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6

歷

史

1
6

-1
9

世
紀
澳
門
和
帝
汶
關
係
研
究
綜
述

文 化 雜 誌 2008

彭　蕙
*

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綜述

*彭蕙，歷史學博士，華南理工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東帝汶，全稱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帝汶，當地人簡稱自己的國家為帝汶諾諾沙（Timor Loro Sae）。

東帝汶位於亞洲的東南部，努沙登加拉群島的最東端。領土包括帝汶島東部及附近的阿陶羅島（Atauro）和帝汶

島西部北海岸的歐庫西（Ocussi）地區，面積 14,874平方公里。

和荷蘭簽署了條約，瓜分了帝汶島，東部和歐庫西

（位於帝汶島西部北海岸）歸葡萄牙，即我們通常所

說的葡屬帝汶；西部併入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尼）。

葡屬帝汶是個相對孤立的島嶼，離中國的澳門有

3,200公里，與非洲的莫桑比克 11,500公里。

帝汶島歷經諸多磨難，先後遭到葡萄牙、荷

蘭、日本、印尼等國的侵略。 1975年，葡萄牙人結

束了在東帝汶近四百年的殖民統治，東帝汶宣佈獨

立。之後又遭印尼入侵，終於在 2002年 5月 20日恢

一

東帝汶很早就與中國有了經濟、文化上的交

流，而且與我國的澳門有着密切的聯繫。帝汶與中

國當時的貿易往來，主要是將帝汶的檀香木賣給中

國商人。 1515年首批葡萄牙貿易商來到島上，並於

1520年與帝汶貿易，後在島上定居下來。1613年荷

蘭人在帝汶島古邦西南端的一個海灣定居，葡萄牙

人於是移到了該島的北部和東部。 1859年，葡萄牙

〈帝汶地圖〉（中國駐東帝汶大使館李璞領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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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獨立，建立了東帝汶民主共和國（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成為全球第一百九十二

個主權獨立國，有了自己的國旗、國徽和國歌。如

今已成為聯合國成員國之一。 2002年 5月，中國與

東帝汶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帝汶民主共和

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國成為世界

上第一個與東帝汶建交的國家。在東帝汶獨立之

前， 1996年，南非的霍塔和東帝汶人權鬥士明德祿

主教同獲諾貝爾和平獎，更鼓舞了東帝汶人民反抗

侵略爭取獨立的鬥志。雖然這個新興國家面臨不少

困難，經濟發展的速度、規模還相對落後，但是隨

着東帝汶人民的共同努力，與世界各地的不斷聯

繫、交往，相信這些問題將得到完滿的解決。

正是由於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這裡歷史上成為

西方殖民者覬覦、爭奪之地。但這個素有“檀香之

島”的地方並沒有引起歷史學者的重視，尤其是國

內的學者常常忽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於這樣一

個在歷史上與我國有着頻繁往來的新興國家，我們

應該認真研究她的歷史。

16-19世紀中國與帝汶在政治、經濟、宗教等方

面都有往來，澳門在其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成為

帝汶與中國交流的橋樑和通道，發揮了極其重要的

作用，尤其是在貿易方面，澳門成為中國與帝汶進

行貿易的中轉站。16-19世紀，澳門與帝汶的關係非

常特殊，同屬葡萄牙的東方屬地，且關係非常密

切。然而，這一時期的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作為中

外關係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一直未受到學者

們的重視，尤其是中國的學者常常忽視了對這一段

歷史的研究，而把精力集中在對東帝汶的現狀、熱

點問題、政治問題的研究上。目前尚沒有關於此問

題研究的中文論著，文章更是寥寥無幾，可以說這

個問題的研究在國內尚是一項空白。而外文論著則

相對較多，尤以葡萄牙文居多。 16世紀，澳門和帝

汶先後成為葡萄牙在東方的海外屬地，由於距離葡

萄牙本土較遠，因此由葡萄牙在東方的統治中心—

—葡屬印度來管理。而兩地在交往的過程中建立了

良好的關係，成為葡萄牙東方屬地中關係最為親密

的兩個地方。尤其是16-19世紀，兩地來往頻繁，在

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交往甚密。同作為

葡萄牙的東方殖民地，對帝汶的關注程度遠遠比不

上澳門。然而澳門的發展興衰直接關係到帝汶的發

展；反之亦然，帝汶國內的發展和治安狀況也會影

響到澳門。因此，研究澳門史不能不研究帝汶史，

帝汶史的研究已成為澳門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如果

研究澳門史不瞭解帝汶歷史的話，澳門史的研究將

不完整；如果脫離澳門史而單方面研究帝汶史的

話，研究的視野將縮小，研究的內容將變得單一。

概而言之，帝汶史是澳門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澳門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介

紹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關係這一問題的研究現狀。

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首

先，以往學者往往忽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然而對

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深入研究這一時期中外關係史，

歷史上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友好往來等問題都會有一

定的幫助；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與東帝汶的友好關

係提供了歷史依據，促進兩國外交關係的發展；第

二，對於該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帝汶史的研究和葡

明德祿主教（D. 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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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雜 誌 2008 〈帝汶地圖〉（引自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 1974年澳門出版）

帝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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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研究。目前國內尚無一篇完整的

關於帝汶歷史的中文著作。作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

地之一，帝汶應該引起國內史學界的重視。大量的

葡萄牙文文獻、檔案將成為研究這一問題的前提和

基礎；第三，對於該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帝汶經濟

史的研究。帝汶引人注意之處在於其島上的檀香

木，這裡是白檀最主要的產地之一，後期這裡成為

咖啡的主要種植地。檀香木和咖啡成為帝汶經濟發

展的主要支柱；第四，對於該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

澳門和帝汶宗教史的研究。澳門與帝汶的政治關係

一直都很密切，而且帝汶曾一度劃歸澳門教區管

轄。相關的葡文資料和著作中，對於兩地宗教的關

係着墨並不多，論述各有重點。對於這一問題的研

究將有助於兩地宗教界的交流和發展；最後，對於

該問題的研究有助於華僑華人史的研究。16-19世紀

澳門和帝汶交往頻繁，澳門人前往帝汶貿易、定居

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在帝汶從事着不同的職業，為

帝汶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頁獻。澳門人逐

漸成為帝汶社會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同時，帝

汶人來澳門者也不少，他們在澳門學習、工作。然

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目前成果還比較少。

二

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的關係研究甚是重要，尤

其是帝汶史的研究已成為澳門史研究的一部分。但

是，國內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對此問題作過深入的研

究，儘管有零散的著述談及這個問題，但是因為兩地

發展的獨特性以及這一時期兩地往來頻繁、關係複

雜，給中外學者的研究帶來諸多困擾。而且關於帝汶

的材料大多以葡文為主，由於這個語言障礙，國內學

者大多避開對帝汶歷史，尤其是被葡萄牙人佔領的四

百多年歷史的研究，而把目光集中到帝汶現狀、政治

熱點等問題上（1）。加之中國正史文獻中有關帝汶的

記載較少，且大同小異，沒太多新意（2），因此，澳

門和帝汶關係研究，到現在為止，還是一項空白。

關於國外研究，則主要以葡萄牙文為主，有專

著也有文章，成為該問題研究的主要參考資料。

一、論述帝汶歷史的文章和專著。以葡文為主，

但是時間段主要集中在 16-18世紀，很少有人將其歷

史寫到 19、 20世紀。著作方面，萊唐（Leitao）的兩

部著作，《帝汶的二十八年歷史， 1698-1725》（3）和

《1515-1702年在索洛島和帝汶島的葡萄牙人》（4）；莫

賴斯（Morais）的《研究帝汶歷史的資料》（5）；傑夫

里（Geoffrey C. Gunn）的《帝汶五百年》（6），此書

是目前研究帝汶歷史重要的參考書（有英文和葡文

兩個版本），全書分為十四個章節，記述了從葡萄

牙人到達帝汶之始一直到其建國近五百年的歷史，

書中利用大量的文獻資料，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帝汶

的歷史。尤其是書中的第三章論述了澳門、中國以

及檀香木貿易。雖然對16-19世紀澳門與帝汶的關係

論述不多，但仍是該問題研究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還有奧利維拉（Oliveira）《葡萄牙歷史中的帝汶》（7）。

這些都將成為該問題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文章方

面，如普塔克教授（Roderich Ptak）的《中國古代史

籍中有關帝汶的記載》（8），此文論述了部分中國古

籍文獻中有關帝汶的記載。

二、論述帝汶的檀香木貿易的專著和文章。著

作方面：戈麥斯（R u y  C i n a t t i  V a z  M o n t e i r o

Gomes）的《葡屬帝汶檀香木貿易簡史》（9）；席爾瓦

（Silva）的《帝汶及其咖啡種植》（10），側重點在帝

汶的另一種特產  　 咖啡的論述上。文章方面：以

普塔克教授（Roderich Ptak）的《從帝汶到中國和澳

門的檀香木運輸， 1350-1600年》（11）最具代表性，

文章分為五個部分，著重論述了 1350-1600年中國

和帝汶之間的檀香木貿易。對於澳門和帝汶的關係

雖有提及，但僅局限於經濟上的往來，對於澳門和

帝汶其他方面的關係並未提及。

三、論述帝汶宗教的文章和專著。著作方面：

文德泉（Pe. Manuel Teixeira）神父的《澳門及其教

區》（12），是文德泉神父所撰關於澳門教區史之鴻篇

巨著，堪稱澳門宗教及歷史百科全書，共 16冊，編

寫時間跨越半個世紀。其中第十冊是專門論述帝汶

傳道區的專著；澳門主教阿比利奧．若澤．費爾南

德斯（Pe. Abílio José Fernandes）神父的《帝汶傳

教團的簡史及現狀》（13）也較為詳細的論述了帝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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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發展歷史和現狀。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

分介紹了帝汶傳道團，第二部分着重介紹了在帝汶

傳教的傳教士。文章方面：大部分有關帝汶宗教的

文章都刊登在《澳門教區月刊》（ B o l e t i 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上。 1903年 7

月 17日根據鮑理諾（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 t ro）主教的決定，創辦此刊。博克塞（C.  R .

Boxer）、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神父以及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神父等人曾在此發表眾多有關澳門史

地的文章。刊登在上面的許多文章，或是帝汶宗教

的專論，或是最新書目及內容的介紹，是研究帝汶

宗教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然而這些文章和著作很

少涉及澳門和帝汶兩地的宗教關係和發展等問題。

四、論述在帝汶的所見所聞。英國旅行家諾曼

．路易士（Norman Lewis）《東方王朝印尼三島之

旅：蘇門答臘－東帝汶－西巴布亞》（14）這位旅行家

在八十三歲的時候帶着對東方王朝的好奇心，與他

素來對原始部落的人文關懷，千里迢迢走訪印尼三

島  　 蘇門答臘、東帝汶和西巴布亞（伊里安查

亞）。此書對於研究帝汶當地的風土人情、風俗習

慣等方面的問題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五、論述帝汶和澳門之間關係的文章和著作。

索薩（Ivo Carneiro de Sousa）《澳門和帝汶的歷史

關係（十六至二十世紀）》（15），此篇文章是目前對澳

門和帝汶關係叙述較為完整的一篇，對澳門與帝汶

的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關係都有涉及，但是

過於簡單，祇是概括性的論述。而且利用的中文文

獻資料比較少，因此在材料上略顯不足。

六、帝汶相關的報紙、檔案。澳門《政府公報》（16）、

《帝汶政府公報》（17）、《澳門檔案》（18）、《大西洋

國》（19）、《澳門教區月刊》（20）、《鏡海叢報》（21）、

《澳門人報》（22）、《澳門》（Macau）、《賈梅士學

院簡報》（23）、《信徒之聲》（24）、《澳門曙光》（25）這

些資料是研究帝汶與澳門關係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七、譯著和資料集。龍斯泰的《早期澳門史》中

對外關系一節，提到“与帝汶的關系，雖然中國商

人從巴達維亞運回大量的檀香木，在廣州出售，而

且售价低廉，以致從澳門到帝汶的航行，几乎無利

可圖。儘管如此，每年還會有一艘船從果阿駛往帝

汶，帶去公文、印度斜跛兵、官員、流放者、彈藥

等，然后帶回政府文書、金銀珠寶等，經澳門轉運

果阿”（26）。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27）、徐薩斯的

《歷史上的澳門》（28）；報刊雜誌方面《大西洋國》；

資料集方面：文德泉神父的《十六世紀的澳門》（29）、

《十七世紀的澳門》（30）、《十八世紀的澳門》（31），

這些都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其他方面的資料：

白樂嘉的《西方開拓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32）、博克

塞的《葡萄牙貴族在遠東》（33）、索薩的《帝國的倖存》

（34）、張天澤的《中葡早期通商史》（35）、費成康的《澳

門四百年》（36）這些都是該問題研究的主要參考資料。

三

總的來說，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16-19世紀）

最為關鍵的是資料問題，中文資料缺乏，西文資料

非常零散，多以葡文為主，還有其他語言的資料，

如英文、荷文、法文等，給該問題的研究帶來一定

難度。而普塔克、索薩等人的文章雖然涉及帝汶問

題，但是過於簡單，大多是流於介紹。然而，有一

點不可否認，在國內對這個問題研究尚處於空白的

情況下，這些文章和著作都給該問題的研究帶來一

定的啟發作用。

通過對此課題相關成果的梳理，可發現當前研

究的幾個特點：

一、國內學者多立足於帝汶的現狀和熱點問題

的研究，對於其歷史則關注較少；二、對於16-19世

紀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不夠，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

對經濟方面的研究，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則比

較少；三、國外研究以葡文為主，時間主要集中在

16-18世紀，對於後期的研究不夠；四、國內外研究

成果結合不夠緊密。

本文主要介紹了16-19世紀的澳門與帝汶關係研

究的概況，選擇16-19世紀這一時間段，也是基於以

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這一時期澳門作為中國

最早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與外界，尤其是與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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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聯繫密切，而且此地與東帝汶有着相似的經

歷，兩地同屬於葡萄牙的東方屬地，而且一度屬於

同一個主教轄區管轄。不同之處就在於澳門在經

濟、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發展水平要略高於東帝

汶，經常給予帝汶以援助。就目前學術現狀而言，

尚無全面、系統反映這一時期澳門與帝汶關係發展

脈絡與特徵的研究成果。二是，澳門與帝汶關係內

容豐富：1）帝汶在這一時期國內形勢不穩定，澳門

常常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給予援助；2）澳門

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和通道，而澳門也成為中

國與帝汶交往、聯繫的橋樑；3）從澳門和帝汶的關

係演變可以看出中國和葡萄牙等一些歐洲國家交往

的大致情況。

16-19世紀，澳門與帝汶關係密切，然而對於其

他東南亞國家，中國都有相關的政策規定，而且中

文文獻中關於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記載相對來說較

多。唯獨帝汶，在中文文獻中很少提到，一方面是

其路遠地偏，另一方面，帝汶作為世界上最年輕的

國家相對比較貧窮落後。因此，重視對該問題的研

究，能夠揭示澳門與帝汶關係發展的歷程、特徵及

其緣由，從而進一步瞭解帝汶和中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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