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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孔子儒學與拱北地名之關係

譚世寶*

* 譚世寶：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語言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山東大學歷史

文化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博士生指導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澳門地方志，澳門宗教史等。

以香山及珠海的“拱北”源流為中心

《論語．子路》載孔子認為“正名”是為政

者之要務，他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由於孔子儒學的影響源遠流長，漢語很多名

詞特別是人名、地名等都帶有孔子儒學的思想印

記。例如，“拱北”一詞乃源於孔子學說而具有

深刻的政治歷史文化內涵，源遠流長，在中國古

代很多省市縣的一些地名、街名和建築物名中屢

見不鮮，明清時期的廣東香山也是如此。在清末

民初的澳門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中，亦常見其一

些遺存。然而，經過清亡至近現代近百年的歷

史滄桑巨變，原本遍佈中國各省乃至廣東各地

的“拱北”地名和建築名可能都已經消失殆盡

了，珠海的“拱北”因此就成了唯一保留此一歷

史內涵極為豐富而不為人瞭解的著名地名和海關

名。請看，2009年1月10日有報載電訊介紹今拱

北口岸的歷史說：

⋯⋯它始設於1849年，至今已有一百六

十年歷史。拱北是以當時該地區的標志性建

築拱橋的“拱”字和當地北嶺的“北”字而

定名的。 

    

查以上電文之說，應轉抄自“拱北街道辦事處”

的網頁和“拱北出入境邊防檢查站”的網頁等。
(1)

另外百度百科網站對“拱北口岸”詞條釋義如

下：　　 

拱北位於珠海市東南部，毗鄰澳門，陸路

與澳門相連，地理位置特殊，是“一國兩制”

的交匯點，也是珠海市最繁華的城區。拱北區

域面積10平方公里，有常住人口近10萬。19世

紀80年代，清政府於今炮臺山設海關總管，當

年，設立海關是以當時該地區的標志性建築拱

目前有一流行的誤說，認為珠海的拱北口岸“始設於1849年”，“是以當時該地區的標志

性建築拱橋的‘拱’字和當地北嶺的‘北’字而定名的”。本文引證“拱北”乃源於孔子學說

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歷史文化內涵，源遠流長，在中國古代很多省市縣的一些地名、街名和建築

物名中屢見不鮮，明清時期的廣東香山也是如此。眾多的“拱北”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滄

桑巨變而碩果僅存于珠海的。因此，糾正誤說，以弄清其源流真相，無疑很有意義。



[圖1]“澳門新舊界址照片”所製之圖（局部）上標有“拱北灣”。(資料來源：澳門新舊界址照片 [外交部檔案] 改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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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舊址在珠海市水灣路海灣酒店旁)的“拱”

字和著名地點北嶺的“北”字定名為拱北關。

從此，拱北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2)

這些網頁提及拱北口岸的始設時間及其名稱

的來源皆有誤，有必要加以刊正。

香山的“拱北”地名變遷考

根據《澳門紀略》、《粵海關志》、《香山

縣志續編》等歷史文獻資料記載，中國在澳門設

置海關的起源應上溯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移

泊口於濠鏡，歲輸課二萬金”。至清康熙二十四

年(1685)，在廣東省城廣州市設立了粵海關，不

久即分設粵海關監督行臺於澳門，位於今澳門關前

正街。因其本身為澳門海關總部，故又稱“澳門總

口”。其下轄四個分部關口：大馬(碼)頭口、南灣

口、關閘口、娘媽閣口。一直到1849年(道光二十九

年)，葡萄牙侵澳總督亞馬留於3月12日派兵搗毀了

中國在澳門城的海關，驅趕中國的海關官員全部

離開澳門城。同年8月25日，葡萄牙軍隊藉口為被

刺殺的亞馬留報仇而攻陷了中國在蓮花逕口所設

的關閘，還繼續向北推進攻佔和破壞了清軍的北

山嶺炮臺。至此，中國在澳門及關閘一帶所設置

的海關機構及有關防禦系統全部被毀滅。原本粵

海關的前線澳門海關的殘餘力量被逼退守前山、

灣仔一帶。民國《香山縣志續編》載：“⋯⋯同

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則令

我釐廠由拱北灣而移馬騮洲矣！”
(3)
由此可見，

至少在1873年1月28日以前，清朝政府在今珠海灣

仔的拱北灣設立了海關的“釐廠”。 又據現存清代

檔案有“(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872年7月7日)

兩廣總督瑞麟函稱：‘粵東澳門洋藥稅廠前經委

員勘明在小馬騮洲設廠稽徵，並將拱北灣釐廠一

併移赴小馬騮洲，與稅卡同在一處⋯⋯隨經飭派

委員，遵照辦理，已將廠屋建就。其兩廠各項巡

船，仍在拱北灣口擇地駐紥。’”
(4)
這進一步證

明，在1872年7月7日以前已經把拱北灣釐廠移到

小馬騮洲，把它和該處的稅卡合併為拱北關的前

身。但是拱北灣口仍舊作為海關各項巡船與人員

的駐紥之地。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一日(1908年9月

25日)的《香山旬報》第二期載：“過路環為澳

門出海要道⋯⋯向由拱北派輪(船)在該處巡查緝

私。”
(5)
前人根據清末民初外交部檔案的“澳門

新舊界址照片”所製之圖上標有“拱北灣”
(6) 
[見

圖1] 。直到民國八年(1919)年十二月四日香山縣

知事林正烇呈軍政府外交部之文，其後所附香山

縣中學校學生黃靄鎏繪的地圖，仍標有“拱北灣

(環)”
(7) 
[見圖2]。

後來經過中葡的多次談判，至1887年(清光

緒十三年)，葡方承認了清方在內港口靠近拱北

灣的小馬騮洲所設的拱北關，而清政府則委派稅

務司法來格(匈牙利人)掌管小馬騮洲(拱北關)、

前山等常關稅廠及其所屬的緝私卡，拱北關正式

成立。現存清末民初檔案有不少提及小馬騮洲的

拱北關。例如，宣統元年正月(1909年1月22日- 

1909年2月19日)，雲南補用知縣童振藻呈文所附

〈葡人逐年侵佔澳門附近地界略圖〉[見圖3]、宣

統元年三月(1909年4月20日-1909年5月18日)，

香山縣吳應楊等紳士聯名具稟所附的〈香山縣屬

澳門一覽圖〉[見圖4]、宣統三年(1911年1月30日 

-1912年1月18日)的澳門地區圖，都標出了小馬騮

洲的拱北關。
(8)
直到民國《香山縣志續編》所載的

〈縣境全圖〉[見圖5]和〈下恭鎮圖〉[見圖6]也都

標出了小馬騮洲的拱北關。
(9)

有關拱北關從清代到現當代的變遷，《珠海

市志》有較為詳細明晰的記載，可供參考，毋庸

贅引。
(10)
由此可見，今澳門關閘以北的海關或口

岸名叫“拱北”，其實不是所謂“以當時該地區的

標志性建築拱橋的‘拱’字和當地北嶺的‘北’字

而定名的”，乃直接取自原本在今灣仔的拱北灣 

“釐廠”以及後來馬騮洲所設的拱北關。而“拱

北島”或“拱北灣”的地名，很早就見於中外地

圖的灣仔和馬騮洲一帶。例如，民國五年(1916)

十一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國外交部收到香山勘界

維持會代表楊瑞堦(自稱是“香山縣縣屬拱北地



[圖2] 香山縣中學校學生黃靄鎏繪的地圖（局部），仍標有“拱北環”。



[圖3] 宣統元年正月雲南補用知縣童振藻呈文所附〈葡人逐年侵佔澳門附近地界略圖〉，標有“拱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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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北山鄉人”)呈文(原電文於十一月四日由廣州

電局發出) ，其後所附據稱是“約一百年 (即約

1816年) 以前繪”的清代澳門地區地圖 (見圖7)，

就將灣仔稱為“拱北島”，並加註說“以拱北地方

為海關，應設於灣仔地方”
(11)
。當然，有關“拱北

島”的名稱未必是1816年以前之圖原有，但是把

今灣仔島稱為“拱北島”，應有其遠源和近因。

又如，龍斯泰《早期澳門史》附載的1834年的

〈澳門市區及港口圖〉，其“拱北”所標示之

點，應是指清朝邊防軍在英語的“Lappa”(即今

中文名稱“灣仔”島) 的“拱北灣”的稅卡駐防之

處，亦即 [圖3] 所標的“石角嘴稅關”及 [圖4] 所

標的“石角嘴卡”。故今中譯本把“Lappa”，譯

作“拱北”，而把其附近的“Ribeira Pequena” 

譯作“灣仔”
(12)
，是持之有故的。[見圖8]值得

注意的是，葡人始終堅持用所謂“Lapa”(其來源

及語義不明，待考。中文音譯作“臘巴”) 來指

稱“灣仔”或“灣仔”所在的全島。但宣統三年

的葡中地名翻譯，仍然把“臘巴島 (Ilha Patera ou 

da Lapa)”作為“灣仔、銀坑、竹仙洞、南屏等村

大島”的譯名
(13) 
[見圖9-10]。可見，其時“灣仔”

祇是葡人所稱“臘巴島 (Ilha Patera ou da Lapa)”

的一條村之名。按照古代以山名島的習慣，該島

因為有“北山”而曾經被稱為“北山島”
(14)
，又

因為該“北山”被稱為“對面山”而被稱為“對

面山島”
 (15)
。而後人不知何故，竟然舍“拱北”

或“南屏”、“對面山”等而不用，選擇“灣仔”

作為全島的中文名稱而沿用至今，以至有不少人

看見古文獻的“LAPA”就譯作“灣仔”，實在

令人感慨萬分！

香山的“拱北”地名取義的遠源與近因

至於“拱北”之取義的遠源，乃出於《論

語‧為政》：“(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在推行儒家德治思

想的古代皇朝，全國各地的省城、縣城，以“拱

北”為其北面的城門或城樓之名者甚多，各地古

詩文提及“拱北”者不勝枚舉。廣東也不例外，

清雍正時編的《廣東通志》記載：“番禺縣附郭

拱北樓，在藩司前。”“高明縣拱北樓，在縣北

門外。”“恩平縣溫泉亭，明知縣毛鳳彩建。拱

北樓，在北門外。”

香山縣也不例外，現存最早的明嘉靖《香山

縣志》載縣城北門中有街名“拱辰”
(16) 
[見圖11]，      

應即取《論語》眾星拱北辰之義。清朝歷代《香

山縣志》皆載有此街，至乾隆《香山縣志》始在 

“北門外街”加載有“拱北”街
(17) 
[見圖12]。道

光《香山縣志》雖然不載街坊，但其縣城的《城

郭圖》標有“拱辰門”
(18) 
[見圖13]。光緒《香山

縣志》兼承乾隆及道光兩志，既記載“拱辰街”

與“拱辰門”，又記載“拱北街”。
(19)
民國《香

山縣志續編》有“拱辰街”與“拱北街”
(20) 
[見

圖14]。明清中國強大時，在蓮花逕的關閘城門

有“孚威振德”之匾額，顯示了威德並重的國

策。至清末衰弱時仍以“拱北”作為邊防要地的

海灣及海島之名，乃至另建的“釐廠”以及海關

名稱，可見其意在堅持以德治內和禦外的國策，

以維繫邊防地區人民的愛國向心力量，團結起來

共禦外侮。

以“拱北”名灣及島等取義的近因，乃出於

當時愛國的地方官員、鄉紳與民眾的愛國愛鄉之

心。正如前述香山勘界維持會代表楊瑞堦針對拱

北海關一度設於葡占澳門半島的情況，在〈遷拱

北海關還於灣仔保存國家稅收〉的“獻議”書

指出：

    

(⋯⋯) 夫拱北乃地方之名，即澳門河

西一帶之山與地是也，乃廣州珠江西南方之

門戶，以山皆開西於南而拱於北，故有拱北

之名。夫澳門半島為拱北之護衛，澳門馬閣 

北流之海，即拱北之海。由澳門潮流趨北而

繞西北之岸有南屏、北山，兩鄉相望而成拱

北堂奧之地也。灣仔為拱北一方面之地。
(21)         

[見圖15]



[圖7] 民國五年(1916)十一月十七日外交部收香山勘界維持會代表楊瑞堦呈文所附約1816年的清代澳門地區地圖，標有“拱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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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宣統三年的葡文地圖及地名翻譯，仍然把“臘巴島（Ilha Patera ou da Lapa）”作為“灣仔、銀坑、竹仙洞、南屏等村大島”的譯名。



[圖10] 同左頁圖



[圖11] 明嘉靖《香山縣志》載縣城北門中有街名“拱辰”。



[圖12] 乾隆《香山縣志》，始在 “北門外街” 加載有“拱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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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楊瑞堦在〈遷拱北海關還於灣仔保存國家稅收〉的“獻議”書指出拱北命名之政治地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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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愛國愛鄉之地方官

員、鄉紳與民眾，將該島的“北山”或“對面

山”的形勢賦予“開西於南而拱於北”說法，

從而堅持將“拱北”作為該山地乃至整個島嶼

之名，顯然是進一步把世人皆知的《論語》的

天上眾星“拱北”之比喻，運用到當時的山河

地理人心的愛國愛鄉護土方面，充分反映了當

時的拱北灣名變成海關之名以及整個海島之名

的近因。

民國初年的“拱北”

號稱有愛國鄉民數十萬人

在清末由拱北的愛國紳商發起，一直延續到

民國初年的拒葡入侵的保土衛國運動中，有關愛

國紳商在給廣東和中央政府機構及官員上書的一

系列電報中常以拱北九十六鄉的數十萬民人的代

表自稱。現舉例如下：

一、民國三年(1914)七月一日的〈發廣東巡

按使電〉開頭有“據拱北九十六鄉代表楊瑞階來

電稱”之句
(22)
 [見圖16]。

二、同年七月十三日，楊瑞階致外交部孫總

長的信函附呈其於六月二十八日致“北京總統府

政事堂分送參政院、外交部”的電報，已經自署

名稱為“拱北九拾六鄉代表楊瑞堦”。
(23)
此即上

述外交部七月一日轉發之電報[見圖17]。

三、同年八月十三日，楊瑞階致外交部孫總

長的信函附呈其於七月二十六日致“北京大總統

政事堂分送參政院、外交部、交通部、稅務處”

的電報，改自署名稱為“拱北九拾六鄉代表楊應

權”。並對改用楊應權之名加以解釋說：“此由

洋電密碼，因避葡人，故用應權之名。”
(24)
 [見

圖18]

四、而此一電報已經在七月二十七日被外交部

收入題為《收拱北鄉民楊應權等致大總統、政事

堂、參政院、外交部、交通部、稅務處》的檔。
(25)

其中提及“拱北數十萬之民”[見圖19]。按照楊瑞

階所說的“拱北九十六鄉”及“拱北數十萬之

民”來看，則其時之“拱北”起碼已經包含今灣

仔、橫琴、高蘭、三灶至拱北、香洲等一帶相當

於今珠海市範圍的地方。因為按照民國《香山縣

誌》根據清宣統元年至二年的民政戶口等統計數

字，其時全縣共有鄉村數為四百一十三，人口數

為五十九萬八千零二十四。
(26) 
[見圖20]“拱北”

的“數十萬民人”可以說佔了全縣鄉村人口的一

半，這顯然有誇大之嫌，不可盡信。所謂“九十

六鄉”，與民國《香山縣誌》所載的第五區至第

九區的“區”與“村”之間的行政單位“段鄉”

的總數相等
(27)
，因此可以推定其所說的“九十六

鄉”應即“九十六段鄉”。至於楊瑞階一再以“拱

北九十六鄉的數十萬民人”的代表自居向中央提

出拒葡衛鄉保土的要求，顯然是鑒於葡萄牙人對

這“九十六鄉”的地方獨有侵佔的野心。

結　語

綜上所述，可知有關拱北口岸的始設時間

及其名稱的來源的問題探討，不但關繫到清末

民初時期的中國廣東珠江口海關的一個極為重

要的口岸的沿革變遷史，而且關繫到其時從灣

仔至澳門一帶的地名變遷史。而目前廣為流行

的錯誤說法，完全歪曲和掩蓋了有關機構名和

地名的愛國政治含義及其沿革變遷史，必須認

真加以糾正。

2009年1月初稿；2010年9月8日

定稿於澳门理工学院歷史研究所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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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拱北九十六鄉代表楊瑞階來電”之檔案



[圖17]“拱北九拾六鄉代表楊瑞堦” 來電之檔案



[圖18]“拱北九拾六鄉代表楊應權” 來電之檔案



[圖19] 代表“拱北數十萬之民”來電之檔案



[圖20] 民國《香山縣誌》根據清宣統元年至二年的鄉村及戶口等統計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