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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儒士李文馥曾六次來訪中國，其中兩次造訪澳門，在其詩集《粵行吟草》和《鏡海續

吟草》中保存了數十首在澳門的詩作，這些詩或直接描述當時澳門的社會現狀，或反映澳門的

政治現實。這些詩作對更全面的認識清中葉澳門的社會狀況頗有參考意義。

李文馥是越南19世紀初著名儒臣、外交活動

家，曾多次出訪中國及東南亞各國，每次出訪均

有詩文結集刊行。其詩文不僅展現了當時越南的

文學水準，更記錄了當時越南的邦交活動以及參

訪地區的社會概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近些

年，有學者開始關注對李文馥的研究，並發表了

一些很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如臺灣成功大學陳益

源的〈清代越南北使詩文蠡探 —— 以李文馥和 

他的作品為例〉；
(1)
 西南交通大學劉玉珺〈越

南使臣與中越文學交流〉一文亦對李文馥的詩文

有所研究。
 (2)
 但上述論著着重研究李文馥詩文的

文學成就。從“以詩論史”的眼光考察李文馥詩

文的史料價值，較早的有拙文〈清代越南仕官李

文馥與《鏡海續吟》〉一文。
(3)
 當年遊學越南，

偶得《鏡海續吟》詩集，認為對清代澳門史研究

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回國後即輯錄了《鏡海續

吟》中有關澳門的詩作，以饗大家，但並未作更

深入的探討。近年，復旦大學與越南漢喃研究院

合作出版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 (越南所藏

編)》，為更全面地瞭解李文馥訪華、訪澳的史

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這套漢文燕行詩集中，

發現李文馥首次訪澳的詩作。因此，本文擬對李

文馥在澳門活動的史實及其相關詩文進行探討，

通過分析其詩文的史料價值，揭示作為域外人士

的李文馥對澳門的認識。

李文馥六次來訪中國

李文馥 (1785-1849 )，生於越南，祖籍中

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祖輩於明清之際渡海移

居越南。越南《大南實錄》有其傳，其記載如

下：

李文馥，字隣芝，河內永順人。嘉隆十

八年領鄉薦，明命初授翰林編修，充使館，

累遷禮部僉事，協理廣義鎮務，監管六堅

奇，轉直隸廣南營參協。辦事多中窾，上

嘉之，入為戶部右侍郎，署右參知。坐事

削職，從派員之小西洋効力，又之新嘉波。

尋開復內務府司務，管定洋船，如呂宋、廣

東公幹。又擢兵部主事，復如新嘉波，又累

如廣東、澳門公幹。歴遷工部郎中，除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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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侍郎，兼奮鵬船如新嘉波。公回，署工部

右參知，權理京畿水師事務。紹治元年，特

授禮部右參知，充如燕正使。既而以外舶來

沱汛，辦事不善，案擬發兵。尋開復侍讀。

嗣德元年，遷郎中，辦理禮部事務。明年，

擢光祿寺卿。尋卒，追授禮部右侍郎。所

著有《西行見聞錄》、《閩行詩草》、《粵

行詩草》、《粵行續吟》、《鏡海續吟》、         

《周原襍詠》等集。文馥有文名，為官屢躓

復起，前後閱三十年，多在洋程効勞，風濤

驚恐，雲煙變幻，所歴非一輒見於詩云。
(4)
 

從以上的傳記中可以看出，李文馥曾經到過

諸如小西洋、新嘉波、呂宋、廣東、澳門、北京

等地。據臺灣成功大學陳益源教授統計，李文馥

曾經出使外國至少有十一次，其中有六次來訪中

國。每出使一個地方，李文馥皆有詩創存世。其

出使中國的緣由及經歷具體如下：據《大南實錄

正編第二紀》記載，阮聖祖明命十二年，即清道

光十一年(1831)正月， “清監生陳棨知縣革職，

李振青及男婦四十餘人搭從商船遭風”
(5)
，泊於

越南海岸。因官司問題，受到阮聖祖的高度重

視。待查明真相，帝命“李文馥等乘瑞龍大船送

之歸”
(6)
。《閩行雜詠》亦載有此事：因“福建，

古為粵大地，且余之祖籍也”，李文馥“得命如

閩，喜賦：明命辛卯夏，奉簡閩派行价，駕瑞龍

大船護送失風官眷陳棨等回福建省”
(6)
。此是李

文馥第一次出使中國，也算是首次踏上故土，其

喜悅之情可想而知。在閩期間，同地方士紳來錫

蕃、許原清、王乃斌等人私交甚好，來往唱和不

少。事後輯錄刊行有《閩行雜詠》。

明命十三年 (1832) 冬，據李文馥《粵行吟

草引》所叙：“廣東水師中營外委梁國棟、右營

外委樊耀陞領兵七千人，乘戰船一艘出洋哨捕，

以風故停泊於我國茶山澳。”
(8)
 越南聖祖皇帝得

知後，“派戶部郎中黎長名前往慰問，以牛、酒

厚款之，船艘有損壞者，為之修理。”
(9)
 次年，

又派李文馥等人護送清朝官兵由海路返回廣東。

這一次，李文馥在廣東停留了約大半年時間。留

粵期間，李文馥在好友梁釧(毅庵)的陪同下，第

一次造訪澳門。事後將訪澳詩文彙集成《澳門誌行

詩抄》，編入《粵行吟草》。

明命十五年 (1834)，李文馥再次奉命護送

遭風清朝官兵回國，《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

載：

清廣東捕弁陳子龍師船遭風，投泊清葩漪

碧，汛命省臣給以錢米，尋遣兵部員外郎李文

馥、翰林承旨黎伯秀等乘平字型大小船護送之

還。
(10)

明命十六年(1835)，越南方面捕獲三名廣東海

盜，按習慣引渡回籍。〈三之粵集草〉載：

粵有水匪搶掠於廣南洋兮者，獲其黨人三

人。
(11)

是年夏，李文馥、杜俊大、陳秀穎等人“奉派出

舟師送洋俘之粵焉”
(12)
。此兩次出使，著有《粵

行續吟》、《仙城侶話》等。

明命十七年 (1836)，越南軍艦遭風失蹤，

李文馥等人奉命沿廣東沿海尋訪，首先從澳門

登陸，無果，隨後前往廣州。據〈鏡海續吟敘〉

載：

明命丙申秋，余皆同官奉命管駕平洋號船

之粵，察訪公派遭風船艘聲息。
(13)
 

此事於《清實錄》中亦有所記載：

鄧廷楨等奏，越南國遣使尋訪被風船隻

(⋯⋯) 駛至澳門外雞頸洋面灣泊。但據該使李

文馥等稱，因傳聞該國水師平字等號船隻，洋

面遇風，流入粵省瓊崖等處，經該管商舶官派

出伊等來尋訪等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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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馥此次粵澳之行，其詩文集就是《鏡海續吟

草》。

紹治元年 (1841)，李文馥奉命出使北京。據

《大南實錄》記載：阮憲祖“遣使如清告哀，以

署工部右參知李文馥為禮部右參知充正使”
(15)
。

此次隊伍龐大，路線較長，從廣西鎮南關入境，

北上湖南、湖北、河南、直隸，於當年七月到達

北京。在北京都留了一個多月後，啟程回國。次

年回到越南。此次出使中國，使李文馥真正領略

到中華大地的美好風光，其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文

隨處可見。現有其〈周原雜草詠〉、〈皇華雜

詠〉、〈使程遺錄〉、〈回京日程〉、〈使程便

覽曲〉、〈使程括要編〉等流傳於世。

李文馥在澳門的活動

李文馥兩次造訪澳門，分別是明命十四年

(1833) 和明命十七年 (1836)。兩次遊澳的經歷，

給李文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因在廣州處理公務，停留了大半年時

間，其間造訪澳門。據〈澳門誌行詩抄序〉記載：

癸丑夏，余與同官講大夫奉國命護送失

風戰船來粵。八月既望，余獨以事之澳門。

與南海梁君毅庵同舟往返凡五日，得詩多若

干首。毅庵蓋文雅士而隱於市，比性恬和，

與物無忤。自官船到此，凡事多所贊畫。至

於應酬往來，固數與余晨夕矣。是行，余復

與之俱。
(16)
 

從其詩文中，我們得知李文馥此次訪粵，是由其

在廣州的好友梁毅庵陪同，於八月十六日出發，

前後費時五天。此次遊澳並非是來處理公務，完

全是李文馥閒暇之餘攜友人一同遊玩欣賞澳門佳

景。《粵行吟草》中收錄的關於澳門的詩文共有

四篇，儘管時間緊促，但我們從字裡行間仍能感

受到李文馥初次遊澳門的欣喜之情以及他對澳門

社會的濃厚興趣。

第二次訪澳是李文馥與同僚黎瑤甫、胡養軒

等人“奉命管駕平洋號船之粵，察訪公派遭風船

艘聲息”
(17)
，其所乘官船首先從澳門泊岸登陸，

並入住於葡式館舍，存有〈舟進澳口安泊登洋人

樓〉。

此次訪澳，處理公事乃李氏的首務，他們先

後拜訪了當時的澳門同知馬士龍與香山縣丞金天

澤。

馬士龍於道光十六年 (1836) 出任第三十任澳

門同知。李文馥在談公事之餘，嘗有詩文唱和，

〈詒澳門分府馬士龍〉曰：

秋葉飛霜客思馳，春風半面為誰思。

眼前華字夷能化，足下循聲海亦知。

鎖鑰天碓無事日，琴樽司馬退衙時。

山圓水曲皆堪賞，清槖應多幾卷詩。
(18)
 

在這首詩中，李文馥表達了個人對馬士龍的景仰

之情，尤其是“眼前華字夷能化，足下循聲海亦

知”一句，讓我們體會到鴉片戰爭之前，在中國

政府懷柔政策的感化之下，居澳葡人欣慕中華，

駐澳官員的威名深入人心。

金天澤“歷仕州縣”，但因事被貶，道光十

五年出任第二十九任香山縣丞，“嘗有繫匏鏡海

虛度馰光之歎”。李文馥“為官屢躓復起，前後

閱三十年，多在洋程効勞，風濤驚恐，雲煙變

幻。”
(19)
 對金氏的遭遇也感同身受，遂作〈贈香

山縣丞金天澤〉一詩，聊表同情與理解，詩曰：

知君揚歷到如今，纔一相逢感慨深。

鸞鳳豈終棲枳棘，匏瓜休歎繫光陰。

水紋含月開圓鏡，石皆藏雲臥碧岑。

鏡在會心何必遠，可能芝葢共登臨。
(20)

在兩次訪澳期間，李文馥參觀了“城臺、倉

庫、院宇、市廛”
(21)
 以及博物館。其〈登洋人

博物館〉一詩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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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怪心思巧，能令耳目憐。

骨枯人挺立，翼斃鳥飛旋。

風物重樓上，煙波八月天。

紛陳奇崛意，欲問更誰傳。
(22)

李氏所參觀的應是今天大三巴地下室之博物館，

此詩既有對博物館陳列品的描述，又表達了李文

馥對西人高超醫學技術的讚歎。

李文馥滿腹經綸，才華橫溢，所到之處，樂

於結交當地名人雅士。在李文馥四次之粵 (含澳

門) 的詩作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在廣東小有

名氣的文人雅士與李文馥皆有來往，如張玉堂、

繆艮 (即繆蓮仙)、梁玉書、劉墨池、王灝、何

巽甫、梁釧(即梁毅庵)。在其詩集中不乏有諸如

贈答唱和之作，其內容涵蓋了祝壽、旌節、出

遊、納妾、珠江群英會、樓船會等諸多活動。在

這些文人之中最具名氣的莫過於繆艮。繆艮並非

廣東本土人士，他生於浙江，中年以後一直在廣

東居住。繆艮雖中年落魄，但在清中期文壇，尤

其是嶺南文學界還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現

有《蓮仙尺牘》、《嚶求集》、《嚶求集全》、          

《嚶求集尺牘》、《徐娘自述詩紀》等相關詩作

傳世。
(23) 
在這些人中，與李文馥交誼最深的應

屬梁釧，即梁毅庵。梁釧，廣東南海人。此人溫

文爾雅，頗有文人豐采，李文馥譽之為在中國的    

“知音”、“異地之相知”。其在〈澳門誌行詩抄

序〉中曰：

毅庵，蓋文雅士而隱於市，比性恬和，

與物無忤。(⋯⋯) 顧念異地之相知，喜雅遊

之。(⋯⋯) 聊以誌梁君與余之情。

在〈與南海梁毅庵塵談偶成一為以思無蓋不

如學慎言其餘則寡有賦此答贈〉中稱許與梁的交

誼之深，詩曰：

自憐踐履向未工，深垂老猶思學箴。

良劑砭愚謨訓在，明窗對影父師臨。

情投異地遂傾蓋，交到濃辰可當金。

什衣歸裝痕尚濕，逢人共道我知音。
(24)

不僅李文馥與梁毅庵交好，就連其隨行的同

事也與梁毅庵結下深厚情誼。在第三次之粵期

間，李文馥、杜俊大、陳秀穎等人就留下了關於

留念梁毅庵的詩篇。譬如在《三之粵集草》中，

李文馥有詩〈次南海故人梁毅庵見訪元韻〉、〈附

毅庵元韻〉、〈次韻留別梁毅庵〉
(25)
，追憶了與

梁毅庵交往的情形，“三年交誼”使李文馥倍加

珍惜。在《仙城侶話》詩集中，李文馥的〈次韻

酬梁毅庵見訪〉、陳秀穎的〈次韻贈梁毅庵〉、

杜俊大的〈次韻贈梁毅庵〉
(26)
 都表達了他們個

人對梁毅庵的情感，異國情懷在這裡展現得淋漓

盡致。另外《鏡海續吟草》中詩〈粵友梁毅庵舟

中見過賦贈〉當為李文馥由澳門去廣州途中舟中

遇到梁毅庵，故友相見，皆會賦詩留念。
(27) 
這些

都為我們研究梁毅庵其人以及中越文人交往故事

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李文馥遊澳期間，不僅參觀了澳門的“城

臺、倉庫、院宇、市廛”，而且還樂於與“識

字”的居澳葡人交遊。〈重九後偕同事黎瑤甫、

胡養軒與識字洋人泛舟零仃洋即事〉記載：

九秋海氣逼瀟森，夜影燈帆出遠林。

杳渺雲邊三共事，啁啾隊裡一知音。

亂山雨過齊開眼，駭浪天澄獨照心。

信國詩魂何處弔，隔鳳松韻和潮吟。
(28)

此詩描述了李文馥攜越南同事與識字葡人於重陽

節後出遊零仃洋之情景。“識字”即識中國漢

字。“三共事”即指李文馥與同事黎瑤甫、胡養

軒等三人，“一知音”即指此位“識字洋人”。

但由於他的華夷觀念源自中國儒家舊有思想，而

且是越南由來已久的傳統，這又不免讓他在面對

西方時流露出衝突與排斥的心理 
(29)
，“啁啾”一

詞即是對西人的貶稱。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讀

懂這樣一條資訊，即李文馥作為傳統的封建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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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既對西方文明表示出濃厚的個人興趣，但在

心理上又把他們拒之於封建傳統的文化之外。

李文馥視野中的澳門社會

鴉片戰爭前，以澳門社會風貌為體裁的詩文

並不多見，而李文馥以一名外國人的視角審視澳

門的社會實情，並以漢詩的形式記載下來，這無

疑是極其寶貴的，對清代澳門史研究有着重要的

史料價值。

如前所述，李文馥分別於1833年和1836年

到過澳門，其間在澳門所見所思，載於李文馥的 

《粵行吟草》和《鏡海續吟草》兩部詩文集中。

李文馥所作的關於澳門的詩，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寫實類，如〈以事之澳門和同舟梁毅庵

二首〉、〈登洋人博物館〉、〈舟進澳口安泊登

洋人樓〉、〈澳門即事〉等詩作。第二類為唱和

答贈類，〈贈香山縣丞金天澤〉和〈詒澳門分府

馬士龍〉即為此類。第三類為抒情類，譬如〈登

鏡海神山觀音閣步鐫石元韻〉、〈中秋〉等。李

文馥的詩文及序，有對澳門的政治、軍事的描

述，也有對澳門繁榮貿易的讚歎；有對澳門中西

文化交融等細緻入微的觀察，也有對澳門的宗教

文化生活宏觀的考慮。就連“洋人濯衣皆曝於山

上”
(30)
 這一現象也記載在其詩中。這些都為我

們研究鴉片戰爭前澳門的社會狀況提供了最為原

始的資料。

在政治方面，李文馥反復強調澳門的政治地

位，認為澳門主權在中國，葡人租居而已，中國

政府默許居澳葡人擁有一定的“自治權”，體現

了中國傳統對外夷的“羈縻”精神。李文馥在其

詩文中多次提到葡人在澳門的“租居”地位，如

〈以事之澳門和同舟梁毅庵二首〉中稱：“澳門，

粵之大海島，西洋人租之以居焉。”
(31)
〈澳門誌

行詩抄序〉亦載：“澳門⋯⋯粵之大島嶼也，西

夷瑪糕等租之以居。”在〈澳門即事〉中，李文

馥稱：“澳門雖屬夷居，而地仍是粵。”
(32)
 同

時，李文馥也注意，在鴉片戰爭前，清朝政府在

澳門設置了行政、軍事、海關等管理機構，其詩

序曰：

唐官設有海防軍民府、前山都閫府、香山

縣丞、海宦稅舘等衙門，畧存其羈縻而已。
(33)

羈縻之制始於中國的“五服之制”，它是中央王

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種獨特的懷柔政策。即一

方面要“羈”，用軍事手段和政治壓力加以控

制；一方面用“縻”，以經濟和物質的利益給予

撫慰。明清政府對居澳葡人的“懷柔”表現在准

許他們實施一定程度的自治，葡人在澳門擁有議

事機構、司法以及軍事防衛體系。澳門乃華洋雜

處之地，對於葡人社群內的糾紛與訴訟，明清政

府基本聽任葡人依照其本國的習俗與法律處理。

祇有涉及華人案件時，才會由中國官員審理。詩

人對此審視細緻，其詩序云：

見設分府孫海關講衙門，及巡邏船艘，以

備微妝訊察。其詞訟係夷洋官言之，稍涉漢人

則漢官主之，蓋羈縻之意也。
(34)

李文馥居澳期間，亦參觀了葡人海防炮

臺。
(35)

經濟方面，在李文馥的筆下，澳門儼然已成

為一個貿易繁盛的海港城市。葡人在此“開市

肆，商賈舟船多集焉”
(36)
，且“未見星槎辭北

去，每添賈舶自西來”
(37)
，足見鴉片戰爭前澳門

海上貿易之繁盛景象。在這繁榮的背後，華人擔

當了特殊的角色，李文馥觀察到“澳門唐人多為

夷人掌貨簿”
(38)
 這一社會現象。從葡萄牙人賃

居澳門開始，澳門華人就已經參與了對外貿易相

關的販賣、通譯、工匠、建造等行業。
(39)
 外國

人要想在澳門做生意，必須仰仗華人，因為“中

國經濟狀況，與歐美大異，外商殊難瞭解；學習

中國語言之困難；調查中國商人之資產信用，頗

為困難，而中國商人亦難置信於外來商人；中國

商場中諸習慣，貨幣度量衡等，複雜萬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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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曉；中國貨幣制度，頗為複雜，品質形狀相異

之各種貨幣以及票據等，隨時流通於市場，欲辯

其真贗，鑒其良否，均需特殊技術，外人於此，

俱為不可能之事。”
(40) 
因此葡商必須僱傭居澳華

人幫其處理生意，給與傭金較為豐厚，且此工作

又極為體面，因此稍有文化的澳門華人一般都願

意“為夷人掌貨簿”。他們不知不覺地為澳門對

外貿易的繁榮以及澳門社會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

滅的貢獻。

在社會生活方面，澳門呈現在詩人眼前的完

全是一個歐化的港口城市，所謂“城臺倉庫、院

宇市廛，別成西洋一世界”
(41)
。李文馥〈舟進澳

口安泊登洋人樓〉有語“問星人上摘星樓”
(42)
，

亦有說明樓高之意。屈大均在其《廣東新語》中

對澳門的建築有過詳細的描述，“其居率為三層

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

八角者，肖諸花菓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

尚。”
(43)
 澳門城內建築盡顯歐洲風采。李文馥

對居澳葡人的生活觀察入微，如“洋人濯衣皆曝

於山上”
(44)
，透視出葡人的生活細節。詩人也特

別注意到居澳葡人的精神生活，發現澳門城裡

存在“逼地皆尚耶穌，不尚佛”
(45)
 的現象，他

第一次與梁毅庵參訪澳門時就曾發出“西去幾番

勞問俗，東遊又見請超魂”
(46)
 的感慨。在遊澳

期間，令詩人感觸最深的應是葡人的博物館，其 

〈登洋人博物館〉一詩記載：“西洋人最機巧，

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首

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腳，骨節畢具，惟皮肉

無存。”
(47)
 參觀完畢，詩人油然發出了“紛陳奇

崛意，欲問更誰傳”
(48)
 的感慨。在面對西方先進

的文明之時，詩人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對外來新鮮

事物的濃厚興趣。

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匯融合之地，有被洋化

的華人，亦有部分華化的葡人。居澳葡人或是工

作的需要，或為生活之便利，或是嚮羨中華文

化，學習漢字，沿襲中華傳統。〈澳門諸夷有識

華字者〉一詩云：

蟲作書形鳥做聲，少從學習竟分明。

鏡窻舉白稱寒舍，鉛筆簽紅寫晚生。

未果陳相能用夏，不逢宣聖孰入荊。

何年廊廟勞籌算，遺恨江湖代代鳴。
(49)

此詩不僅記錄了葡人以玻璃裝飾窗葉的傳

統，還描述了其書寫習慣，“其筆以鉛灌管中

削尖之”
(50)
。更值得關注的是，葡人對自家居所

稱“寒舍”，還自謙稱“晚生”。如果說玻璃與

鉛筆代表西學東漸的“器物層次”，那麼，這種

稱謂在日常交往中的運用，則代表中華文化得到

了葡人的接受，屬於“精神層面”的影響。

結　語 

鴉片戰爭前，李文馥作為越南的使臣，兩度

造訪澳門，並有一批詩文存世。從這些詩文中可

以看出，當時李文馥遊澳並非“走馬觀花”式的

遊玩，而是一種深度的觀察與瞭解。從澳門的政

治現實、貿易景況，到居澳葡人的生活細節、精

神世界，都有深入細緻的觀察，因此他對澳門的

描述也是客觀真實的，對於澳門史研究而言，這

些文字也成為難得的寶貴史料。當然，我們也注

意到，李文馥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一方面

對“西學”的成就有着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也

不時流露其文化的優越感，詩文中以“夷人”稱

呼居澳的葡人，以“蟲作書形鳥做聲”來描述葡

人的語言文字，充滿着鄙視與不屑。在運用這些

詩文時，我們理應仔細甄別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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