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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澳門 (六則)
鄭煒明*

* 鄭煒明，文學博士，香港大學鐃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

孫中山與澳門黄明堂案的關係

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澳門曾發生過一件轟動

一時的黄明堂案，孫中山先生則在其中扮演了一

個關鍵的角色，一向未為研究“孫中山與澳門的

關係”
(1)
 和中葡關係史 

(2)
 的學者所注意。現謹

列有關史料如下：

1) 1915年4月3日，孫中山致澳門總督電：  

“謹請求閣下依照法律公正審理被捕之逃亡者黄

明堂。孫逸仙。”
(3)

2) 1915年4月3日，孫中山致葡萄牙總統電： 

“謹請求閣下勸告澳門當局依照法律公正審理政

治逃亡者黄明堂。孫逸仙。”
(4)

黄明堂，廣西僮族人，原名文福，字德新；

官至中華民國陸軍上將、建國粵軍第四軍軍長等

職；與孫中山於越南河內認識，兩人結為同志，

黃氏自此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

前後最得力的一位將領，非常忠心於孫中山。辛

亥成功前，黃氏曾取得中越邊境鎮南關起義、雲

南河口起義等的勝利。但前者因後援不繼，為清

軍陸榮廷、龍繼光等部所圍攻，敗退入越南；後者

因冒進北上，為黔、川、桂清軍援兵所敗，最後亦

被逼遁入越南。辛亥時，黃氏領“明字順軍”，響

應起義，光復廣東的江門、新會、陽春等地。辛亥

革命勝利後，黄氏轉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獲授陸軍

少將銜。廣東宣布獨立後，黄因被陳烱明排擠，調

駐海南。此事向未有學者深究，其實亦有檔文可稽

考。1912年4月25日黄明堂致孫中山電 ——

廣州探送孫先生鑑：(略) 因奉委安撫瓊崖

事竣，今奉都督 [案指廣東代理都督陳烱明] 電

飭，將軍隊遣散節餉，深合鄙意。聞大駕到，

未得親迓，因兵未妥，抽身不便，祈原宥。妥

即赴省，面叩鈞安。汪、胡諸君均致候。明堂

叩。(⋯⋯) (瓊州發)
 (5)

從整篇電文看來，黄氏深有委屈，但似礙於

孫中山與陳烱明當時較為緊密的關係，頗有委婉

曲達的措辭；至於陳烱明甚至以節餉為名，令黄

氏解散部隊，真不知意欲何為？以當時的局勢，

孫中山等人正處於一種極需要加強武裝實力的情

況，陳氏此舉，似背道而馳，或恐早有超越於排

擠黄明堂的用心以外的打算，也不知道孫中山讀

此電文後，有何感想？

筆者素喜翻閱檔案文件，上世紀80、90年代時尤為留心，每有史料、檔案一類書籍面世，

必先睹而後快，偶有所得，輒摘錄為簡札。其中涉及孫中山與澳門相關的史料，亦不在少數。

過去研究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的學人，注意力多集中於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一段，尤其是有關

孫氏於清末曾在澳門行醫的一段歷史，對於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竟乏人研究。

因此，筆者不辭譾陋，就在這個範圍裏以史料學的方法與角度，寫成此文，初探管窺，以求

專家指教。



30文 化 雜 誌 2012 

特

刊

辛
亥
革
命
後
孫
中
山
與
澳
門
︵
六
則
︶

1913年，袁世凱排斥孫中山，孫、黄二人皆

避走日本。黄氏後回國，為支持孫中山，屢次在

两廣策劃武裝起義，均以失敗告終，因此屢遭追

捕、通緝。後黃氏與其夫人順德俠女、原同盟會

成員歐陽麗文避走澳門。廣東軍閥龍繼光勾結澳

葡官員誣陷黄明堂，將他拘捕投入監獄，企圖將

黄引渡離開澳門，進而加害。—— 以上就是澳門

1915年黄明堂案的背景。

從上引两筆孫中山電文我們可以看到，孫中

山就在黄明堂被捕之後，利用他自己特殊的政治

地位，相信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向當時的澳門總

督和葡萄牙總統發出電文。他明確地在上引第一

封電文中，把黄明堂定性為“被捕之逃亡者”，

而進一步清晰地在第二封電文中稱黄明堂是一

位“政治逃亡者”。我們有理由相信孫中山這

两封電文，對後來黄明堂最終得以無罪釋放，是

起了關鍵性作用的，因為黄明堂的夫人歐陽麗文

就是在澳門聘請了葡裔律師，以黄氏身為“政治

犯”(當時流行的說法叫“國事犯”) 而遭到誣陷

為辯護理據，最終贏了官司，獲無罪釋放。筆者

估計孫中山電文中所暗示的國際法觀點 (政治犯在

面對刑事起訴時，須得到保護和公平的審判)，與

黄明堂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的觀點，可能有着某

程度上的互動。有關黃明堂案，在澳門有一份葡

文檔案，亦可供參考。
 (6)

案電文中並無具體交代葡萄牙總統和澳門總

督的名字。據考，當時的澳督應是葡國海軍軍官

嘉路米耶 (米那；José Carlos da Maia)，任期始

自1914年6月，至1916年9月。
(7)
 至於當時的葡國

總統，應為 Manuel José de Arriaga (任期為1911

年8月24日至1915年5月26日)。
(8)

後來孫中山在上世紀20年代初，企圖以粵軍

綏靖一方，建立政權，遂又力促黄明堂與陳烱明

合作，最終於1921年4月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

常大總統。此過程中黄氏所部曾自瓊移師廣西合

浦廉州，並先後徹底擊敗當時的廣東督軍莫榮新

部及桂系的陸榮廷部，使两廣得以盡歸孫中山政

權。孫氏撮合黄陳合力討桂此事，亦向未有學者

深究，其實亦有檔文可稽。1920年10月9日孫中

山致黄明堂等電 ——

香港分電欽州黄鎮守使 [案即黄明堂]、江

門陳督辦鑑：聞兄等起義，與陳競存兄 [案即

陳烱明] 一致討賊，忻慰無量。桂賊禍粵，凡

有血氣，莫不切齒，望即率勁旅協同競兄將各

賊悉數驅除，還我鄉土，使粵人回復自由，則

兄等之功為不沒矣。孫文。佳。
(9)

1922年夏陳烱明背叛孫中山，黄氏被任命為

南路討賊軍總司令，屢立軍功，事後獲授中將

銜，後又改任建國粵軍第四軍軍長。從黄氏這些

經歷來看，1915年在澳門的案子，可以說幾乎就

是黄氏生命的轉捩點。但其實這两封電文也就是

孫中山後來能在两廣建立政府的一個命運的關鍵

點，如果沒有黄明堂將軍，孫中山未必可以順利

綏靖两廣和平定陳烱明之變，歷史有時候就是這

麽有趣。

孫中山澳門陸軍俱樂部照片

拍攝時間小考及其他

孫中山曾有一照，與一眾澳葡淑女士紳軍官

等，攝於澳門陸軍俱樂部。其究竟於何年何月何

日拍攝，向來無人深究。筆者僅不辭空疏之譏，

提供四條史料，以作推測：

1) 1912年5月8日收到之香山恭都各界致孫中

山電：“廣州孫前大總統鑑：於前山恭都學堂開

會恭迎，何日駕臨？乞覆下。恭都紳商學界、前

山鄉董劉尚藻等同叩。(澳門發)” 
(10)

2)  1912年5月24日，在澳門歡迎會上致答

辭：“初到中國者為葡人，故具交往最舊，深望

從此交情愈固。”
(11)

3) 1912年5月24日，在澳門陸軍歡迎茶會上

致答辭：“葡之革命成功於軍人，中國革命亦成

功於軍人，两年之內葡與中華皆成革命，可稱先

後輝映，惟望從此皆力求進步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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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12年5月24日，在視察香洲商埠時的談

話：“(略) 將來定然提倡航海業、鐵路、工藝等

事，為之速其完全奪回外溢之利權，鞏固民國之

領土。”
（13）

以上第2、3两條史料，其實也可歸入中葡關

係史的範疇。
(14)
 從以上四條史料，證明了孫中山

最遲約在1912年5月初以前，已有意回香山一行。

香山恭都，即香山縣恭常都、澳門、香洲、翠亨

村等皆屬比鄰之地。在1912年5月24日，孫中山

曾先後往澳門和香洲，前者當時屬葡國殖民地，

後者乃澳門附近的一個小商埠。孫中山在澳門的

致辭，乃外交工作，蓋其時葡萄牙剛處於1910年

10月革命成功後不久相對欠穩的狀况之中 
(15)
，而

孫中山又曾於清末在澳門短暫行醫，因此有些外

交辭令，套套淵源交情，以致比附來拉近關係，

也是很正常的；至於在香洲的談話，强調了一下

奪回權利、鞏固領土等，明顯是針對包括港澳等

淪於英葡等外國人手中的殖民地而言的。據《孫

中山年譜》載，孫氏於1912年5月中旬自廣州抵香

港，然後於當月27日經澳門回香山縣翠亨村，居

留了三日。他當時在香港與英文《南華早報》記

者談話，已强調中國必須領土完整、主權獨立，

並批駁了當時西方所製造的中國威脅論。
(16)
 可見

孫中山在香港和香洲的談話是其一貫其思想，而

在澳門的客套話衹是外交辭令；而今天甚囂塵上

的所謂中國崛起的軍事威脅論，其實在西方也已

將有近百年歷史了，真的無足多怪，不要忘記明

年就應該是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百週年誌慶了！最

後，筆者相信孫中山此行，應自5月中旬起，由廣

州抵香港，5月24日訪澳門，於澳門陸軍俱樂部致

辭、拍照，即日至香洲，其後回鄉，5月底再回廣

州。因此，上述照片，應拍攝於1912年5月24日，

澳門陸軍俱樂部。

孫中山與澳門炮竹業的關係

在20世紀上半葉的澳門，手工業蓬勃，有造

船、炮竹、神香、火柴等四大傳統手工業。
(17) 
而

孫中山、胡漢民等民初政壇大人物，竟然也與澳

1912年5月，孫中山在澳門陸軍俱樂部與葡萄牙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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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炮竹業，有所關涉，充分顯示了歷史學的趣

味盎然。下列之極重要檔文一條，以前亦從來未

有治澳門經濟史的學者引述、提及 (包括筆者自

己)：1912年4月28日，澳門醫生趙立夫等致胡漢

民孫中山等電 ——

都督、孫中山先生、省會、商會、報界

鑑：廣州今日有炮竹工人男女數千，到院哭訴

失業待斃，懇院代稟求弛禁炮壳來澳，以救傷

民。澳門鏡湖醫院趙立夫、霍雲生叩。勘。求

(？) (澳門發) 
(18)

這封1912年4月28日由澳門鏡湖醫院趙立夫、

霍雲生二人聯名自澳門發出的，近乎公開請願信

般的電文，極可能解釋了為甚麽到了民國時期，

炮竹業會忽然在澳門茁壯發展，成為四大手工業

之一。從電文內容可知，辛亥革命後不久，有原

本來自廣州的炮竹工人數千，在澳門因廣東方面

禁炮壳出口而影響整個行業的運作，蓋炮壳乃製

造炮竹的必需品之一，這些工人因而失業，坐以

待斃，唯有求澳門鏡湖醫院這個當時澳門最大華

人慈善機構出面，向孫中山、胡漢民等政要陳

情、求助。事件後來如何解決，尚待進一步的研

究，但這條史料，對於論述澳門炮竹業的起源歷

史，有着關鍵的重要性，是無疑的。民初時澳門

已有一個數千人的炮竹工人社群，難怪其後炮竹

業得以成長，延綿至上世紀50-60年代始漸次淡

出澳門經濟史的舞臺。非常慚愧的是，上世紀80-

90年代時筆者與前輩黄啓臣教授合著《澳門經濟

四百年》時，竟亦沒有留意及此，猶幸現在有機

會補課。

孫中山與廣東十六沙

民初廣東有順德、香山两縣人民爭奪東海十

六沙土地歸屬權的一段歷史，亦涉及孫中山與澳

門。先看癸亥 (1923)《香山縣志續編》卷十六紀

事葉五上的記載：    

東海十六沙 香山黄旗都區域，村、鄉、

沙所，以數十計，居民男女十餘萬人；與順德

桂洲容奇鄉隔河相對。即在該河心分界 (香、

順两邑志圖均載明晰)，北為順德，南為香

山。两縣沙所，有一大河為之間隔，界綫分

明。所有賦稅、緝捕命盜、詞訟，自宋代開縣

以來，均隸香山縣管轄。該沙田及續生子沙，

計四千六百餘頃，管理屬香山主權，自咸豐朝

以前向安無異。此東海十六沙之緣起也。

香山海道，東西並流。西海十八沙，屬香山

欖都；東海十六沙，屬香山黄旗都。東西两海，

阡陌相連，火烟相蓋，形勢天然。所謂東海十六

沙者，對欖都西海十八沙而言也。雖分為東西，

均屬香地，此十六沙命名東海之緣始也。

此段之後，又有記述共七段，起自康熙十二年，

迄宣統三年，極言十六沙歸屬香山縣的合法性，

顯得頗為理直氣壯。
 (19)
 但香、順二縣的爭執淵

源所自，此志亦有記載：

光緒十七年 (1891)，邑令楊文駿，稟請

粵督李瀚章收回香山辦理，改為香山東海保

安局。奉批云：“香山東海十六沙事宜，附

順德縣紳辦理。香、順二縣，皆難稽查，捕務

廢弛。據各沙農稟請，自行聯防保護。應即收

回，設法整頓。”後不果行。
(20)

筆者案：所謂收回香山辦理，應指收回順德

的東海護沙局的局務，請參此志同卷咸豐季年順

德護沙公約條
(21)
及順德羅惇衍侍郎刊立的“東海

護沙局碑記”條
(22)
。據此可以知道，香、順二縣

就東海十六沙的土地歸屬權及保安、護沙等行政

權力的爭奪，其實源自咸豐以來順德方面有些鄉

紳、地主等，依仗官勢，利用時局，別有用心地

攪出來的，而一些清季以來管理廣東的地方官員

又糊里糊塗，優柔寡斷，才造成民初两縣為十六

沙不停互相攻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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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電文三筆，可以說明孫中山、胡漢民等

與東海十六沙的關涉：

1) 1912年5月12日收到之東海十六沙農民代

表林沛祺等致胡漢民、孫中山電 ——

廣州分送都督、孫中山先生、廣陽軍務

處：傑字營保護得力，全沙安靖，田盡開耕。

今聞調省，惶悚萬分。乞即收回成命，以安人

心。稟随補繳。香山東海十六沙農民代表林沛

祺、彭綽輝、王星如等叩。(香山發) 
(23)

2) 1912年5月17日收到之香山港商何雲甫等

致胡漢民、孫中山電 ——

廣州孫前大總統、胡都督、臨時省會、報

界公會、報業公社、香山公會均鑑：東海十六

沙係我香山區域，載在圖籍。自宋迄今，歷千餘

年，並非順德地段。該處田畝經費，我農民自捐

自衛。前清咸豐時，順德龍、羅二紳攘奪。反正

後，該紳放棄。蒙都督委任我邑人經理。(略) 指

派派陸領接管，借官辦為名，間接復踞，竟被瞞

准。查香、順惡感垂數十年，(略) 今陸領及其

軍士皆順德人，又係伊等指明請派，方今民權發

達，陸領一到，惡感叢生。乞改派，免暴動。香

山港商何雲甫、(略) 等叩。(香港發)
 (24)

3) 1912年5月19日收到之旅澳香山紳商麥作

衡等致孫中山、胡漢民等電 ——

孫前大總統、胡都督、臨時省會、報界公

會、廣陽軍務處、報業公社、香山公會均鑑：

廣東十六沙區城 (案應為域字)，自宋置縣以

來，即係香山管轄，而農民自捐自衛經費，

龍與業户無涉。曩前清黑暗時代，順德龍、

羅劣紳恃勢攘奪，農民力弱吞聲。反正時，

劣紳、沙勇逃棄不顧，幸胡都督委我邑人劉

世傑率隊保護，沙所安寧。[略；與上條陸領

接管段內容相近] 是十餘萬農民醵血汗之貲，

始終被劣等玩諸股掌，遂其狡計。群情憤激，

衝突堪虞。懇速維持，俯順輿情，(略) 旅澳香

山紳商麥作衡、(略) 等叩。(澳門發) 
(25)

上述第三筆電文，乃居澳香山籍人士曾積極

介入東海十六沙事件的明證，從史料學角度來

說，自有其代表性。看來民初這個事件，近因是

胡漢民本已委任香山人劉世傑負責東海十六沙，

但後來又換成了順德人陸某，所以引起了香山人

的民憤，導致香山農民、旅港和居於澳門的香山

籍人士紛紛有組織地上書請願。

據檔案記載，順德方面亦曾上書孫胡二人，

但其歷史和合法性的論據則相對較為薄弱；一方

面承認東海十六沙區域，香六順四，一方面則強

調業户以順德居十之九；又力指“⋯⋯後經都督

委任龍、羅、黄、鄧各紳照舊辦理，人心始定”

云云，又謂“事經都督批准”，“世界大同，何

有縣界？”等等。
(26)
 看來胡漢民在處理此事上，

也曾舉棋不定；而順德一方企圖以世界大同為由

而抹殺具歷史及法理依據的縣界，則更像是強辭

奪理了，另一方面也似間接承認了香山人的歷史

歸屬權說。總之，民初的香、順二縣東海十六沙

之爭，內容與其中的政治關係皆錯綜複雜，是一

個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的歷史事件，目前恐怕還

難以說得清楚。

但筆者曾查考郭汝誠編撰的《順德縣志》咸

豐癸丑刻本、前志咸豐六年丙辰三月梁廷枬、林

澤芳、陳淦等同跋的覆校因盜陳亞吉犯境等等諸

事而未竟的稿鈔本和新編《順德縣志》
(27)
，皆未

見有隻字提及東海十六沙，儼然與其無關。而在

周朝槐、何藻翔等總纂的《順德縣續志》二十四

卷(附〈郭志刊誤〉二卷)己已年 (1929) 鐫本，卷

五．經政略．田賦．第六葉，宣統元年條下，卻

有一大段按語，與上引各地順德籍鄉紳完全相反

的觀點和論述。兹引錄如下 ——

又按粵東向有沙田，(略)東莞、香山等

縣，於正賦之外，另納沙捐。(略)本邑田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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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近村落，上則稅少，衹有糧捐而無沙捐。雖

設駐順城之護沙公約，辦理東海沙田事務，而

沙捐一項，光緒而後，別由省吏派員主之；所

收之款，雖多出自邑人，而仍屬香山田也，非

順邑田也。安得藉口影射，而謂順邑向有沙捐

哉？(略)恐後之人不察順德凋敝情形，擬再辦

沙捐，以重邑人擔負者，故附論之。

這就說得很清楚持平了，此志認為東海十六沙本

來就是香山田，力戒順邑同人不應藉口冒認；周

朝槐、何藻翔等，皆清末民初的順德名士，可能

比較有公信力，亦未可知。而一向為爭田派順德

人引為重要依據的同治九年 (1874) 羅惇衍撰並

書的〈東海護沙局碑記〉，細考其內容，亦曾明

言“嘉慶甲子，香山縣屬東海十六沙田，盜匪滋

擾，耕者失業，業户隸順德藉者居多”，又云“倘

護沙局不歸邑局為兼辦，或地方靜謐裁減船勇；

或局務廢馳，無以饜叶業之望，均聽其收回，自

僱看守”，又說明此局之設，其主旨乃“為三縣

靖海”。
(28)
 所謂三縣，當然包括香山、順德在

內。全碑明顯從未強調過順德擁有東海十六沙地

權，反而間接承認其屬香山縣。至於碑文中其它

內容，大抵强調地方治安事務的管理辦法，以及

沙捐之法等等，不明何以後來竟成為順邑鄉紳爭

地的依據？另外，筆者也頗疑咸豐、同治時期，

羅惇衍 (當時在籍的吏部右侍郎，後官至户部、

工部尚書兼武英殿總裁)、龍元僖 (當時在籍的太

常侍卿) 二人，插手東海十六沙，可能跟他們奉旨

在順德辦廣東團練總局以對抗太平軍、天地會、

廣東沿海盜匪 (沙匪)、英法等外國的軍事威脅等

等有關，蓋其時彼等極需糧餉，而東海十六沙恰

可作為一種補充。

過去頗有一些學者研究過東海十六沙的歷

史，如日本漢學家今崛誠二的〈清代におけゐ農

村機構の近代化にっぃて——廣東省香山縣東海

地方におけゐ“共同體”の推轉過程〉(1) 
(29)
和 

(2)
(30)
、佐佐木正哉的〈順德縣鄉紳と東海十六

沙〉
(31) 
等論文，詳細考論東海十六沙史事，但

可惜都沒有注意到孫中山先生原來也曾在辛亥革

命後，處理過順德與香山兩地人民有關東海十六

沙權屬交涉一事。而這些前輩學者似乎也沒有注

意到周朝槐、何藻翔等在他們總纂的《順德縣續

志》中相對持平的有關說法。邱捷的〈清末民初

地方政府與社會控制——以廣州地區為例的個案

研究〉
(32)
和〈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順德縣〉

(33)
 二

文，可能因為重點不同，對東海十六沙史事，雖

略有提及，但始終未見論及孫中山、胡漢民、周

朝槐、何藻翔等人與此史事的關聯。因此，拙文

此段或可作一個小小的補充。

孫中山與澳門五二九慘案

1922年5月28日，一名葡籍菲律賓裔士兵

在澳門果欄街當眾調戲中國婦女，而負責處理

事件的警察未能公平執法，反而拘捕两三名華

人，因此引起民眾公憤，結果警署被圍困，澳

葡警察開槍打死打傷數名包圍警署的華人。此

舉終於導致更大的民憤，包圍警署的華人增至

幾千，更多老百姓響應工會罷工罷市號召，情

勢極為嚴峻。5月29日上午十時左右，澳葡當

局竟出動軍隊鎭壓，開槍擊斃數十名華人，並

於當天下午下令取締所有相關的工會。這就是震

驚中外的澳門五二九血案的背景故事。
(34) (35) (36)

 

澳門史專家費成康在他的《澳門四百年》中記

載說：

6月2日，澳門的工會代表陳根生、梁工俠

等廣州謁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等，要求派艦援

助。孫中山表示支持，旋派陸軍和炮艦進駐前

山等地。
(37)

費氏可能是唯一一位在其著作中，提及澳門工會

代表為五二九血案見孫中山一事的澳門史學者。

但費氏並沒有交代其可能的史料來源。筆者現試

全文引述該史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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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接見澳門工會代表團的談話(一九

二二年六月二日)

(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6月3日，〈關

於澳門事之孫中山談話〉)

代表團詳述澳門葡兵逞兇槍殺華人情事，

請政府設法對付。

孫答謂：此事現在政府方面已提出嚴重交

涉，不必各位來，政府已經去做，此係政府應

有之責任。但各位意思要政府如何做法，不妨

明言。

代表團的意見，有請派艦前往保護華僑

者、有請派兵收復澳門者。

孫謂：政府有政府應取之態度，當根據國

際公法向他嚴重交涉。至國民方面的行動，則

政府不能過問，亦不能預聞。

談晤頗久，最後由孫氏擔認積極向葡人交

涉，必盡力保護僑民。
(38)

筆者幾乎可以肯定費氏所據出自香港《華字日

報》1922年6月3日，〈關於澳門事之孫中山談話〉

這篇報道的記載，祇是尚未能覆檢其中代表之一

陳氏的名字到底是“根生”還是“恨生”。
(39)
 從

這條史料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孫中山已經面對以武

力收復澳門的要求，有澳門的工會代表已曾提出

過這個想法，並與孫中山討論過；但孫中山最終

的態度，大抵傾向於訴諸國際公法和外交手段。

至於廣東政府對此事的處理，後或因同年6月16日 

(即澳門工會代表見孫中山之後十四天) 陳烱明炮

轟孫中山的總統府，廣東政局突變而遭擱置，最

終不了了之。
(40)

孫中山與孫眉、盧慕貞、孫科等居澳親人

筆者昔日讀檔所得，曾摘錄孫中山與居澳親

人函電若干筆，現僅列其中五筆如下 ——

1) 1914年12月25日，覆澳門孫眉電；“已通

知銀行。孫逸仙。”
(41)

2) 1916年3月27日，致盧慕貞函 ——

兹付來匯單一紙，申日本銀二千元，隨時

價兌換港紙。此單寫永安公司名字，收到時

可托人帶港，托孫智興兄向臺灣收取可也(此

單別人不能收)。收到此款，可作一家費之可

用也。此致。孫文 三月廿七日 
(42)

3) 1917年初，覆盧慕貞函 ——

科母知悉：你信已收到，所問再做永安公

司股份事，此可不必，你現有之款，當留作家

費日用便可。若做了股份，恐到用時取不得，

反為不便也。此覆。 德明字 
(43)

4) 1917年10月，覆盧慕貞函 ——

盧夫人鑑：來信得悉。現在事情尚未妥

當，我未能定期回鄉。可傳知丁財叔出省城

見我，得以交帶他。先修理好鄉間之屋，亦

辦理下鄉中之事。待我事妥當後，當親自回鄉

一轉。夫人可在澳門靜候，不必來省也。此候  

各人均好。 德明字 
(44)

5) 1918年7月中旬，致孫科函 ——

科兒看：今日見仲愷，知媳婦亦同船回

來，甚喜。此後可在澳門陪你母親居住可也。

前日你來两信並母親一信，已經收到。因我眼

疾好了之後，又得熱病，十分沉重，至今似    

(按應為始字) 復全，所以不能早答你之信。你

所需六千，我托仲愷代籌一萬，其餘用以為鄉

下今年所欠及明年學堂之費，及修路之費，再

其餘留作你之家費可也。更有各窮親戚，你當

酌量週恤便是。此示。  父字
 (45)

上引第一條於書中有原註交代，謂乃孫中山

為12月23日孫眉曾電告“銀行拒絕付款給永安

公司”一事所覆的回電。第二條於書中有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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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謂原函未署年代，但據郵戳乃大正五年 

(1916)。第三條於書中原註謂原函未署年月日，

但編者據1916年12月16日孫致盧函有“你欲做永

安公司的股份，自可由你定奪”等內容，加上今

函提及“問再做永安公司股份事”，故推斷此函

或成於1917年初。第四條書中原注謂原函未署年

月，而編者以孫氏1917年於廣州成立護法政府，

因事忙故未能定期回鄉，後終於同年11月16日曾

親自回鄉一轉，19日再返廣州一事為據，定此函

為成於1917年10月。第五條書中原註謂原函未

署年月，編者據函中提到孫中山見廖仲愷一事，

訂此函為寫於1918年7月中旬上海。
(46)
 從上述五

筆函電，我們可以窺見孫中山在政治以外的另一

面，特別是儒家學說中的“齊家”這一方面。上

述五條史料所含信息量較為豐富，如第1、2、3

條，似說明了孫中山與其前妻盧慕貞的仍是至親

的一種良好關係，也顯示了盧慕貞可能曾入股香

港永安公司；第5條更為立體地顯示了孫中山的

愛家人、愛家鄉、顧念窮親戚和事無大小都考慮

周詳等等行為和性格方面的特質，確為一條極為

重要的史料。

小 結

從上面六則可能有好些學者認為並不算重大

的史事看來，我們可以窺見孫中山其實在辛亥革

命後，與澳門的關係仍舊相當密切，而主要可分

為下列四類：

一、孫中山會以其特殊的政治身分，介入某

些在澳門發生，歸屬澳葡當局管轄或處理的特殊

事件，例如黃明堂的案子，其法律的辯護過程和

結果，很可能就有受到孫中山的政治影響。

二、孫中山在其廣東護法政府時期，必然地

會參與了該政府與葡萄牙 (當然包括澳葡) 之間

的種種涉及國際公法及外交等等事宜，如調查、

交涉澳門五二九血案等便是例子。

三、孫中山在廣東施政時期，又會處理包括

來自澳門的各種涉及內政、民政等等的投訴和請

願；上舉的東海十六沙事宜，就有來自居澳香山

籍人士的强烈的陳情，還有鏡湖醫院為澳門炮竹

工人寫的請願信，都是典型例子。

四、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幾位最親的家人，

都長期居住於澳門，如兄長孫眉、髮妻盧慕貞、

兒子孫科等，他不管為避袁世凱而旅居日本時，

或在廣東執政時、或在上海時，與家人時相聯

絡，關係親密。上舉第六則各條史料，即是明

證。而可能也因為自己最親的家人長期居澳的

緣故，孫中山對澳葡方面，多半是比較客氣一點

的，如其於1912年5月24日，在澳門陸軍俱樂部

歡迎茶會上所致答辭，就是一個例證。

總之，透過本文零星的考索舉證，我們必須

承認，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與澳門的關係，

其實在內涵上可能比前更為多元化，而在關係的

層次上可能比前更為政治化和國際化，這當然跟

他前後政治身分的轉變有關；前者孫中山僅是一名

從事革命活動者，至後者則孫中山已推翻滿清，成

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和權威的政治領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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