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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理工学院是澳门首家通过国际高等教育权威学术

评鉴机构一一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 (OAA )国际认可评

鉴的公立高等学府。 学院以"普专兼擅，中西融通"为校

训，秉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院方针，坚持"扎根澳

门，背靠祖国 ， 面向世界，争创 一流"的治校理念，创立

"教学标准国际化、科研工作规范化、校园设施电子化、

行政工作法治化"的治校模式，始终贯彻多学科与应用型

为主的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和完善教研系统，以服务澳门

经济社会发展为努力方向 。 学院下设的语言暨翻译高等学

校、管理科学高等学校、体育暨运动高等学校、艺术高等

学校和高等卫生学校等六个教学单位 ， 是培养社会所需应

用学科和行业技术实用性人才的重要基地。 而因应澳门经

济社会发展特点所设的博乡教学暨研究中心、理工 · 贝尔

英语中心、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 "一国两制"研究

中心、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和中西文化研究所，则

主要开展相关短期培训和专项研究工作，为澳门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必要的研究和及时的服务。 其中中西文化研究所

是体现澳门理工学院"小而美、小而精"特色、坚持"教

研并重"，专门从事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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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相关文化推广工作的学术单位，在澳门内外其一定

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

2001年成立的中西文化研究所，虽然时间不长，但凭

借澳门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和人文传统优势，专门开展中

西历史与文化交流研究。 配合学院教研需要，研究所不仅

承担了学院部分通识课程的技课任务，而且将中西文化交

流史、澳门历史与社会、口述历史、文化遗产及中国地方

志确定为五大研究方向，并通过教学、专题研究、口述历

史、史料整理、出版书刊、学术会议、专题讲座等方式，

致力于澳门历史文化的整理、普及与推广工作，主动为政

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提供学术咨询 。 2015年，中西文化研究

所经过调整充实，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方面立足澳门

本土，围绕澳门历史与社会问题，发挥研究所人员的专业

优势，展开深入研究，逐渐建立自身"澳门本土"的研究

特色;另 一方面，坚守大学使命和社会责任，将理论研究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努力为澳门发展文化创意事业、实现

产业多元化和建设旅游休闲中心服务，既开阔了研究视野

和领域，突出了研究所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特点和

优势，强化了研究的功能与作用，又赋予研究所新的生机

和活力，使路子越走越宽，前景美好，大有发展前途。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国家、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相继举办各

种隆重的纪念活动。 澳门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虽处在"孤岛"的恶劣环境，困难重重，危机四

伏，但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澳门全体同胞决

然挺身而出，投入波澜壮阔的抗战救亡运动中。 很多澳门

优秀儿女直接参与了祖国的抗战洪流，抛头颅洒热血，献

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澳门社会，各界同胞以满腔爱国热

忱，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冲破重重限制与封锁包围，以认

购抗战救国公债、捐输抗战急需物资、募捐现金、组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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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救亡的活动与宣传。 澳门人为祖国抗战提供了力所能及

的支持和帮助，谱写了澳门抗战救亡的壮丽篇章。

然而由于史料不足和客观条件限制，在澳门史研究

中，有关澳门抗战救亡史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诸多历史

真相遭没无闻，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利于

对澳门历史发展的全面认识和研究，也不利于爱国爱澳的

教育与宣传。 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整理和出版抗战时期的

澳门历史资料，保存先辈抗战的光辉事迹，弘扬澳门人爱

国爱澳的光荣传统，中西文化研究所从2014年起开展"澳

门与抗日战争"系列学术研究 。 这些研究包括史料整理、

口述访谈、图像分析、专题研究、学术会议和主题展览

等 ， 特别关注学术界过往忽略的口述访谈和影像，构成相

对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注意不同形式史料的互证，全面

推进澳门抗日战争的研究。

本人40年来一直从事葡萄牙语和澳门历史文化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 2001年倡导创立中西文化研究所，并一度

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深谙本所的研究优势与特色，也深

知本所承担的研究工作对于澳门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意义。 现在喜见"澳门与抗日战争"系列学术研究陆续

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汇编成 《抗战研究丛书~ ，成熟

一种，出版一种。 根据研究规划，本丛书以"抗战"为主

题，内容以"澳门与抗战"为主，但又不限于澳门，分册

包括 : 档案汇编、报刊说料选辑、口述历史、历史图志、

专题史论等，形式多样，内容厚实。 透过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澳门在70多年前的中国抗战救亡运动

中，绝不是置身于祖国灾难与抗争之外的世外桃源，而是

始终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澳门人在祖国南睡边土，尽

自己最大能力、一切可能地守卫着祖国 ， 为她流血牺牲、

为她奉献人力财力、为她庇护陷入绝境的难民。 特殊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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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俨背景，使澳门真实经历了"朱门酒肉臭 ， 路有冻死骨"

的悲壮，留下了不一样的战争记忆。 澳门自身的社会赈济

和支持祖国抗战的爱国活动，涌现了一个个感人的澳门抗

战故事，谱写了中国人不一样的抗战历史，在中国抗战史

中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意义。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谨以本丛书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惨烈牺牲的千千万万抗

战英烈和无辜平民，中华民族将铭记那段山河破碎、艰苦卓

绝的抗战历史，面向未来，追求永远的和平。

是为序。

李向玉

2015年7月 28 日于澳门理工学院汇智楼

(李向玉先生是澳门理工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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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了全面侵华战争，位于南国海隅的澳门 ， 以奉行 " 中立"

而成为东南亚以及华南地区唯一未受战火蹂躏的城市。 随

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范围，中华民族面临若更加严埃的生

存危机，澳门同胞虽然生活在中立的安全地带，免遭战火

的侵袭 ， 但是在1938年至1941年12月 ， 华南广大地区、香

港及邻近地区相继陷落之后 ， 遭受战乱而逃至澳门的难民

接踵不断，在国内外华人侨胞掀起的抗战救国热潮的感召

下 ， 澳门同胞的民族自觉意识大为提高 ， 自愿组织起来援

助中国内地抗战，成为当时澳门同胞的共同心愿。 然而由

于澳门政府执行中立政策，其目的是想在交战国以及周边

多种政治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和生存空间 ， 所以澳门政府面

对日益高涨的抗战救亡运动 ， 以及澳门同胞强烈的民族救

亡热情 ， 一方面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加以限制，甚至刁难压

制，以讨好日军 ; 另一方面 ， 又对人道主义方式的救助活

动采取容忍的态度 ， 而这吁中特殊的政治生态 ， 给澳门社团
及民间组织以超人的政治智慧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社会

救亡运动 ， 提供了空间和活动舞台 ， 小小澳门很快在残酷

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充当了中国抗战救亡的重要角

色 ， 并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特殊而积极的作用 。

首先 ， 澳门闰胞积极投身抗战救亡的历史潮流中 ， 以

募捐义卖筹款献金等人道主义方式援助祖国内地的抗战救

亡运动 。 澳门各界救灾会以及原有的华人代表性社团或慈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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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组织，如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等充当

了倡议与组织实施的角色，同时还成立了各种救亡组织。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行动，采取献金运动、捐献运

动、工友捐薪运动、学生"一仙运动"、各种游艺会、体
育比赛、义演、义卖、义展、义舞、人力车义拉、擦皮鞋

者义擦等方式筹款，从1937年到 ld40年3年多的时间里 ，
开展大小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100多次，募集大量财物以捐

输支持内地抗战救亡运动 。 如各界救灾会组织"七七卖花

队"筹款;中华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出售"胜利灯" u复

兴灯"和"统一灯"筹款，并为前方抗战将士购买棉衣。

1937年11月中央侨务委员会特致函澳门各界救灾会予以表

彰嘉许 ， 称赞他们"同仇敌'1气 ， 踊跃捐输，致足嘉佩"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题匾对澳门同胞援助抗战救亡的1热

情和慷慨捐输的爱国情怀予以表彰 ， 并特派国府参议蒋国

光亲自将匾额送交中华总商会保存 除捐输筹款外，澳门

各救亡赈难团体还动员澳门各界踊跃购买各种救国公债 3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 ， 国民政府为募集军费特发行5亿元

救国公债 ， 分配到各省市推销 。 澳门购买第一期公债33万

多元，第二期购买了 14万元，并于当年10月专门成立救国

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号召澳门同胞"购债救国 ， 抗

战到底"，其公函信封上印有"救国自救，胜利属己。

购债愈多，国防愈伟 。 同心制敌，何敌不靡。 劝君购债 ，

一洗前耻。 爱国者，必须购买救国公债 ! 要抗战胜利者 ，

必须购买国债 ! ..澳门各界群起响应，积极购买国债。 如

中央舞场的舞女"义舞"筹款，将当晚收入全部用于购买

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 。 不仅如此，澳门各界还根

据国内前方将士的急需，组织实物募集。 如1938年2月 ， 以

广西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司令长官李宗仁 ， 致电

香港请求捐助军需物资 ， 后香港广西银行将李的电文转致

澳门总商会主席徐伟卿。 澳门各界纷纷响应，妇女慰劳会

率先捐送1500件棉衣及药物千余畴，其他人则捐献雨衣、

胶鞋和现金，以支援前方抗战。 4月 ， 应广东国防公债总会

的要求 ， 澳门正式成立分会 ， 其主旨是筹款购买飞机 ， 保
卫大广东，为扩大筹款范围，并在广东各地成立了 16个分

会。 澳门的抗战救亡活动因此获得国民政府的肯定 ， 4 月

底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致电澳门中华总商会



转'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及澳门各界救灾会，对澳

门民间团体对抗战的援助予以感谢和勉励。

其次，澳门是中国华南地区宣传抗战救亡的重要舞台

和窗口 。 中共澳门地下党、国民政府港澳支部、四界①救
灾会、中华教育会等团体，其成员以青年为主体，其领导

人来自文化教育界，或是具有丰富的宣传实践与鼓动才能

的有识之士，且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影响力与号召力 。 他们

团结联合在一起，以学校和各种民间社团为依托，成为澳

门抗战救亡的先锋和主力 。 1937年8月，以廖锦涛、陈少陵

等为首组织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 (简称"旅澳

服务团" ) 0 8月 12 日，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其成员基本

上包括了澳门新闻界、教育、美术等各方面的青年爱国人

士，具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一时间成为全澳最为活跃

的救亡宣传团体。 抗战救亡期间，澳门的中小学校也是抗

日宣传的摇篮和重要基地，如1932年旅日青年鲍雁波(鲍

华)、黄新英先后被日方递解出境，回澳联同鲍梦光、

杨振声、杨雪溪创办漳江小学，黄仁辅为首任校长，以培

育爱国人才为宗旨，同时成为抗战活动的基地，该校教师

思想进步，是旗帜鲜明的爱国学校。 为宣传抗战，鲍雁波

组织绿光剧社、歌咏团，除在澳门公演外，假日组织师生

下乡，以唤醒国人认识局势，宣传抗战救亡的道理。 1937

年暑假，培正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暴风剧社暑期流动宣

传团"和"培正中学暑期流动演出宣传队"，冒着生命危

险分别到广东的乡村演出和宣传抗战救亡的道理。 1938年

11月避难到澳门的廖平子，担任汉文小学教习，同时创办

手书杂志《淹留~ ，以诗、画抒发爱国情怀，声讨日军罪

行，歌颂抗日英雄 ， 激发澳门同胞团结一致，奋起救国图

存。 蔡元培称廖氏为"南国 一诗人"，赞《淹留》为"抗
战史诗" 。 抗战避难到澳门的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

创作的《扑火灯娥~ <白来送死图~ <难童~ <白骨犹深
·国难悲》等以抗战救亡为题材的作品，渗透着画家对国家

危亡、民众困苦的深深悲哀，其意在唤起世人的民族救亡

激情，这些画作在澳门展出后对抗战救亡宣传产生了积极

作用 。 其弟子关山月在澳门避难期间创作的《 三灶岛之所

①"四界"指"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曲界" ，以下同， 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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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渔民之劫~ <从城市撤退~ (游击队之家> <中山
难民~ <流血逃亡记》与《三个侵略者》等众多以抗战为

题材的"新国画 " ，不仅真实地描绘了劳苦大众在日军铁

蹄践踏下的非人生活，有力地控诉了日军的野蛮行径，而

且在澳门和香港等地展出后，产生了极大反响，激起了港
澳同胞的抗战热忱。 飞

再次，澳门同胞积极声援全国和直接参与广东地区的

抗战救亡运动，涌现出了许多抗战英烈。 在澳门本土声援

抗战的活动是以救亡赈难的形式展开的，同时又有许多澳

门同胞的直接回国参战，投身抗日救国的潮流中，如身怀
大刀绝技的澳门柿山结义堂开山祖师李福伍，任国民革命

军第十九路军大刀队教头，在上海前线杀敌，名震四方。

人民音乐家洗星海，抗战期间创作了 《救国军歌 ) (保卫

卢沟桥> (黄河大合唱> (延安与八路军》等作品，用音

乐为抗战呐喊。 飞机机械师吴势任中央航空委员会运输大

队机械长 。 澳门青年学生蔡志昌、林耀直接驾驶飞机与日

军激战，血洒长空 。 澳门青年李寿南、柳志彬、何少初、

"驼峰天使"黄欢笑等人在云南抗战前线，或为航空地

勤，或穿梭于滇缅公路战时运输，或为机场服务，或为美

军飞虎队护士，都为抗战救亡做出贡献。 而很多澳门青年

或学校教师及学生直接投入广东的抗战救亡宣传和战斗，

如澳门四界救灾会组织的"回国服务团"，分批到内地参

加战地服务或投入战斗，不少人英勇献身，如廖锦涛、杨

维学、梁捷、侯杰光、郑诚之、陈衡碟和陈寿彭父子等 。

漳江中学总务主任欧梦觉、体育老师郑少康，纪念中学的

李成俊(即李嘉)等一大批师生前往五桂山、凤凰山游击

区抗战救亡第一线。 镜湖护校师生在校长柯麟的影响、教

育和组织下，成立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柯麟校长亲自为

学生讲授战地救伤知识，以便爱国青年奔赴战区服务 ， 同

时还秘密为游击区输送医护人员 。 而参加澳门抗战救亡运

动的师生甚为众多，四界救灾会十一名理事中，教育界有

李哲夫(即李挂森)、张铁柔(即张钊、张阳)和张志成

三位。 除了顾问梁彦明之外，陈公善、陆望明、龙帆者、

周彼真都参与了组织工作。 中葡官校教师崔瑞琛也是抗战

的中坚分子。



最后，澳门是抗战救亡期间的战争避难所，也是广

东当局学校的疏散地之一，更是连接广州、香港与抗战

根据地及内地的中转枢纽。 抗战爆发后，葡萄牙当局为

保护其在澳门的利益宣布中立，因此澳门与香港一样成

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战争避难所 。 1938年 10月广州沦陷、

1941年 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澳门成为华南唯一"孤

岛" 0 1942年澳门总督戴思乐通过电台公开宣布凡欲避难

澳门者，都将受到保护。 他说， "按照 1938年9月 17 日第

579号立法例之引端已明确表示，凡为政府与人民之职责

必须以公益为依归，故凡因战事影响避乱来澳而托庇于葡

国国旗之下者，莫不竭力以保护之" 。 难民如潮水般涌入

澳门，他们之中既有从上海来澳门避难的，也有香港的葡

侨和英美籍难民，又有华南各地的难民教友以及中山、四

邑等地的难民 。 到 1939年， 澳门的人口由战前的 15万人增

至 24万多人，到 1941年底增至45万多人。 为救济众多难

民， 1938年澳门政府成立中葡官民合组的救济难民兼管理

粮食委员会，将战前由民间社团内部救济与政府个别救济

并行的救济制度，发展为与民间救亡赈难社团分工合作的

救济模式，如青洲难民营最初由政府和同善堂合办，后来

在政府的建议下改由澳侨赈饥会接办。 由于经费困难，该

收容所又转交政府办理。 澳门政府还先后在路环、台山建

立两家难民收容所，都是采取与社团合作的方式管理。 政

府通过开征慈善税增加救济收入，通过政府专事慈善救济

的机构一一慈善委员会与物品统制会向民间社团拨付救济

款项，由民间社团与慈善团体具体组织施救。 如同善堂施

派难童餐、镜湖医院的难童收容与留医、澳门中华妇女慰

问会经办的新口岸贫民粥场与望厦粥场、天主教救济合在

东区长亭与西区妈阁设立的两个贫民饭场、难民回乡运动

等均得到政府的拨款或资峙。 救助难民的"以工代赈"也

是通过民间工商慈善团体组织实施的 。 由于广东当局将澳

门作为学校的疏散地之一，故从1937年开始，陆续有总理

故乡纪念中学、岭南中学、执信中学、中德中学、培英中

学、协和女子中学、洁芳女子中学、培正中学等学校迁至

澳门办学，到 1939年澳门共有中学和中专学校36所、学生3

万多人，小学140所、学生约4万人。 此外，在抗战期间澳

门被称为"革命者的走廊"，内地的一些游击队伤病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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