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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历史地位

罗清和

内容提要 澳 门作为中国最早正式对外开放的窗口
,

在中国历 史上
,

特别

是在中国走向世界 的历 史进程 中
,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 史地位
。

澳 门是中国近现代

革命历 史的策源地之一 ;是 中国经济从传统的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

济转变最早的交汇 点 ;是 中西科技
、

文化和艺术交流的窗 口
。

关键词 澳 门
,

对外贾易
,

窗 口 :

1 9 9 3 年 3 月 31 日
,

第八届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

1 99 9 年 12 月 30 日
,

澳门的主权将要 回归祖 国
。

澳 门人少地小
,

资源匾乏
。

但是
,

澳

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
,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

发挥 了重要的窗 口作用
。

澳门位于 中国南海之滨
,

珠江口西岸
,

北距广州 15 0 公里
,

东临香港约 60 公里
。

整个澳门

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
,

其 中澳门半岛 6
.

7 平方公里
,

两个离岛中迷仔岛约 4 平方公里
,

路环岛约

7
.

3 平方公里
。

现有人 口约 40 万人
。

回溯历史
,

葡萄牙的船队和商人在 明朝弘治九年 (即

巧 14 年 )来到澳 门
,

他们用蒙骗 的手法 向明王朝 奏请准予定居
,

其理由是借地囤放和晾晒商

货
,

给商人一个栖息 的场所
。

澳 门正式开埠始 于 16 世纪 30 年代
。

据史料考证
,

葡萄 牙从

1 5 5 7 年起管治澳门以来
,

迄今 已有 4 38 年的历史
。

对澳门来说
,

这一段历史既是一段 由葡萄

牙逐步扩大 占领与实行直接管治的历史
,

也是一个由局部占领到殖 民统治
,

到承认中国主权
,

最后归还中国的复杂过程
。

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地 区
,

澳门在现代国际事务中占有特殊 的地位
。

就政治

方面而言
,

在澳门建立总领事
、

领事
、

名誉领事的国家有 34 个
,

100 多个 国际公约和双边公约

适用于澳门
。

同时
,

澳门在欧洲共同体总部设立了办事处
,

在葡萄牙里斯本设立了办事处和联

络处
,

还在 巧 个国际大城市设立了澳门旅游服务处
。

从经济方面来说
,

澳门是世界 30 个国际

经济组织或机构的正式成员 (如世界贸易组织
,

多纤纺织 品协定等 )
、

准成员或联 系成员 (如亚

太经社委员会
、

国际旅游组织
、

国际海事组织等 )
、

观察员 (如亚洲开发银行等 )
,

或 以葡萄牙代

表团身份参加 (如联合国贸发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
、

国际粮农组织
、

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
、

世界贸易中心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
。

目前
,

与澳门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和地 区已

多达 1 2 5 个
。

澳门经济 自本世纪 60 年代 以来迅猛发展
,

70 年代经济增 长率年平均达 16
,

7 %
,

80 年代

本文于 1995 年 3 月收到
。

作者系本校经济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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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持在年平均 7
.

4 %
,

1 9 8 9一1 9 9 3 年实际年均增长 6
.

3 %
。 ① 19 91 年

,

澳门人均 G D P 首次达

到 5 位数美元
,

全澳 G D P 总值达 3 2 1
.

1 8 亿澳元
,

人均 9 1 3 3 6 澳元
,

折合 1 1 4 17 美元
。

1 9 9 2 年

全澳 e D P 总值达 4 0 2
.

5 9 亿澳元
,

人均 10 5 2 2 0 澳元
,

折合美元 1 3 5 2 9 元
。 ② 1 9 9 3 年人均 G D P

约 巧 0 0 0 美元
。
③同亚洲

“
四小龙

”

相比
,

澳门略低于香港和新加坡
,

而高于台湾和韩国
。

不过
,

澳门的产业结构较为特殊
,

博彩业 比重畸高
,

经济结构超小型化
,

制造业过份单一化
,

且劳动密

集程度较高
。

这是特殊的社会历史演变的结果
。

澳门的社会文化结构也 比较特殊
。

开埠 4 0 0 多年来
,

澳 门在沟通与促进东西方文化
、

艺

术
、

科技交流方面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

澳门是全球少见 的依然保 留中西文化汇合特征较 为典

型的城市
,

中葡 民族混居
,

两种语言文字并用
,

东西方宗教各有阵地
,

艺术装饰 中西合璧
,

习俗

礼仪互相融合
,

传统与现代共冶一炉
。

澳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

对中国革命特别是 中国近现代革命做出了巨

大贡献
。

可以这样说
,

澳门是中国认识世界
、

了解世界 的窗 口
,

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窗 口
。

中

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
、

政治家
、

革命家如林则徐
、

郑观应
、

孙中山
、

毛泽东等
,

他们思想的

升华和事业的成就
,

同澳门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
。

利玛窦
、

汤若望
、

郎也宁
、

博尔杰等西方传教

士
、

艺术家
,

通过澳 门到中国传播西教的同时
,

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介绍给 中

国
,

为促进世界各 民族相互 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澳门是 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策源地之一 ;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窗 口 ;是中国从 自给 自

足的 自然经济向 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最早的交汇点
。

一
、

澳门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策源地之 一

翻开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画卷
,

不难看出
,

从 18 4 0 年屈辱的鸦片战争到 1 9 1 1 年令人振

奋的辛亥革命
,

从艰苦的 8 年抗 日战争到 19 4 9 年开辟历史新纪元 的解放战争的胜利
,

其间有

多少仁人志士
,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
,

置生死于度外
。

林则徐
、

郑观应
、

孙 中山
、

毛泽东

等
,

就是其中杰 出的代表
。

他们程度不同地同澳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使澳门成为中国近现

代革命历史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

(一 )澳门与林则徐禁烟

澳门是中国最早 的对外开放 口岸
。

据史料记载
,

15 3 5 年 (明嘉靖 14 年 )
,

澳门实际上成为

官方认可的对 外开放 口 岸
。 ④ 同一年

,

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 头停泊船只
、

进行 贸易 的权利
。

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之后
,

以此为据点
,

竭力开辟澳门与印度的果阿
、

日本的长崎
、

菲律宾的马尼

拉 以及同欧洲
、

美洲国家的贸易航线
,

其中尤以果阿一澳门一长崎一线贸易最为繁忙
。

为配合

经澳门进行货物集散外销的需要
,

澳葡开始在广州每年举办 一次交易会
,

从 1 580 年 以后改为

每年举办两次
。

中国经澳 门出口 的产品有生丝
、

丝织 品
、

各种矿产
、

瓷器
、

手工艺品等
,

其中以

白丝为最大宗
。

输人 中国的有 白银
、

香料
、

象牙等
,

其中以白银为最大宗
。

据不完全统计
,

16 3 1

年以前
,

经菲律宾输人澳 门的白银达 14 00 多万两
,

约相当于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 ( 1 4 0 3一

143 3 年 )中国官营银矿总产量 的 2
.

1 倍
,

明万历年间政府国库岁人的 3
.

8 倍
。

来 自日本的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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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为数更多
,

仅 1 6 3 6 年一年就达 2 35 万两
。 ⑤

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外 国的白银大量流人中国
,

这是以英 国为首的早期资本主义 国家所绝

对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

于是
,

罪恶的鸦片贸易似洪水猛兽滚滚而来
,

席卷华夏各隅
。

尽管清朝

政府一再重 申禁止鸦片输人
,

但 因各级官吏受外国鸦片贩子贿赂
,

往往 以缉拿走私之名
,

行放

纵掩护之实
,

有些官吏甚至直接参与走私
,

使鸦片输人有增无减
。

面对鸦片祸国殃 民的严酷现实
,

爱国志士林则徐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英雄气概
。

1 8 3 8 年 9
、

10 月间
,

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
,

痛陈鸦片之危害 : “ 若犹泄泄视之
,

是使数十年后
,

中原几无 可

以御敌之兵
,

且无可以充晌之银
” 。

昏庸的道光皇帝也为之警醒
,

于 1 8 3 8 年 12 月 31 日任命林

则徐为钦差大 臣
,

节制广东水师
,

到广东查禁鸦 片
。

18 3 9 年 6 月 3 日
,

林则徐率文武官员监

督
,

在虎门滩将搜缴的鸦片全部销毁
。

林则徐在禁烟的同时
,

还积极备战
。

除加强虎门防务外
,

在澳门关闸也增加了从北方调来

的官兵
,

重 申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

并派兵进驻澳「j充分行驶国家主权
。

林则徐还通过澳葡当局

购买了一批西洋炮
,

加强澳 门及珠江 口防务
,

使英军在珠江口 不敢轻举妄劝
。

林则徐对澳门地区的防务虽然作 了许多努力
,

但终因朝政腐败无能
,

鸦片战争最后以 中国

失败而告终
。

然而
,

林则徐的民族英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
,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

而奋斗
。

(二 )澳门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

郑观应 ( 18 4 2一 19 2 1) 是广东香山 (今中山市 )人
,

早年经商
,

中年退出商界
,

定居澳门
,

从事

著书立说
。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的杰 出代表
。

他优国优民
,

竭力拯救中国的思想
,

集中体现在他在澳 门定居后所编写的《盛世危言 》一书中
。

郑观应在政治上强烈要求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

呼吁进行政府吏治
、

财政收支等一系

列民主变革 ;在经济上主张向西方学习
,

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

发展资本主义商

业
。

他认为 : “ 论商务之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主张大力发展机器制造工

业
。

为此
,

可以招募商股为主
,

必要时引进外资进行
“

华洋合办
” ,

以加快实业建设的步伐
。

郑

观应认为 : “ 外洋以商立国
” , “

借商以强国
,

借兵以卫商
” ,

因此
,

他提出以兵战对兵战
,

以商战对

商战的对策 ;在军事上
,

郑观应主张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和陆军
,

并提出了许多具体 的设想和

方案 ;在外交上
,

郑观应主张以 不断增强的实力作后盾
,

依据 国际公法
,

进行平等外 交
。

他认

为
,

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变革
,

关键在于培养出一大批与改革事业相适应 的各种专业 的新式人

才
。 “

国之盛衰系乎人
” , “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 。

《盛世危言》这本书曾经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产生过巨大影响
。

1 9 3 6 年
,

毛泽东在陕北

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时说 : “ 我常常夜里很晚
,

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
,

好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
。

用这样的方式我读 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
,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

它的作者是老的改 良主义者
,

以为中国之所以弱
,

皆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 :铁路
、

电话
、

电报
、

汽

船等等
。

他们想把这些东西
,

介绍到中国来
。

我父亲以为读这些 书只是耗费时间
。

… … 《盛世

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我的学业的愿望
。

我也逐渐讨厌我在田地上的工作
。

自然我父

亲反对我这件事
。

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 角
,

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
。 ”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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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开阔了眼界
,

使他不再满足于故乡的小天地
,

他要寻找一个新世界
。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 R
·

特里尔在他写的 (毛泽东传》中所述 : “ 一本倡导改 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
.

— (盛世危言 》
,

使毛泽东形成 了这样的思想 :为 了拯救 自己的文明
,

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

西
。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
。

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 : 为了中国的

命运
,

他应该走 出韶山
,

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 ” ⑦

假如没有 《盛世危言 》这本书对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的巨大影响
,

假如毛泽东谨遵父命
,

安于

农桑
,

那么
,

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又会是怎样的呢 ? 当然历史不允许这样的假设
。

郑观应的改 良思想对我国当今的改革事业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澳门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孙中山 ( 1 8 6 6一19 25 )是 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
。

澳 门是孙中山走 向世界

的门户
,

也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基地
。

孙中山 12 岁时离开家乡 (广东香山—
今中山市 )经澳门前往檀香山

。

澳门是他到达的

第一个城市
,

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的所在地
。

首次到境外使孙中山的眼界大开
,

给他 留

下 了深刻的印象
。

正如孙 中山后来所述 : “ 始见轮舟之奇
,

沧海之阔
,

自是有慕 西学之心
,

穷天

下之想
。 ”

17 岁时
,

孙中山因捣毁村庙里的神像遭保守势力责难而被迫离乡
,

再次经澳门去香

港读 书
。

在香港期间
,

澳门成为他往来香港与香山翠亭之间的通道和居 留地
。

在澳门期间
,

孙中山发表了 (致郑藻如书 )的书信
,

信中呼吁效法西方
,

进行社会变革
,

主张

兴办农桑
,

禁绝鸦片
,

提倡普及教育
。

这封信显示 出孙中山的 民主思想开始在澳门孕育成长
。

孙 中山在澳门期间受郑观应的思想影 响很大
,

虽然年龄悬殊
,

但彼此交往甚密
。

1 8 9 1 年前后

孙 中山写的 (农功》和 《商战》两篇文章深受郑观应赏识
,

郑以孙翠溪之名收进其名著 《盛世危

言 )中
。

1 892 年 9 月
,

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 医院毕业后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
,

这是镜

湖 医院设西医的开端
,

他也成了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
。

在行 医的同时
,

孙 中山积极进行革命宣

传活动
,

他与葡萄牙人飞南第合办 (镜湖业报 )
,

鼓吹革命
。

该 刊在广州
、

上海
、

武汉
、

福建 以及

香港
、

新加坡
、

美国
、

葡萄牙等地影响很大
。

18 9 3 年
,

孙 中山离开澳 门到广州
,

边行 医边从事革

命组织的筹备工作
。

1 894 年冬
,

孙 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不久 回到祖 国
,

策划武装反清

起义
。

广州起义失败后
,

孙中山在澳门葡国友人飞南第的帮助下
,

从澳门经香港到达 日本
,

开

始 了长期流亡海外的革命生涯
。

1 9 0 5 年
,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 日本东京成立
。

澳 门成为 同盟会的重要 活动基地之一
。

同盟会 以三民主义为政纲
,

孙中山亲笔手书了
“

驱除挞虏
,

恢复 中华
,

创立 民国
,

平均地权
”

的同

盟会纲领
。

同盟会在澳门成立了支部
,

不少同盟会成员在澳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

1 9 1 1 年 10 月 10 日
,

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

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

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
,

建立 了亚洲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
。

19 13 年袁世凯窃取 了辛亥革命的果

实
,

妄图恢复封建帝制
,

孙 中山发动了
“

二次革命
” 。

同年 6 月
,

孙中山从上海到澳 门
,

同广东都

督隙炯 明在澳 门附近海面的军舰上商谈讨伐袁世凯
。

19 19 年 5 月
,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 (护法

宣言》
,

并派他儿子孙科以特派员名义在澳 门成立办事处
,

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
,

驱除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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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莫荣新
。

孙科在澳门鹅眉街 10 号设办事处
,

联络各方代表
,

策动桂系军阀的舰 队起义成

功
,

19 2 0 年 n 月
,

粤军攻克广州后
,

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
。

19 25 年 3 月 12 日
,

孙

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
。

纵观孙中山的革命生涯
,

可 以这样说
,

澳门是孙 中山领导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 基

地
。 ,

二
、

澳门是 中国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

经济转变最早的交汇点

澳门开埠至今已有 45 0 多年的历史
,

虽然地小人稀
. ,

但却是 中国经济从封建的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向现代 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最早的交汇点
。

(一 )澳门是中国最早正式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15 世纪末
,

16 世纪初
,

明朝中期华南沿海商品经济已开始萌芽
,

农业
、

手工业的发展促进

了这一带相互之间以及同海外
、

特别是东南亚
、

南洋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
。

澳门地处珠江 口西

岸的优越位置
,

在华南沿海对外贸易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

成为中国对外正式开放最早的通商

口岸
。

而作为中国另一大对外 开放较早 的商埠— 香港
,

却是在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的

1 8 4 2 年签订的 (南京条约》中被迫对外开放的
,

其开埠时间 比澳门晚 3 个世纪有余
。

上海作为

远东地区较大的贸易港地位
,

也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才

开始形成的
。

与澳门相 比
,

上海对外开放要晚 360 多年
。

根据史料记载
,

1 5 3 5 年 (明嘉靖 14 年 )
,

澳 门已实际成为官方认可 的对外开放 口 岸
。

据

《明实绿》记载 : “ 先是逼罗
、

东西洋
、

佛郎机诸国人贡者
,

附省会而进
,

与土著贸迁
,

设市舶提举

司税其货
。

正德间
,

移泊高州之电白县
。

至嘉靖 14 年
,

指挥黄琼纳贿
,

请于上官
,

许夷侨寓漆

镜澳
,

岁输二万金
。 ’ ,
⑧实际上

,

在 1 5 2 9 年
,

广东巡抚请开海禁后
,

澳 门遂逐渐成为 中外贸易的

互市地点
。

每年夏秋之间
,

外国商船乘风而至
,

澳门旋即进人交易季节
。

中国守澳官员令其搭

蓬栖息
,

待船舶 出洋 即予撤除
。

到 1 6 8 5 年 (清康熙 2 4 年 )
,

清政府 在澳 门扩大设立
“

关部行

台
” ,

使澳 门成为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

《二 )澳门是远东地区最早最大的贸易中心

澳门开埠 以后
,

由于贸易的发展
,

使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成为远东地 区最

早最大的贸易 中心
。

而当时的 日本
、

菲律宾等国的对外贸易
,

都是通过澳 门作为贸易 中转站而

同世界各地建立贸易往来关系的
。

从 16 世纪 80 年代起到 17 世纪 40 年代
,

澳 门早期的转 口

贸易达到了高峰
。

当时作为世界海上强国的葡萄牙租 占澳门之后
,

即以此为据点
,

竭力拓展澳

门同印度果阿
、

日本的长崎
、

菲律宾的马尼拉 以及 同欧美国家的贸易
,

澳 门一时成为联系亚洲
、

欧洲
、

美洲 3 条航线的中心港 口
,

整个澳门逐步成 为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外港
,

同时又是中国

与葡萄牙
、

西班牙
、

荷兰
、

日本
、

东南亚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美国
、

古巴
、

秘鲁等国贸易的重要 中继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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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

早在明代后期的 80 多年里
,

澳门的对外贸易发展是迅速的
,

而且起着沟通亚
、

欧
、

美三大洲贸易的作月执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 中继站和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 中心
。

而 当时的 日本
,

则主要是依赖澳门同世界交往
,

日本所需物资主要是通过澳门而获得的
。

(三 )澳门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

澳门作为国际商埠地位的确立
,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中国农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也

带动 了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

特别是对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效应
。

中国大量生丝
、

丝织品
、

陶瓷
、

手工艺 品等产品的出口
,

除换回当时统治阶级所需的香料
、

象牙
、

袱帽
、

钻石等高级奢侈品外
,

还在贸易出超中获得了大量的白银
。

澳门作为当时主要国际贸易商埠
,

需要有源源不绝的货源
,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手工

艺品
、

农产品的支持
。

如佛山生产的陶瓷制品
、

棉纺织品
,

顺德生产的生丝
、

丝织品
、

蔗糖及蔬

菜水果等
,

为澳门的对外贸易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货源
。

与此同时
,

澳门经济的繁荣
,

也促进 了

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

明末清初
,

香 山
、

顺德
、

新会
、

南海
、

东莞等 中心区域的城市

大量出现
,

城市间的商品生产
、

社会分工开始形成
。

各地城乡分工
、

工农分工渐趋 明显
。

如南

海佛山在清朝道光年间已发展成为拥有近 30 万人口 的城市
,

工商业都很发达
。

工业有炼铁铸

造
、

陶瓷
、

纺织等
,

产品遍销全国并远销海外
。

第三产业也逐步形成
,

有专 门替外地客商售货的
“

行店
”
;有为包装及运输服务 的

“

板箱行
”
;有为过往客商提供食宿便利的

“

歇客行
”

及
“

酒席

馆
”
;有为商贾存款生息及汇兑的

“
银铺

”
;有劳动方自由买卖的

“

企市
” 。

顺德县基本上成为桑

基渔塘经济作物 区
,

成为生产蚕丝
、

制糖
、

养鱼
、

种植蔬果的商品基地
,

而且创造了桑叶饲蚕
、

蚕

屎喂鱼
、

塘泥肥桑的养植经验
,

使生产 良性循环
,

相互促进
。

先进的科学垦殖形式
,

把农村 的生

产推向较先进的商品生产水平
,

出现 了沿海村落户足人稠
,

商船络释不绝的局面
。

澳 门及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
,

带动了整个广东 以及福 建
、

浙江
、

江苏等沿海省份商

品经济的发展
,

从而成为全国相对富庶的地区
。

特别是澳 门作 为当时中国同世界经济联系的

唯一窗 口
,

对 中国经济从传统的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过渡
,

发挥了巨大的辐射

效应
,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

到明朝中后期
,

随着华南 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提高
,

中国商品经济有 了飞跃性的发展
,

主要表现为 :第一
,

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不再是生产者 自

己享用
,

而被大量投人市场
,

成为交换 的商品 ;第二
,

全国各地 出现 了 30 多座较大的城市
。

许

多城市是 以某种行业著称的市镇
,

如松江是棉纺织业 的中心
,

苏州
、

杭州是丝织业最发达 的城

市
,

景德镇是陶瓷制造业中心
,

等等
。

有些城市如广州
、

宁波
、

泉州
、

福州等则 以对外贸易发达

而著称
。

市镇 的兴起
,

反映了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 ;第三
,

专门从事商品买卖 的商人人数大 为

增加
,

他们组成不同的集团
,

在各地建立行业会馆
,

加强商业信息交流 ;第四
,

随着商 品经济的

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要
,

到明朝后期
,

白银已经成为普遍流通的货 币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有力

地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

使手工业生产有了更多的原料
,

更多 的销售市场
,

从而使其规模

越来越大
,

分工越来越细
。

同时也促进 了手工业生产者的两极分化
。

少数条件好
,

竞争力强的

手工业者逐渐富裕起来
,

大多数手工业者则贫困破产
,

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
,

这就为

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
。

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
,

稀疏地 出现 了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萌芽
。

苏州有很多 以织绸为业 的
“

机户
” 。

富有的
“
机户

”

拥有大量 资金和几十 台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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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

雇佣机工数十人进行生产
。

机工每天劳动到深夜
,

计 日领取工资
,

维持贫困的生活
,

一旦失

去工作
,

生活就没有保障
。

这种
“

机户出资
,

机工出力
”

的机房
,

就是带有资本 主义性质的手工

工场
。

机户占有生产资料
,

剥削机工的剩余劳动
,

是早期的资本家 ;机工靠 出卖劳动力为生
,

是

早期的雇佣工人
。

他们之间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

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

虽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处在萌芽状态
,

发展也很缓慢
,

但是
,

却打破了中国传统 的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

商品经济开始在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
、

发芽
、

开花
、

结果
。

三
、

澳门是 中西科技文化艺术交流的窗 口

澳门开埠数百年来
,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不断发展
,

在 中外科技文化艺术交流方面
,

发挥 了

重要的窗 口作用
。

作为中国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点
,

400 多年来
,

澳门一直起着文化双向传

播 的窗 口作用
。

西方的传教士除传教外
,

还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西方天文学
、

数学
、

建筑学
、

美学以及医学等领域新的科技成果通过澳门传人中国
。

同时
,

他们将中国先进 的制茶技术
、

手

工艺技术
、

园艺技术等通过澳门广泛传播到西方各国
,

为 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 子

(一 )大三巴牌坊— 东西方建筑
、

绘画
、

雕塑艺术融合的象征

澳门大三巴牌坊
,

原为
“

圣母堂
”
的前壁

,

因紧邻著名的圣保禄学院
,

所 以人们习惯将圣母

堂称之为
“

圣保禄教堂
” 。

教堂 自 1 5 2 7 年开始建造
,

先后两次失火
,

两次重建
,

直至 16 4 0 年第

二次重建完成
,

历时 1 个多世纪
。

圣保禄教堂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建筑艺术在东方中国的典型代表
。

教堂的设计者把

东西方建筑艺术
、

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融合成一个整体
,

并在这三方面追求动势与起伏
,

造成

视觉上的叠影和幻象
,

使建筑产生交响乐和史诗般的磅礴气势
、

摄人魄力
。

遗憾 的是
,

这座 中

西合璧的艺术建筑
,

在 18 3 5 年 1 月 26 日晚的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
,

只留下教堂正面 由巨石垒

成的玄关
。

因与 中国纪念碑式的碑坊相似
,

所以它被 中国人称为
“

大三巴牌坊
” 。

大三 巴牌坊共 5 层
,

由 40 根石柱组成它的主要架构
。

组合的石柱把牌坊分成 3 个廊
,

这

是典型的意大利
“
巴洛克

”

风格
。 ⑨牌坊第一层有 3 道门

,

正门的嵋额上刻着葡文
“

天主圣母
”

( M A T E R D IE )
,

左右对称的门媚上刻着中文
“

念死者无罪
” 、 “

圣母踏龙头
”

和
“

鬼怪诱人为恶
”

的篇言和警句
。

第三层和第四层左右两端都有 中国民族传统的石狮子雕像
。

第四层 中间的壁

完安置着耶稣的铜像
,

铜像两旁刻有西方的百合花和东方 的菊花浮雕 图案
。

这和同一时期 日

本的图案风格一致
。

从教堂的整体设计和布局来看
,

设计师吸收了中国名山寺庙倚 山而筑的

手法
,

使整座教堂盗立在 70 级石阶之上
,

其壮观的气势同中国许多名山古寺
,

有异 曲同工之

妙
。

如果将澳 门圣保禄教堂的资料
、

图片与同期欧洲建筑艺术的代表作罗马圣彼得教堂
、

伦敦

圣保罗大教堂
、

里斯本圣心大教堂相 比
,

不难发现
,

澳 门圣保禄教堂不但毫不逊色
,

而且它正面

(玄关 )墙上带有东方色彩的装饰雕刻和直冲云霄的气势
,

是其他三大教堂所没有的
,

由此更显

出大三巴牌坊独特的艺术价值
。

它是东西方建筑
、

绘画
、

雕塑艺术融合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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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保禄学院— 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枢纽
,

它标志着当时欧洲文化达到 了古希腊 以

后的第二个高峰
。

1 5 9 4 年在中国澳门建成的圣保禄学院
,

就是受文艺复兴运动精神影响
,

在

中国建立的第一所西式大学
。

它比 19 01 年外国利用不平等的 (辛丑条约》强加给 中国的庚子

赔款在中国所建立的燕京大学 (即现在的清华大学 )早 3 个多世纪
。

圣保禄学院以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为榜样
,

结合 中国的实际需要
,

开设了人文学
、

哲学
、

神

学
、

语言学等有关课程
。

学院还附设有图书馆
、

观象台及药房
。

在人文学和哲学 中包含有 自然

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内容
。

4 0 0 年来
,

在圣保禄学院学习任职过的西方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
、

南

怀仁
、

汤若望
、

郎世宁等人
,

他们对明末清初中国 的文化教育
、

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影 响
。

他们

将天文
、

地理
、

数学
、

水利
、

火器等科学带进中国
,

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

同时
,

学院还为中国

培养了徐光启
、

李之藻等我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
。

由利玛窦
、

徐光启
、

李之藻合作写成的《乾坤

体义 )
、

(几何原理 )
、

(测量法义》
、

(同文算指 )
、

(坤与万国全图》 ;由汤若望讲授
、

学员笔录的 (海

外火攻神说》
、

(祝融原理》等
,

是我国最早的近代科学著作
。

在圣保禄学院学习
,

并由澳门教区

派往 中国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

不仅把西方油画带进 中国
,

而且结合 中国工笔画的传统
,

使油

画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
。

郎世宁还参与了北京 圆明园的设计和建造
,

丰富 了
`

甲华民族园艺的

内容
,

使中国园林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完美境界
。

汤若望还协助明皇朝校正历法
。

据史

料记载 : “ 1641 年 1又月崇祯皇帝亲临观看汤若望测验 日蚀
,

计算吻合
,

乃决定采用新历法
。 ” L

(三 ) (澳门纪略 )与乾隆 (职贡图 )

中国古代把描绘朝圣进贡的图画称之为《职贡图》
。

清朝乾隆年间绘制的《职贡图 )画卷分

4 卷
,

总长 64
.

34 米
,

是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历史长卷
,

合计 301 幅图
,

602 个人物
。

乾隆 (职贡

图》诞生于
“

康乾盛世
”
的历史背景之下

。

康熙
、
雍正和乾隆三位清朝皇帝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

实现了各民族的统一
,

并根据各民族不同的情况
,

实行程度不同的军政治理
。

其时 间从 17 世

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
,

前后 100 多年
,

跨越了整整 1 个世纪
。

清朝在此期间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军

事等方面出现了繁荣鼎盛的局面
。

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 6 4 年
,

重 用博学多才的西方传教士
,

向他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

并请他们在钦天监
、

内阁和宫廷担任各种职务
,

使西

方的天文
、

地理
、

数学
、

美学
、

音乐
、

医学
、

机械
、

枪炮等方面的成就传人 中国
,

为中国文化注入 了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鲜血液
,

从而促进和繁荣了中国文化艺术
。

同时
,

也使长期封闭的中国人

放眼世界
。

乾隆《职贡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孕育诞生的
。

《职贡 图》第一卷 自乾隆

16 年 ( 17 5 0 年 )开始筹备
,

经过 10 年广泛搜集文 图资料
,

前 60 幅图在乾 隆 26 年 ( 1 7 6 0 年 )绘

制完成
。

澳门曾经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
。

因此
,

《职贡图》第一卷的文图资料大多来 自澳门
。

据有关专家考证 :( 职贡图 )中许多文图资料均来 自印光任
、

张汝霖 同期完成的 《澳 门纪略》
,

有

些文字甚至全部从 (澳门纪略》中摘取
。

如 (职贡图 )中有关逞罗国 (泰国 )
、

琉球 国
、

大西洋
、

意

大利
、

大西洋国黑鬼奴 (黑人 )
、

佛郎机 (葡萄牙 )
、

大西洋国夷僧女尼 (欧洲神父
、

修女 )
、

小西洋

夷人 (印度果阿葡人 )
、

英吉利国
、

日本 国
、

吕宋国 (菲律宾 )
、

婆罗国 (汉莱 )
、

咖喇吧国 (爪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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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资料部分均和 (澳门纪略 》相似
,

有些文字大段摘录
,

有些文字全部抄录于 《澳门纪略》
。
0

在《澳门纪略》基础上创作的乾隆 (职贡图》
,

使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更进 了一步
。

特别是

在乾隆皇帝的视角中
,

澳门是他了解和研究外国的窗口和桥梁 ;是 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科

技知识的通道 ;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 口
。

乾隆 (职贡图》的诞生
,

改变 了中国人过去传统的陈

腐观念
,

开始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和描绘外国人
,

这是中国历史文献发展 中的一个里程碑
。

综上观之
,

澳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

特别是在 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方

面
,

在中国走 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
,

发挥 了巨大的
、

不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

注 :

①③澳门经济财政政务司贝锡安 19 94 年 9 月 2 日在上海召开的
“

澳门的现在与将来
”
研讨会上

的报告
。

②杨易 :( 在新的历史性机遇面前— 谈现阶段的澳门经济 )
,

载 (澳门经济 ) 第 6 期
,

19 93 年 1幻

月
。

④参见 (明史 )廿八
,

中华书局 1 974 年版
,

第 84 33 页
。

⑤参见《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 )( 下 )第 1 5 53 页
。

⑥ (美 )埃德加
·

斯诺 :( 西行漫记 )
,

中译本第 89 页
。

⑦ (美 ) R
.

特里尔 :( 毛泽东传》
,

中译本第 13 页
。

⑧参见 (明实绿》
“

天启实绿
”

第 6 卷
,

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条
。

⑨ “ 巴洛克
”

( B A R ( ) QU E )
,

原意是奇形的珍珠
。

西方典型 主义理论家戏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的建筑为
“ 巴洛克

” 。

L付衣凌 :( 明史新编》
,

人民出版社 19 93 年版
,

第 4 28 一 4 2 9 页
。

0 徐新 :( 澳门的视野》
,

澳门基金会 19 94 年版
,

第 14 一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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