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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三位主编，

并邀请广东和澳门一些专家参加编写，花

了数年时闰完成蝴〈粤澳关系史》一书，具

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意义。

澳门启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

远古时期，越族的祖先即己在澳门及其附

近地区生活劳动和繁衍。最迟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全国为 36

郡，澳门所在地区即明确地被剥归为南海

郡番禹县的辖区。其后，曾先后隶属于广

东省的番禹、南海、东莞、香山等县，澳

门一直作为广东省地方行政管辖的一部

分。不论从历史沿革、地理区域、社会经

济、宗族种姓、文化和民情风俗等方面，

均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各县基本相坷，体

现出粤漠本为一体。

粤澳之 lì司而有关系问题，乃是从16 世

纪中叶，即在明代嘉靖三十二到三十六年

照1553 ~1557 年〉开始的。 E 为经明代

及其后清代的朝廷同意，许可曹萄牙人租

住在滇门指定莲围内的地罢，准许居澳葡

人可钱其本身的风俗习'费，建立自治组织

以管理内部事务，但明清朝廷仍掌有对澳

门领土和统治的主权。自明代嘉靖年间到

清代道光二十九年(}849 年〉以前，为期近

300 年之久，中雷在澳门一直委谦有文武

官吏，驻扎有军队，持续执行若有政、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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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技藏税关税，管制海内外贸易等职任，对

澳籍当局的自治?在噩有严格的规定和摄

制。对于葡人租住澳门，明清朝廷不过是

将其视为另类"蕃坊..绝未认为是已将之

与广东省分割，更丝毫未认为是存在一个

相对立的政治实体。不过，葡人既可以在

程住范围内挺有一定的自治权，澳门与内

地其他地罩在体榻上终究有所不雨，广东

省各级主管官员，包括恶督、巡挠、广娟知

府和香山县的知县、县墨等，有些事务还得

通过澳葡的理事宫，督告他们承办禀复。

粤澳遂从一体演变为比邻。粤澳关系闰题

于是出现。

如果说，从 16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

叶，以粤澳关系为中心的中葡关系，大体上

是按照上述模式来运行，但到11 道先二十

年.(1 840 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并以清朝

战败，被追签订割地黯款的屈辱性条约以

后，中葡在澳门 i可题上的关系亦发生了重

大的变动。随着两国各自国内形势的转

变，政权的更迭，国势强弱的易住，更由于

世界风云变幻的影响，相继发生了各种风

波和对峙，矛盾和冲突，卷入日益端急的侵

占和反侵占斗争的潮流之中。广东遂变成

为反击漠葡当局侵占野心的前沿。国碑

400 多年的粤澳关系史，实亦可从此视角

观察到中国从明代后期的衰欺转进到盛清

的崛起，然后又陷入晚清的痛受侵凌，民国

时攘的分裂和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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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及其成就 z 观察到中葡关系，以至整个

中外关系出现过的多次大幅度变化，佳势

与劣势的转变和再转变 z 还可以观察到中

国人民若干代人前仆后继地为救国图强，

为捍卫国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不屈不挠的

斗争。凡此，都对粤漠关系起到直接的影

响。粤澳关系的变化，正是在此大背景

下，历经迂自曲折、跌若是伏商发展过来

的。粤澳关系既是中国 E 内和嚣际政治经

济形势的投射，但又会在一定程度内均作

用于中理和国际的政治和经济。故此，对

粤滇关系史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不

仅是一项具有特殊性的地方史课题，也同

时是组成 16 ~ZO 世纪中国史和世界史不

可或缺的一部份。

邓、吴、陆三民主编§饭粤漠关系史》较

好地满足了上述要求。本书严格按原历史

发展的赖序，既正确地叙述了粤澳之间摞

远流长的传统联系 p 又有重点地离萌葡萄

牙人之所以能入居澳门的主客观原因，以

及明清时期粤澳关系的格局 z 明清政府对

漠门的管理及澳葡有摄自治的范围 p 嚣鸦

片战争的结束引发粤澳关系的重大转折 z

漠葡当局逐步攫取法外权益，企图永占澳

门的举措以及中方的对策 z 民国时期..澳

关系的动荡起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

中萄建交后粤漠关系的全面加强等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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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大的段落中，编者都蜻心选择一些

较典型的史事和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言论举

措，用说反块出当时历史的实况和要点所

在，可读性强，且有说服力，让读者易子掌

握粤漠关系发展变化的梗概。

广东和漠门的关系不能游离子中国和

葡萄牙两国关系之外，也不能脱离开当时

泼涛选靖、风云多变的留际格局，但绝不能

将粤澳关系史写成微型的中葡关系史。编

者在这方面是颇费匠心的。在本书中国然

应以中葡总的关系作为依托，但却十分注

意着重叙述粤澳两地在历史、地理、经济和

人文诸方百具体的密切连续，科害与共。

.应略者略，应详者详，十分注意合适剪裁。

对于葡蕾牙从程住以至逐步侵占澳门对广

东的影响，粤澳居畏世代以来相互的关怀

和支持，都议浓笔重墨作出较为充分的叙

述。对于粤澳人民为爱国爱乡.400 多年

来世代辛勤，发展经济上从来中断过的协

作互补，共离将澳门从一个荒僻强岛，逐步

建设成为嚣际金黠贸易城市之一的业绩，

都给予足够的肯定。历居中国政府，对于

演葡来华贸易曾经给予有茄子其他外霞的

佳惠，主要是通过广东官员具体执行喜中国

通过澳门以吸牧西方科技知识和人才，也

是主要逮过广东宫员以部署和选择。近代

在中葡之间历次发生过的冲突和交涉，诸

如澳葡的谋求扩界与广东军民的反扩界斗

争，所需‘二晨丸"事件与粤漠的勘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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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都处在对峙的第一线。所有这些，都

是在近代粤澳关系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篇

章，本书都作了实事求是的交代和公正的

评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并没有仅

是混溺于既往历史的混重，而是着限于中

萄建交后粤澳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中菁共

商努力，近年来粤漠 fãJ在经济、文化、教育，

科技和体育等方面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为澳口腰科回归祖国的光明前景，作出积

极的评价。一本40 余万字的书，时间跨度

自个多世纪，而内容又如此丰富，应该说是

难能可贵的。

对粤澳关系史的研究，目前处在比以

往任何时茹更为有利的时机。一是国内外

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佳作迭出，己达成

共识前问题也逐渐增多，分歧逐渐缩窄。

中藉以及其他各富的学者，正可以在求同

存异的基础上进一步切磋探讨。二是不诠

在非国抑或在葡萄牙，近年整理和公布有
关粤澳关系的历史档案都有了显著的成

绩。众所周知，档案是第一手的原始文件，

其史料份值最高，能够最有效地揭晓历史

的真实面目。中葡以至世界各E 的史学工

作者都可以在充分利南档案的基础上，对

粤澳关系史的各个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

本书对已出版的档案文件主编着重征彰，

对提高学术渍量作出了成绩。我相信，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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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多历史档案的公布，粤澳关系史的研

究必将更上层楼。

韦庆远

1998 年10 月

时在广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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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 丰二 I

第一章 葡萄牙人入据酶的

广东与漠门

澳门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它位于中国大陆东南部沿

海，地处珠江口西岸，原属广东省香出甚〈今中山市和珠海市)管辖

下的一个地区，包括澳门半岛、也捍品和路环岛。早在新石器时

代，越族的先民己在澳门地区生息繁衍，这里与岭南其他地区属于

同一文化系列。宋末元初，数十万军民曾乘船奉薛宋皇室到达澳

门十字门一带，并曾一度击退追击的元军。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中

匮对外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各国的商人陆续来到澳门及其附近地

区从事贸易。正德八年(1513 年)，有些葡萄牙冒险商人首次抵达

中国，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并出售货物。正德十二年(1517 年)，

葡萄牙国王派出特使到广翔，再上南京蓝见明武宗。与此同时，葡

人在广东强占沿海岛屿，杀人抢劫，掠卖人口。正德十六年(1521

年).明朝政府囚禁了葡萄牙特使，发兵驱逐窃据沿海地区的葡人，

并下令禁止东离亚各国富船入港贸易。嘉靖八年(1529 年)，广东

对东南亚各国重开海禁。葡人其后在广东地方官员的默许下，在

香山县西南的琅臼和薪宁县〈今台山市)的上川等岛屿上建立了贸

易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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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澳门的自然环境

一、位置、范围和面积

澳门地区位于中国大陆东南部沿海，珠江口的西南方，其范围

大致介于东经 113 034 ' 47" - 113 0元 ' 20"，北纬 22006'40" - 22 0 13'01" 

之间，包括澳门半岛及由仔、路环两岛 。

因 1 美丽的澳门半岛

澳门东隔伶1T洋与香港相对，距离仅 61 公里，共扼珠江出口;

西与珠海市的湾仔和大小横琴岛一衣带水，其中与湾仔所隔的潦

江水道仅 1000 多米宽;南临浩瀚南海，与东南角的黄茅、东澳、自

沥、小万山、大万山等岛屿遥遥相对;澳门半岛北面以关闸为界，通

过一条狭长的古老沙堤与珠海市拱北区接壤，边界长 240 米，北距

广州 10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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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位于东亚的中

心地带， 正当东南亚与

东北亚航路的中继点 ，

东北距东京约 2800 公

里，西南离新加坡 2600

公里，东南至马尼拉

1200 公里，这是它成为

16 、 17 世纪西欧国家在

东方的贸易中心和航海

中转站的重要条件。

由于填海， 澳门地

区的总面积呈增长趋

势， 目前，澳门的总面积

为 23.5 平方公里， 澳门

半岛面积为 9 .1 平方公

里， 由仔岛 6.33 平方公

里，路环岛 8. 07 平方公

里。

二、名称及其由来

图 2 澳门简囚

澳门又有海江、潦镜、镜海、镜湖、海镜、海觉、莲洋等别名，葡

萄牙人则称之为 Macau ， 英文拼写成 Macao，中文按粤语音译为马

交。 以上中文名称中，以"海镜"和"澳门"出现得最早，也最为常

用 。

现存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到"潦镜"的是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黄佐所修〈广东通志)，当时写作"蛇镜" "布政司案:查得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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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拓、六坤州与j茜剌加， ftI要搭占城各国夷船，

或湾出新宁广海、望锢，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提镜、十二F门，或东

莞鸡槽、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自不一。"①至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时任斯江按察使的广东南海籍人庞尚醋，在〈抚处j豪镜

i要夷疏〉中，就己将"壤镜澳"和"澳门"并提"广州4南有香山县，地

当模海。由雍麦至;豪镜澳.ìt- EI 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日南北台，

却澳门是也。"@此疏在〈百可亭摘稿〉中改题为〈拣末议以保海隅

万世治安疏}，，'"攘镜澳"作"虫毛镜澳叼亦即奏稿本作"搓"而正式

的奏本改成"蜜"。可见当时两种写法都是可通扉的。到{明史〉

卷三二五， (外国)， {fi弗郎机传}，又写成"嚎镜"不过这种写

法比较少觅。

至于澳门的得名， (澳门记略〉云"潦镜澳之名，著于〈明史〉。

其日澳门，期以j奥南有四出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日十字

门，故合称澳门。或曰:澳有南台北台两山，相对如门云。咱所录

两说，前说见于乾隆十年(1745 年〉薛蘸〈澳门记)，晚出而又牵

强飞后说见于前引亮尚鹏〈抚处壤镜摸夷疏}，早出商又言之或

理，当属可信，盖自香山陆路至壤镜海澳，此地为必经之门户，故称

澳门。

澳门的葡文名称 Macau 的起i粟，亦有多种说法。一说蕾萄牙

人初到澳门碍，在今妈阁庙海滨停泊，询问当地居民，知店名为妈

(D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黄佐〈广东通志).嘉靖西十年(1561 年)刊本，卷六

六， 72 页。

② 万历〈南海县志〉卷一二。

③ 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道光二十年(1840 年〉刊本。

③ 邱光佳、张i汝霖，(澳门记路)，嘉庆五年(1800 年〉重刊本，上卷， 1 页。

③ 〈澳门记略>， 3 -4 页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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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蜀，误以为是整个澳门的名称。另→说认为国模门东北角海边的

马蚊石而得名。还有人认为它实际上只是闽南话 "JiJá lJ n 的对

音。

娘妈是广东括海居民对天蛇的俗称。传说天在己是福建蒂固

人，名林默娘，是北宋时都巡检林愿的女儿，生而神灵，能乘苇席渡

海，又能预言人生搞桶。死后，她曾显圣在风琅中救护海上船只，

于是乡人在苦困县东北的调洲屿为她立店。白自宋以来，各朝累

加封号，元明问号称天妃，清代改封天后，被奉为"航海保护神"，

斯、闽、粤沿海到处都有她的庙宇<> (璃门 i己略〉说，.相传明万历

时，闽贾巨舶被腿，始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立庙祠

天缸，名其地臼‘娘妈角'。"∞今模门内港人口处有妈 i萄庙"角'\

"阁"粤语间音，可见传说所称在娘妈角所立的天妃店也就是今天

的妈匍庸。

蕾人最初称?要门的全名是"中国陶马交神名镇t， (Povoaç忌。 do

Nome de Deos de Amacao na China) 、"神名港.. (Porto de N orne 

de Deos}'..."闰马交港飞Porto de Amacao)等等，又有 Amagua 、 A

machao 、Amacuao 、Amaquao、Amaquam 等写法，后来去掉开头的

a，变或 Machoam 、 Maquao 等，终于演变成 Macao。美国传教士卫

三畏(8. Wells Wìllìams)说，澳门的所在地，照来有一个偶像叫做

"阿妈，. (Ama) , Amau-gau 或 Ama-kau 是"阿妈潜.. (Harbor of 

Ama)之意，葡文写成 Amac邸，后来需写成 Macaoo@ 卫王畏提出

由 陈插:{寰宇通志}号在四六〈兵让府树庙L

ø (攫门记略〉上卷.2 页。

也 《明史，佛郎幌传〉建正).57 、 55 页。有必要指出，所谓"神名"是指"天主圣

名"而不是"天姐"之名。又:万历韩二来〈粤大记〉之"广海图在"璋镜旗"之四侧晦陋，

!tp模门内港，挥示为"亚马潜"(粤语亚、雨同音).可为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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