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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連城的印象中，《知新報》、《新民叢報》

及《鏡海叢報》是晚清時期在澳門地區流行的報章，

但她卻把土生葡人飛南第出版的《鏡海叢報》誤會成

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報刊！（3）1893年創刊的

《鏡海叢報》，刊有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廣告，而非

報導孫中山的政治活動，且在 1895年就已停刊。趙

連城約於 1892-1893年在香山縣大赤坎出生，因為

她自稱曾在 1908年還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雖

然自從入讀由同盟會會員開辦的培基兩等小學堂後

一直活躍於澳門的革命宣傳，但她在《鏡海叢報》停

刊時祇有兩三歲，因此她很可能沒有真正閱讀過

《鏡海叢報》。（4）其他革命派的報紙在澳門的流播，

根據譚永年、甄冠南整理的回憶資料，還可以追溯

至 1905年之前：

如果要追溯《廣東日報》，鄭貫公辭《世界

日報》主編以後，深知非辦報紙不足以宣傳革

命，而辦報紙非同志的資本，不足以高談革命宗

旨，復向同志另集資本，組織《廣東日報》，繼

續《中國日報》的宣傳工作。除貫公自任主編

外，有黃世仲，王軍演，胡子晉，陳樹人，盧偉

在概述晚清時期澳門的報業後，本文筆者分析革命者在澳門建立公眾閱書報社以作為半公開的

革命機構的原因。筆者根據《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的未刊稿本及檔案文獻重構濠鏡公眾閱書報

社與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活動有所關聯的細節。盧怡若和趙連城對革命以至女權思想的貢獻也是文章

重點之一。

晚清澳門的報刊流播

舊報紙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史料之一，革命團

體開辦的報紙，更是瞭解革命活動運作的重要根

據。馮自由指出：

查該地出版之日報，不獨在民國以前一無所

有，即在民國建元迄今三十餘年，亦祇見有規模

簡陋之小報二種，以較香港大小刊物之日新月

異，充斥市閭，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耶？（1）

澳門舊報不多，而且革命分子並沒有在澳門出

版機關報記述他們的活動，因此增加了研究澳門革

命活動的困難。甚至當時身在澳門的趙連城也對當

時澳門的報紙印象模糊：

戊戌政變前後，康梁派曾在澳門先後出版了

《知新報》和《鏡海叢報》等，梁啟超後又在日本

辦《新民叢報》互相呼應，這些對澳門工商界和

智識界都起過一定的影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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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勞緯孟諸人。出版後大受廣州、香港、澳門

各地的學界歡迎，後因資本不足，開辦不及一

年，至乙巳（1905）夏秋間，宣告停版。（5）

這段紀錄說明《廣東日報》在華南地方甚為流

行。在 1905年同盟會成立之前，澳門學界仍然受維

新派的影響，因此祇可看作是革命報章的先聲。

晚清時期澳門的教育並不普及，建樂群書室吸

引本地人閱覽，是讓民眾瞭解革命思想的方法。它

的好處是提供當時甚為缺乏的圖書，讓平民閱覽。

祇是，澳門當時有多少居民有閱讀書本、報刊的能

力，卻值得懷疑。加上劉思復集中研製炸彈，令樂

群書室錯失招收會員的時機。單從樂群書室祇得數

月的短暫活動來看，實在難以證實以圖書館作為招

徠是否能吸引澳門的民間人士。但肯定的是，在澳

門所能看到的革命書報，是來自香港或廣州的。

根據趙連城回憶：“1909年（宣統元年）間，香

港同盟會的活動加強，宣傳方面除原有機關報《中

國日報》之外，還先後出版了《世界公益報》和《有

所謂報》（小型報），行銷澳門數量日增。”（6）《世

界公益報》和《有所謂報》是由《中國日報》成員鄭

貫一及黃伯耀、黃世仲兄弟與興中會會員崔通約、

商人譚民三、畫家陳樹人等共同創刊的。（7）《中國

日報》報道華南各地反清起義的消息，而《有所謂

報》則刊載不少以反帝為題材的粵謳，令讀者加強

對革命者的瞭解，並且激發反清情緒。由此可知，

同盟會以這些報刊向澳門華人宣傳革命思想。（8）

就《世界公益報》、《有所謂報》和《中國日報》

的內容而言，一方面闡揚了同盟會的“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主張，同時

也不斷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的保皇會進行筆戰。（9）

這些革命報刊的內容，是討論維新和革命的優劣，

卻不會討論澳門本土的社會問題。單憑這些革命宣

傳內容，難以吸引廣大讀者。所以，革命者除了在

報刊的正文發表反清言論外，黃世仲還在香港《有

所謂報》等報刊連載反清小說《洪秀全演義》，當時

風行一時，“在澳門幾乎家喻戶曉”（10）。

一般平民大眾是否有讀報的習慣？是否願意為

瞭解革命思想而長期付出金錢來購買《中國日報》、

《世界公益報》和《有所謂報》？對一直閱讀《知新

報》和《新民叢報》的維新派支持者來說，更不大可

能！設立免費閱讀革命報刊的公眾圖書館，對宣傳

革命是非常迫切的，濠鏡閱書報社就在這個時期應

運而生。

1964年 4月 9日《中央日報》報導

84歲之老同盟會會員盧怡若的消息

楊振熊、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

（澳門：未刊手稿本）記載了盧怡若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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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鏡閱書報社的籌建

1911年 4月 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

崗之役對於同盟會說來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孫中山

曾於〈《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指出：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 以堅

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死事

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

為最。  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

矣！（11）

廣州的革命活動，因黃花崗的犧牲而元氣大

傷。革命者瞭解到廣州的革命活動會受到清廷更大

的壓制，於是尋求廣州以外的活動基地，澳門就成了

當時革命者活動的重地。澳門民眾也注意到黃花崗之

役的消息，身在澳門的趙連城有這樣的回憶：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對澳門社會

影響很大，曾參加是役起義的同盟會人物如謝英

伯、高劍父（廣東同盟會主盟人，以創立“嶺南

畫派”著名的國畫家）等也常到澳門聯繫活動，

受到各方面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歡迎。不久，在謝

英伯策劃下同盟會在澳門開始發展組織，並於南

環41號秘密設立了同盟會支部的機關，同時還參

照當時同盟會在海外工作習慣採用的“書報社”

形式（香港設有“民生書報社”），在白馬行街釣

魚臺的一座三層大樓成立了“濠鏡閱書報社”（澳

門舊稱濠鏡）。該社由盧怡若以紳商資格取得澳

門葡政府批准立案，並向各界發動募款捐書，以

供群眾借閱。（12）

同盟會廣東主盟人高劍父及謝英伯，為了重整

新的革命根據地，“常到澳門聯繫活動”，但澳門的

具體會務則主要由謝英伯和劉君復處理，例如在南

環 41號秘密設立機關。（13）要發展會務，仍然需要

公開的地方招收會員。趙連城指同盟會在“海外工

作習慣採用的‘書報社’形式”來推行革命。根據馮

自由的研究：在民國成立之前，同盟會曾經在東南

亞建立的書報社共“有百數十處”。在英屬殖民地的

書報社共有八十三所，荷屬殖民地的書報社共五十

二所。（14）

早年曾經到新加坡經商的廣東新寧（即今臺山）

人陳鵬超（又名陳卓平）於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0

年，陳鵬超與林君復組織同盟會澳門支部並且出任

副會長兼秘書。他解釋“南環四十一號”和“濠鏡閱

書報社”的分別是“盟會暗機關，報社明組織”，並

指濠鏡閱書報社吸引澳門民眾，可以達到“來往萬

千人，俊傑豈難得”的目的。說明濠鏡閱書報社已

是同盟會在澳門半公開的活動場所。（15）

為濠鏡閱書報社“以紳商資格”向澳門葡政府立

案的盧怡若，其生平事蹟在過往有關的研究之中，

多數祇能指出他是富商盧九的兒子。根據由楊振

熊、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寫而未刊印

的盧家傳記《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及《新會潮蓮

蘆鞭盧氏族譜》記載，可知盧怡若與澳門革命運動

關係甚有淵源。（16）《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也有

不少革命運動的細節，例如“公等更思樹立澳門同

盟會址，乃租得白馬行一大屋之二樓，僻〔闢〕為

‘濠鏡閱書報社’”（17）。由此可知，濠鏡閱書報社的

規模，祇是白馬行街釣魚臺的“二樓”而已，而非

“一座三層大樓”的全部。

盧怡若在澳門出生，澳門“以地為葡屬，華洋

交處之區”，盧九在澳門“富而且貴，故中外官員，

艤泊濠江者，均集其門”。於是在這樣顯赫的家勢

下，盧怡若幼年，“已恆見峩冠博帶之士矣，則將

來之怡若，又豈能不執笏而立於朝？”盧九對盧怡

若之對政治有興趣也“殷殷而望”，表示欣賞。（18）

於是，安排十九歲的盧怡若“赴庚子補行辛丑思政

併科順天鄉試，列三十一名舉人，留居北京，友交

康有為”（19）。盧怡若在北京認識維新派代表康有

為，但因盧怡若的妻子李夫人希望他返回澳門，因

此沒有留在北京。這是盧怡若初次與維新派政治人

物交往，對中國政治思想的認識亦加深。至於盧怡

若在 1892年初遇孫中山，當時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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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八年，澳紳張心湖太夫人疾，聘西醫孫

逸仙博士來澳診治，而藥到回春，神乎其術。於是

榮祿公（盧九）挽其留澳，薦以鏡湖醫院醫席，為

鏡湖西醫之首任，盧公以此而獲交中山先生。（20）

他們之間交往，正是“盧公革命之思想以是油

然而興矣”（21）。這正好說明，盧怡若貴為富商盧九

之子，為甚麼會支持同盟會革命的原因。

同盟會成員吸收了樂群書室失敗的教訓，活動

十分積極及高調。要濠鏡閱書報社能夠長期維持，

就要向澳葡當局立案，申請使之成為公開場所，才

有利於吸收新會員，讓革命同志在澳門有聚會之

地。雖然在澳的同盟會會員以廣東人為主，卻沒有

一位是澳門本地人。盧九的第三子盧怡若，便成了

向澳葡當局立案的最合適人選。

盧怡若的革命資歷不深，所以“又名新仔”，卻

得到同盟會成員的信任。（22）盧怡若父親盧九與澳葡

的友好關係，又成為同盟會濠鏡閱書報社在澳門社

會建立名望的基礎之一。盧怡若以他的正式名字

　  盧宗縉，向澳葡政府的“督憲大人”馬沙度

（Álvaro de Melo Machado）申請，建立名為“濠鏡

公眾閱書報社”的公共圖書館。這份申請書文獻，

現存於澳門歷史博物館中，題為“建立公共圖書館

　  濠鏡〔按：譯文缺“公”字〕眾閱書報社 　  由

盧宗縉等人建立”（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ública

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é-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內稱：

澳門民政廳（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檔案中“建立公共圖書館  　 濠鏡（公）眾閱書報

社  　 由盧宗縉等人建立”（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ública 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é-

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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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稟紳士盧宗縉等，為組織公眾閱書報社，

擬定章程，稟乞　恩准，存案。事切紳等，憫本

澳華僑教育缺乏，殊有礙於世界之進化。爰約集

本澳各熱心家，擔任經費，倣照各國辦法，創立

一公眾閱書報社，備購大西洋及各國書籍報紙，

任人入內觀覽，不收費用。此既可補教育之不

及，即所以助世界之文明。惟紳等託庇　宇下，

凡結集社會，理合將辦法詳陳，以崇法律，而昭

正大。茲謹將社內章程，附列於後，稟乞　督憲

大人　恩準（按：應為“恩准”）施行，紳等幸

甚。（23）

申請文件最後有三人的簽署。首位是“L u

Chong Chan”，亦即申請人盧宗縉的葡萄牙文譯

名，這可能是因盧怡若跟其父盧九一樣屬葡萄牙

籍。其次是澳門同盟會分會的主盟人林君復，這說

明濠鏡公眾閱書報社是與同盟會有直接關係，是同

盟會的外圍組織。第三位是蕭俜 很可能是蕭聘一的

異寫體，亦即在香山起義中協助在香山石岐正薰街

建立革命機地的“紳士”之一。“凡結集社會，理合

將辦法詳陳，以崇法律”，說明了同盟會得到盧怡

若的支持後，希望以正式和合法的方法結社，作長

期發展的基礎。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的圖書，是以

“大西洋及各國書籍、報紙”為主。

不過， 1897 -1901 年在澳門刊行的《知新報》

（The Reformer China），政治立場與同盟會立場對

立，濠鏡閱書報社藏有《知新報》讓人閱覽的機會較

低。但是，申請並沒有明言它是同盟會的機構，他

們的政治身份及取向，都以“補教育之不及”一句掩

飾了。（24）從〈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章程〉可以推測這

公眾圖書館的規模：

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章程

第一條、命名：本社命名曰濠鏡公眾閱書報

社。

第二條、社友：凡有願為本社社友者，須經

本社職員公認方可。

第三條、宗旨：本社以開通社會為宗旨。

第四條、職員：本社由社友公舉社長一人，

總理社中一切事務；副社長一人，協事仝社長辦

事；司庫一人，管理財政；書記一人，管理文

件；庶務一人，管理雜務。

第五條、選舉及會議：本社各職員，皆由社

友內投筒公舉，不受脩金。每年一任，每月常會

議一次，每年大會議一次。如有特別事件，即開

臨時會議，不限次數。每次以社長主席，如社長

不暇，即以副社長任之。

第六條、經費：本社經費由全體確認。

第七條、閱書報時間：日由上午十打鐘起，

至下午五打鐘止。但〔夜〕由七打鐘起，十打鐘

止。

第八條、捐借書報圖畫：本社無論社內外

人，有捐借書報入社者，一律歡迎。辦法列左：

民國初年的澳門華人市集區

出自João Carlos Alves 及 João Barbosa Pires, Macau

e a sua Primeira Exposição Industrial e Feira, 7 de

Nov. a 12 de Dezembro, 1926 : com uma breve noticia

do porto (Macau: Fernandes e Filhos,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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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捐書報或圖書者，既捐之後，該物

即為本社所有，而以捐者芳名登報鳴謝。

（乙）：凡以書報或圖書借入本社者，該書

報圖畫仍為借者所有。如借者或欲取回，可預早

三日通知，以便檢點。如該書報圖書或有污損及

遺失，本社擔認賠償，推所值價目，須於借入時

聲明，不得事後婪索。

第九條、公佈進出數目：於每年大會議時，

將本年進出數目，列明呈出公鑒。

第十條、解散：本社須經社友（公）同讚

成，解散時方得解散。

〈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章程〉再次強調申請書建立

圖書館的目的是回應當時“教育不足”，還重申“本

社以開通社會為宗旨”。同盟會希望建立教育機構

形象，如“培基兩等小學堂”。濠鏡閱書報社的建

立，為同盟會同志提供集會的地方，“無論社內外

人”，祇要帶有書本或報刊，便可以利用“捐書”、

“借入”圖書報紙為名，到濠鏡閱書報社。“閱書報

時間”是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五時，晚上七時至十

時，每日聚會時間最多可達十小時。而且能夠以

“每月常會議一次”或“如有特別事件，即開臨時會

議，不限次數”。這樣的章程，可以預留空間前來

會議，足見他們在立案時已計劃周詳。

濠鏡閱書報社的開幕

濠鏡閱書報社地址在白馬行街釣魚臺一座三層

大樓內的二樓，位置剛好是荷蘭園及市中心的交

界，位處澳門富有人家聚居之地。《革命史系．盧

公怡若傳》指：濠鏡閱書報社“表面為一公開圖書

館，其實陳列策動革命書報，以為鼓吹，並為同盟

會所，盧公即主盟於此，楊振熊等於此時先後加

盟”（25）。這位楊振熊正是口述盧怡若事蹟，讓任志

林撰寫《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的盧怡若“忘年

交”，因此可以推論楊振熊年齡可能比盧怡若還年

輕很多，加入同盟會時年齡可能祇有十多歲！趙連

城更直稱濠鏡閱書報社為“澳門同盟會革命活動機

關”（26）。根據 1911年 8月 14日《華字日報》所載，

濠鏡閱書報社開幕時的確很熱鬧：

澳門白馬行街忽有一閱書報社出現，有謂志

士所設者，訂禮拜日為開幕之期。（⋯⋯）到者

愈眾，無地立足，看門者迫得將柵關閉。後到者

車與人填街塞巷。而是夜炎熱特甚，其院中人氣

鬱蒸，先到之人有不能忍者，欲出院，又被阻不

能出，內外人聲鼎沸，幾乎鬧事。（27）

《華字日報》明言“有謂志士所設者”，說明當

時已有人知道這些開設濠鏡閱書報社的人，和志士

班的演員同樣是革命者，因此報導還以〈志士之志〉

為篇名。成立當日，澳門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趙連

城在場，她憶述當日開幕典禮的親身經歷：

記得當濠鏡閱書報社籌備舉行成立大會的時

候，澳門同盟會主盟人謝英伯認為很需要對婦女

做些宣傳工作，要我準備在成立大會上演說，鼓

吹女權。記得成立大會那天，參加人數約有二三

百人，其中也有一些女學生和家庭婦女。在幾個

同盟會主事人和來賓演講過後，我登臺發言，從

反清的革命大道理說到提倡女權，照準備好的稿

子講了一遍，引起了全場聽眾的注意。（28）

同盟會主事人和來賓，極可能包括劉君復、謝

英伯和盧怡若。最初的“社友”，很可能都是濠鏡閱

書報社的“社長”、“副社長”、“司庫”、“書記”、

“庶務”等同盟會會員。（29）從趙連城的回憶可知，

培基的女學生較為活躍，出席校方安排的革命宣傳

以及向富戶婦女籌款的活動。她們也可能在向富戶

婦女籌款的同時，宣傳濠鏡閱書報社即將開幕的消

息。如果要爭取“女學生和家庭婦女”的支持，當然

“需要對婦女做些宣傳工作”，由女性來“鼓吹女

權”，更容易得到認同。因此，趙連城的講稿很可

能由他人代寫，由她上臺來“照準備好的稿子講了

一遍”。因為趙連城是當時唯一女會員，由這位年

紀祇有十多歲的女學生上臺講革命與女權，在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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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已經是一種女權

表現。

出席開幕典禮的兩三

百名群眾，除了社長劉君

復、同盟會會員謝英伯和

盧怡若等人外，“也有一些

女學生和家庭婦女”。這是

“培基兩等小學堂”女學生

向他們遊說，支持革命的

好機會，即“閱書報社成立

後即公開徵求社員，又在

社員進行發展同盟會會

員”。（30）根據〈濠鏡公眾

閱書報社章程〉的規定，

“社友”是要經過“本社職

員公認”的。因此，同盟會

以招收濠鏡閱書報社社友

為名，遊說在場人士入

會。（31）事實上，他們並非

如預計的那樣一帆風順：

閱書報社經常吸引一些女學生或家庭婦女到

那裡閱讀書報。但同盟會要向婦女發展組織，並

不容易，有些人初時談政治，講自由很有興趣，

但聽到加盟後就要絕對服從組織命令，隨時準備

犧牲個人的一切，便多觀望不前了。（32）

這些前來的女性，對解放女權的興趣遠遠大於

政治上對組織的服從和付出。濠鏡閱書報社在澳門

發出女權啟蒙先聲，但在政治上的啟蒙成效卻有

限。有見及此，盧怡若認為要更加進取，於是   　

復連絡海外各地同盟會互相響應，美洲同盟

會印有小冊，題名曰“救苦救難”者，為鼓吹革

命之刊物，郵寄至澳，託為派發。惟此時以派發

革命宣傳刊物者，為背叛朝廷之罪魁，如此責

任，殊非常人敢負，而公〔盧怡若〕竟自挾小

冊，沿途派送，人皆險之。（33）

街上派發“鼓吹革命之刊物”《救苦救難》是“背

叛朝廷之罪魁”，“非常人敢負”。盧怡若是澳門的

“紳士”，沿途派送反清單張；培基學生衝擊懸掛清

朝龍旗的商店，都安然無事，可見，當時澳門警方

對有名望的人士反清，都採取容忍克制的態度。（34）

濠鏡閱書報社的開幕典禮，有兩三百名聽眾之多，

趙連城也認為：“我的演講對群眾起了一定的影響，

開幕典禮過後，女子演說鼓吹反清，居然成為一項社

會新聞，還說這是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次。”（35）演說

成功引起澳門社會注意，“成為一項社會新聞”。同

時也引起清政府的關注，曾派人混入企圖進行破

壞。趙連城回憶指出：

當時曾有個別清方密探混入了同盟會組織，

被發覺後，即由高劍父、梁倚神、陸薩塵等（均

同盟會暗殺機關的負責人）將該清政府密探計誘

到三角亭菩提巷梁倚神的住宅加以處決。據梁倚

神事後說，屍體就埋在住宅的地下。這是澳門同

盟會所作的一次暗殺行動。（36）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內載青年盧怡若事蹟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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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回憶，不僅指出清朝在澳門佈有密探留意

反清活動，而且他們也會以臥底形式收集情報。趙

連城提及的同盟會暗殺機關負責人高劍父、梁倚神

和陸薩塵，同時也是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殺團”的成

員，梁倚神的家就在澳門菩提巷。

小　結

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的建立，在澳門國民革命運

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這是革命黨人正式

得到澳門本地士紳支持的具體成果。革命黨人在澳

門進行宣傳及教育活動，並且建立圖書館及學校等

機構已有五年多的歷史，但從來沒有主動向澳門政

府正式申請，往往以私人開辦形式經營，澳門政府

也對這些文教活動持相當寬鬆的態度。縱使晚清時

期革命運動此起彼落，但在清朝被推翻之前，革命

運動仍然不可高調地公開推展，更遑論向政府正式

提出建立機構，作為革命宣傳根據地的要求。

雖然濠鏡公眾閱書報社以圖書館作為掩飾，但

值得注意的是申請人除了盧怡若外，還有當時澳門

同盟會主盟人林君復。林君復願意正式參與向澳門

政府立案申請，反映他們希望在澳門建立正式的機

構，長期在澳門進行招收會員及宣傳的決心。在武

昌起義爆發前不足四個月的 1911年 8月，澳門同盟

會已利用濠鏡公眾閱書報社開幕作為大型反清集會

的宣傳，澳門政府也沒有因此而加以反對。如果武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中附有盧氏故鄉潮連地圖



171 文 化 雜 誌 2009

革
命
與
啟
蒙
在
澳
門
：
濠
鏡
公
眾
閱
書
報
社

書

話

昌起義不是在不足兩個月後發生，濠鏡公眾閱書報

社很可能是同盟會長期作公開反清的重要陣地。澳

門同盟會會員準備武力光復香山和廣州，把革命運

動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國內，也是濠鏡公眾閱書報

社結束的主要原因。

從廣州黃花崗起義（1911年 4月 27日）到澳門

同盟會分會成立，再由盧怡若、林君復、蕭俜 三人

向澳葡政府的申請成立濠鏡公眾閱書報社（1911年

7月 12日），到《華字日報》以〈志士之志〉報導濠

鏡公眾閱書報社開幕（1911年 8月 14日），時間不

足四個月。（37）濠鏡公眾閱書報社是武昌起義前澳門

最後一項招收同盟會會員（亦即濠鏡公眾閱書報社

社員）的革命活動。在此之前，同盟會的活動都是

地下進行，以開辦小學堂或志士班新式粵劇來包

裝，以掩人耳目。因此沒有受到澳葡政府及葡萄牙

人社會的注意，甚至中文及英文報章也沒有相關的

報導，可見其革命活動的秘密性。到了近一個月之

後的 1911年 9月 12日，澳門政府才以總督馬沙度

（Álvaro de Melo Machado）的名義，張貼出中文告

示“奉　大憲禁止演說。如遣〔違〕，立即拿究。本

院謹啟。”（38）可見當時澳門政府對這些明顯帶有政

治色彩的集會活動沒有認識，因此對這種政治演說

的禁止反應緩慢。

幸而，趙連城、馮自由、楊振熊、趙漢一、曾

霖山及任志林等留下有關的回憶片段，同盟會向澳

葡立案登記的紀錄，才讓後世對這短暫而重要的革

命機構的成立經過有所瞭解。更重要的意義是，同

盟會在澳門採取地方紳士作擔保及掩護，藉圖書館

開幕的公開演說，宣傳革命及女權等社會改革。最

後以招收公共圖書館社員的形式，達到吸收會員的

發展策略。可惜，當時澳門的女性，仍然未瞭解

“反清的革命大道理說到提倡女權”等政治革命和社

會改革的必要，更沒有太多女性因書報社而參加同

盟會。反而當時十多歲的楊振熊，卻在盧怡若主盟

的情況下，在濠鏡公眾閱書報參加同盟會，一直投

身革命活動至暮年。濠鏡閱書報社的工作持續了半

年多，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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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鵬超在1926年起繼續從商，開辦愛群人壽保險公司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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