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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近代史上, 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用澳门独特的政治条件和地理位置, 从事维新思想的宣传

和变法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前后, 澳门见证了维新派和维新运动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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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Modern China, the bourgeois reformists were engaged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ir reforming ideas and 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the reform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eculiar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Macao.About the failure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Modernization of 1898, Macao witnessed the process from the

climax to the declination of the Reformists and the Reform.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从

1557年被葡萄牙占领以后, 通过 1887年订立的

中葡 《和好通商条约》, 葡萄牙获得 “永久管理

澳门” 的权力, 澳门成了 “国中之国” 。由于中

国不能在澳门行使主权, 澳门当局对不影响其统

治的活动并不过多地干涉;澳门又偏离大陆政治

中心,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用澳门有利的政治

条件和地理位置, 把澳门作为重要的思想宣传和

政治活动场所, 澳门见证了维新派的兴衰历程。

我们以戊戌变法失败为界, 把维新派与澳门的关

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

一

戊戌变法失败以前, 维新派在澳门的活动,

推动着维新运动走向高潮 。

首先, 澳门孕育了郑观应的早期维新思想。

从思想发展史来说, 19 世纪 60 至 80 年代郭嵩

焘 、 冯桂芬 、薛福成 、马建忠 、郑观应等人的早

期维新思想, 上承鸦片战争时期经世致用的爱国

思想, 下启19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变法维新

思想 。其中,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

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是揭开民

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 1] ( P6)

, 而其思想的

产生, 与澳门密切相关。一是与其经历有关 。他

的故乡广东香山县雍陌乡, 毗邻澳门, 受中外贸

易的影响, 有崇尚经商的风气, 他 “自幼从海泊

遍历 越 南 、 暹 罗 、 新 加 坡 等 处, 熟 悉 洋

务”
[ 2] ( P27)

, 在未考中秀才以后, 弃举从商, 1860

年任上海宝顺洋行买办以后, 开始 “究心政治 、

实业之说”
[ 1] ( P11)

, 既注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

展近代工商业, 又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 。二

是与其熟悉澳门有关 。他自幼出入澳门, 熟悉那

里的情形, 以后又移居那里。澳门是中外文明交

流的窗口, 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因贫弱而受到西

方人欺压的情形, 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三是

澳门的特殊环境有利于他阐发维新思想 。正是在

清政府管不到的特殊环境中, 他才可以较自由地

表达思想, 写出富含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的著

作。其思想形成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为 《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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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要》 阶段, 该书是他在 1862年到 1872年间写

成的, 是他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感性认识阶段;

二为 《易言》 阶段, 该书是他在 1872 年到 1880

年间在 《救时揭要》 的基础上写成的, 初具早期

维新思想的体系, 开始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已

经提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 、 发展民族资本

主义工商业和实现君主立宪的思想;三为 《盛世

危言》 阶段, 其最早的代表作 《救时揭要》, 是

在对澳门熟悉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从揭露外国人

在澳门设 “猪仔馆” 拐贩华人出洋为奴等阴暗面

开始的, 如他在书中写有 《澳门猪仔论》 、 《澳门

窝匪论》 等文章, 他说:“余世居澳门, 素知底

蕴。非独窝娼聚赌, 年投规银数十万, 而又有贩

人出洋之举 。”
[ 3]
他因上海太古洋行的迫害在香港

被拘留, 解脱以后, 1885年到 1891年基本上在

澳门过着隐居生活, 因怀才不遇, 又贫病交加,

愤而把 《易言》 改写和扩写成 《盛世危言》 一

书, 形成了他成熟的早期维新思想体系 。

1894年 《盛世危言》 一书刊行, 时值甲午

战争爆发 、民族危机严重和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之

际, 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 成为当时的最畅销书

之一, 有 20多种版本, 可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

上版本最多的一种, 被誉为是启迪思想 、统筹全

局的名著
[ 4]
, 形成了 《盛世危言》 热 。

郑观应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一是思想启蒙作用, 对以后变法维新思想乃

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都产生了影响。郑观

应特别强调西学对中国富强的作用, 而这一思想

为以后变法维新思潮所发展;反对洋务派只注重

船坚炮利的倾向, 主张除注重科学技术以外, 还

转到探索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

面来, 他宣传 “议院兴而民志合 、 民志强”
[ 5] ( P10)

的思想, 并把君主立宪政体说成是中国抵御外侮

的唯一出路, 正是有这一思想的启蒙, 才会有戊

戌变法把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次的变革提升到

制度层次的变革;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

济思想, 特别是反映重商主义的 “习兵战不如习

商战”
[ 5] ( P563)

的 “商战” 思想, 包含了发展科学

和民族工商业的思想, 具体提出了抵御外侮 、商

战求富 、 变法自强 、 兴办教育 、改革科举制等改

良主张。同时, 他还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一定的

影响, 郑观应和孙中山同为香山人, 1890 年前

后闲居澳门的郑观应同孙中山时有交往, 在富强

救国问题上多有共鸣, 曾帮助孙中山上书李鸿

章, 力陈救国主张;他提出的 “人尽其才, 地尽

其利, 货畅其流” 的口号, 为孙中山所接受, 成

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 。二是对戊戌变法

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5年 3 月江苏藩司

邓华熙推荐 《盛世危言》 给光绪帝, 指出该书

“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 皆可施诸事实” 。光绪帝

朱批:“知道了 。书留览。钦此。”
[ 6]
并令总理衙

门印刷 2000部分发大臣 。邓华熙升任安徽巡抚

后, 又于 1897 、 1898年向光绪举荐郑观应。1898

年光绪帝师傅孙家鼐再次将 《盛世危言》 推荐给

光绪帝, 光绪帝师傅翁同 告诉郑观应, “今上

不时披览, 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 。同年郑观应

上书孙家鼐请亟变法自强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也

推崇该书, “时之言变法者, 条目略具矣”
[ 7] (P8)

。

可见他对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是有影响的。

其次, 维新派曾在澳门创办 《知新报》, 积

极宣传变法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到甲午战争以后

发展为戊戌维新思潮, 并形成变法维新运动 。讲

新学, 求变法, 一时蔚为风气, 汇成一股思想潮

流。但是由于封建顽固派的反对, 维新运动举步

维艰, 清廷很快于 1896年勒令解散京沪强学会,

查封 《强学报》 。但是维新派没有气馁, 他们又

在北方和南方各地办起学会 、 学堂和报纸, 出版

鼓吹变法的书刊。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 《时务

报》 ;谭嗣同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 组织南学会,

创办 《湘报》 和 《湘学新报》 。澳门政治环境宽

松, 维新派便加以利用 。1896 年底, 康有为到

澳门, 在其弟子 、澳门富商何廷光的支持下, 准

备在澳门办报, 并让其弟康广仁留在澳门具体负

责。此时梁启超正好回广东新会县省亲, 也应邀

到澳门参与筹备工作 。他们初拟仿 《时务报》 之

例, 十日一出, 并准备把报名定为 《广时务报》,

“中含二义, 一推广之意;二, 谓广东之 《时务

报》 也”
[ 8] ( P68)

。但上海 《时务报》 经理汪康年怕

该报言辞激烈, 受到连累, 反对取名为 《广时务

报》 。维新派只得将该报取名为 《知新报》, 报馆

设在澳门大井头第四号洋楼。梁启超为 《知新

报》 拟订章程, 其格式一依 《时务报》 。1897年

2月 22日, 《知新报》 在澳门正式创刊, 以康广

仁 、 何廷光为经理, 梁启超为主笔, 韩文举 、徐

勤 、 何树龄 、 王觉任 、吴恒炜 、刘祯麟 、陈继严

等为撰稿人,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编译各国新

闻。

《知新报》 的创办, 影响很大:一是推进了

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 。该报是在康有为领导下创

办的, 撰稿人多为康门弟子, 他们大胆议论时

政, 并介绍各国时事政治 、科技文化, 广泛地宣

传变法维新思想。如 《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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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认为, 中国落后, 遭到列强瓜分的根本原因是

“守旧法而不知变”
[ 9] ( P287-316)

, 主张变革科举 、官

制 、学校办报, 设立农工商务局等, 该报 “多译

格致各书 、各报”, “多载京师各省近事, 为 《时

务报》 所不敢言者”, “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

政要”
[ 8] ( P68)

, 希望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

度。该报进一步宣传了新学, 批判了旧学, 促进

了变法维新思潮和运动的发展 。二是影响广泛。

该报在全国 40 多个大中城市畅销, 并远销日本

的东京 、横滨 、 神户, 美国的旧金山等海外城

市, 连两广 、贵州等省不少官员 、 士绅 、书生也

纷纷订阅 。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深入, 其言词更

加激烈, 对中外反动势力抨击更加猛烈, 清政府

和广东地方政府虽然以之为祸患, 切齿痛恨, 想

严加惩处, 但是以该报地处葡萄牙人管辖的澳

门, 也就无可奈何 。这样, 《知新报》 与天津的

《国闻报》 、 上海的 《时务报》, 成为宣传变法维

新的最重要的三种报纸, 成为 “南方宣传变法的

阵地”
[ 10] ( P507)

。

再次, 维新派也曾在澳门开展移风易俗的社

会改良活动。严复指出, 中国陋俗, “沿习至深,

害效最著者, 莫若吸食鸦片 、 女子缠足二

事”
[ 11] ( P28)

。因此, 维新派把戒除妇女缠足 、 吸

食鸦片等陋俗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革新来做。

1897年何廷光 、 吴节薇等仿效梁启超等在上海

组织 “试办不缠足会” 办法, 在澳门也组织 “澳

门不缠足会”, 还制定了 《澳门不缠足会别籍章

程》, 规定会中人的 8岁以下女儿一律不准缠足,

如娶会外的缠足女子, 必须向会中声明, 凡会中

人不得与曾破例者为婚
[ 12]
。澳门各界积极响应,

有100多人入会 。1898年何廷光 、 张寿波 、 刘祯

麟等, 仿照维新派组织 “戒鸦片烟会” 办法, 又

组织 “澳门戒鸦片烟分会”, 号召澳门人戒烟。

这对澳门的移风易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并有利地

配合了康 、梁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 。

到戊戌变法时, 澳门已和湖南 、上海等一样

地, 成为全国维新空气最浓厚 、维新派活动最活

跃的地区 。这里的维新活动, 推动维新运动的发

展。

二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澳门是维新派重要的活

动基地。维新派在澳门的活动又表明了维新派逐

渐走向衰败。

首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澳门成了维新派

家属避难的地方, 澳门以其特殊的有利条件呵护

着维新志士的家属 。1898年 9月 29日, 正被清

政府缉拿的康有为抵达香港, 其四弟康有霈来

见, 说其家人除母亲外均已到达澳门。次日其妻

张夫人也从澳门来港相会, 并说母亲也安然到达

澳门 。当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任职的郑观应也积

极保护和照顾维新派人士及其家属, 康有为之父

由何廷光迎至澳门避难, 郑观应寄给何廷光一百

元, 请转交给康父
[ 1] ( P301)

。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先

生, 也于政变发生后携家眷避居澳门。梁启超在

日本, 致书其妻李惠仙, 要她留在澳门, 暂不要

到日本
[ 8]
。

其次, 澳门一度成为武装 “勤王” 的基地。

戊戌变法失败后, 康 、梁在海外仍致力于变法维

新宣传 。康有为认为, “中国非变法不能自强”,

并积极网罗人才, “以待将来维新之大用

也”
[ 13] (P91)

;梁启超在日本办 《清议报》, 后又办

《新民丛报》, 继续宣传变法。清政府查封了国内

大量维新派报纸, 只有 《知新报》 坚持出版。

“戊戌六君子” 之一康广仁被害后, 为了安全起

见, 《知新报》 于 1898年 11月改称葡萄牙伯爵

非难地为经纪人, 所载文章不署作者真实姓名。

它继续抨击封建顽固势力, 刊登康有为等人在变

法时期的奏折, 仍积极宣传变法思想。《知新报》

与 《清议报》, 成为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的两大舆论阵地。

澳门不仅是宣传重地, 而且是维新派的活动

基地 。这时的维新派虽然宣传变法, 但是把变法

维新的希望寄托于光绪帝的复辟。康有为离开香

港到日本, 不久又到加拿大, 在华侨的支持下,

1899年成立了 “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 即保皇

会, 在美洲 、 南洋 、 香港 、澳门 、 日本等地设有

总会, 总部设在澳门, 康有为为总会长, 梁启

超 、徐勤为副会长, 以 《知新报》 和 《清议报》

为机关报, 反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 力谋起

兵勤王。保皇会成立后, 维新派组织的重要活动

是 1900年的勤王运动, 又称 “庚子勤王” 。这次

起义宗旨是 “讨贼勤王”, 即讨伐 “逆后” 、 “权

臣”, 请光绪帝复辟, 变法维新, 革除苛政, 保

全中国自立之权, 成立新政府。1899 年, 康 、

梁与唐才常即策划起兵勤王。同年 11月, 唐才

常从日本归国至上海, 成立正气会, 后改名自立

会, 筹建自立军, 准备发动各地会党和防军起

义。康有为在新加坡以总会长名义指挥全局, 梁

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 何廷光 、 王镜如 、 欧榘

甲 、 韩文举等在澳门主持保皇会总部工作。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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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鉴于维新派在澳门势力较大, 澳门又临近内

地, 交通海外, 地理位置较好, 把保皇会总部设

于澳门, 要求海外华侨捐款汇到 《知新报》 馆。

捐款到澳门, 何廷光兼任大总理, 总管收支各项

事宜。这样从 1899 年下半年起, 澳门成为维新

派最重要的活动基地 。在澳门的保皇会总部不仅

要对此次武装勤王运动全面负责, 对内布置起

义, 对外联络各埠, 而且承担着直接在广东发难

的任务, 发挥着 “中央政府” 的职能 。1900年,

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后, 康有为认为勤王时机已

到, 加紧了唐才常在长江中游和徐勤在广西起兵

勤王的布置, 准备在广西首义, 以精兵取桂林,

进攻长沙, 与在湖北的唐才常配合, 以攻克武

昌, 然后挥师中原, 直捣北京 。后来又听说两广

总督李鸿章将离开广州, 康有为认为这样广州就

会防务空虚, 于是转而赞成在广东发动起义 。这

样把力量和经费分散在广东 、 广西和湖北等地,

重点放在广东, 结果两广的起义却迟迟未准备就

绪, 唐才常自立军却因经费不足而出现分裂, 起

义时间被迫一再拖延。1900 年勤王运动失败,

次年 《知新报》 停刊。1903年因何廷光家道中

落, 保皇会失去依靠, 总部只好迁离澳门, 并将

华南的活动中心由澳门转到香港。

这次勤王失败是维新派继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的又一次失败。这次勤王失的原则, 除了其改良

道路已经行不通以外, 还与澳门总部指挥不力以

及澳门地理位置有关 。我们说, 澳门在变法维新

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促进了变法维新运动的

发展, 但是它地处边远地区, 起到的是声援作

用, 而维新派把它作为起事的发起地, 它远离政

治中心北京, 在力量和经费都不足的情况下, 从

澳门起事打到北京, 并取得胜利, 又谈何容易。

再次, 勤王运动失败后, 维新派仍在澳门坚

持活动 。康门弟子陈子褒和陈子韶兄弟于 1901

年在荷兰园正街创办的子褒学塾和子韶学塾, 对

开创我国男女同校 、 妇孺教育的风气做出了贡

献, 成为维新派在澳门的堡垒 。但是勤王运动的

失败并没有使维新派醒悟, 相反他们越来越落后

于时代, 仍然高举君主立宪的大旗, 走改良的道

路, 和革命民主派唱对台戏 。1905年立宪运动

兴起以后, 在澳门的维新派又为君主立宪大造舆

论;郑观应因为家在澳门, 1907 年, 他交卸了

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之职, 在澳门约

用一年时间从事 《盛世危言后编》 的编辑整理工

作, 进一步发展他的改良思想, 鼓吹速立宪政的

主张 。直到辛亥革命前, 澳门仍然是维新派活动

的重要舞台
[ 14] ( P389) 。

可见,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澳门关系密切, 他

们在澳门活动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演绎着中国近代

历史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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