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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志士楊應麟抗葡事蹟考略

黃鴻釗*

* 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資深澳門史專家。

楊應麟是清末反對澳葡擴張領土的志士。1909-

1911年三年劃界交涉期間，曾經創建香山勘界維持

會，領導當地鄉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可惜關於他

的資料甚為缺乏，僅據香山縣誌記載，他是光緒年間

舉人，其它情況沒有更多的說明。近年來筆者在《香山

旬報》等書刊中，發現一些有關楊應麟活動的資料，

翔實珍貴，來之不易；隨後又到楊應麟的家鄉珠海北

山鄉進行實地調查核對，會晤了其孫楊潤球先生，查

閱了家譜等等，這些均有助於還原這位香山鏡海風雲

人物的真實面貌。

挺身而出倡建勘界維持會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接連遭受列強戰爭

的蹂躪，繼80年代的中法戰爭和90年代的中日戰

爭後，又有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0)、英國侵藏

戰爭(1904)以及發生在東北地區的日俄戰爭(1904-

1905)等等。與列強侵略戰爭相伴而來的，是瓜分

中國危機的日益加深，大半個中國被納入帝國主

義的勢力範圍。尤其是英國在澳門隔海擴張了十

倍以上的香港領土，對葡萄牙刺激甚大，促使其

加速擴張澳門界址。

葡人約於1553-1557年間進入澳門貿易和居

留。始初並未劃定界址，1622年葡人私自建造圍

牆一道聚居牆內，這道圍牆便成為澳門的自然界

址。城牆有三道城門，即三巴門(上有大炮臺)、

水坑尾門和新開門。這個原租界一直維持到1849

年。在此期間，澳門一直是在香山縣管轄之下，

並不存在任何的界務爭端。

1849年，澳葡兵頭亞馬勒挑動澳門事件，不

僅破壞我國對澳門行使主權，而且開始向澳門以

外地區擴張。1863年，葡人拆毀澳門城牆，先後

佔領了附近的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

街等村莊；在澳門南面的西沙、氹仔、路環等海

島上建造炮臺，作為殖民據點。這些都發生在19

世紀50-60年代之間。

19世紀70-80年代初，澳葡先後佔據龍田、旺

廈(即望廈)、荔枝灣、青洲等地，這樣從圍牆以外

到關閘地方都被澳葡兼併。80年代以後出現了有

利於葡萄牙對中國進行外交訛詐的形勢。在1883-

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清政府打了勝仗，卻簽訂

楊應麟本名楊瑞初(186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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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屈辱的和約，其昏庸腐敗暴露無遺。此後，帝

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擴張更形猖獗。盤踞澳門的

葡萄牙殖民者雖然“生計日蹙，貧不能自給”，

卻躍躍欲試，乘機擴張。1887年3月，赫德、金

登幹等與葡萄牙外長羅果美共同策劃簽訂了中葡

條約。然而，中葡條約墨瀋未乾，葡萄牙又開始

在澳門附近地區進行擴張活動了。19世紀末20世

紀初，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澳葡

表現也愈益猖狂。當時澳葡的擴張活動包括以下

幾個方面——

北面，侵略關閘以北地區。1890年在關閘外

設立路燈，宣佈不許中國在北山嶺炮臺和汛房駐

軍。

西面，佔領對面山各鄉村，藉口曾在灣仔和

銀坑附近水面設立過航標，宣稱這些鄉村在其統

治之下。1900年，香山縣令孫盛芳乘船經過灣

仔附近海面，竟被澳葡指為侵犯其水界而強行扣

留。1907年，葡萄牙當局派兵侵入灣仔和銀坑，

向村裡的漁民草油廠和醫院勒繳捐稅。

南面，奪取十字門的幾個島嶼。1890年，葡

萄牙強行在氹仔島和路環島上修建炮臺和兵房，

並向當地人民勒收船稅和房產稅；後又一度侵入

大、小橫琴島，在島上修建兵房，並公開向中國

索取這兩個島嶼。兩廣總督譚鍾麟嚴正拒駁，並

拆毀葡建兵房。1902年，葡萄牙公使白朗谷仍照

會清外務部，藉口疏浚河道，索取大、小橫琴島

為澳門屬地。1908年，葡人在九澳修建兵房，開

闢馬路。

東面，則企圖把澳門水界擴展至九洲洋的中

心。

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走私軍火，在路

環島附近海面被中國海關緝獲。日本人卻同葡

人相勾結，咬定中國緝私船違反國際公法，在

澳葡屬海面上非法扣留其商船，迫使中國政府

釋放走私船並道歉賠償。正當日葡勾結聯合向

中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之時，身為中國海關總

稅務司、被中國政府高薪聘用的英國人赫德，

又跳出來為日葡兩國說話了。赫德作為日葡兩國

代言人，運用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逐條詭辯，

把中國有理說成無理。他還教訓清政府官員，要

他們乖乖地向日本認錯道歉，賠償業主。案件就

這樣在日葡兩國勾結施加壓力下，最終以中國方

面的失敗告終。面對這種外交上的屈辱事件，全

國輿論譁然。政府決定同葡萄牙進行澳門劃界談

判。而香山人民也在北山鄉舉人楊應麟帶領下，

奮起進行抗爭。

楊應麟(1864-1925)，香山下恭鎮北山鄉人，

本名瑞初，字訓強，號應麟。楊氏是北山鄉名門

望族，其始祖於南宋嘉熙年間，大約公元13世紀

30年代(1273)，自南雄移遷香山北山鄉定居，生

息繁殖，於今子孫支脈繁盛，已歷二十五世，成

為當地第一大族。明朝始建楊氏大宗祠，此後子

孫又陸續建造二十六座家祠。楊氏家族十分重視

後代的培養和教育，歷代人材輩出，晚清以來曾

先後出過楊雄超、楊雲驤、楊鎮海等清朝武將，

以及華南地區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楊匏安

(1896-1931，楊應麟的堂弟)、楊章甫(1894-1977，

中共早期黨員)、楊辛錦(1899-1969，鳳山中學

創始人、校長)等名人。楊應麟是楊氏家族第二

十一世孫。他出身書香門第，家中藏書頗豐，良

好的社會和家庭環境對他的教育和成長產生了深

刻影響。他自幼勤奮好學，總角之年被父親送到

楊氏宗祠義塾蒙學。“完篇”後進入由十三鄉聯

合創辦的鳳山書院讀書。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受

到同族名人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事蹟的激勵，樹立

了報効國家的志向。他學習十分刻苦，期望有朝

一日能夠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1893年(光緒十

九年癸巳)得中舉人第176名，任候補同知，因其

使用楊應麟名號應考中舉，隨後官場通用此名，

但在家鄉人中又往往楊瑞初、楊應麟二名交替使

用，1909年(宣統元年)任廣東諮議局議員。

澳葡當局在澳門附近地區開展殖民擴張活

動，北山鄉亦在其吞佔計劃之中。殖民者的猖狂

侵略行徑，激起當地鄉民的憤怒和反抗。具有愛

國傳統的北山鄉站在這場鬥爭的最前列，曾經多

次自發起來武裝反抗澳葡入侵和勒收租稅。楊應



葡人侵佔澳門地界略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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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是一個思想開明的智識分子，一貫關心時政，

愛國愛鄉。在鳳山書院讀書時，他目睹了侵略者

貪婪無恥的行徑，以及清政府腐敗無能、任人宰

割的現狀，內心充滿悲憤。當時澳門劃界的爭議

集中於恭都和穀都所轄地區。兩都人士深感禍及

生命財產，危不自安，情緒激憤，均想力籌挽救

之策。楊應麟作為一名舉人，是當地的知名人

士，當此家鄉危難時刻，深感責任重大，遂挺身

而出，聯合當地紳商學界人士，印發傳單，號召

人民奮力抗爭。傳單說：

切啟者，葡人圖佔附近地方，迭經我都人士

齊起力爭。現聞政府已派專使劃界，事關都人身命

財產，種種問題，均須研究。茲定本月十七日暫借

北山鄉恭都聯沙局開會集議。屆期務請各都紳商學

慈善各界踴躍赴會，切實研究，聯請欽使督憲力扶

危局。幸毋自棄，是所切禱。此佈。”(1)

1909年2月17日，在北山鄉恭都聯沙局舉行

劃界會議。據北山鄉父老回憶說，恭都聯沙局是

當地管理沙田的機構，設在楊氏大宗祠內。大宗

祠佔地面積達八千八百三十八平方公尺，主體建

築為二千五百二十平方公尺，體勢恢宏，廳堂寬

敞，歷來是鄉人集會議事場所。到會人士公推楊

應麟為會議主席，並就如何發動人民抗爭、反對

澳葡擴張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議決

定：

一、設立劃界維持會，該會以上保國權，下

顧身家為宗旨，必俟劃清界限，妥善無誤，始行

解散。同時確定恭都聯沙局為開會場所。

二、確定劃界的基本立場：澳門無海界，

葡人祇是租借澳門半島一隅之地，所有澳門附

近海面主權均屬中國。陸地則堅持舊有圍牆為

界。力求爭回界外已佔之地；而對圖佔之地，

萬勿退讓。

三、立即向省、府、縣各級政府和談判大臣

提交報告，強烈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同時又

分別向同鄉京官、各埠同胞、海外華僑呼籲支持

這場維護主權的抗爭。

四、劃界抗爭任務艱鉅，急需籌集經費。

當即由楊應麟所在的北山鄉，以及南屏、造貝

等鄉帶頭捐款三百多両，其餘各鄉代表允諾回

鄉籌集經費，三天後再來聯沙局集會，報告認

捐款項。(2)

楊應麟把家鄉的力量動員起來，組成香山

勘界維持會之後，就開始籌劃在廣州組建省勘

界維持會總會。他首先開展宣傳鼓動，爭取海

內外人士的聲援和支持。當時許多香山人在廣州

和香港謀生，對家鄉事件甚為關心，是勘界維持

會宣傳求援的重點。楊應麟和陳仲達二人趕到廣

州，於閏二月初七日邀集紳、商、學、報各界人

士在政府內的明禮堂舉行特別會議。會上，楊應

麟演講澳門租界之歷史，以及葡人擴張之野心。

到會人士多為香山鄉親，眼見家鄉遭難，無不義

憤填膺，表示堅決聲援香山劃界鬥爭；隨即於十

一日成立廣東勘界維持總會，通過會章，選舉易

學清任會長、楊應麟任副會長，並產生各部門幹

事人員，確定以制臺前楊家祠為勘界維持會辦事

會所，遇有大會議，則仍在廣府學宮明禮堂舉

行。(3)

以下是勘界維持會所通過公佈的章程：

勘界維持會章程  

第一章，定名。(第一條)本會為維持勘定澳

門舊界發起，定名為勘界維持會。

第二章，宗旨。(第二條)本會以搜輯證據，

發明法理為勘界大臣之補助為宗旨。

第三章，範圍。(第三條)本會設在省城，

作為總會。(第四條)香山原設之勘界會，作為

分會。對於本會仍當聯絡一氣，匡助本會所不

及。

第四章，會員。(第五條)凡願贊助本會熱心

界務者，皆得介紹為會員。(第六條)會員有履行

本會宗旨及謹守本會所定規律之責任。(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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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關於界事有建議之權。(第八條)會員有關於

界事有調查報告之權，兼有介紹調查報告之權，

應先由本會議決定調查事項俾易着手。(第九條)

凡會員皆由選舉及被選舉為斡事及代表之權。(第

十條)本會祇舉常川幹事，不舉會長。倘有各種

交涉斡事難於分任者，隨時得由會員公舉代表。

代表之許可權由會員委任之。

第五章，幹事。第一節，總則。(第十一條)

本會暫設編輯幹事四人，調查幹事四人，書記幹

事四人，庶務幹事四人，招待幹事十人，皆由本

會會員分別選舉充之，唯茲事體大，將來各部幹

事如須添設之處，可由幹事員介紹，但得幹事員

過半數之認可，即可公佈選充。(第十二條)常川

住會之幹事得酌支辦公費。(第十三條)幹事任期

以會事完了止。(第十四條)有幹事多數之同意，

得隨為時召集全體大會。

第二節，編輯幹事。(第十五條)本會搜集一

般輿論，暨各種憑證，編輯幹事當分別條理輯

成一冊，俟分佈決定後，以備呈諸當道。(第十

六條)編輯幹事對於前條檔有決定去取權。

第三節，調查幹事。(第十七條)本會有特別

調查之事，當委任調查幹事充之。(第十八條)調

葡人侵佔澳門地界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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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幹事有特別調查時得酌支公費。(第十九條)調

查幹事於調查事竣得交意見書於本會，以憑公

定。

第四節，書記幹事。(二十條)書記幹事專司

來往書劄及記載會議時提議決議之件。(二十一

條)應設簿籍如下：一會員冊，二職員冊，三通

信簿，但司記述，不必詳論。 

第五節，庶務幹事。(二十二條)庶務幹事管

理本會收支及一切庶務事宜。

第六節，招待幹事。(二十三條)招待幹事有

紹介熱心界事者入會之責任。(二十四條)對於新

到會員，須宣示本會宗旨，並贈以本會章程，告

以事務所所在。

第六章，會議規則。(二十五條)本會以星期

日為會期。但遇有特別事情，有幹事多數同意，

得召集特別大會。(二十六條)開會時得舉臨時主

席。(二十七條)庶務幹事設會員到會冊，凡到會

者皆署名。(二十八條)凡提議及引申者皆須起

立，演說未竟，不得從中攙越。(二十九條)在會

場中宜肅靜有序。(三十條)凡發議用官話或白話

各隨其便。(三十條)凡讚成以舉手為議，如有反

對不陳述意見者，作為默認。(三十三條)有不守

會場規則者，主席得命其退出。

第七章，經費。(三十四條)本會經費分二

種：(一)會員捐，本會不定會員捐額，惟其量力

協助，不拘多寡。(二)會員外之特別捐，如有熱

心本會願協助經費者，本會亦得領受。

第八章，附則。(三十五條)本會章程經會員

多數決議，即當實行。(三十六條)本會章程將來

如有提方改良者，須得本會會員多數之許可。  

(三十七條)本會於勘界事竣，宗旨既達，即行解

散。(4)

開展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

勘界維持總會成立後，隨即向總督張人駿和

談判代表高而謙遞交勘界意見書，堅決反對澳葡

的無理擴張行徑，並莊嚴宣告：

紳等上仰朝廷邦交之意，下竭鄉井友助之

情，特聯全體粵人，設立勘界維持總會。會內惟

一主旨，不外研究國際理法，搜集界務證據，為

政界之補助。

意見書列舉葡人侵犯我國領土主權的大量事實

後，指出：

查葡人永居管理澳門之權，係由中國允認

而來，其主權自在中國。故澳門之界址如何，當

以中國主權所允認者為憑。葡人於光緒十三年以

後，違反條約越界侵權，是葡人不守條約。按國

際法，結約之一國不守條約，他之一國亦無遵守

之義務。但中國不因葡人不守約而廢約，現惟確

守十三年條約之意義辦理。今當勘視界址再訂專

約之始，宜先提出此意見以質葡人。若葡人不依

此辦理，則宜詰以背約之罪。

這份意見書充份反映了人民保衛家園、堅決

反對澳葡越界擴張的強烈願望，給清政府的官員

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葡人倚仗有英國人的支

持，採取種種手段向中國政府施壓，擴張澳界志

在必得。但是由於人民的奮起反抗，使得政府的

談判代表不敢輕易違反民意，妥協退讓。

香山人民在楊應麟的領導下，積極參與劃界

鬥爭。6月間，中葡劃界交涉前夕，香山勘界維

持會又先後兩次召開特別會議，研討劃界局勢，

決定聯合各界人士，選派楊應麟等代表前往香港

面見中國交涉代表高而謙，反映香山民意；並印

發傳單，揭露澳葡壓制香洲埠以及逼迫澳門華人

加入葡籍的陰謀，號召人們參加特別會議，“聯

合大團，實籌對待，冀救垂危”。通過多次召集

會議、大張旗鼓的宣傳活動，香山人民普遍地動

員起來，義憤填膺地投入劃界鬥爭之中。(5)

其後6月30日，香山勘界維持會鑒於“當地

事迫勢危，若非合力維持，恐一失敗，則身命財

產，悉為葡縛，慘痛曷可騰言。於是決定仍在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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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聯沙局開特別會議，聯合大團，實籌對待，冀

救垂危”(6)。這次特別會議前，恰好廣東總督張

人駿去任，由袁樹勳接任總督。面對這種形勢，

着重討論了兩個問題，會議過程發言踴躍，情緒

激昂熱烈。會上，楊應麟首先提出向省府總督呈

稟報告問題。由於新任總督袁樹勳“對澳界恐未

透悉，應以速遞公呈為是，梁君虞廷和議，眾讚

成。”其次，如何防止澳葡侵界問題。鑒於——

葡國新造炮船，竟於本月中旬連日駛入前

山、南屏一帶內河，遊弋測繪，背約騷擾，狡

謀難料。彼蓄陰謀，我無預備，萬一事機決裂，

何以自存，加以土匪乘機，在在可慮，應如何續

請督憲水提派兵撥輪駐紮灣仔、關閘及九洲洋等

處，以資鎮懾，請公定。

會上經過熱烈討論後決定：

為自衛計，莫如趕製軍火，舉辦聯鄉團防，

較為有濟。楊君瑞初等人均極力讚成。隨公決先

由本會刊印勸辦聯鄉團防傳單分送各鄉，草擬聯

鄉團防章程，並公舉李君聲桃、蔡君雄樞親赴各

鄉聯絡，宣佈理由。眾讚成。(7)

楊應麟還利用其新任廣東省諮議員的身份，

繼續在廣州進行宣傳鼓動。當時人民已經廣泛動

員起來，群情激昂，形勢大好。考慮到人民的激

憤有可能導致發生突發事件，反而造成澳葡攻擊

的藉口，因此楊應麟通過廣東自治會散發傳單，

號召人民實行文明抗爭。傳單指出：

楊紳之意，以勘界在即，闔省共謀對策。

各鄉民異常憤激，大力拚死力爭之勢。萬一界

務稍有損失，人心激烈，恐致不可收拾。故力

請佈告實行文明辦法，免貽口實，用心良苦。

連日迭接本會演說員由香山來函，均以所到各

處各鄉鎮先經訂立家法，約束子弟，不許前往澳

門嫖賭吸煙，如違定行革胙出族，並懸紅截緝舖

票、天行票等類久已實行。現在各鄉民男婦老幼

尤極憤激，聲言葡人如侵佔我絲毫海權，及不將

侵佔陸地交退，誓死抗拒，迭經演說勸令遵守文

明規則，切勿暴動，致礙大局。惟群情洶洶，非

口實所能遍及。請速佈傳單，並力勸等語。頃閱

西報載澳門訪函，種種誣陷華人，及陰行反間，

有意驅散本會，情見乎辭。亟應廣為佈告，凡我

同胞，既實行約束子弟不往澳門賭蕩煙花是文明

辦法，切不可稍有暴動，貽人口實。現在葡人痛

心仇視，有意傾陷。我同胞尤不宜往遊澳門，致

中奸計，至盼至禱。此佈。(8)

恭谷都人民奮起反抗澳葡擴張界址的鬥爭，

在香山縣城石岐引起強烈反響。楊應麟代表香山

勘界維持會致信縣城各界人士，推動縣城開展反

對澳葡擴張界址的鬥爭。十月初二日，由香山地

方自治研究社牽頭，在石岐惠愛醫院召開群眾大

會，城鄉各個社團均派代表參加，到會人數達千

人以上。會上決定成立香山城勘界維持會，當時

中葡交涉已成僵局，形勢危急，遂決定創辦民

團，誓死保衛家園。接着，初九日又在惠愛醫院

舉行第二次會議。鑒於初五日已發生澳葡兵船侵

入內河、士兵登岸滋擾事件，城鄉震動，冬防吃

緊，內亂堪虞，於是決議由各鄉趕速興辦團防，

仍以附城為總機關，以資聯絡。又因急需籌措經

費，以資辦公，決定由崇義祠公款酌撥白銀一千

両，作為香山城勘界維持會開展活動的經費，同

時決定派代表前往省城勘界維持會總會，共商防

止中葡代表簽訂秘密條款割讓領土謀求妥協，又

廣泛通電海外華僑，動員他們電促清政府保護疆

土，反對妥協。電文說：

南洋石叻同濟醫院庇能中國南華醫院均鑒：

海軍為保護疆土而設，諸君熱誠慨捐，佩甚。

惟中葡界務，兩使停議，深恐秘密畫押，斷送

疆土，大局瀕危，人心震動，乞通各埠飛電政

府，設法抗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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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楊應麟和勘界維持會派出代表奔

赴香港進行活動。香港有許多香山商人，恭谷都

商人更不在少數。北山鄉旅港商人楊瑞楷是楊瑞

初(楊應麟)的同族兄弟，當時在香港經營太平商

行，對家鄉的抗葡鬥爭尤其關切。經過楊應麟等

人的努力，很快就成功地組建旅港勘界維持會分

會，由北山鄉旅港商人楊瑞楷出任會長。隨後楊

瑞楷立即開展活動，配合省城和香山兩地勘界維

持會進行鬥爭。(10)

與此同時，勘界維持會又發動其它地區和海

外華僑參加抗爭，其中尤以上海、漢口等大城市

為重點。而在海外，則從美洲至澳洲，許多華僑

團體紛紛來電聲援，造成強大的抗議葡人擴張、

保衛家園的輿論聲勢。

十五日於上海廣肇公所，會議澳門劃界事，

到者甚眾。茲將往來電文錄下：澳門劃界維持會

致廣肇公所電文——廣肇公所同胞鑒，澳門劃界

高使到滬，請面稟維持，莫讓寸土。電覆港太

平行楊有成，維持會叩。　廣肇公所覆電云——

香港太平行楊君鑒，函電悉。中葡劃界，事關繫

國家主權及民生財產，自應協力維持。現已集眾

會議，並詳達高使。乞貴會速即調查葡界始終原

委，及葡人近日行為，詳細函知，俾籌對付。餘

函詳。滬廣肇公所叩。(11)

關於楊應麟組織領導勘界維持會進行抗葡鬥

爭事蹟，《香山縣誌》亦有記載：

三月雲南交涉使高而謙奉命勘界，邑人開勘

界維持會，以舉人楊應麟為會長。又在粵城開廣

東勘界維持總會，公推易主政學清為正會長，楊

應麟、陳德駒(南屏人，字衍韜，光緒舉人，工

部郎中。)為副會長，坐局辦理。另設一分局於

香港接洽商界，舉楊瑞楷為代表。兩三月間，接

海外各埠華僑及省縣鄉協助力爭電文共壹百二十

三起。時粵督張人駿俯念民情，顧全國體，獎勵

會董，默授機宜，得有簡派專使勘界之命。葡公

使深忌之，照請外務部查禁。部覆云：粵省士紳

設立勘界維持會，係為研究澳門歷史，搜查澳界

證據，不涉他事，宗旨正大，萬無解散之理。賴

張督先有陳奏也。高使蒞粵，在香港與葡使馬沙

度開議。維持會紳亦駐港，迭有諮陳。(12)

中葡談判前夕和談判開議前夕，維持會適

時地直接致電北京清政府，提出自身的主張和要

求——

北京法部戴尚書，暨梁尚書，各同鄉京官

轉呈張相國鈞鑒：中葡劃界，葡慾無厭，稍任

混越，全粵堪虞。請電粵督外務部，堅持陸界

舊址，尺寸勿讓。水界非葡所有，尤宜保守。

張相督粵，力籌挽救。現局危迫，仍乞保全。

覆港陳賡虞，香山劃界維持會，楊應麟等(即楊

瑞初)叩。(13)

1909年7月15日(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葡談判在香港開始舉行。馬沙鐸在會上宣讀

了事先炮製好的一份“說帖”，拋出了他的勘

界方案，聲稱：葡萄牙管轄的澳門包括：1)澳門

半島，由媽閣至關閘；2)海島，有對面山(包括

灣仔、銀坑、南屏、北山等二十八鄉)、青洲、

氹仔、路環、大小橫琴，以及馬騮洲等小島；3)

領水，以附小島的水路為領水；4)關閘至北山嶺

為“局外地”。(14) 按照這個方案，葡萄牙新擴佔

的領土將比原租居地面積大三十倍。馬沙鐸在談

判中聲稱：澳門從來不是中國領土，早在1574年

葡人已佔領關閘以南整個半島，因此，1887年條

約所說的“屬地”，應當是指澳門以外的各個島

嶼。馬沙鐸還公然把澳葡多年來闖入澳門附近各

鄉村張貼的告示，勒收租稅的單據，以及擅自建

造炮臺和開闢馬路等等，都作為葡萄牙已對這些

地方擁有主權的證據，並聲稱“久佔之地，即有

主權”(15)，企圖以這種強盜邏輯來為其殖民擴張

主義辯護。當時清政府明知馬沙鐸的種種謬論不

值一駁(16)，卻準備以讓步謀求妥協。外務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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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是，查明葡人的原租界作為澳門本土，原

租界圍牆外已被佔領的地區劃為屬地；至於澳門

附近島嶼，不論是否已被佔領，一概極力駁拒，

並不許葡萄牙人在澳門附近劃定水界。至於葡萄

牙人在氹仔、路環兩處佔領地所建立的炮臺，則

計劃在澳門半島上覓地抵換，收回炮臺。 (17) 這

些意見傳達到談判代表高而謙那裡時，他又擅自

作了修改，變為允許澳葡在氹仔和路環已佔地居

留，而不作為屬地。(18) 但馬沙鐸對中方這種妥協

仍不滿足，劃界交涉從一開始便陷入僵局。

此時葡萄牙人加緊採用訛詐手段，企圖以炫

耀武力打開僵局，達到其侵略目的。談判期間，

他們不斷向澳門增兵，使澳門駐軍由四百人增至

七百多人；同時，增派兵艦，擴建炮臺，不斷加

強其作戰力量，並侵擾附近各島各村。7月底，

葡萄牙兵艦侵入我內河遊弋、測繪，夜間停泊南

屏鄉河岸，用探照燈照射村莊，驚擾村民。8月

21日，澳葡當局勒限望廈村居民一週內拆毀該村

全部民房。 (19) 與此同時，葡萄牙在外交上不斷

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葡外交部宣稱，中國如不滿

足它的索地要求，將把澳門劃界問題提交海牙國

際法庭“公斷”。如果清政府既不妥協，又拒絕

接受公斷，他們就要把澳門送給其他大國，而向

中國宣戰。(20)

葡萄牙還利用英國的勢力壓清政府屈服。8

月間，英國公使公然出面干預中葡談判，對清外

務部宣稱，中國應無條件地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

求，否則就交由海牙法庭“公斷”。面對葡、英

兩國的恫嚇威脅，清政府態度軟弱，步步退讓。

高而謙向葡使提出，中國願意“割棄澳門半島 

(由媽閣至關閘)以及青洲、氹仔、路環等地，附

近內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 (21) 他認為既然上

述這些地方已被葡人佔領，或已處於其勢力範圍

之內，“無索回之望”，不如奉送葡人以達成協

議，澳界“尚有得半失半之望”(22)。但葡方並不

因此而滿足，仍堅持索取對面山和大、小橫琴

島，全部控制“水界”。清政府想以妥協求和

平，結果更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

當時的中葡劃界談判代表嚴守秘密，不向外

公佈談判情況。但勘界維持會和楊應麟等人敏感

地意識到談判形勢的嚴重性，於九月初四日下午

在廣州西關文瀾書院舉行千人盛大集會。會上提

出有關劃界談判的八個問題，並當場作出應對措

施：

(一)宣佈高使與葡人會議，前後凡九次，日

前在港特傳見吾粵紳商，到行轅宣示自第一期至

第六期議案。而第七、八、九各期議案，仍守秘

密。此事乃吾粵人切膚之痛，利病得失，理當與

聞。今高使既不能力爭，又復於最喫緊處秘不宣

示，宜如何對待，請公定。顏小初發議，擬一意

見書向高使質問，請其將前後議案一律宣示。隨

舉定杜貢石、莫任衡協同擬稿，眾讚成。主席梁

小山起言，現事機已急，若政府一經畫押，則成

事不說，無可挽回。宜立刻電致外務部，詣勿遽

行畫押，庶可力籌補救。眾讚成。其電文仍由杜

貢石、莫任衡協同擔任。

(二)宣佈香山士民，前在內河填築，葡人竟

照會高使禁阻。高使模稜兩可，糊塗覆答，絕

不駁拒，宜如何對待，請公定。林子祥言，此係

我國領土主權，葡人斷不能干涉，宜並於意見書

內，切實揭出，向高使質問，眾讚成。

(三)宣佈葡人自議界後，擅將兵船駛進內

河，遊弋測繪，以至人心皇皇，高使絕不向葡人

詰責，宜如何對待，請公定。杜貢石言：葡船駛

入內河，擅行測繪，地方官有禁止之權。宜稟請

大吏，飭該地方實行禁止。眾讚成。

(四)宣佈現外間傳說有某吏受葡人賄託，甘心

賣國，隱為公敵。並謂吾粵人辦事，祇有虛聲，全

無實力，此等民氣，實不足畏等語。宜如何對待，

請公定。眾議宜調查實據，宣佈罪狀。並於意見書

內，明白揭出，請將其擯斥，不使與聞界務。

(五)提議公舉明達大紳，晉謁袁督，面稟界

務危急，請其極力維持。宜舉定何人，請明舉。

隨以多數舉定易蘭池、邱仙根、盧梓川、楊瑞

初、陳仲葵、何子峰、鄧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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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議將高使退讓及葡人橫索各情形，電

詣“劃界問題”(《香山旬報》第88期)達外埠華

僑，請協同誓死力爭，如何請公定。眾議華僑愛

國，必表同情，隨公舉杜貢石擬定電文，明日即

發。

(七)提議多派演說員，往香山各鄉，將界務利

害得失之關切，及鄉民文明對待之辦法到處演說，

以激發鄉民愛國之熱心，如何請公定。眾議宜派演

說員多名，分頭下鄉，其經費即由會員擔任。

(八)提議公舉明達大紳，赴京面稟外部，請

其極力維持。眾以時將入夜，公舉需時，候下期

再議，隨搖鈴散會。(23)

與此同時，楊應麟又代表香山勘界維持會向

省諮議局提交信函，請求支援：

公啟者：澳門勘界一事，節節失敗，危機

在即，人心惶惶，全粵父老子弟呼號奔走，冀

謀挽救之策。竊查諮議局章程廿一條十二項，有

收受自治會或人民陳請建議事件之規定。本會於

九月初四、十一日會議全體議決，遵照諮議局章

程廿一條規定，提出澳門勘界一案於貴局，請為

一議當道，以挽危局而靖人心。貴局議員公正明

通，素孚人望，定能合力籌維，顧全桑梓，或者

至疑諮議局應辦事件，原以本省之事為止。澳門

勘界，事關外交，似非諮議局所能涉及。然廿一

條案語有與資政院所定許可權，有國家地方之分

一語，是國家之行政，資政院議之，其在地方之

一部者，選議局亦得言之。論者謂諮議局議事之

範圍，即以督撫行政之範圍為標準，信不誣也。

況決議與建議性質不同，決議之事，即交督撫執

行，故當在諮議局職任許可權以內者建議，不然

在督撫職任許可權內之事，均得開陳意見，以俟

採納，執行與否，聽之督撫，在諮議局不為逾越

許可權也。前曾將所呈遞前督部堂張勘界大臣高

意見書，並節略地圖，早呈臺電，倘以後有查詢

之件，本會當隨時開陳以備考核。(24)

之後，楊應麟、陳仲達前往香港活動，11

月初由港返省，宣佈與旅港同人議定秘密辦法數

條，公決次第舉行。(25)

接着，勘界維持會又向省諮議局送交請願

書，指出：

前月初一日，勘測界大臣高與葡國大臣馬末

次會議，界務已成決絕。據葡使要脅擴張附近前

山一帶水陸地方，提議以拱北關附近一截為港內

水界，以大小橫琴及澳門附近等處海島為港外水

界，統歸澳門全權節制等語，是粵省門戶，盡被

強佔，搖動全域，何以圖存？[⋯⋯]應請諸公建

議，詳請督憲，電致外務部立行廢去光緒十三年

之約，以保主權而安民命。又現在冬防喫緊，民

志洶洶，內訌外憂，時虞暴動，若不加厚水陸邊

防，添兵派艦，鎮守前山內河，萬一變生不測，

誰任其咎？蓋弭患於未萌，較易措手，若皇皇於

事後，患甚養癰，並請諸公建議，詳請督憲重民

命注意冬防，界事幸甚。(26)

在廣東諮議局第五次會議上，楊應麟和勘

界維持會的呼籲得到全體議員的支持，並決定此

事重大，關繫全國，須聯合各省諮議局，協商辦

法，共同應對。(27)

由於當時愛國民眾團體抗議聲勢巨大，清政

府感受壓力，不得不表示“此事上關國家疆土，

下繫輿情，自應格外審慎，妥籌兼顧”(28)，駁拒葡

人的無理要求，並提出將談判地點移至廣州，“藉

示葡使以粵民固結，不肯棄地之意”(29)。馬沙鐸見

訛詐手段難以得逞，在11月14日第9次會議上“拂

衣而去”(30)，悍然破壞談判。

組建民團保衛家園

香港談判失敗後，英國跳出來橫加干涉，向

清政府施加壓力。1909年12月24日，英國公使朱

爾典照會清政府外務部稱，葡國提出將澳門界務

提交其他國家“調處”(即公斷)，英國認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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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頗屬有理”，但中國政府予以拒絕，

英國認為十分可惜，因為英葡兩國有盟約，“凡

遇無故侵攻葡境之事，英政府即有保護之責”，

因此，希望中國政府對“調處”之事，“再行

斟酌”。在照會中，還特地附上英葡盟約的全

文，很明顯是要威脅清政府就範。 (31) 當日下午

四時，清外務部大臣那桐約見朱爾典，明確告訴

他，中國不能同意馬沙鐸所提出的將澳門界務提

請“海牙公斷”，這是因為：“中國以此事關繫

中葡兩國盡有機會可以和平之結，不必由海牙公

斷。” (32) 但朱爾典仍提出，中國不願交海牙公

斷，英國很希望見到中國提出由其他國家公斷的

辦法來。那桐答稱，關於這一點，今天不能作

答，待仔細研究再定。

12月30日，外務部覆照英使朱爾典，再次明

確提出，關於海牙公斷之事，早已在中葡雙方交

涉中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中葡敦睦已數百年，

該處界務係屬中葡兩國之事，所關繫者係屬中葡

兩國之民，非局外所能制定，應始終由我兩國和

商議結。但能彼此退讓，則現雖停議，將來派員

接續會商，盡有機會，無庸交公會公斷。”(33) 這

樣，英國插手澳門界務的企圖遭到了失敗。

接着12月31日，葡萄牙公使柏德羅又來函稱，

葡國界務大臣馬沙鐸已來到北京，希望拜晤外部，

舉行會談。外務部定於1910年1月4日與其會見。

外務部由梁敦彥、聯芳和鄒嘉來三位大臣與其會

談。馬沙鐸一開口就大肆攻擊中方的政策，他聲

稱，本大臣是為了澳門劃界而來，可是高而謙大

臣卻把談判視為要求澳門“割地歸還中國”。對

此，外務部官員也毫不示弱爭辯道：“中國所爭

者，並非欲葡國割地還我，祇願取還中國所固有

者耳。” (34) 中國希望馬沙鐸回國後告訴本國政

府，澳門並非軍事要地，葡國何必力爭各處炮臺

營壘，擴張佔地，而應當致力於使澳門華人與葡

人和平相處。馬沙鐸卻堅稱，現在澳門界務中葡

雙方各執一辭，不如由第三國公平評斷，得以迅

速了結。但外務部堅持不讓第三國插手的立場。

這次會晤進一步表明，中葡雙方對澳門界務的立

場有根本性的不同，在當時情況下，是不可能通

過談判加以解決的。

楊應麟面對中葡談判的嚴峻局面，心中充滿

憤慨。1910年5月，他在《香山旬報》中發表了

〈鏡湖感事十詠〉組詩，充分表達了他對澳門局

勢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愛鄉的濃烈感情：

海疆重鎮棄前明，一度胡笳一度警。

總是鯨魚吹浪起，至今江水未曾平。

　　(葡人貪慾無厭，陸界海權頻年越佔。)

博場歌館充官帑，流寇逋臣口上卿。

留得蒼生無限劫，釵環紈袴伴霄行。

　　(澳門嫖賭成風，奸宄托庇，民同化

外，淫蕩卑鄙，為吾族羞。)

大三巴外小三巴，雨甸煙村屋萬家。

聚鐵鑄成千載錯，忍將鶯粟換桑麻。

　　(澳地沃壤交錯，人民繁盛，與葡通商

絕無利益，販賣洋藥一件，種禍尤烈。)

日映黃龍上國旗，樓船高掛過瑜磯。

鑾風颯颯吹回棹，底事無人問是非。

　　(庚子、丁未兩年，有驅逐官艦事。瑜

磯——灣仔舊名。)  

禾黍龍田悵故闉，楚人一炬竟燒秦。

白頭野老吞哭聲，一樣中原有棄民。

　　(丁未龍田闔村慘遭焚燬，流離遷 之

苦，實不忍聞。)

東望洋臺鬼火青，雕鞍遊子玉亭亭。

此中別有傷心事，曾聽蠻兒唱後庭。

　　(葡人野心穢行，辱及童烏，種種惡跡

言之髮指。)

金鐘山下黑旋風，浩劫生逃死尚逢。

白骨如山誰是主？傷心一例葬龍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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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刨墳露骨，拋棄江流，存沒埋冤，無可

控愬。)

莫愁誰更說廬家，八笠追豚試虎牙。

剩有牆茨長不掃，蠻風吹墮女兒花。

　　(葡人淫暴，強玷閨閣，羞憤捨生，非

止一二。)

飛沙關外萬家墳，黑夜悲風起陣雲。

九死不忘爭漢土，鬼猶如此況人群！

　　(甲午關閘外幽魂為厲，格鬥葡兵，夜

常數起，戒嚴如防大敵，卒至葡人懺悔，

事始寢息。)

彝酋苛暴吏潛逋，誰謂三軍勝匹夫？

苦憶當年沈義士，萬人爭看好頭顱！

　　(道光季年，葡酋肆虐，民不聊生，左

署遷避，大吏鉗口。時有沈公阿米，刃殺

葡酋，赴官自首，從容就戮。都人義之，

至今歲時奉祀。)(35)

楊應麟的〈鏡湖感事十詠〉，堪稱反抗澳葡

擴界的戰鬥檄文，表明他要像當年抗葡義士沈志

亮那樣，誓同澳葡進行決死的鬥爭。

在中葡澳門界務交涉陷入僵局期間，葡人

不遵守維持現狀的協議，經常挑起事端，糾紛不

斷。這期間，澳葡強行在橫琴島的馬料河勒收地

鈔；擅自在灣仔內河設置水泡，圈佔水界；反對中國

政府在小橫琴島緝捕盜匪，扣留匪船，要求將人、船

交給澳門；又公然出兵路環島剿匪，等等。

這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認識到，對澳門界務

採取延宕辦法，並不能維持現狀，制止侵略。因

此，外務部於1910年6月20日，去電命駐法國公

使兼駐葡國公使劉式訓前往里斯本，同葡萄牙政

府談判，爭取澳門界務獲得解決。 (36) 劉式訓到

里斯本後，同葡外交部商定在當年10月舉行界務

會議。可是會談尚未開始，葡萄牙即於10月4日

爆發了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專制政權，建立共和

國。消息傳到中國，清政府頓時對澳門界務產生

了幻想。10月15日，外務部向劉式訓發指示：“惟

未承認(葡國新政權)以前，能否利用時機，向新外

部作為私談探商澳界讓步辦法。如能滿我之意，即

先行承認亦無不可。”(37) 不過葡萄牙的臨時政府

外交部對劉式訓的試探反應冷淡。

此時澳葡企圖用武力實現侵略目標。它一方

面藉口澳界“各持舊狀”，阻撓我國在對面山、

大小橫琴、氹仔、路環各島以及關閘至前山地區

行使主權，並要求清政府“彈壓”人民自發組織

起來保衛家鄉的愛國行動(38)；另一方面則積極加

強軍事部署，武力侵犯這些地區。其攻擊重點在

路環。路環島原名九澳，以島東北角之九澳灣而

得名，後又以島西部的路環村作為島名。它位於

澳門南面8公里的海上，是十字門的入口。當時島

上約有居民一千九百人，多以打魚維生。(39)  1864

年，葡萄牙侵入該島的荔枝灣，佔地數十畝，建

造炮臺，屯兵一二十人。

1910年7月，廣東新寧、開平等縣發生教案，

某些天主教徒的子女被擄困在路環島上。教民向澳

門主教求救，主教慫恿澳葡當局趁機以“剿匪”

為名，派兵進攻路環。島民奮起自衛，三次打退

侵略者的進攻，並奪回葡人在島上建造的炮臺。

其後，澳葡增調軍艦，傾其全力圍攻。清軍卻坐

視不救。島民奮戰半個多月，彈藥缺乏。8月4

日，葡軍在島上登陸，大肆燒殺搶掠，“村民數

百家，慘受鋒鏑而死”(40)。還有一艘滿載難民的

漁船被葡艦擊沉，三十八人無一生還。(41) 這是葡

萄牙殖民者欠下中國人民的又一筆血債。

路環血案發生後，“舉國士夫駭汗相告，各

埠華僑函電詢問”，強烈要求廢約收回澳門。(42) 

六月十八日勘界維持總會會議，針對路環事件的

形勢，決定選派楊瑞初、陳仲達二位會長，前往

會晤提督李准，商請添派兵輪，駐守要隘，一防

逃匪衝突，二防葡兵藉端騷擾，以保主權而安人

心。據李准答覆，現已佈置嚴密，諸君可為放

心，如將來有緊要消息，可以隨時電聞，即當援

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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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間，葡國政局變化訊息傳到國內，楊應

麟認為形勢有利，又起草兩封函電，分呈清政府

軍諮處、外部、資政院、攝政王，請求宣佈廢除

中葡條約，收回澳門。電文稱：

葡易民主，前約應廢，澳地亦應收回。乞速

施行，免生別故，並即派輪駐保。香山勘界維持

會楊應麟等叩。

又電云：界議停，葡謀亟，舊未還，圖新

佔，倘失敗，全粵危。乞提議力爭，收佔地，

保海權。葡變起，早結尤要。香山勘界維持會

楊應麟等叩。(44)

1910年11月17日，廣州、香山、香港等地

的勘界維持會分別舉行特別會議，決定組織請

願，要求廢約收回澳門；同時發動義捐，籌集經

費，以加強民團武裝，準備“賭一戰以收回澳

門”。 (45) 清政府卻指令廣東各級官員對愛國民

眾加以“勸撫”。《香山旬報》發表的文章〈路環

村民之慘死原於界務之未定〉，對此事件猛加抨

擊，指出：

葡人派兵圍攻過路環，致村民數百家慘遭鋒

鏑而死。噫，誰死之？葡人死之也。葡人何敢死

之？實政府諸公假手於葡人以死之也。(46)

葡萄牙武力佔據路環島後，氣焰更加囂

張。1911年初，又在澳門附近的海面和內河航道

上大搞所謂疏濬工程，企圖通過這種手段取得內

河外海的控制權。其具體目的有三：1)控制前山

內河，即從澳門北至亞婆石，西至對面山島岸邊

一帶，為下一步侵入對面山和前山一帶地區做準

備；2)控制十字門海面，進而入侵大小橫琴島、

氹仔島和路環島；3)佔領九星洲海面，即西起馬

騮洲，東臨九洲洋，北至香洲以北，南達路環一

帶，以控制珠江口，隔斷廣東西部高廉雷瓊四府

至廣州的航道，扼殺新建的香洲埠。疏濬航道工

程始於1908年。凡是已經疏濬過的海面，葡萄牙

人均設置浮標，表示該段水界為其所佔。由於中

國人民的反抗，工程經常中斷。1911年3月初，

澳葡當局又開始其疏濬活動。它派出軍艦兩艘、

快艇十艘，運載工役一百多名，曾兩次闖入前山

內河，掘毀白石角和亞婆石兩處田基一百二十三

米，強行疏濬。6月間，葡萄牙又同香港麥端那

洋行的英商訂立合同，委託英國人疏浚氹仔以北

海面。(47) 澳葡就是用這種“由水及陸”的侵略手

法，蠶食澳門附近的中國領土。

1911年4月間，勘界維持會會長楊應麟、陳

德駒、張振德等人根據路環農民鄭彥莊等人的反

《香山旬報》內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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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獲悉，(農曆)三月二十二日，葡人突到路環附

近之九澳等處，丈量田土，勒令納稅，當即報告

總督要求查處。信函指出，九澳、黑沙等處，係

屬我國領土，難任葡人佔越，且光緒十三年條約

載明未經定界以前，彼此不得增減改變等語，今

葡人連日丈量九澳等處田畝，勒收稅項，限日報

名，其任意增減改變，顯與前約相違，且被佔之

地當須收回，固有之地詎能稍棄，現當界事未結

之際，稍一退讓，香山南境，恐非國有。(48)

楊應麟面對澳葡武力擴界的嚴峻局面，認為

祇靠請願抗議已無濟於事，必須發動群眾組織武

裝自衛。早在1909年中葡談判開始時期，楊應麟

於8月25日召開勘界維持會議決定，在形勢岌岌

可危的局面下，“為自衛計，趕置軍火，舉辦聯

鄉團防”。通過了〈聯辦九十八鄉民團章程〉，

宣佈成立民團，拿起武器，隨時準備給侵略者以

迎頭痛擊。 (49) 1911年農曆正月十三日，楊應麟

召開勘界維持會議，決定成立義勇隊以圖自衛，

並商定籌款、籌械，以及名額、駐紮地點等等問

題。(50)

在楊應麟的指導下，草擬了民團章程，大要

是：本下恭都，因中葡澳界交涉未清，近日侵掘

內地，幾成決裂，擬聯合都人舉辦團練，以為先

事預防之法，集合團勇二百名，由各鄉選送，每

鄉約十名，至多以三百為額，事有成效，再行推

廣。其經費由各鄉公約量提捐助，若有殷戶義捐

二元至五元為贊助員，十元為名譽員。公舉總副

參議，執行本社全體事務，總副司令，實行統率

全隊，調度指揮。擬在前山租借民房，以為團練

公社。該團勇分一大隊，兩哨隊，以一大隊駐前

山，以一哨隊駐北嶺，以二哨隊駐灣仔，冀與巡

防相望，以厚兵力。擬尚請廿六營鄭管帶擔任編

練，業蒙允許。團勇月餉七元，辦事各員不受薪

水，哨長隊等由總副司令擇能選充，星期常會，

特別要事開臨時會，器械俱用新式快槍由各鄉借

用，如不足，備價稟官請領。如能獲賊一名，獎

給若干，緝拿內線及奸細，獎給若干。若禦賊受

傷，醫癒，因而斃命，補恤。(51)

4月間，香山勘界維持會上書請願，提出了

解決澳門劃界問題的兩點建議：1)政府速派軍隊

駐紮灣仔與前山要隘，並發槍給民團，作好武力

抗擊澳葡擴張的準備；2)在廣州重開劃界談判，

廣東官員和勘界維持會的代表共同參加。 (52) 請

願書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7月，廣東諮議

局討論了該請願書，通過了相應的決議，要求政

府認真對待葡萄牙的侵略企圖。兩廣總督張鳴岐

不得不表示俯順輿情，對澳葡採取強硬態度。(53)

與此同時，總督又決定將恭谷兩都，舉辦團防營

事宜，撥歸前山廳莊丞，督同局紳辦理稽察，使

民團納入政府的操控之下。(54)

《香山旬報》內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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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間，澳葡委託英國人疏濬氹仔以北海面，

用 “由水及陸”的侵略手法，蠶食澳門附近的中

國領土。楊應麟、容鵬翔等人鑒於形勢危急，決

定親自組建本鄉民團以圖自衛；編練之法，募集

兩鄉土著、體魄強壯、有職業而無嗜好者入團，

先以一百名為額，妥定團章以訓練，無事各安生

業，遇變齊起嚴防，名曰南屏、北山兩鄉自衛

團，由他們自已親自掌控指揮。至於自衛團所需

槍械，即由兩鄉分籌經費，詳請督憲，恩准飭局

核給單響毛瑟槍一百杆，彈子一萬顆，由民團按

價購買，以資自衛。(55)人民自衛團從政府那裡領

到部分槍械裝備，活躍在前山防線上。

清政府鑒於香山人民強大的反對澳葡擴張澳

門界址的鬥爭形勢，態度也強硬起來，並命令廣

東政府全權處理澳門劃界交涉問題。7月，張鳴

岐派員到澳門交涉，要求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疏

濬工程。同時又派二十五鎮參謀官黃士龍巡查澳

門附近的防務。黃士龍提出一個軍事與商業並舉

以馭掣澳葡的方案：軍事方面，加強北山嶺和灣

仔炮臺，使兩處互為犄角，加強各關隘的防務；

商業方面，鼓勵和支持民間建設香洲埠，並在灣

仔開闢商場，動員澳門商民移往開業，從經濟上

制裁澳葡。這樣，“葡人不能以兵力自恃，商務

又逐漸凋殘，款絀兵單，彼焉能自立？” (56) 張

鳴岐採納了這個方案。8月25日，廣東政府向前

山增派新軍以後，照會澳葡當局，要求立即停止

疏濬工程。(57)  

當時派往前山的新軍達一千多人，並軍艦四

艘。當地人民情緒熱烈，紛紛籌餉勞軍。《香山

旬報》發表評論文章，鼓勵軍民合作，力挫澳葡

侵略陰謀，指出：

今新軍之出駐前山，鞏固國防，即為新軍報

國報民之日，亦以雪我國向主退讓之大恥，其主

要目的純然為對外而來，比之磨刀霍霍，日以殘

殺同胞為能事者相去天淵矣。嗚呼！新軍乎，我

之最親愛之新軍乎，爾其奮勵猛進，毋忘我邑人

之歡迎乎。(58)

旬報同時勉勵民團抗葡自保的行動：

幸也，南鄉已籌辦民團矣。是舉也，為民

為劈頭對葡第一舉動，不特粵人須注目焉，即

葡人亦當奔走不遑，動色相誡也。茲舉雖小，

謂關於南鄉之安危可，謂關於一邑之安危亦無不

可。為今之計，開始固難，持久亦不易。竭爾心

力，固爾團體，臥薪嚐膽以為之，事無不濟。抑

吾聞之，奉耶教之民，有勇敢好戰之風；奉佛教

之民，有輕視死生之概。吾民俠烈好義，自昔已

然。事變之來，小子雖不武，亦堪執以相從也。

諸君子其勉之哉！(59)

這些輿論宣傳，大大增長了人民保衛鄉土的鬥

志，大滅葡萄牙人的侵界氣焰。

中國加強前山防務，使澳葡當局十分驚慌，

急忙從本國增調軍艦和軍隊來澳，準備負隅頑

抗，同時向其它帝國主義國家請求外交支持。一

些大國也企圖插足其中。香港的《麻剌西報》首

先發難，就新軍駐防前山一事進行威脅恫嚇，聲

稱：“中國豈不知如此一舉，必令各國之有權利於

中國者盡為葡人之助乎?”(60) 8月30日，各國駐廣州

領事聯合訪問兩廣總督張鳴岐，要求“調停”。

張鳴岐表示：“新軍駐澳門交界，國防所繫，屬

我主權，斷難撤退。”(61) 在中國方面堅持鬥爭

之下，澳葡當局被迫表示“願化干戈為玉帛”，

疏濬工程終於停止。

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恃強凌弱，瓜分中

國，搶奪權益，予取予奪。惟有葡萄牙擴張澳門

界址卻遭到重大挫折，未能實現其預定的擴張目

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這個衰落的殖民主義國

家缺乏強大的實力後盾，但更重要的是因為遭遇

到聲勢浩大的人民反抗運動。而北山鄉楊應麟便

是這次人民反抗澳葡擴界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群眾

領袖。

楊應麟以其飽滿的愛國熱情，昂揚的鬥志，

在家鄉和縣城、省城、香港等地奔走串聯，精心



23 文 化 雜 誌 2010

歷

史

香
山
志
士
楊
應
麟
抗
葡
事
蹟
考
略

策劃成立群眾組織，開展多種宣傳運動，利用各

種條件，展示人民的嚴正立場；而且他預見此次

劃界鬥爭的艱巨性，從一開始就注意組建人民自

衛團，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保衛家園。總之在這

次嚴峻的鬥爭中，楊應麟充份發揚了敢於鬥爭和

善於鬥爭的大無畏精神，最終取得了劃界鬥爭的

勝利。事實證明，楊應麟和他所敬重的沈志亮一

樣，是真正的愛國者和鬥士，他對保衛家鄉免遭

澳葡兼併的貢獻是巨大的。

民國以後，生性淡泊的楊應麟沒有進入仕

途，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業，出任廣東肇慶

中學校長(62)，走教育救國的道路；去任後返回北

山鄉安度晚年，仍關注家鄉的教育建設。1921年

間，他曾為南屏鄉容氏甄賢學校撰寫碑銘，刻石

碑立於該校內。碑文全文如下：  

粵以辟雍鐘鼓樹木鐸之先聲，秘府圖書納

儒家之正軌，賢為邦本，政以人存，庠序之興，

三代所繇盛也。迨唐宋而逡，里選漸廢，科試斯

興。前清末葉，學趨浮靡，士競夤緣。壬寅秋，

遂改帖括舊規復膠庠，古制科分六藝，酌古即以

準今。詔下九重鼎新先期革故，一人奮四海從

風，不數年而學校遍寰宇矣。南屏容氏，望族

也，世產雋英，門旌奇行，是皆培之有本，誨

之有方，支粟十年寒飫，文章之富，一樹百獲闌

千，堆苜蓿之錢。 社曰甄賢，建始於同治，十有

二年矣。矧是太乙吹藜，就劉向傳經之閣；張禹

坐帳，闕彭宣聽樂之堂。民國初元壬子，甫營校

舍，特庋琴書，集狐腋以成裘，裁鳳毛而製錦。

三年鞋破，萬貫腰纏。傍始祖之崇祠，拓文園之

舊地。門迎旭日，樓接奎垣，佈算從心，詢謀同

議。於是芟荊置臬揆曰作宮，兩歷歲年，始成堂

構，遍栽芹藻永留。泮春風交映榆。共羨謝家蘭

玉路碑，騰口大廈歡顏，攝齊昇階習禮，正鼓鐘

之位，循學步登堂，多入室之賢，點瑟侍坐而一

室皆春；皋皮橫經，而萬花齊醒窗環。三面門展

雙眉庖廚，浴苑囿之所，適其宜禮樂射御書數之

條齊，其教夏弦春誦，如聞太古母音。講讓型仁

詎襲髦蠻陋習。綜核營築諸費，不敷者貳千員有

奇。移學俸所有餘，補遺財之不足。斯校告成，

厥功誰懋。溯夫學俸有賴者，純甫公之豫奠其基

也。校舍聿口者，梓庭公之善成其志也。其間佐

理多才賢勞曷昧，容君位荃茂才，時掌斯校，

緬前人之志遠，逮後學之恩多敷衽陳辭，申麻

屬序。僕與容君淄澠合味，疏慢難辭，硯田久

荒，愧榛蕪之，莫掃儒冠近古，笑體制之多乖，

掎摭群言闡揚，休佇見鯉庭詩禮，允承家學之傳

雀館，瑤環盡備，撓人之選猗歟。盛已。

銘曰：烈烈日星，蕙蘭斯馨。家有賢郎，

為國之英。選言考藝，掌自明廷。養之教之，惟父

與兄。荷塘清漪，秀毓南屏。植槐培桂，奕葉相

承。永矢弗諼，休哉典型。                    

中華民國十年歲次辛酉五月穀旦立

天平允仝刊石

1925年，北山愛國志士楊應麟去世，享年六

十二歲。

【註】
   (1) 〈邑人研究澳門劃界問題〉，《香山旬報》第17期， 己酉

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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