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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上不少著名人物都与澳门有着因缘 。他们或去过澳门 ,

或利用澳门拥有特殊的环境而在此从事政治活动 。

1839年 3月 ,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东开展禁烟运动。为了有效地

对付敌人 ,林则徐认为首先要了解夷情 ,包括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行占

领的澳门情况 。他于是命令组织人员翻译外国报纸和书刊 ,编辑成《澳门

月报》 。1839年 9月 3日 ,林则徐还特地巡视澳门 ,表明中国政府在澳门

行使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

郑观应则是利用澳门拥有特殊的环境而来此进行政治活动。1849

年的澳门事件以后 ,澳门便开始置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澳葡

当局并不干涉那些不危害其统治的政治活动。郑观应 ,甚至以后的康有

为 、孙中山等人 ,于是利用这一条件来到澳门开展政治活动 。郑观应的家

乡在广东香山县雍陌乡 ,邻近澳门 。郑青少年时也常来澳门 ,耳闻目睹了

澳门的社会弊病。所以 ,60年代以后他在从事改良主义政治宣传过程中

发表了《澳门猪仔论》 、《澳门窝匪论》等作品 ,有力地抨击了澳门这个藏垢

纳污之地的阴暗面。1886年郑观应因内地失意又来到了澳门 ,闲居到

1891年 。此期间 ,他更注意考究中西政治得失 ,主张开设议院。他还曾

在澳门写下了宣传变法自强的名著《盛世危言》 ,1893年分五卷出版 ,1895

年又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出版。这部著作在戊戌变法前与冯桂芬的《校分阝

庐抗议》、陈炽的《庸书》并称 ,为当时舆论界所重视。

康有为来澳门则是在 1896年 。这年 11 月 ,康有为从内地来到澳门

从事维新变法宣传活动。1897年 2月22日 ,康有为等人在澳门富商何穗

田的支持下 ,还在澳门创立了维新派的机关刊物《知新报》 ,地点在大井头

四号 ,初为五日刊 ,后改为旬刊 、半月刊 。该刊原取名为《广时务报》 ,意思

有二 ,其一是推广上海《时务报》之意 ,其二是该刊为广东的“时务报” 。但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担心该刊取名为《广时务报》后会牵累自己的《时务

报》 ,因而加以反对。于是该刊在正式出版时更名为《知新报》 ,康有为的

弟弟康广仁出任经理。撰稿人则为梁启超 、徐勤 、刘桢麟 、欧榘甲 、韩树

园 、吴恒炜等人 。该刊自 1897年 2月 22日创刊 ,到 1901年 1月 20日才

结束 ,共历时四年 ,共出版133期。其中以戊戌政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在前一时期 , 《知新报》出了 66期 ,所发表的文章反映了各省的维新

运动情况 ,刊登了康有为的奏稿;在后一时期 ,也即戊戌政变以后 ,出版了

第 67期至 133期。这段时期的《知新报》既反映了澳门地区对维新运动

的看法 ,又反映了全国各地对西太后及光绪帝的不同看法 ,还刊载了康有

为的奏稿 、康有为给李鸿章的书信等。该刊当时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扩大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宣传。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

康有为仍然重视澳门并利用澳门的特殊情况 。如他将保皇会的总会设于

澳门 ,1900年还派徐勤赴澳门组织人员准备响应内地起兵勤王运动 。

中国近代名人在澳门从事活动 ,当以孙中山为最突出。今日的澳门

除设有“国父纪念馆”以外 ,镜湖医院门前也有孙中山的铜像。孙中山的

家乡香山县翠亨村 ,离澳门只有 37公里。孙中山小时常随父亲和兄长来

往于家乡与澳门之间。1887年进入香港雅丽士医学院读书以后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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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门 回 归 与 文 教
殖 民 史 的 结 束

◆　张昌志

　　澳门于 1999年12月 20日回归祖国 ,这同时也

就标志着澳门曾经历的一段文教殖民史的结束。

一、教育殖民史的结束

葡萄牙人于 1553年窃据澳门后 ,便逐渐篡夺了

其教育管理权力。在澳葡总督府内 ,就设有专管澳

门教育的政务司。它下属的教育厅 ,则具体负责全

澳门的学校教育———官校由其官校教育处负责 , 私

校由其私校教育辅助处负责。不过 , 澳葡当局虽然

把持着澳门的公、私等各种教育事业 ,但长期以来却

并不重视教育 ,而且实行教育殖民政策。

他们重视多为葡人子女上学的官校 , 轻视多为

华人子女上学的私校。澳葡政府对澳门私立学校缺

乏全面规划 , 任由其学校自生自灭。他们在澳门教

育经费的分配上 , 也是厚此薄彼 ,轻私校而重官校。

又常经过澳门回到家乡。这个时候孙中山已初步地

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他当时与密友陈少白 、尤

列和杨鹤龄经常在一起 ,议论时政 ,高谈革命 ,探寻

救国的道路 , 被香港 、澳门的亲友称为“四大寇” 。

1892年秋从香港雅丽士医学院毕业以后 ,孙中山接

受澳门镜湖医院的邀请 ,在这所医院担任西医 ,从而

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这年 12月 ,经杨鹤龄

的妹夫吴节薇等人署名担保 ,孙中山还从镜湖医院

借银 2000两 ,在澳门草堆街 84号开设了中西药局 ,

独自挂牌行医 ,同时还兼任镜湖医院的义务医席一

职。在这期间 ,他“藉医术为入世之媒” ,为澳门的贫

苦大众服务 ,给他们赠医施药 ,同时暗地在他们中间

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孙中山还在澳门的报纸上发表

了他 1890年所写的致香山县退职官员郑藻如的一

封信 ,主张仿效西方进行和平改革。中西药局开设

的时间很短 ,第二年就迁往广州洗基 ,易名为东西药

局 ,这是因为:一 ,孙中山当时在澳门行医 ,医术高

明 ,营业旺盛 ,引起了葡国医生的忌妒和不满。葡国

医生于是对孙中山加以排挤中伤 ,最后竟以当地行

医须有葡国医学专业毕业文凭为由 ,禁止孙中山在

澳门为葡人看病 ,也不允许各药店为孙中山的处方

配药。这样 ,孙中山在澳门难以立足 。二 ,孙中山在

澳门并没有找到愿意献身革命的同志 ,因而感到十

分失望 。所以 ,孙中山 1893年春迁居广州。但以后

他并未停止在澳门进行活动 。如 1893年 7月 18日

孙中山与葡萄牙印刷商人飞南第等人创办了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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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葡当局在澳门设立的官办学校 ,规定要用葡文或

者中 、葡两种语言授课 ,设有幼儿园 、小学、中学和商

业学校以及工业学校各一所。这就便利了澳门葡萄

牙人子女进入这些官校学习 , 因为他们懂葡语;然而

在校学生亦因此较少 , 只有 4000 多人 , 仅占其总数

的8%。但是 , 澳门的华人子女 ,由于对葡语多不熟

悉 ,所以他们大都只有在用华语讲课的 96所私立小

学和中学里读书 , 学生达 4.5万人 , 占其在校生的

92%。

然而 ,澳门因为私校多而经费少 ,华人教师多在

私校 ,这也相应地影响到他们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

澳门绝大部分小学教员的薪金 , 即使加上实习班兼

课的收入 , 亦比不上在澳葡政府工作的收入最低的

公务员。因为其公务员的月薪 ,虽然相差也很大 , 但

起码亦能拿到 2400元 , 高者为 1.92万元 ,澳督竟达

4.8万元 , 后二者则是私校教师工资的 8倍乃至 20

倍左右。私校教员的薪水 ,与官校教师相比 , 也只及

其1/3。因此 , 在国外或祖国内地求学的人大多不

愿回澳门。而澳门又无师范教育和专业培训 , 因而

缺乏师资 , 只好由高中生教初中生 , 初中生教小学

生。这就影响了澳门的教育质量 ,致使其升学率不

高。

近年 , 澳门的小学毕业生 ,每年有 2.8万至 2.9

万人 ,能升入中学的只有 1万到 1.2万人 , 而中学毕

业后考入大学的华人子女那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 ,

在澳门惟一的大学———东亚大学里 , 前些年便招收

有6000多名学生 ,澳门华人的子女却只占很小的比

例 ,学生大多来自东南亚各国以及香港等地。

而澳门华人子女就是考上了东大 , 大多数家庭

也供应不起学费。澳门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一般

是2000至 3000 澳门元 , 一年不过 2.4万到 3.6 万

元。而上东大 , 一个学生一年需交纳学费 1.96 万

元 ,再加上书籍费 0.25万元 、食宿费 1.5万元 ,共计

需 3.71 万元 , 超过一名工人的全年所得。所以 , 澳

葡政府轻教育、特别是轻私立学校的政策 ,实际上就

是剥夺了广大华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 或者说后者

还没有真正享受这一权利。

澳门的华人对这类殖民压迫 , 当然要予以坚决

反对。1966年 11月 ,凼仔兴建坊众小学 , 因事先未

向澳葡当局申请 , 被强迫停工 , 12月 3日华人代表

去交涉却在澳督府内遭到殴打 , 因而激起华民罢工

罢市 ,有 8人殉难 , 107人受伤。为了声授澳门华人

的这一斗争 , 广东省外事处也向澳葡政府提出了强

烈抗议 ,才迫使他们答应修建其学校的要求。

而在此后 ,澳葡当局对于过去轻教育 ,包 括轻

私校的殖民政策 ,才逐渐有所改变。他们对澳门教

育经费的投入 , 于是逐年有所增加 , 1983 年不过

5000万元 ,到 1988年以后则超过 1亿元。

澳葡政府从 1988年 9月开始 , 还规定澳门不牟

利的私校教师 ,只要持有经政府登记的教员证书 ,就

发给补助津贴:中学教师每月 500元 , 小学及幼儿教

员 400元 ,教满10年的加 50元 , 20年者加 100元。

这样 , 澳门华人教师的经济待遇比以往便有所

改善和提高 ,从而激发了他们从事教学的积极性 ,比

较安心于本职工作;甚至有很多不是教员的华人及

土生葡萄牙人 ,还转而向往教师职业。

1988年 2月 15日 , 澳葡当局接管东亚大学后 ,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亦设立了奖学金;其贫困生则每

月可贷款助学金 1100元 ,在校初年还可获得购买教

材费1500元 ,在其课程毕业或放弃就读后六年分期

或一次还清。这就缓解了澳门华人子女上东大经费

难的问题 ,增强了他们报考大学的信心。

和葡文两种文字的周报《镜海丛报》 。该刊发行了两

年多 ,刊发了不少港澳及内地新闻 ,也登载了孙中山

的《农学会序》等文章 ,还反映了革命党人的一些活

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流产后 ,孙中山又通过澳

门转赴香港和欧美等地。1912年 5月 ,担任全国铁

路督办的孙中山又取道澳门 ,回到了阔别 17年的故

乡 ,与卢夫人及子女在故居团聚 。孙中山这次还在

澳门娱园留了影 。1913年 7月“二次革命”失败以

后 ,孙中山又来到澳门。他这次亲自送卢夫人等人

回澳门定居 ,与已定居澳门的兄长孙德彰等家人同

住。孙中山当时嘱咐卢夫人要自此成为一个虔诚的

基督教徒 。卢夫人记住了孙中山的这一嘱咐 。这次

孙中山还在澳门约见了广东都督陈炯明 ,促使他同

意宣布广东独立的计划 。孙中山后来在日本成立中

华革命党 ,并派人来澳门 ,以此作为革命据点之一。

毫无疑问 ,澳门是孙中山早期生活和从事革命的一

个重要地方 。

总之 ,中国近代不少名人来过澳门 ,与澳门有着

因缘 。尤其是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

民主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都曾利用澳门的特殊环境来

分别从事他们的改良与革命活动 。这既为澳门增添

了光彩 ,又说明澳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产生过重要

的历史作用 ,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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