ,揭露西

方列强贩卖人口、夺我利权等罪行 ,提出要“寓兵于商” ,发展民族工商业 , 70年代末又撰成《易言》一书 ,

最早阐述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 ,提出以议院制取代君主专制的改良方案。 在甲午战争之前 ,郑观应是明

确主张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的最激烈的人物。中法战争期间 ,郑观应毅然辞去轮船招商局总办职务 ,去

广东总理湘军营务处投身抗法斗争 ,曾在西贡、暹罗、金边、新加坡等地进行一些联络发动工作。 1885年

初 ,郑观应受命去香港租船运兵 ,援台抗法 ,被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拘禁扣押。 摆脱羁留后 ,郑观应隐

居澳门的郑家大屋 ,倾其心力编写维新变法的巨著《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 5卷本于 1893年出版 ,这部

皇皇论著刊行后震动朝野 ,总理衙门特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览 ,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 10多万本〔4〕 ,对

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郑观应积极参与民族商业经营 ,创办实业 ,成功地进行了多种管理、资本投资、商贸等活动 ,从洋行

买办转为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 ,得到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的赏识 ,李鸿章曾先后委以多项官商

职务。 郑观应的洋务经历、对西方各国的考究及突出的爱国政治热情 ,使他突破了洋务官僚“逐末而舍

本”的局限 ,他尝试用开放的视野、比较的方法 ,研究和看待中国与西方 ,如《盛世危言· 自序》所讲 ,“于

是学西文 ,涉重洋 ,日与彼都人士交接 ,察其习尚 ,访其政教 ,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 ,得出的结论

是: “富强之本” ,不尽在船坚炮利 ,而在议院上下同心 ,兴学校 ,广书院 ,人尽其才。因此 ,效法西方的议会

政治、重视教育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是郑观应变法救国思想的核心 ,《盛世危言》多方面地阐述了这一思

想 ,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富有启蒙意义的变法著作。毛泽东在延安时同斯诺的谈话 ,曾两次提到《盛

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这是少时的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讲西学新法的书 ,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及恢复

学业的愿望〔5〕。另外 ,作为在澳门很有影响的改良派代表人物 ,他曾与孙中山有过一些交往 ,还力荐这位

“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的青年 ,望能实现上书李鸿章促其变法救国的政治宏愿〔6〕。 晚年的郑观

应经营不济 ,多居澳门 ,笔耕著述 ,增编《盛世危言后编》 16册 , 1921年在上海刊行。

康有为、梁启超等将澳门作为维新派在华南活动的基地

　　伴随一次次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的民族灾难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政治思想家又

在中国奏响了救国图存的强音。 救国图存的核心依然是变法 ,在变法问题上 ,他们既超出了洋务派单纯

学习西方技术的范围 ,也突破了前期维新派思想理论不够系统完整、缺乏具体实施纲领的局限 ,明确阐

述了全面效法西方、尤其要效法西方的议会政治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希望当权者能够接受他

们的主张 ,由上而下地实行变法维新 ,通过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 ,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农民革命。 1895

年春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末期 ,一起“公车上书”事件拉开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维新运动的序幕。

康梁等人都是国学根柢深厚而又接纳大量西方文化、决意向西方寻求救国途径的激进分子。康有为

雄心勃勃 ,他设立学堂 ,培训弟子 ,著书立说 ,同时直接上书皇帝 ,陈述其变法主张。 他曾七次上书皇帝 ,

著名的“公车上书”是第二书 ,虽然这个策划最后未能兑现 ,但这份万言书在北京政界流传很广 ,影响很

大。 之后 ,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广开言论 ,主持创办了《中外纪闻》〔7〕 ,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 ,每月

一册 ,免费送朝官阅览。 这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自觉地组建自己的宣

传阵地 ,配合变法大造舆论。接着 ,维新派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 ,发行《强学报》 ,在广西创办圣学会 ,发行

《圣学报》 ,当京沪强学会被封闭后 , 1896年 8月 ,康有为督派梁启超创办了上海的《时务报》。《时务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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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阐述康梁维新变法主张 ,文风明快犀利 ,慷慨激昂 ,很快在全国名声大噪 ,销售数量达万余份。

同年底 ,康有为及胞弟康广仁等抵达澳门 ,与这里的维新派人士刘桢麟、富商何廷光等人相聚 ,商定

创办一份澳门的“时务报” ,将此作为维新派在华南活动的基地。 1897年 2月 ,维新派的又一报刊《知新

报》便在澳门创刊出版 ,这份由康广仁、何廷光为经理 ,由梁启超、徐勤、刘桢麟、何树龄等 8人为主要撰

稿人的报纸 ,以奋力呐喊的姿态 ,系统阐述维新变法乃大势所趋 ,宣传西学西政 ,呼吁清政府变法图强 ,

刊登各报不敢刊登的京外近事、各国新闻 ,抨击列强侵略 ,很快形成了新的维新思想的宣传阵地。 《知新

报》的强劲宣传不仅使变法思想在澳门深入人心 ,而且与上海《时务报》、稍后的天津《国闻报》 (严复等创

办 )、长沙《湘报》 (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 )一起 ,被列为最受全国变法维新人士重视的几大报纸 ,小小的

澳门成为可以与上海 、湖南等地相媲美的维新派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1898年 9月 ,“戊戌变法”失败 ,谭

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惨遭杀害 ,全国形势逆转 ,清政府下令关闭了内地所有的维新派报馆 ,唯有《知新

报》由于澳门的特殊环境而得以生存。《知新报》不畏清廷权势 ,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主张 ,连续刊发康有为

等人为推行变法所写的奏折、文章、书信 ,《北京要事汇录》、《论中国变政并非过激》、《八月六日朝变十大

可痛说》、《上那拉后书》、《讨罪发微》、《贼臣祸国痛言》、《清国殉难六士传》等连载、评论 ,旗帜鲜明 ,激昂

慷慨 ,揭露朝廷政变之黑幕 ,为死难者悲愤惋惜 ,要求清政府继续推行新政 ,变法救国。 《知新报》此时卓

而不群、一枝独秀的不凡表现 ,深得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赞赏钦佩 ,也是它最具光彩、最为辉煌的一段时

期。可是不久 ,随着政局的发展 ,康梁政治改革的不彻底性逐日暴露 , 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

大清光绪皇帝会” ,《知新报》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确定为其宣传机关 ,不久保皇会总部迁至

澳门 ,经过了短期的沸扬之后 ,《知新报》逐渐消蚀了昔日的战斗精神 ,于 1901年初自动停刊。

总的来讲 ,澳门《知新报》历时近四年 ,是办刊时间较长的一份纯维新派报刊 ,宗旨是倡导维新变法

和拯救危局 ,在国内及海外有较大影响 ,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是十分突出的。

孙中山由澳门走向世界 ,走向革命

　　经历了政治改良的失败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中国 ,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已成为大势所趋 ,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

曲折的革命生涯中 ,澳门是这位民主革命先驱者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 ,也是

他走向革命的起点。

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县翠亨村与澳门近在咫尺 ,父亲曾在澳门学艺谋生 , 1878年 , 12岁的孙中山跟

随母亲第一次来到澳门 ,中西交汇的澳门给少年的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见轮舟之奇 ,沧海之

阔 ,遂有慕西学之心 ,穷天地之想”〔8〕。5年之后 ,孙中山经澳门到香港读书 ,度过了 9年的读书时光 ,逐渐

萌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 ,孙中山不仅取得医学专业的优异成绩 ,而且博

览群书 ,广交朋友 ,研讨革命道理 ,探求济世救国之路。他与志同道合的几位朋友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

人时常往来聚会于香港、澳门之间 ,针砭时弊 ,言论朝纲 ,放言革命 ,人戏称 “四大寇” ,杨鹤龄在澳门的住

所便有了“四寇堂”之谓。 这段风华正茂、探求真理的岁月令孙中山一生难忘 ,在《建国方略》这部巨著中

他回忆道: “数年之间 ,每于学课余暇 ,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 ,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 ,大放厥辞 ,无所忌

讳 ,……四人相依甚密 ,非谈革命不以为欢 ,数年如一日。” 1891年 ,孙中山毕业后应邀到澳门镜湖医院

出任新设西医局的首任义务医师 ,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华人西医。 在澳门 ,孙中山迈出了从事社会实践活

动的第一步。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仅近一年的时间 ,却因其赠医送药、不受分文且医术精明、医德高尚而名声鹊起 ,

享有“镜湖耀彩”的殊荣。这期间 ,他开始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与社会变革活动 ,发表于澳门报纸的《致郑

藻如书》一文 ,是迄今发现的孙中山最早的政论文章〔9〕。 1893年 7月 ,孙中山与葡萄牙友人费尔南德合

作 ,创办了中葡两种文版的《镜海丛报》 ,孙中山主理中文版。 《镜海丛报》发表的社论、评说大多言辞激

进、泼辣精悍 ,所署笔名“黔上味味生”据查证为孙中山早期笔名〔10〕。 1894年 ,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兴

中会” ,次年回到香港 ,建立了香港兴中会 ,随后即在广州策划起义 ,却因组织不严而失利。 此时的《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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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报》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 ,报纸登出组织广州起义的“电讯” ,全文刊发了孙中山在起义前发表

的《农学会序》 ,并介绍了孙中山的活动事迹。《镜海丛报》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相

关的报纸 ,在澳门、香港及内地的广州、佛山、福州、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发行 ,国外发行到葡萄牙、旧金

山、横滨、马尼拉等地 ,由于早于维新派所办其他报纸 ,故颇为引人注目 ,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

舆论准备的积极作用。

首次广州起义失败后 ,孙中山经澳门脱险 ,流亡海外 10余年。 1905年 ,游历考察了美国及欧洲几国

的孙中山回到日本 ,联合华兴会等组织创立了“中国同盟会” ,确立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

命目标。同盟会在国内及海外设立支部 ,支部以下按省设立分会 ,组织革命活动。孙中山遂委派冯自由、

李自重等人赴粤港澳进行宣传发动 , 1909年冬 ,澳门“同盟分会”宣告成立 ,会长先由香港分会会长谢英

伯兼任 ,后由林君复接任。澳门同盟分会依照孙中山的指示 ,确立了两个工作重点 ,一是加强革命文化宣

传 ,二是发展武装力量 ,策动武装起义。 分会组织了“优天影澳剧团”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宣传活动 ,请富

商卢怡若 (亦为同盟会员 )出面 ,申办了“濠镜阅书报社” ,供读者借书阅览、切磋交流、发展会员 ,另外还

设立了一所西式学校培基学堂 ,经常请香港分会会员举办演讲 ,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此同时 ,澳门

同盟分会通过各种发动工作 ,把不少支武装力量包括清朝驻澳新军、驻守香山的防营、团练等团结在自

己的周围 ,确定了举行“香山起义”的重要行动计划。1911年 10月 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革命局面迅速

蔓延 ,澳门同盟分会的起义计划也进入到关键时期 ,当负责联系军火的林警魂千方百计从海外购得了武

器、又巧妙地利用“内线”运回澳门转送到香山后 ,香山起义便于 11月 2日在小揽打响了。起义军在澳门

民众的支援下 ,势如破竹 , 5日攻克香山县城 ,在广东引起很大反响 ,各地起义军相互呼应 ,两天后就光

复广州 ,迫使广东“谘议局”在 12月 9日宣布“共和独立” ,并请出香港同盟会的名人胡汉民就任都督。香

山起义军改编为“香军” ,进驻广州西关 ,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 ,香军又被编入广东北伐军 ,一路挺进到江

浙等地〔11〕。澳门同盟分会在孙中山的故乡发动的这次起义 ,有力地推进了辛亥革命在广东的发展 ,为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辛亥革命之后 ,孙中山于 1912、 1913年两次再到澳门 ,广泛会见澳门各届人士 ,受到热烈欢迎。后次

抵澳 ,孙中山还与当时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在澳门海面会晤 ,促其共行“讨袁”大事。 在二次革命、护国运

动、护法运动中 ,孙中山依然把澳门作为从事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 ,他指派的中华革命党人亦以澳门为

基地 ,组织了一些颇有声势的革命活动。 1925年 ,孙中山逝世 ,澳门两万余民众冒雨举行了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哀悼会 ,沉痛悼念这位慈善、博爱、坚毅、顽强的革命先行者 ,表达他们对所熟悉与爱戴的卓越

人物的深厚感情。 1958年在澳门辟成的“国父纪念馆”至今蜚声海内外 ,它展示了一代伟人于此留下的

历史足迹 ,也寄托着澳门人民对孙中山由衷的景仰与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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