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渔 翁街远 望黑 沙环 马路及位于

莲花山 的望厦城堡
。

岳铭于 ����年仲夏出版的 《壕江

溯源 》 ，

内有作者所撰七律三首
。

其 《铜

马像二首 》之一首句便有
“
莲花 山

”
一

名
�

莲花 山 下 起仓 惶
，

骤 马悍 夷 气嚣

张
。

澳督有心扩地界
，

清兵无力保 家乡
。

村夫奋臂断首首
，

壮士从容赴法场
。

为

解敌军攻寨急
，

挺身就义一肩当
。

莲花山因座落望厦村
，

故又名望厦

山 �又因葡人于 ����年在此修筑炮台
，

并派肤色黝黑的来 自葡国在非洲殖 民

地的雇佣兵把守
，

故又名黑鬼山
。

�二�莲华峰

莲华峰即莲花 山之异名
。

华
，

读如

花
，

通花
。

此名见释纯谦之 《重游澳门普

济禅院与秉上人 》诗
。

释纯谦
，

字涉川
，

曾为广州海幢寺住持著有 《片云行草 》 。

秉上人即澳门普济祥院秉机存禅师
。

诗

云
�

数 载 曾经 望厦村
， ，

黄花晚 节喜 君

存
。

远钟声彻三 巴寺
，

番拍帆收十字门
。

万 里潮音来有信
，

一轮蟾影澹无痕
。

莲

华峰上披襟坐
，

共向清宵话故园
。

�三�莲叶峰

莲叶峰即莲花山之别称
，

因山上巨

石似莲叶而得名
。

此名见南海诗人黄呈

兰�����一����云谷诗草 》之 《澳门 》诗
�

莲叶峰 头抹 紫 霞
，
烟 开 篆镜 百 蛮

家
。

星占牛女仍分野
，

地尽东南尚有涯
。

海市远通 门十 字
，

蚕楼 高耸寺三 巴
。

怪

来异域乘潮至
，

争说 中原盛物华
。

�四�莲峰山

莲峰山是莲花山之别名
。

此名见广

东花县诗人黄秀松写于 ����年的 《冬

夜怀龙思鹤先生 》诗
�

莲峰 山 下 一 诗人
，

霭 霭 风光 九 十

春
。

梅鹤双清超绝代
，

魔高十丈存其真
。

首句原注
� “
公寓居莲峰山下

。 ”
诗

题 的
“
龙 思鹤 先 生

”
自号

“
双 清 白

斋
” ，

能诗
，

曾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参谋
、

广 东茂名县县 长
，

晚年 居澳

门
，

与夫人刘均 皆为基督教信徒
。

御秒斗雏

近代粤人要求

的历史回顾
彭建新

一
、

在清末中葡勘界事件时
，

粤人奔走呼

号
，

主张乘勘界之机收复澳门

����年
，

葡萄牙人进据澳门
。

但此后的明清政府还掌握

着对澳门的管辖权
。
����年因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

澳门总督阿玛勒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
。

����年 �� 月 �日
，

清

政府被迫与葡萄牙签订了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 。

条约承认了

葡萄牙
“
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

” ，

从此
，

葡萄牙对澳门实

行殖民管治有了法律依据
。

但在条约中
， “
中国虽承认其永居

于澳门及其附属地
，

并承认其有管理之权
。

惟关于澳门境界
，

未曾划明
” 。

①所以 ，

便发生了后来的界务之争
。

����年 �月
，

中葡双方决定派员 �中方代表为高而谦
，

葡方代表为马沙铎�在香港开展澳门界址谈判
。

广东各界人士

十分关注
。

广州的商人团体
“
粤商自治会

”
发电摄政王载沫和

外务部
，

要求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与葡国谈判
， “
稍一拘

情
，

全粤受害
，

势必誓死力争
。 ” �月 �� 日

，

广州爱国人士

集会
，

要求政府迅速派人勘定澳门围墙界址
。

�月 � 日
，

香山

县 �今中山市�士绅杨瑞初
、

陈赓虞等在北山集会
，

成立
“
香

山县勘界维持会
” ，

宗 旨是搜集界务证据
， “
以为政界之

助
” ，

以维护领土完整
。

会议选举前清举人杨应麟为会长
。

该

会成立后
，

即致电北京
，

电文中说
� “
中葡划界

，

葡欲无厌
，

稍任混越
，

全粤堪虞
，

请电粤督
、

外务部
，

坚持陆界
，
旧址尺

寸勿让
� 水界非葡所有

，

尤宜保守
。

张相督粤
，

力筹挽救
，

观



局危迫
，

仍乞鼎力保全
。 ” 。

② ����年 �月
，

粤

商自治会派人前往澳门
， “
切实调查

，

认真办理
，

不得稍有放弃
” 。

该会又散发传单
，

指出
� “
葡人

租我澳地
，
旧址具在

，

原无界之可分
，

此事关系主

权
，

所有证据
，

本会 已调查明确
，

以备随时指证
” ③

在香山县勘界维持会的推动下
，
�月间

，

广州

成立了
“
广东勘界维持总会

” ，

推举政学清为会

长
，

杨应麟
、

陈德驹为副会长
，

下设办事处
，

负责

具体组织工作
。

在香港
，

以商界杨瑞阶为代表
，

也

成立旅港勘界维持分会
。
�月底

，

广东勘界维持总

会召开会议
， “
预筹对待之策

” �
粤商 自治会也开

会议事
，

认为
“
勘界在即

，

此事关系密切
。

凡我国

民人人有责
，

均应通筹办法
，

合力坚持
” 。

④全国
各地也纷纷响应

。

北京
、

上海
、

梧州
、

厦门
、

长沙

等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表示支持
。

远在国外的华侨

也热烈来电
，

表示支持澳门划界的斗争
。

旧金山
、

檀香山
、

吕宋
、

曼谷等地华侨和国内各地人民团

体
，

在 �个月内
，

为维持会发来函电 ��� 件
，

并筹

集了一笔经费
。

中国人民的斗争
，

使澳葡坐立不

安
，

竟照会中国
，

要求查禁勘界维持会
。

中国政府

答复他们
� “
设立勘界维持会系为研究澳门历史

，

搜查勘界之证据
。

不涉他事
，

宗 旨正大
，

万无解散

之理
。 ”

但同时
，

当局也要求勘界维持会
“
倘有鼓

惑攻击举动
，

则为法所必禁
。

现当两国各派大员和

商界务之时
，

凡我绅商士庶
，

自应共明此意
，

静候

勘办
，

勿滋疑虑
。 ” ⑤

勘界维持会鉴于澳葡炫耀武力
，

咄咄通人的讹

诈态度
，

要求政府从速增派陆军和水师把守澳门附

近关 口
，

并从经济上封锁澳门
， “
制其死命

” 。

勘

界维持会也深知
，

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腐败的清

政府身上
，

而必须发动群众
，

有所准备
。
�月 ��

日
，

香山勘界维持会举行特别会议
。

在会上
，

唐星

枢献议
� “
为自卫计

，

莫如赶置军火
，

举办联乡团

防较为有济
” ，

以应付澳葡可能采取的突然袭击
。

此议得到与会者的赞成
。

随后决定由该会刊印劝办

联乡团防传单
，

分送各乡
，

推举杨学坡
、

杨佩三草

拟联乡团防章程
，

由李声桃
、

蔡朝枢分赴各乡联

络
。

⑥�月 �� 日
，

通过 《联办 �� 乡民团章程 》 ，

正式宣布成立群众 自己的组织一一民团
，

拿起武

器
，

随时准备打击敢于入侵的澳葡
。

� 月 �� 日
，

香山勘界维持会在惠爱医院集会
，

议定团防办法
，

决议由各乡赶速举办团防
，

以附城为总机关
， “
以

资联络
” 。

⑦
在中葡谈判澳门界务问题时

，

广东民众表示誓

死力争
。

�月
，

旅闽粤商
、

旅律粤人都分别致电广

东当局和澳门划界大使高而谦
，

恳请
“
认定澳门旧

界
，

除三巴
、

水坑二门外
，

尺寸不能轻让
” ，

要求

高而谦
“
按约坚持

” ，

表示
“
吾民愿舍身家性命以

为后劲
” 。

⑧�� 月
，

香 山勘界维持会致 电清政

府
，

指出
� “
澳界议案葡索五款

，

香山南境水陆尽

失
，
旧占不还

，

复增新占
，

居民愤恨
，

誓将力争
，

乞电粤督高使竣拒勿让
。 ”

香山恭都等乡民也致电

清政府
� “
澳界方案葡索五款

，

狡混侵越
，

恭都水

陆悉为囊括
，

民 已异常惊怖
” ，

要求
“
力为保

全
” 。

新会
、

新宁
、

恩平
、

开平四 邑绅商也致电北

京军机处
、

外务部
，

指出
“
中葡界务

，

全国视线听

集
，

四 邑密迩澳门
，

人心尤为注意
”
要求当道

“
务

恳认定主权
， ……力争寸土尺地

，

不能轻让
。

人心

团涣
，

悉系于此
。 ”

�� 月 �� 日
，

广东勘界维持总

会假西关文澜书院召开大会
，

绅商学界到会者约千

人
，

一致通过致外务部及各同乡京官
，

电文指出
�

“
此事关系全粤门户

，

万难割弃
。

现在全粤人心奋

激异常
，

若不迅速办结
，

恐生意外
。 ” ⑨�� 月 ��

日
，

该会再次在文澜书院集会
，

请求当局
“
将光绪

十三年之约作废
” 。

⑩也就是说 ，

这不仅仅是划界

的问题了
，

而是提出了要收回澳门主权
。

鉴于人民坚决反对妥协和要求维持澳门主权的

决心
，

在这种情况下
，

高而谦
“
以粤省民气之盛

，

万难迁就
” ，

眼见
“
澳门全岛

、

青洲
、

幽仔
、

路环

久被占据
，

在其掌握之中
，

恐无索回之望
” ，

遂有

意将划界事延宕
，

以免引起民愤
，

在 � 月 �� 日的

香港谈判时
，

没有在澳门勘界问题上屈膝让步
。

总

理衙门除将马沙铎的无理要求驳拒外
，

还提出将谈

判地点移至广州
，
以摆脱英葡的勾结控制

。

马沙铎

见计不得逞
，

遂于 � 月 �� 日不辞而别
，

拂袖而

去
，

划界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

����年 �� 月 � 日
，

葡萄牙发生了民主革命
，

创建共和
。

广东民众看到葡萄牙建立共和国制度
，

有利于解决澳门问题的形势
。

于是
，

勘界维持总会

即举行特别会议
，

决定向清政府请愿
，

要求废除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 ，

恢复中国对澳门行使主

权
，

并发动义捐
，

筹集经费
，

加强民团武装力量
，

准备
“
赌一战以收回澳门

” 。

但此举后来未能如

愿
。

�

二
、

���� “
五

·

二九
，，

惨案后
，

广

东民众要求政府
“
速行收回澳门

”

����年 �月
，

澳门发生了葡萄牙驻军打死打

伤大批中国工人
、

市民的
“
五

·

二九
”
惨案

。

⑩
惨案发生后

，

广东政府与葡澳进行了严重交



涉
。
�月 �� 日上午

，

广东省政府训令交涉署备文

亲往沙面向葡领提出严重抗议
，

指出
“
查葡兵侮辱

华妇
，
已属不合

。

葡警复妄将从旁劝阻华人逮捕
，

及将请愿华人前后两 日用枪轰击
，
以致毙伤者百余

人
。

以此违法逞凶
，

虐待侨民
，

既伤人道
，

复背公

理…… ” ⑩
�月 � 日

，

广东省政府派出水警二等巡舰广

亨
、

广贞两号及三等巡舰雷亨号
，

驶赴澳门
，

协同

镇慑
。

是 日
，

广州当局又向葡领提出三项条件
�

�一�澳门撤退非洲兵 � ⑩ �二�赔偿被杀华人损

失 � �三�澳门今后永禁烟赌
。

⑩
�月 � 日

，

澳门工会代表陈根生
、

梁工侠等专

程到广州
，

渴见大总统孙中山和广州中华民国政府

外交部长伍廷芳
，

请求派军舰到澳门援助澳门同

胞
，

打击澳葡的镇压行动
。

孙中山和伍廷芳当即表

示支持澳门人民的正义斗争
。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
，

早年在澳门从事医事活动
，

澳门也是他

最早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
。
���� 年

，

国民政府在

广州成立后
，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才少与澳门相连
，

因为国民党已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
。

但是孙中山在

思想上
，

为中国对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与政策
，

定

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方针
，

那就是不承认不平等条

约的效力
，

及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
，

也即不承认

葡萄牙对澳门有管理权
，

中国必须要在澳门恢复行

使主权
。

�月 �日
，

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为澳门葡兵惨杀

华工事向葡领提出最后警告
。

⑩�月 � 日
，

葡萄牙

领事电复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
，

称
�

“
澳门警察行动是内部事

，

中国无权干预 � 澳门并

无任意枪杀华人事
” ，

措辞横蛮无理
。

�月 �日上

午
，

广东省长伍廷芳在省署召开会议
，

各机关长官

均到列席
。

会议认为
，

葡领的答复公文
，

殊无理

由
。

我国应另筹对待
，

仍着广东交涉署向葡领提出

第二次抗议
，

词意更严重
。

会议结束后
，

交涉署即

备第二次抗议书
，

递交葡领署
。

限其 � 日答复
。 ⑩

�月 �� 日
，

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又 向葡萄牙

驻广州领事提出五项严正要求
�
�一� 由澳门当局

派代表会同葡领事向本政府道歉 � �二�澳门当局

将杀人军警严办 � �三 � 优恤死者家属及伤者药

费 � �四�非洲兵限 日撤离澳门 � �五�禁止澳门开

赌
。

⑩
应该说

，

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对
“
五

·

二九
”
惨

案与葡澳进行了认真的交涉
。

但相对于广东民众之

态度而言
，

政府的交涉就显得软弱无力
。

在 �月底

�月初
，

在省城广州几乎夭天都有关于抗议澳葡暴

行
、

要求收回澳门的大型活动
�

—�月 �� 日
，

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邀集广

东各界团体在东园召开紧急大会
，

共商澳门惨案对

策
。

到会者人山人海
。

林介人主持会议
。

大会提交

要求
“
政府速行收回澳门

”
等八项决议

� “
�一�

请愿政府速行收回澳门
，

即派北洋兵舰前往澳门保

护侨民 � �二� 由人民方面取 自动的态度
，

与葡人

断绝关系 � �三�不在澳门作工
、

不在葡人店中服

务 � �四�抵制葡货 � �五�知照前山下恭镇民团义

勇队
，

积极的设备 � �六�通电全国
，

布告葡人此

次之残虐行为
。

请协助进行
，

务达收回领土之 目

的 � �七�所有各乡镇运往澳门之蔬菜食物米粮
，

一律停止 � �八 � 银坑水商
，

即行停止澳 门供

给
。 ” ⑩议案表决后 ，

参加大会的各团体暨热心志

士捐赠临时办事费四五百元
，

并由公众推举驻会办

事员 �� 余名
，
办理执行决议的有关事务

，

并决定

�月 �日再次举行全体国民大会
。

—�月 � 日下午 �时
，

广州各界人士在第一

公园召开全体国民大会
。

到会者 �万余人
， “
几无

立足之地
” 。

会上各界人士慷慨陈词
，

痛斥澳葡罪

行
。

会议还推举徐宗汉
、

严同生
、

徐玉亨等为全体

国民代表
，

在会后前往总统府请愿
。

孙中山因要事

与各要人开会
，

派秘书长谢持接见各代表
。

各代表

离开总统府后
，

又赴省政府请求伍廷芳省长向葡领

严重交涉
。

伍廷芳闻报
，

亲 自出见
，

表示对于公民

之请求
，

慨然答允
。

⑩

—�月 � 日
，

广东省议会开会
，

出席议员 ��

人
。

议员马心动议
，

指出
“
葡兵枪杀华人案

，

顷同

葡领之答复
，

指华人有抢劫行为
，

抑知此次葡兵向

华人开枪
，

死伤共三四百人
。

昭昭在人耳 目
，

无可

狡卸
。

本席主张咨请省长再向葡领严重交涉
。

本会

愿为后盾
。 ”

马心的动议
，

得到与会议员的一致通

过
。

�

—�月 � 日
，

广州工会召开大会
，

一致决议

要求政府收回澳门
，

并劝国人与澳葡断绝往来
。

—�月 � 日
，

广东总工会暨所属各工团举行

请愿大游行
。

游行队伍在西瓜园 �今人民中路�集

合后
，
出盘福路

、

德宣路 �今东风西路�至总统府

请愿
，

再出吉祥路
、

广大路至外交部递交请愿书
，

然后出广仁路至省长公署请愿
。

—�月 � 日
，

广州千余市民集会声讨澳葡在

澳门杀害华人的罪行
。

海外华侨对澳门葡兵枪杀华人案
，

莫不义愤激

昂
。
�月 � 日

，

华侨联合会
、

粤侨商业联合会致电

广东省长
，

抗议澳门葡兵杀害澳门华人
。

海外侨胞



认为
“
距离政府最近之华侨

，

尚受葡兵残杀
。

苟非

请愿政府迅速据公法与之严重交涉
，

则后患无穷
。

我侨胞谋生海外者
，

更将不堪设想
。 ” ⑩

随着抗议运动的开展
，

收回澳门的呼声越来越

高
。

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强烈抗议
，

也使澳葡当局感

到不妙
。
�月 � 日

，

澳葡当局派人到广州会晤广州

工会负责人
，

称愿取消 ���。 年驱逐前同盟会澳门

分会会长谢英伯出境令
。

他们又找到了谢英伯
，

请

他去澳门当调停人
。

不过谢英伯拒绝了澳葡当局的

要求
。

此时
，

收回澳门似乎是箭在弦上
、

一触即

发
。

澳葡当局几乎走到了尽头了
。

就在此时
，

发生了一件连孙中山和澳葡政府都

意想不到 的事
�

在斗争 的最关键时刻
，
�月 ��

日
，

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

竟然炮轰孙中

山总统府
，

发动叛乱
，

把持了广东政府
。

从此
，
广

东政府与澳门殖民当局的外交交涉便完全停顿
。

收

回澳门之事
，

也就不了了之
。

三
、

抗战胜利后
，

粤人展开收复

澳门运动始末

����年 �月
，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

此

时
，

中国作为战胜国
，

跻身于世界
“
五强

”
之列

，

不仅收回了在甲午战争中被 日本割占的台湾
、

澎

湖
，

收回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强租的全部租

界以及广州湾等租借地
，

而且根据远东盟军的部

署
，

侵占香港的日军也应由中国军队受降
。

在这种

形势下
，

中国各界人士强烈要求立即收回香港和澳

门
，

由此又一次掀起了一场要求收回澳门的运动
。

抗战胜利后
，
国民政府在国内社会各界的巨大

压力下
， “
明确表示 要结束葡萄牙对澳 门的统

治
” 。

����年 �月
，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伤驻葡

公使
，

要求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澳门问题
，

表明了中

国政府收回澳门的意愿
。

�月 �日
，

英军与中国军

队在香港共同接受 日军投降
。

此时
，
以粤军为首的

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内部出现了企图藉机收回港澳的

意见
。

当时中国军队已开进香港新界北部
，

并有一

鼓作气南下直捣九龙的企图
。

第二方面军中的一些

国民党军官认为
�

一个师可以占领香港
，

一个营可

以占领澳门
。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 �月 �� 日的国防

最高会议上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
，
宣布中国

将经 由外交谈判途径
，

不趁受降之机采取单独行

动
，
以武力收回香港

。

第二方面军某些将领对蒋介

石这一表态深表不满
。

但蒋介石在讲话中只是说不

收回香港
，

并没有提到不收复澳门
，

而外交部更指

出了要考虑收回澳门
。

因此
，

第二方面军便把矛头

直指澳门
。

����年 �� 月
，

国民党六十四军一五九

师被派赴中山县受降
。

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中山驻军一五九师师长刘

绍武秉承正在广州接受 日军投降的第二方面军司令

官张发奎的旨意
，

策动了一次反对葡澳当局占据澳

门的运动
，

提出了收回澳门的口号
。

张惠长在各种

集会上
，

都谈到了收回澳门问题
。

他指出
� “
澳门

原本是中山县的地方
，

是中山县的一部分
，

现在抗

日战争已经胜利
，

全国国土都已光复
，

澳门也不能

再让帝国主义的葡萄牙继续占领下去
。

我们中国人

应该收复澳门
。 ”

中山县临时参议会和县商会等对

此均表示
“
热烈支持

” 。

⑩国民党当局还通过澳门
支部在澳门发动了一些集会

、

游行
，

表示不满葡萄

牙继续统治澳门
。

这些行动得到了澳门同胞的支

持
。

澳门被外人管治 ��� 多年
，

期间不乏受葡人凌

辱之事
。

所以
，

澳门同胞纷纷以集会
、

游行
、

演讲

的形式
，
反对葡萄牙的残暴统治

。

中山县各界人士

为了声援澳门同胞
，

组成各种代表团
、

请愿团进入

澳门
。

����年 � 月
，

第六十四军军部少将参谋陈

郁萍
、

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和一五九师四七七团团

长陈庆斌等到中山县前山附近
，

作关于
“
封锁澳

门
”
的实地侦察

。

澳门当局对此十分紧张
，

惟恐我国以武力收

回
，

便从东非洲调来了许多兵力
，

加强防御
，

对于

澳门华人
，

依然任意压迫
，

表示他们对澳门是决不

放弃的
。

然而色厉内茬
，

也无法掩饰得了他们内心

的恐慌
。

他们对于新闻检查严厉得异乎常情
。

凡是

有对澳门丝毫不利的消息
，

先要通过他们的检查
，

才许发售
。

因此
，

港粤报纸
，

常被没收
。

有一位西

人投函香港 《南华早报 》 说
� “
澳门政府为了你们

登载中国要收回澳门的消息而将贵报没收
，

但是我

们为什么又准许澳门报纸登载中国收回香港的消息

呢�
” 。

除了加强新闻检查
、

封锁外
，

澳门政府还

派出大批密探到中山
、

广州打听消息
。

还闹了一个

大笑话
�

中国洪门民治党 �简称民治党�领袖赵显

为了在澳门成立民治党支部
，

带了一批随员到澳门

视察
，
岂知下船后

，

葡探早 已把他监视
。

当他准备

在中央饭店接受当地党员盛大招待时
，

忽然葡警局

请他去谈话
。

到了警局后
，

局长即令他即 日出境
。

赵显以一党领袖的要人身份
，

如何能忍受此等侮

辱
。

遂拿出外交部护照来力争
。

但葡警毫不理会
，

将他押解出境
。

后来赵显到广州
、

香港
，

招待记

者
，

报告受辱经过甚详
。

实际上
，

葡萄牙人驱逐他

的动机
，

却是据称赵显来澳门与中国收 回澳门有

关
。

葡萄牙人的色厉内茬
，

这又是一个明证
。



由于我国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 日高
，

澳门政府

手足无措
，

遂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
，

实行了一系列防

范措施
�
�一�封锁前山一带内地与澳门相交的边界

，

并借机将关闸向北推移 �� 丈
，

在闸门之外设立岗哨

把守八二�限制内地居民进入澳门
��三�严厉取缔澳

门居民反对葡萄牙统治的一切集会与宣传
。

澳葡的倒行逆施
，

更激起广东民众的激愤
。

国民

党广东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
，
鉴于澳门有 日本人匿

居的情况
，

所以中国军队保留有入澳门搜捕 日本战

犯的行动 自由
，

还要求澳葡当局立即将 日本战犯引

渡到 内地
。

� 月底
，

广东方面再次宣布要
“
收复澳

门
” ，

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秉承张发奎的意旨
，

下令

第四七七团团长陈庆斌率领四七七团和师属炮兵连

自石岐进驻前山
、

翠微一带
，

对澳门进行严密的武装

封锁
，

切断内地对澳门的粮食供应
。

当时具体执行对

澳门实施武装封锁的除了一五九师四七七团和师属

炮兵一个连外
，

还有中山县的保安警察大队
。

陈庆斌

对四七七团作了这样的配置
�

以 �个步兵连分驻湾

仔
、

平岚和香洲
，
以两个步兵排分驻南屏和古鹤

，

以

炮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驻拱北
，

团部主力部队分驻

在翠微和前山
。

唐家湾一带则 由中山县长张惠长事

先派了一个保安警察大队扼守
。

四七七团开抵上述

驻地后
，

立即扬言
� “
准备要收复澳门

，

故先行对澳门

封锁
，

所有人 口和物资一律严禁进入澳门
。 ”
随即派

出检查岗哨分在水陆两路盘查
，

从湾仔过海到澳门

的客艇
，

湾仔
、

南屏
、

前山
、

香洲一带沿海的船只�包

括渔船�
，

完全禁止开行
，

使中山与澳门两地的交通

完全断绝
。

在封锁布置完成的第二天
，

张惠长和刘绍

武一同到翠微
、

前山和拱北关闸附近巡视
“
封锁澳

门
”
的情形

。

张惠长还对一些被阻在拱北想到澳门去

的人说
�“
等收回澳门以后再去吧

，

现在忙什么�
”
实

施封锁后
，
国民党部队接连在湾仔

、

前山等地进行夜

间实弹演习
，

同时以两艘小登陆艇架上轻重机枪
，

驶

到澳门南边海面游弋
，

并不时在夜间向着澳门侧面

实弹射击
。

在拱北
、

前山等处
，

四七七团炮兵连和迫

击炮连又分别实施超越澳门上空的炮火夜间射击
，

使澳门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
，

造成澳门人心惶惶
，

市面混乱
，

大米
、

猪肉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猛

涨
，

布匹等工业品的价格狂跌
。

不少中国居民急忙从

澳门迁返内地避难
，

逃入澳门的汉奸闻风仓皇转逃

香港
、

欧洲和南洋等地
，

致使澳门人 口急剧下降
。

当时
，

葡澳当局的海上
、

陆上军事力量都相当薄

弱
�

军警不足 ����人
，

海上仅有 �艘几百吨的小炮

舰
。

葡澳当局 自知难以与中国军队抗衡
。

迫不得 已
，

只好向重新占领香港的港英当局求援
，

要求英人派

遣军队协助防守澳门
，

并通过英国政府向国民党广

东政府求情
，

他们向广东当局承诺保证驱逐所有在

澳门的 日本人
，

交广东政府处理
�
引渡汉奸战犯

，

查

封
‘

其在澳门的财产 �中国军民可以自由进出澳门
，
不

受任何限制 �设立广州行营驻澳联络专员和肃奸专

员办理引渡案件 �允许中国一切党团�主要指国民党

澳门支部�在澳门公开活动 �澳门华人有集会
、

游行

的绝对自由
，

等等
。

同时
，

派人向中国方面道歉
。

它们

的新任广州领事甚至在广州记者执行会上公开这样

表示
�“
澳门交还中国极有可能

，

为求中国领土之完

整
，

本人极愿对此作各种努力
。 ”
由于南京最高当局

在考虑
“
港澳一体

”
及衡量大局之下

，

认为此时不方

便马上收回澳门
。

广州行营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
，

于

��月下旬撤销了对澳门边境的武装封锁
。

对澳门的武装封锁虽然解除了
，

但广东民众要

求
“
收复澳门

”
的呼声却无法平息

，

澳门问题成为
“
各

方注意中心
” 。

解除武装封锁后
，

刘绍武等人于 ����

年 �月 � 日率武装警卫连开进澳门示威
，

澳门同胞

近万人涌向边境热烈欢迎
。

刘绍武在澳门各界招待

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

强调了中国应迅速收

回澳门的意愿
，

称
�“
中国领土必须完整

，

澳门应迅速

收回
，

才可符合同胞之愿望
。 ”
�����年 �月 �� 日

，

广东省参议会通过了有关收回澳门的决议
。

广东省

参议会及各社团还组织了一个
“
广东民众收回澳门

活动促进会
” ，
以便

“
研究具体方案

，

采取实际行动
” 。

毗邻澳门的中山县
，

成立了中山民众收回澳门运动

委员会
，

由魏规明任委员会主席
。
�月

， “
广东民众收

回澳门活动促进会
”
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

，

有效票达

�������张
，
���的票数都赞成以武力收复澳门

。

可

见收回澳门
，

已是南粤民众一致的呼声了
。

抗战胜利后
，

广东民众收回澳门运动声势浩大
，

民间的呼声甚高
，

官方甚至出动了武装
，

但最终还是

不能收复澳门
。

原因主要是
�

一
、

蒋介石出于
“
港澳一

体
”
的考虑

，
既然不收回香港

，

澳门也就暂时维持现

状
，

不再考虑收回
�二

、

国民党政府当时把主要力量

放在内战上
，

放在对付共产党上
。

它担心
�

如果此时

收复澳门
，

不仅会分散其 日渐弱小的力量
，

而且极有

可能会因收复澳门而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三
、

从澳门

居民方面来看
，

虽然曾出现过近万名居民涌到边境

迎接刘绍武的盛况
， “
但大多数澳门华人对国府收回

澳门是非常冷漠的甚至抱有怀疑的
，

只不过在民族

大义压力下
，

不敢提出反调而 已
。 ”
事实上

，

澳门华人

不会真的希望国民党军立刻收复澳门
。

因为他们内

心很清楚
，

比起国民党官员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的
“
劫收

” ，

澳葡当局的贪污枉法
，

最多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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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澳 门史 的 一部难得 的好书

�� 亡七 夕节 ，， 三它雪从
�� 二�二

一

�二� 六二� 声三已
�

��

罗兰桂

吴志 良博士 《生存之道
�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

政治发展 》 一书终于面世了
，

这是近十多年来
，

中国学界研究澳门历史一部难得的好书
。

澳门
，

由于其特殊发展历程和特殊的位置
，

从 �� 世纪始
，

就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

特别

是西方学者
，

由于运用西方文字材料的便利
，

成

果斐然
。

如徐萨斯 ��
������� �� ������

、

白乐

嘉 ��
�

�
�

������
、

文 德 泉 ��
�

���������
、

潘 日明

��
�

�
�

������等等
，

充分利用挖掘历代遗留下来

的各种珍贵资料
，

阐述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
，

颇受

学界注意
。

但始终使人感到有些不足
�

那就是中文

资料运用的匾乏
，

即使是博克零 ��
�

�
�

����
��这样

的澳门史大师也是一样
。

西
、

中两种文字所带来的

隔膜与分歧使 ���� 余年的澳门史研究留下一道始终

难以逾越的鸿沟
。

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澳门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

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影响中国学者对澳门的研究
，

��

年代以前
，

中国也在澳门史研究取得 了一些令人瞩

目的成果
�

如方豪
、

张维华
、

张天泽
、

周景赚
、

戴

裔煊
、

金汉升
、

林子升
、

霍启昌等
，

但与西方学者

研究成果相 比
，

无论是数量和规模
，

应是存在相当

差距
。

�� 年代后
，

我国的澳门史研究进程加快
。

“
小奸小恶

”
而 已

。 “
总之

，

当时收回澳门的实际情

况是
‘

外热内冷
， ，

外面的人士比澳门本身的民众

来得热心得多
” 。

⑩蒋介石等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
全面内战

，

很快就耗尽了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统治

的资本
，

他自己也于 ����年以后败亡孤岛台湾
，

偏安一隅了
。

这样
，

彻底解决澳门间题
，

彻底洗刷

��。 多年的民族耻辱
，

这一神圣使命就历史地落在

如日东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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