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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在中雷政府即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际，志良的博士论文

〈澳门政治发展史〉公开出握了。这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澳

门。

自从 1557 年葡萄牙人东来据居澳门以后，澳门历史经过一个

奇特的发展过程。本书作者有一段慨捂住的说明 t

其奇特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单在中国历史上强一无

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在没有任何协议的靖形

下，蕾萄牙人如何神话般地在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的?明清政府为何让他们‘筑室建

域，雄踞海碎若一昌'吉治长达 300 多年，直到 1887 年才

签订〈中菁和好通商条约}，帮步确定澳门的政治法律地

位?中蕾商国不同时期对澳门这个特殊地 Z 的政治、经

济、文化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同?澳门在中西交通史和

中葡关系史上作用如何，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赞演着什么

角色?中藉琵族怎样克服患想文化差异雨和平共处分

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漠门又怎样面对外来压力和威胁，

自强不息，墨渡难关，在 400 多年的历史长诗中摇摆漂

流，避免提浅触礁南到达今天，并发展成为一个生扭勃勃

的现代化城市?这些一直是史学界极感兴趣前题目。

长期斟来，学术界关于澳门历史研究的成果不少。本书作者

介绍了澳汀历史研究的状况，并列举了 1751 年以来公开出版的

40 余种中外学者的主要著作，其中不乏资科丰富、诠述客观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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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值是，也正如本书作者新说..时至今 S ，仍缺乏一部获中蕾双

方和澳门居民基本认同旦在学术界具起码共识的〈澳门历史)"。

显然，作者撰写这本著作的意图在于填补这个空白。

作者说: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应屠政治发展理论对漠门作一番考察"。政治发展理论的主

要内容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有所交代。他说"综合政治发展理论

的各家之说，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

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

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

.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震过程构成一种连续

现象"。根据这一理论，作者认为"自葡萄牙人据居后，明清政府

一直担澳门视为另类‘蕃坊'，居澳葡人依自身的风俗习惯和法律

建立自洽组提来管理内部事务。至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更挂有殖民

营治，所以，澳门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于中国有强大的

依附性，却是中国领土内的一个政治行政异体，构成独特的‘政治

系统'或‘政浩子系统'。考察澳门政治发展，亦即研究澳门政治系

统的变迁过程及其内外部诸因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其赖以持续生

存的自我调节能力"。作者还讨论澳门政治系统变迁的动力。他

说"上层的动力主要或基本上全部亲自中国和葡萄牙"。他还说:

"纵观澳门历史，也未曾发生过彻底的革命，整体政治发展是一个

为适壶形势变化商和缓改革的过程"。以上就是作者对澳门政治

发展的基本看法，也是撰写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按照这个思想，

作者将澳门的政治发展细分为七个阶段。全书分五章，论述了这

七个阶段的历史和展望。

本书作者不仅蔬理澳门政治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陈络，勾

勒出摸门生存之道的基本轮廓，而且从这些研究中提出一个令人

感兴趣的观点产从学术意义上，摸门的历史演进也有力地证明亨

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难令人信服。"作者写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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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支配世界，并非西为其思想、

恰值和宗教的先越性，再是由于他们有组织暴力的优势。

.，.…葡萄牙虽为西方的一分子，但它缺乏武力优势，从奇

不得不与中华文胡平等梧处，葡萄牙在澳门的管理及其

文化影响的存度，完全取决于中臣的态度。更发人深省

的是，当中自较为富强之后，十分宽容地从政治和法律上

肯定承认了蔷萄牙人在澳门建立的制度，并允诺 50 年不

变。这点再次有力地证晓，不司文晓和制度是可以共存

的，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

棒要谈判雨妥善解决的。

3 

亨廷顿是政治学界的一位权威学者，他的学说在国际上有广

泛的影响。志良以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向他的学说提出质疑，是

很有学术货值的。从处理蜀际关系的角度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这本著作对〈澳门特荆行政区基本法〉作了分析。作者说:

"{基本法〉设计的政制模式，是现代民主政制中总统制和半总统制

的混合体，仔政、立法、司法三权基本上分布立之，但行政长官的地

位显得特别突出和超然，有点{/tt总统制中的总统。""行政长官高度

集中权力的特点，与自前的总督很相侣。他的之阔的模本性差JJtl

是，总督由葡萄牙总统委派，仅向总统负责，而仔政长官员自在当地

推选产生，包含了民主成分，故商要对特期行政区负责。但从形式

上，行政长官又出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同时对中央人民政府

负责。这正是主权和治权合一的必然结果，也意味着澳门政制的

进→步民主化。"

作者还对 1999 年后的澳门局势作出了令人鼓舞的展望"根

据〈基本法〉建立一个良好、高效旦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就必须致力

排除令人纷乱的干扰因素，创造有利的条件，维持和发展一个更多

元、开放、公平的社会环境，大力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加速培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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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治行政精英，建立量才用人的良好机制，逐渐提高市民的公民

意识和政治参与，并令其参与制度化。有了良好、高效和强有力的

政治制度，又可便进社会政治发展和现代化，令更多的居民产生历

史使命惑，从商勇于承担、乐于贡献，接受时代的挑战，不断努力进

束，共同将澳门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特色、人人安居乐鱼的城市，将

澳门特别行政区建设得更如繁荣富强，全面实现‘一国两制'、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的远大目标。"

本书在民的资料十分丰富，这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在写作过

程中，作者不仅参考了大量有关澳门历史的中、穰、英文字的专著

和论文，而且查阅并利用了大量中文和葡文档案资料。收藏这些

档案的单位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外交部"档案资料库、

葡萄牙国家历史档案馆、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海外历史档案馆

以及里斯本地理学会图书馆等。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增强了这

部著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多年来，我和志良在离京大学历史研究房切磋诠学，深知他在

理论、文史社会科学知识及文字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又勤于思

考、刻苦攻读。看到他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写出一篇内容丰富，极

有缸晃的搏士论文，我是非常高兴的。当这篇博士论文公开出版

之际，我冒昧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并希望志良有更多的好著作向

世。

茅家琦

1997 年 8 Jl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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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澳门政治发展史}，是作者在南京大学攻

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论文。早几年，就已从作者本人那里，

知道他正在认真刻苦地攫集有关资料，精心撰写这一著作。在诠

文进行答弹之前，我已仔细读过，并应作者的导师茅家琦教授之

约，写了评审意见。据我所知，所有评审者都给予这篇博士诠文以

很高评价，但是，作者钙不满足。在论文答辩通过以后，他精益求

精，又一次对论文作了修改和补充。这一次，我来凄门参加自摸门

基金会、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中匮社会科学季刊(香港》联合主

办的"中国发展与生态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蒙吴志良先生赠送

他的诠文修订稿。我很有兴味地又重读一遍，深为作者的努力和

见识所感动。

随着澳门西归祖国的 E子日渐暗近"一国两制"在澳门将像

在香港一样或为生活的现实，澳门的历史与现状，引起了自内外学

术界和许多民众的广泛关注。如本书所费"参考书目"既示，仅近

十多年来出版的有关模门历史的专门著作和资料集，中文般的就

有近二十种，葡文版的有近三十种，英文版的有五六种。自从葡萄

牙人进入澳门以来，已经将近四个半世纪了，还从来没有像现今这

样，在短短一器时间中就用不同文字出版了这么多著作。这些著

作，我只读过一部分，还有一些翻酶过。比较一下这些著作， {澳门

政治发展史〉一书的水准和特色便立即显现出来。

我曾专门论述过，历史认识是一种三极患维活动，一极是历史

事实、历史过程本身，一极是人们藉以认识历史本体的历史资料，

第三极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这三援部具有能动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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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堆雷死的骸骨，它，的许多潜在的力量和影

嚼，往往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方才逐步释放租显现出

来。历史资料，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遭到残损，但是，随着众

多档案的公布，许多原先为人们所怨略的素材进入历史资料范围.

以及处理历史资料手段的改进，它也会不断给人们提供新的东西。

至于历史学家，他的知识结梅、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他的学风与

工作实践，他进行研究的环境，更直接影嚼着他对历史资料的利

用，以及他对历史真梧的认知。吴志良先生撰写这部专著，发挥了

他的所长，因丽在历史资料的利居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上，都作

出了新的贡献。

中葡两国交往巳经甚久，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琵国，学者

们能熟练地掌握中葡双语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先前中匮学者

所撰写的模门史著作，费使用的基本上是中文资料，兼及部分英文

资料，而葡萄牙学者既撰写的澳门史著作，既使磨的基本上是葡文

资料。资料运用上的这一偏颇，琅割了研究者对于史实本身更为

全面和更为准确的认识。吴志良先生的著作第一个特色，就是广

泛地运用了中、蕾两种文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利用了已经出版的

各种资料，丽且搜集与发握了一批重要的原始档案。作者严谨治

学的态度，曹先表现在他尽一切可能，搜集了相关的各种资料，使

本书房恢据的资料总量超过了先前同类其他著作。同时，还表现

在他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辨析，包捂许多注释在内，澄清了

不少以说传说或被人们所忽视的史实。

本书以澳门政治制度的演进为中心，分作中葡交叉航行与葡

人占据摸口、摸门葡人内部自治、议事会权力衰落、葡萄牙殖罢管

治、实现地方自治和进入过夜时期六个历史阶段，叙述了中葡居民

在澳门这一弹丸之地四百多年来共同生存发展的历史。作者不司

意将澳门史筒单位地作为中国地方史，也不同意将澳门史简单化

地作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坚持以澳门为主体，充分揭示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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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部曲折性、复杂性，复原历史的真实情况。本书注意到影响澳

门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动力，一是来自中蕾两国上层，二是来自费

门下层民间的诉求，三是来自国际局势的变动。作者在说费上述

六个药史时期历史变迁过程时，都努力揭示这三大动方发挥其作

用的实际情况。在类型区分上，作者不雷于陈说，坚持认为，摸门

既非酣属于他国的殖民地，亦非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而是葡管中

国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完全分离，决定了澳门的特殊法律地位及

其政制特色。历史研究，贵在具有原创性、独创性，要善于从历史

事实出发，提出有充分根据的薪克解，从而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清

楚地显现出来，就这一点面言，本书作者表现了可贵的理论勇气。

在复原西百多年来澳门政治独特发展进程时，作者始终坚持了这

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在事实基础上作出新的模括。例如对曹

人议事会时期奉行双重效忠的分析，对这时期居摸葡人为什么会

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纪市政传绕，依照葡萄牙法律京风俗习慢进

行内部自治，另一方菌对明清王朝及其地方官恭颇臣摄，遵守中国

律例，他们这种双重效忠产生了什么效应所作的说明，非常具有说

服力。对于 1719 年和 1733 年清廷商度欲将广判对外贸易迁往澳

门，窟澳葡人怎样错失了将澳门发展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外贸基地

的机遇，书中的解释也极具启发性。

本书集中研究了澳门的政治发展。澳门地方虽小，人口不多，

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却十分复杂。在四百多年历史演进中，在这片

土地上，在政治体制的构建、政治有效管理、政治自治和政治参与

方面，作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点的创.造;在从政治上楼调各种关

系、化解各种社会矛暑与社会冲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书

对于这些内容作了相当翔实的说明和实事求是的总结。今天，当

人的正在具体地患考和研究"一望两需tl"如何在澳门真正落实时，

在研究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有效地推进政治体髓改革

和民主住进程，推进浩浩和提高政治管理效率时，不难从中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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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启迪。对于这些内容，值得在更为广阔的范匮内从理论上进有

概括和分析。

坚实的历史惑，强烈的现实惑，对澳门和垂界未来深切的普遍

关怀，使吴志良先生这部著作具有比之一般澳门政治史远为广翻

的视野和宏大的内涵。作者没有仅就政治制度谈论政治错度，本

书作者深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有力地证明了澳门特殊生

存发展过程，完全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变化及中茜文化碰撞角力

使然。作者从漠门的历史演进过程，展现了中西两大文明碰撞、交

融的真实情景，说明了模门作为中西文明数百年交接较量的一个

独特场所，如何使这两大文明的碰撞基本上局限在平和曲非暴力

的范围，使这药大文明的交融虽然缓慢却能渐进地进行，从而使澳

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范。作者

从学术意义上证明了，只要西方文明鼓弃了它冉来所自居的政治、

军事或宗教、文化上的中心主义、优越主义、皇大主义，像葡萄牙人

在澳门那样只求经济上互利共荣，雨不刻意强求建立其政治、军事

或宗教、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那么西方文晓就可以与非西方文明和

平共处，相得益彰。作者还通过葡萄牙司英、法等国的比较，证嚼

了西方亮强在近代之所以能够支配世界，并非理为他的的思想、价

值、宗教真正高过子非西方世界，而主要依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

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葡萄牙虽然为西方的一分子，但缺乏

武力优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和中国用较为和乎的办法解决柬

方的分歧，使两种文明得以共处。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新世

界秩串的构建，不同文明的沟遥与理解、共存与互补、交流与再创

造，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近几年来，吴志良先生在澳门历史和澳门现状研究方菌，已有

不少建树。他已先后出版了〈澳门政治锚度一一活革、现状和展

望〉、〈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澳门〉等多部著作，主编了〈澳门论

丛〉、〈薪澳门论丛〉、〈囊海丛手n、〈摸门法律丛书〉和参与主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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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丛书〉、〈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法律比较丛书〉等多种丛

书。他还积极推动澳门基金会组织各方E力量就各梧关课题开展

研究，对于澳门研究鼠冷门变为一门显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吴志

良先生是一位历史学者，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也是

摸门现实变动与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这些活动当然要占去佳很大

一部分时间，但正因为他不是当代社会变迁的旁观者，他就有着那

些旁观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惑，以及对澳门和世界未来

发展深切的关怀，而这一切，则给了他从事历史研究以至大的动

力，使他的历史认识、百史患维充满活力有剖造精神。埋头书斋、

不同世事、精心在故纸堆中腰捷的学者，值得人的尊敬，而将厉史

研究与现实社会的革新前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者，我以为更锺

得称道。这两种学术研究不应互相排斥，而应当相得益彰。事实

上，对历史没有深切了解者，不大可能会对现实有全面准确的认

识;同掉，对现实茫无所知或只一知半解者，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先

前历史发展的真滞。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当然需要保持一定距

离，但这主要是为了使研究者不以局限性极大的费和影响学术研

究的客观性、公正性，商决不意味着不需要对现实生活作切实的全

面的深入的考察，因为历史的真谛，往往正显现在人的野生活的现

实之中。我相信， (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的出版，必定会引起人信

的重视。但是，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沿革还有不少部分凡近空白，

研究中畜点还不少。澳门本地所保存的大量原始档案和珍贵资

料，还没有好好清理、发掘和利用。至于澳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

实际作用，更是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深黯在吴志良先生的

努力和带动下，在未来若干年内，所有这方面都获得新的突被。这

将是人们正在谱写的澳门历史新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

姜义华

1997 年 9 月 10 日子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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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在为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学术疆笔诠集作岸时就曾捧

出..毋藉置疑，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仅提出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

更为严肃且认真的研究，因为只有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们

才有可能将上述问题提升为有意义的理论假设，而且还需在具体

的研究中对这些假设进行经验层面的检验。"这段文字不仅意在揭

示志良在思考澳门问题时设!可方式背后能问题结构和思维方式，

进商捐克会影响他囡答这些问题的路径和解释模式，而且更意在

对志丧就澳门问题散出理诠层噩思考的期望，亦即希望他在研究

澳门闰题的知识传统中做出他自己的"知识增量"。

新幸的是，仅在一年半以后，我前往澳门主持自澳门基金会、

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沙联合主办的

"中国发展与生态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期间，我就拥读了志良

凡易其穰能博士论文，即〈澳门政治发展史〉。运京以后，我又认认

真真地捏志良的这部大作读了两遍，个人以为， (澳门政治发展史〉

一书实是志良对其早期观点的深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

是他对〈东西交汇看澳门〉一书中的问题所做的理论回答。

志良所著的〈澳门政治发展史)，乃是一部从宏观历史社会学

的架梅出发探讨澳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专著。由于该书的叙

事方式是历史的，商且辅之以大量要E实的档案嬉材料和其他论者

的研究文献为基础，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 (漠口政治发展史〉一

书的最大特点往往被认为是历史材料的丰富以及作者经出这些材

料而表现出来的说服力。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材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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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志吴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而且由这些历史材料勾连市成的澳门政治制度史也只是志良在其

知识支援下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和归类的结果。这就是著名历史

学家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悍的根本要旨厨在，也是

当下著名社会理论家布遥远蔚言的"经验现象与研究对象"之区别

的关键所在。据此，个人以为，解读〈澳门政治发展史〉这部著作的

重要之处，在于把握作者所试图囡答的理论问题， 7再见支配作者选

择材料和处理材料的研究路径或分析框架，以及作者经蛊此一研

究所可能具有的理诠贡献。毋庸置疑，对志良这部著作可能具有

的理论贡献的分析，当包括对其院所存在的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

考的问题的揭示。

一、以漠门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

大凡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在学术传统中震开的。这就要求研

究者在展开相关的研究之前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西对这一学术传统做出自己的贡

款。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学术传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而

且学术研究也在其间获得了它自身的意义。假据此一道理，志良

的〈模门政治发展史〉首先展开的就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和反思，并通过分靳和反思进商确定了他研究澳门的路径。众所

周知，自葡萄牙进入摸口以来的四个半世纪期前，有关澳门的研究

层出不穷，一如〈澳门政治发展史〉所附"参考书目"所示，仅近十多

年来出版韵有关凄门历史的专著和资料集，中文般的就有近二十

种，葡文版的有近三十静，英文版的有五六种，但是在这些研究论

著中，套m志良的话说，"时至今日，仍缺乏一部获中葡双方和摸门

居民基本认同亘在学术界真起码共识的〈澳门历史〉飞

澳门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境况，学者们各有论说，然而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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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论者的研究路径所致，具体来讲，也就

是志良在〈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澳门史

研究与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双轨……中葡学者

对‘摸口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医学者一般将漠门史视为中国

地方史，虽有其特殊性，但本贯不变:商葡萄牙学者也商来把澳门

史作为海外噩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如人们所知，中国自鸦片

战争开始的发展趋向主要就是美籍攻治学者邹逅教授所言的从权

威政治系统向全能政治系统的发展，因此采取那种特澳n史槐作

中国地方史的研究路径，就无从解释摸门自身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非全能政治的发展取向 z而葡萄牙的梧应发展趋向期表现为全能

政治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统治的扩张，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简单

视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组成部分的研究路径，也无法解释澳门

自身发展中的所谓"分而治之"的现象。正是立基于此的思考，志

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模门史研究虽不可避免地以中葡两国作为

重要的参照系，大量涉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必2页力

求以澳门为主体，真实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门地区

共同生存发展各个方面的历史，华洋不可排斥铺废，双轨定要交汇

合一"。这就是志良在其专著中厨确立的议中葡离国发展为参照

系但却以澳门自身发展为主体的研究路径:显商易见，这一努力不

仅一方面为澳门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而

呈在另一方面也为志良自己真切地拥见和把握澳门的"内部"发展

进程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渠道。

二、"和谐共存"抑或"文明冲突"

在揭示志良厨著〈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的研究路径以后，我

们需要即刻指出，研究路径的确立，只是志良苦毒觅和把握澳门发震

历史的一种可能渠道，商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在我看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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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种"为历史商历史"的研究，这是因为纯粹"为历史而历史"

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似不可能，西亘即使可能，也无从

反映出论者的当代理论关怀。因此，对于一项历史研究来讲，在研

究路径确立的菌提下，还需要对研究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加以确定。

从这一角度来看，确定具体理论问题，便是志良所著〈澳门政治发

展史〉一书所做的第二项努力。当然，一如我们所知，志良在其著

作中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 t合如他所言，澳门"奇特的发展演变过

程不单在中国历史上挂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在没

有任何坊议能情形下，葡萄牙人如何神话般地在这‘普天之下，莫

非王主'的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的?明清政肃为伺让他们‘筑室建

域，雄踞海畔若一蜀'自治长达 300 多年，直到 1887 年才签订〈中

葡和好通商条约}，初步确定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葡两国不雨

时期对澳门这个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先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

同?澳门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葡关系史上作用如何，对中国近代化

进程扮演着什么角色?中葡民族怎样克服思想文化差异丽和平共

处分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摸门又怎样面对井来压力和威胁，自强

不患，屡搜难关，在 4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摇摆漂流，避免搁浅触

礁而到达今天，并发展成为一个生杭勃勃的现代化城市?这些一

直是史学界极感兴趣的题目"。

立然商需要强调指出能是，上述问题只是志良认为澳门发展中

所涉及的一些理论河题，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

是志良前专著既要回答和解决的理论问题。综班〈摸门政治发展

史〉一书，个人以为，志良所要提战或论辩的，一方面乃是美国著名

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晚近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亦黯他在 1996 年

出版的〈文明能冲撞与世界秩序的重构}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í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一书中指出的，在冷

战以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替代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国与国之

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薪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以现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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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文明普遍论"这种论点在否定地方性知识的

前提下主张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在不前文化传统中的普世性，毋藉

量疑，志丧既要提判的还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体认西方文明

过程中的非理性观点，而这种非理性现点的两极便是"全盘西化"

论和"全盘反西化"论。正是志良所具有的这种对不同文瞬之!可关

系的深刻理论关怀，促使他在以澳门为主体告专政治历史研究中，提

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理论观点，即不同文瞬间的"和谐共存"

论。这就是志良所明确指出的f我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乃

因为澳门不仅‘实为泰茵通市之始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不同文

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茬，为国际政治发展与合作提供了一条

新的路径。……这难道不值得当今世界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

种族雨大动干戈的国家或地区效仿?"

志良嵌握澳门历史经验商提出的这个肉题，当然也是许多其

他论者所关注的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理论问题。然商，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志良与其他论者不同，他在吕答其房确定的理论问题时，

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一般论著所采取的那种只对中葡居民在摸口社

会和平共处做事实描述的方法，或者那种对不同文明i哥和谐共存

的理想做应然建构的方法，捂反，他新采取的乃是对中葡居民如何

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进行探究的方法 E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追究

"如饵"而非造商"实然"或"应然气正是这种讨论"如何"西非追

闰"实然"或"应然"的方法，决定了志良在〈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

中不满足于对摸门历史事实做简单的描述，而是在更深刻的层噩

上对这些历史事实如何形成的原因加以追究，并在此一追究的基

暗上推论说，"只要西方文晓提弃其向来所表现的政治、军事或宗

教、文化优越性，是可说与非西方文明和平共处的，葡萄牙人可议

长期在天草草的土地上生存，摄本的原因是面对强大的中国，只求经

济互利共荣，不刻意也难以表现其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的健越

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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