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 中 山 与 澳 门

中国文物研究所 盛永华

你可知
“

妈港
”
不是我的真名姓 ? … …

我离开你的极释太久了
,

母亲 !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

请叫儿的乳名
,

叫我一声
“

澳门
”
!

母亲 ! 我要回来
,

母亲 !

— 闻一多
: 《七子之歌 》

1 9 9 9 年 12 月 20 日
,

一个光辉喜庆的日子将载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史册— 被西方列强胁迫劫夺而不得不与祖国母亲分离的

澳门
,

欢呼着
“

母亲 ! 我回来了 ! ! !
”

奔向祖国母亲宽广而温暖的

怀抱
。

四百多年以来
,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 日渐朽败
,

澳门经过了

被葡萄牙殖 民者人据一租据一占据的历程
,

澳门人 民饱受殖 民统

治的苦痛 ; 五十年来
,

恢复了尊严的祖国 日益强大
,

澳门合乎逻

辑地实现了光荣的回归
。

历史沧桑
,

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必

然规律
。

“

澳门又 称壕镜
、

壕江
、

海镜
、

镜湖
、

香山澳等
,

其 曰澳门
,

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
,

海水纵横贯其中
,

成十字
,

曰 十字门
,

故

合称澳门
。 ”

自古以来
,

澳门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

有文

字可考的建置始于秦代
。

明清两代属广州府香山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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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与世界交往最早的门户之一
,

澳门的独特地位和作

用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
。

1 5 1 4 年 (明正德九年 )
,

最早东来的西方

殖民者到达广东海面
,

1 5 1 8 年 (明正德十三年 ) 占领了九龙半岛

西南面的屯门港
,

1 5 2 1 年 (明正德十六年 )
,

明朝政府修复了屯门
,

葡萄牙船只继续在粤
、

闽
、

浙沿海一带游弋
。

1 5 3 5 年 (明嘉靖十

四年 ) 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码头停泊船只进行贸易的许可
。

15 5 3

年 (明嘉靖三十二年 ) 后
,

葡萄牙人以需曝晒水浸货物为由
,

贿

赂当地官员而得上岸居留
,

又擅 自广建房舍墙垣和设置防魁
。

据

《澳门记略 》 记载
: “

蕃舶托言舟触风涛
,

愿借壕镜地暴诸水渍贡

物
,

海道副使汪柏许之
。

初仅羞舍
,

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瓶登梭桶

为屋
,

佛朗机 (注
:

时人称葡萄牙为佛朗机 ) 遂得混入
。

高栋飞

登
,

栉比相望
,

久之遂专为所据
,

蕃人之人居澳
,

自汪柏始
。 ”

在

郭辈所编万历 《广东通志 》 卷六九 《外志
`

澳门 》 条中
,

亦有类

似记载
: “

嘉靖三十二年
,

舶夷趋壕镜看
,

托言舟触风涛缝裂
,

水

湿贡物
,

愿暂借地晾晒
。

海道副使汪柏行拘贿许之
,

时仅篷累数

十间
,

后工商牟利者
,

始渐运砖瓦木石 为屋
,

若聚落然
。

自是诸

澳 俱废
,

壕镜独为船蔽矣
。 ”

葡人人居澳门后不久
,

于 1 5 6 0 年

(明嘉靖三十九年 ) 前后
,

葡萄牙人又通过贿赂地方官员
,

以每年

5 0 0 两银子为租
,

取得 了在澳门租地居住的特权
。

葡人人据及租据澳门初期
,

除正常贸易外
,

还掠卖人 口
,

走

私漏税
,

违法犯禁
,

欺诈当地人民
,

作恶多端
。

因而明清两朝政

府不断加强对澳门的管治和防卫
。

1 5 7 4 年 (明万历二年 )
,

中国政

府 在澳门与内陆相联接的狭窄通道莲花茎建立关 闸并
“

设官守

之
” 。

1 6 2 1 年 (明天启元年 )
,

又 以距澳门 15 里的前山寨为重镇设

置参将府
,

派驻水
、

陆兵共 1 9 0 0 名戍守
, “

防制渐密
” 。

清初
,

复

在前山寨增加兵员
。

1 6 8 5 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 )
,

在澳门设置海 防

关
。

1 7 3 1 年 (清雍正九年 )
,

香山县垂移驻前 山寨
“

分防澳门
” ,

“

察理民夷
” 。

1 7 4 4 年 (清乾隆九年 )
,

更在前山寨设广州府海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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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知 (通称澳门同知 )
, “

专管演夷事务
,

兼管督捕海防
” 。

对于

居澳葡人
,

除划定居住区域给予葡人自己管理 自己事务的有限的

自治权外
,

按中国法律进行管治
。

如 1614 年 (明万历四十二年 )

由两广总督主持
,

在澳门颁布 《海道禁约 》
,

禁止葡人蓄养俊奴
,

禁收买人口
,

禁兵船骗响
,

禁接买私货和禁擅 自兴作五款
,

并勒

石警示
。

又如至清朝
,

17 44 年 (清朝乾隆九年 ) 首任澳门同知印

光任制定管理番舶和澳门的七项规条
,

包括番舶人 口手续
,

内地

民人充任引水
、

华民赴澳人教
、

澳葡头目遇事亲报官府
、

葡人在

澳修船造屋
、

在前山寨设立海防同知衙门等等条款
。

1 7 4 9 年 (乾

隆十四年 )
,

澳门同知张汝霖与香山知县共同议订治理澳门的 《善

后事宜条议 》 12 款
,

内容包括
:

驱逐匪类
、

稽查船艇
、

禁赊物收

货
、

犯夜解究
、

夷犯分别解讯
、

禁私擅凌虐
、

禁擅兴土木
、

禁贩

卖子女
、

禁黑奴行窃
、

禁夷匪夷娟藏匪类
、

禁夷人出澳等
。

以上

条款征得葡萄牙使臣的同意
,

用汉
、

葡两种文字分别勒碑置于澳

门望厦县垂衙署和葡人的议事亭中
,

以示信守
。

(印光任
、

张汝霖

《澳门记略 》 ) 在明朝至清朝中叶以前
,

两广总督
、

巡按御史
、

海

道副使等高级官员不时巡视澳门
,

颁布政令
,

代表中国政府行使

对澳门的管治权 ; 广东市舶提举
、

广州海防同知和香山知县三处

地方官
,

各按职能
,

对澳门的财政
、

行政
、

司法
、

海防等方面进

行管治
,

保持住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

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
。

葡萄

牙人在澳门乘机扩大侵占的地盘
,

驱逐中国官吏
,

封闭中国在澳

门的海关和管理衙门
,

拒绝交纳地租… …强行将澳门变成葡萄牙

的海外领地
。

1 8 8 7 年 (清光绪十三年 )
,

通过不平等的 《中葡会议

草约 》 和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 最后 占领 了澳门
。

与屈辱的过程相伴生
,

澳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对外港 口和中西

文化交会点之一
。

” 世纪中叶以后
,

澳门发展为繁荣的港城
。

它

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风习乃至都市面貌
,

无不烙有殖民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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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
,

同时
,

又显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

许多怀抱爱国热忱

的中国知识分子
,

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文明
,

思索构筑着救

亡与变革的方案
,

奋身踏上历史舞台
。

在
“

戊戌变法
”

时期
,

澳

门曾是维新派人士活动的阵地
,

变法维新的宜传喉舌之一 《知新

报》
,

即于 18 9 7 年创刊于澳门
。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
,

澳门也

为革命者们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
。

中国的共和之父— 孙中山
,

他的一生
,

他的事业
,

更与澳门有着不解之缘
。

而澳门人民也以

他们特有的方式
,

为祖国的独立
、

民主
、

繁荣与富强献出 自己的

一份力量
。

澳门是孙中山踏人社会走向世界的通途
。

孙中山的故乡广东

省香山县翠亨村
,

虽是一个小山村
,

但毗邻澳门
,

相距仅 37 公里
。

孙中山不少乡亲在那里谋生
,

他的父亲孙达成十几岁即在澳门当

鞋匠
,

32 岁才返乡结婚
。

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不时从亲友处听到关

于澳门的种种新鲜事
,

心向往之
。

他也曾随父兄去过那里
,

对那

原来同属香山县的港城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

13 岁时
,

他经澳门乘

船前往檀香山
,

开始接受
“

欧洲式的教育
”

— 近代资本主义教

育
,

由是眼界大开
。

后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这第一次离乡的

感受
: “
始见轮舟之奇

,

沧海之阔
,

自是有慕西学之心
,

穷天地之

想
。 ”
五年后

,

他返 国并就读于香港的书院
,

澳 门成为他往返省港

的必经之地
。

1 8 8 7 年秋
,

21 岁的孙中山进人由维新派人士何启为

主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
,

学习五年
。

澳门又成为他与志同道合的

朋友们聚议的地方
。

他们常在那里抨击时弊和倡言革命
。

孙中山

在他的 《建国方略 》 中
,

记述了他这段时间的生活
: “

予在广州学

医甫一年
,

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
,

予以其学课较优
,

而地较 自

由
,

可以鼓吹革命
,

故投香港学校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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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闻而附和者
,

在香港只有陈少白
、

尤少执
、

杨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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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 …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
,

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
,

所

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
。

四人相依甚密
,

非谈革命则无 以为欢
,

数年如一 日
。

故港澳间之戚交交游
,

皆呼为
`

四大寇
’ 。

此为予革

命言论之时代也
。 ”

如今澳门水坑尾巷 14 号就是当年
“
四大寇

”
之

一杨鹤龄的住处
,

人们又因他们常在此聚议而称该处为
“

扬四寇

堂
” 。

18 92 年
,

孙中山以
“

最优异
”

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

由

教务长康德黎博士授予其行医执照
。

内称
“

肄业五年
,

医学各门
,

历经考验
,

于 内外妇婴诸科
,

皆通晓
,

确堪行世
” 。

证书还有校长

及 13 名教员
、

8冬考试官和牧师的盖章
。

孙中山毕业后径赴澳门

行医
。

9 月
,

人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
,

向病人免费赠医
,

以

医术为入世之媒
。

镜湖医院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 ( 1 8 7 2 年 ) 由澳

门
、

香港及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创办
。

以往一直以中医中药治

病
,

而以西医西药施治
,

则从孙中山始
。

关于西医在中国的开设
,

孙中山亦有记述
: “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

:

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
,

其主事官绅
,

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
,

有之
,

自澳门始
。 ”

孙

中山每日下午 1 时至 3 时
,

还在慈善机构同善堂义务诊症
,

又为

市民接种牛痘
。

同善堂向病人赠医赠药即由此开始
,

一直至今
。

为

了支持免费赠医
,

孙中山于 1 8 9 2 年 12 月向镜湖医院贷款银 1 4 4 0

两
,

于草堆街 8 0 号开设中西药局
。

不过当时
,

对相信西医的病人

是实行
“

西药赠送
”
的

。

当时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报纸 《镜海丛

报 》 多次刊登赞誉孙中山医术的告 白
,

介绍他治愈的各种疑难杂

症
,

称之为
“

神乎其技
” ,

又表彰其崇高医德
,

谓
“
不欲酌定医金

,

过为计较
’ ” ,

又
“

在镜湖医院赠医
,

不受分文
,

以惠贫乏
” , “

凡

外间延请
,

报明急症
,

随时速往
,

决无迁延
” 。

具名刊登广告者
,

均为当时澳门的知名人士
。

《镜海丛报 》是孙中山的葡萄牙友人弗

朗西斯科
·

飞南第 ( F
r a n e i s e o h F e r n a n d e s )

。

于 18 9 3 年 7 月在澳

门创办 的中文周报
,

同时创刊的
,

还有葡萄牙文周报 《澳 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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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
。

这两份周报都曾刊登有关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和他早期革命活

动的消息
,

而飞南地对孙中山的事业一直给予同情和支持
。

澳门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舞台
。

孙中山以医术为
“
人世之媒

” ,

在疗救患者疾苦的同时
,

愈益

热衷于
“
医国

”
的事业

,

他深切认识到
“
医术救人所济有限

,

其

他慈善事业亦然… …吾国人民之艰苦
,

皆不 良之政治为之
,

若欲

救国救人
,

非去除恶劣政府不可
” 。

这种真知灼见
,

表明他 已把握

了社会改造 的关键
。

他在澳门行医约一年许
,

就转到省城广州
。

虽

然在那里他也开诊所
,

设药局
,

但
“

行医 日只一两时
,

而从事革

命者实七八时
” 。

1 8 9 4 年春
,

孙中山曾同友人陆皓东经上海
、

天津

赴北京上书当时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

请求他

实行改革
,

使
“
人能尽其才

,

地能尽其利
,

物能尽其用
,

货能畅

其流
” 。

以促进祖国近代化而振兴
,

使其
“

驾欧洲而上之
” 。

投书以失败告终
,

接踵而至的中国在
“

甲午战争
”

中的失败
,

再次的赔款割地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

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

眉睫
。

孙中山迅速走上以救 国为奋斗 目标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

1 8 9 4 年冬
,

他在檀香 山建立 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体兴 中

会
,

提出了革命纲领一
“

驱除鞋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
” ,

并领导开展反清武装斗争
。

1 8 9 5 年 1 0 月
,

孙 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

败后
,

遭清政府通缉
。

他撤退到澳门
,

在葡萄牙友人飞南第的帮

助下逃亡海外
,

继续领导推翻清朝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事业
。

在缔造和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
,

孙 中山把粤东和西南地 区作

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
,

澳门也就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重要据点
,

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

1 9 0 5 年 8 月
,

孙中山在 日本东京领导成立 了中国第一个全 国

性 的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同盟会
。

9 月初
,

孙中山委派同志冯 自

由
、

李 自重等赴香港
、

澳 门
、

广州等地开展工作
。

不久
,

他们派

4 9 7



员在澳门荷兰园和隆街 21 号设立了革命机关
,

对外则称
“

乐群书

社
” 以作掩护

。

随后
,

在澳门白鸽巢由义巷 11 号建立了通信联络

点
。

1 9 0 9 年冬
,

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
,

地址设在澳门南湾街 41 号
。

主要任务是开展宣传活动
,

秘密发展组织
,

积极募集经费
,

并把

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活动
。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海外策动内地的无数次武装斗争中
,

澳

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情况
,

成为革命志士聚集之地或撤

退的通道
。

1 9 1 1 年 4 月
“

黄花岗起义
”

在广州爆发
。

起义失败后
,

总指挥黄兴
“

变装裹伤绕道澳门
,

于四月初二抵港
” 。

1 9 1 1 年 10

月 10 日
,

武 昌起义爆发
。

澳门革命党人积极响应
,

在澳门组织专

门机关
,

负责策动驻扎于前山的新军反正
,

获得成功
。

反正的新

军编为
“

香军
” ,

对于促成不久以后广东省脱离清政府而宣告独立
,

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支持
。

冯 自由在 《革命逸史 》 中
,

有较详细的

记载
: “
嗣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

,

澳中党人巫谋响应
。

时粼接澳

门之钱山驻有新军一团
,

早于庚戌 (民前二年 ) 正月广州倪映典

反正之役
,

与同盟会发生关系
,

至是遂有同盟会员刘忠复
、

莫纪

彭
、

郑岸父诸人在澳门组织机关专发动该军反正
。

该军官长何振
、

任鹤年
、

陈可任等毅然举兵应之
,

为辛亥九月广东独立之一大声

援
。

世称香军者是也
。 ”

辛亥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各地更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
,

各

省纷纷独立
,

给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致命的打击
。

1 9 1 2 年 1 月 1 日
,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

孙中山就

任临时大总统
。

时任澳门议事公局议员的飞南地得此消息
,

马上

写信向孙 中山祝贺并表示支持
。

澳门市政厅接受了飞南第的建议
,

在市政厅升旗和举行大会
,

隆重庆祝中华民国的诞生和孙中山就

任临时大总统
。

1 9 1 2 年 2 月 12 日
,

清帝逊位
。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

命阵营内部的瓦解
。

孙中山
“
为形势所迫

,

不得已与反革命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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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阶级谋妥协
, … … 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

” ,

辞去了临时大总

统职务
,

让位于大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
。

辞职后的

孙中山决心致力于
“

社会革命
”

— 宣传并努力实现民生主义
,

为

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奔走呼号
。

5 月
,

孙中山由香港取道澳门前往阔

别了 1 7 年的故乡— 广东香山县翠亨村
。

孙中山到达澳门后
,

包

括澳门总督
、

主教及乡绅名流等中葡各界人士在他下榻的卢园集

会欢迎
。

这次
,

孙中山在澳门访 问了三天
。

加紧复辟帝制的袁世凯
,

在 1 9 1 3 年 3 月派人刺杀了热衷于责

任内阁制的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

并通过
“

善后大借款
”

从

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乞得镇压革命的军费
。 “

宋案
”

的枪声惊醒了革

命党人
,

孙中山举起了
“
二次革命

”
的旗帜

,

领导了长达十年的

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
。

1 9 1 3 年 6 月
,

孙中山由上海抵达澳门
,

他在这里约见时任广

东都督的陈炯明
,

进行谈判
,

促使他脱离袁世凯政府
,

宣布广东

独立
,

以支持
“
二次革命

” 。

二次革命失败后
,

孙中山走避 日本
,

并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
,

以图发动
“

三次革命
” 。

此时
,

澳门也

成为孙中山捍卫共和事业的重要阵地
。

1 9 1 6 年初
,

孙中山委派朱

执信主持广东中华革命军军务
。

朱执信在澳门秘密设立了指挥机

构
,

并数次策划发动讨伐袁世凯在广东的鹰犬龙济光的武装斗争
。

革命武装多
“
由港澳分头潜人 内地

” 。

3 月
,

中华革命军 30 余名战

士
,

由澳门乘船出发至广州黄埔海面
,

袭击龙济光的肇和号军舰
,

计划得手后
,

驶入珠江炮轰观音山和制造局
,

以图水陆合击袭取

省城广州
。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

袭取广州之役失败
,

但是造成 了

很大的影响
。

其时
,

革命党人策动驻香山小榄的龙济光部旅长纳

j顶洪反正成功
,

亦是以澳门为据点
。

朱执信还数度在澳门与陈炯

明共商讨袁大计
,

并策动了广东钦州
、

廉州
、

潮汕地 区的独立
。

一

时
,

广东省内外反袁武装斗争彼伏此起
。

澳门成为中华革命党领

导的武装反袁的基地之一
。

故国民党元老冯 自由称
“

澳门一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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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党期间
,

固大有军事上之价值也
” 。

在为捍卫共和的第二次
“

护法
”

中
,

孙中山曾经任命儿子孙

科为特派员赴澳门开展斗争
。

孙科在澳门鹅眉街 10 号设立了办事

处
。

为了使广东成为第二次护法的根据地
,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

极力策划驱除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
。

1 9 2 0 年初
,

孙中山派遣陈庆

云前往澳门
,

以当地富商的捐款
,

购得寇蒂斯水上飞机两架
。

在

珠江口外三灶岛进行训练
,

以便参与逐桂斗争
。

9 月 2 7 日
,

革命

军人杨仙逸等驾机轰炸了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公署及兵工厂等
,

为

驱逐桂系军阀
,

维护
“

临时约法
”

做出了贡献
。

191 3 年以后
,

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
,

领导了维护约法
、

捍卫共和的斗争
。

虽然毗邻澳门
,

却因公务繁忙而未能再访
,

但

他始终关注着澳门
,

从维护国家尊严和保护澳门人民权益的角度

出发
,

对重要事件作出迅速反应
。

1 9 2 1 年 9 月
,

在澳门发生 中葡

武装冲突事件
,

葡兵并枪击接连澳门的我广东湾仔一带渔民船只
。

欲扩大占领我国领土
。

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一方面派员赴

澳门严正交涉
,

另一方面加强边界巡逻防御
,

同时伤令海军派舰

前往澳门近海警戒
。

广州人民还成立 了各种支援广东革命政府和

澳门人民的后援组织
。

192 2 年 5 月
,

澳门葡萄牙军警开枪射杀澳

门居民
,

造成死伤各百余人的惨案
,

澳门人民坚决反抗
,

全澳工

人市民罢工罢市
,

澳葡当局下令戒严加紧镇压
。

澳门派出工人代

表团赴广州请愿
,

要求广东革命政权派出军舰援助
。

其时孙中山

正准备改道北伐
,

决定由广西移师广东
。

在陈炯明叛变前夕的严

峻形势下
,

于戎马控惚之中
,

还在广州接见了澳 门工会代表
,

表

示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派出代表进行
“
严重交涉

” ,

并将尽力保护澳

门民众的生命财产
。

次 日
,

广东政府向澳葡当局提出最后警告
,

并

派陆军和炮舰赴前 山一带
,

严阵以待
。

在广州
,

万人集会声援澳

门人民斗争
,

呼吁
“
收回澳门

” 。

由于有祖国作后盾
,

广东革命政

府态度严正
,

处理得力
,

澳葡当局不得不对此二次事件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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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使事态得以平息
。

在葡萄牙占据了澳 门并建立了殖 民统治的近一百多年以来
,

澳门从来没有从中国人民心中分离出去
,

澳门人民也始终以祖国

为后盾
。

同时
,

在祖 国独立
、

解放
、

繁荣
、

富强的道路上
,

澳门

人民也尽了 自己的力量
。

澳门与祖国始终血脉相通
,

休戚与共
,

正

如 《七子之歌 》 所说
: “

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

你依然保管着我

内心的灵魂
。 ”

四

澳门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
,

澳门也因孙中山的业绩而增添光

辉
。

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走向世界的门户
,

踏人社会和进行革命活

动的重要舞台
,

而且
,

也是他的亲友长期居留的地方
。

孙 中山的

元配夫人卢慕贞是一位勤劳朴实的旧式农家女子
,

在与孙中山共

同生活的 2 0 多年里
,

由于孙中山奔走革命
,

迭遭清政府的通缉
、

绑架以及外 国政府的驱逐
,

她承受了清政府对于
“

叛逆者
”

家属

的种种迫害
,

亦曾不得不扶老携幼举家逃亡海外
,

直至辛亥革命

前定居澳门
。

1 9 15 年孙中山与卢夫人离婚后
,

对她仍十分关心
,

时

有书信及生活费用寄赴澳门
。

卢夫人于 50 年代在澳门病逝葬于孝

思坟场
。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

青年时代漂洋过海赴檀香山当佣工
,

后经营农牧场而致富
。

当兴中会成立时
,

他是最早加盟的会员
。

一

生倾家资支持孙 中山的事业
,

以致几近破产
。

辛亥革命前后举家

定居澳门至 1 9 1 5 年 2 月病逝
。

孙中山 1 9 1 3 年 6 月访 问澳门的另

外一个原因
,

是探望病重的长女孙姐
。

孙蜒 1 9 1 3 年春因病 自留学

的美国返澳门
,

至 6 月不治而逝世
。

她的妹妹孙婉一家则长居澳

门
。

他们大多亦终老于斯
,

并长眠在那里
。

在这种意义上
,

澳门

不舍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

澳门人民对孙中山怀着永恒的纪念和崇高的敬意
。

1 9 2 5 年 3

月 1 2 日
,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

澳门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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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 10 万人口 的澳门
,

逾 2 万人参加了追悼仪式
。

以后每逢孙

中山的诞辰和忌辰
,

都集会纪念
。

他的亲属的故居被布置为纪念

馆
,

陈列着孙中山的许多书信
、

照片
、

遗物
,

向人们介绍他的业

绩
。

他当年行医的镜湖医院
,

也建立了孙中山纪念堂
。

1 9 9 6 年
,

一

条新建的宽阔的孙逸仙大马路
,

从海边纵贯澳门幽仔岛… …如今
,

澳门孙中山市政公园里孙中山的铜像高高耸立
,

他似乎在向人们

倾诉他对澳门— 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
。

澳门人民永远怀念这位

为中国独立
、

民主
、

富强奋斗终生的伟人
,

并为他在澳门建树和

留下的业绩而 自豪
。

5 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