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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軍*

* 黃柏軍，廣東新會崖門鎮人，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員、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五邑僑史》副主編、江門市政

協文史資料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江門五邑地方歷史、華僑史、梁啟超思想等。

有着“中國第一僑鄉”美譽的五邑僑鄉是廣

東省地級市江門市的別稱。這個稱呼包含的人口

數量、地域面積，主要體現今江門市所轄的四市

三區 (即蓬江區、江海區、新會區、臺山市、開

平市、恩平市、鶴山市)，總人口約四百萬。“五

邑”這一名稱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其演革軌

跡為：“五邑”的前身是“四邑”；改革開放以

前，“四邑”指的是新會(含江門)、開平、臺山、

恩平；改革開放之後實施地方區域調整，作為地

級市的江門市在管理上述四縣的同時監管鶴山市，

所以為了稱呼上的便利，“四邑”一詞改為“五

邑”。這就是僑史研究上“四邑”與“五邑”兩

個稱謂的變遷和來歷。
(1)

無論“四邑”還是“五邑”，無論過去還是

現在，江門五邑和澳門特區之關係非常密切，來

往非常頻繁，堪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為

甚麼如今在澳門定居和生活的江門五邑人如此之

眾？為甚麼在澳門的江門五邑籍聯誼公益社團如

此龐大？這要追溯到澳門近代在五邑僑鄉形成過

程中的重要作用。

翻閱江門五邑近代以來的華僑史料文獻，

我們發現很多江門五邑先僑出洋前後關於“從

五邑僑史文獻中的澳門資料

略論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澳門出發走出國門”的記載。這些活生生的文

字記載，扎實地證明了澳門是江門五邑華僑早

期出洋出國的重要中轉站。明白了這一點，我

們就會明白為甚麼近百年來江門五邑和澳門有

如此密切的關係。

澳門與江門五邑一衣帶水唇齒相依

五邑位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西南邊陲，瀕臨

南海，毗鄰香港、澳門。五邑和澳門在地理位置

上非常接近：五邑中的臺山市海岸碼頭距離澳門

四十八海里，距離香港八十七海里。

臺山市是著名海岸僑鄉。她的大陸海岸線長

二百九十三公里，沿岸有廣海灣、鎮海灣以及崖

門口三大海灣。臺山南部沿海有上川、下川等大

小島嶼九十五個，島岸線長達三百五十五公里。

這些天然的地理位置優勢，大大方便了臺山人乃

至五邑人進行海外交往和出洋謀生。由於五邑地

理位置的開放優勢，促成了外來文化外來勢力的

輸入和登陸。

眾所周知，澳門是葡萄牙殖民者以“租借”

為名侵佔的。但是鮮為人知的是，在葡萄牙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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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中，澳門並非是他們進入中國的首選之地，

其實當年他們最早看中的登陸地點是五邑地區的

上下川島。

查臺山僑史資料，臺山原屬新會縣，明代孝

宗弘治十二年 (1456)，明朝廷從新會縣拆地重新

成立新寧縣 (臺山縣前身)。由於該縣屬地海岸線

長，島嶼眾多，新成立的臺山縣很快遇到了外來

勢力、外來文化尋求登陸的挑戰。

明朝武宗正德十一年 (1516)，葡萄牙航海商

人經過明朝政府的准許，登陸留居在新寧縣川島 

(即今臺山境內的川山群島，主要島嶼是上川島和

下川島)。於是新寧川島成為葡萄牙航海者來華初

期在遠東的商業貿易基地，他們還在該島嶼上建

設教堂和橋樑。
(2)

1517年 (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有四條貿

易商船於新寧川島靠岸登陸。葡萄牙商人設立貿

易市場，與新寧縣當地百姓做買賣，彼此交換銅

器、銀器、絲綢、陶瓷、茶葉等物品。

五年之後的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葡萄牙

人悍然入侵新寧縣廣海鎮甫草灣。明朝海軍指揮何

榮、百戶王應恩率領官兵出海抵禦，結果一番激

戰，生擒葡萄牙軍隊將領別都盧等四十二人，擊

斃敵兵三十五人，繳獲其艦船兩隻。

有明一代，葡萄牙航海者年復一年謀求從五

邑沿海登陸，進一步瞭解和探索中國貿易市場。

這個時期也曾有過公平交易的和平相處，但是中

葡雙方最後還是不歡而散，個中原因眾說紛紜。

臺山近代詩人余覲光 (1878-1957) 曾考察過

臺山上下川島葡萄牙商人明代貿易市場遺址。他

對於葡萄牙人與當地百姓最終交惡成仇原因有這

樣的分析：

明正德時，葡人匪地難德，由印度臥亞

市航海來探中國海岸，登陸臺山上川島，陳

貨與土人貿易，為歐人來中國互市之開始。

後因其弟兇暴，為土人厭惡，市況衰落，乃

移於澳門。

余覲光還賦詩〈三洲訪葡人互市遺址〉以紀其

史事：

西風何處入中華？莽莽三洲望眼賒。

疑幻波光成蜃市，再尋煙址是漁家。

天開東土千年鑰，地接南溟萬里槎。

他日師移濠鏡築，海門無阻浪如花。
(3)

歷史就是這樣的陰差陽錯，葡萄牙人最終看

好的上川島交易集市兵敗麥城不了了之，後來移

師澳門這一“風水寶地”，才成就了葡萄牙人在

中國後來的登陸歷史。但是如果說，余覲光先生

的觀點就是葡萄牙人捨去川島移師澳門的唯一證

據的話，我們認為這還是一家之言，欠缺說服

力。因為如果余先生此說成立，就無法解釋更後

期的明嘉靖年間，明朝軍隊和葡萄牙入侵者在新

寧海面展開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戰鬥。

我們認為，葡萄牙人登陸和佔據中國的地

點由臺山上川島轉移到澳門，有個案的影響也

有地點選擇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大環境(明政

府政策)的制約，“甫草灣之戰”就是最好的

證明。由於明政府的武力干預，葡萄牙侵略者在

入侵失利的情況下，當然選擇“避其鋒芒”，另

尋登陸根據地，最後於明朝嘉靖十四年 (1535

年) 入踞澳門。所以，正確的理解，葡萄牙人

捨上川島移師澳門的原因非不為，是不能為，

不敢為也。

但是無論怎樣，中國、葡萄牙，上下川島、

澳門，由於上述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的關係而深

深交織在一起。再到晚清鴉片戰爭之後的五邑百

姓經過澳門出洋，就是主動或者被動的勞動力輸

出和大規模涉外移民遷徙。數百年間的侵略與反

侵略，登陸與輸出，被動接受與主動吸納，反映

着歷史和社會的急劇變遷，其中因果關係耐人尋

味、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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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先僑自主自發經澳門往外洋謀生

由於五邑瀕臨南海，靠近澳門，五邑人為了

謀求出路，浪跡外洋，首選的中轉站就是澳門。

在鴉片戰爭以前，五邑人通過澳門主要前往南洋

尋求生存之路。

澳門的緬甸歸僑許均銓先生在他的〈臺山人

在緬甸〉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十四年 (1535) 入居

澳門後，臨近的臺山有不少人是從澳門乘船

到馬來亞的檳城，再到緬甸的丹老市、毛淡

棉市，最後到達仰光市。

這段描述是可信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五

邑人就有出洋的記錄，但是這個過程是自主的、

自發的。臺山市第一位華僑曹阿志就屬於自發出

洋的。他的海外經歷可資證明，他從澳門離開國

門浪跡天涯。

曹阿志，臺山市端芬鎮那泰村人，生於清朝

乾隆四十七年 (1782)。他少年時候在家鄉讀過

幾年書，後來因為家庭衰落，流落澳門，做小

販，後來得到一位朋友的介紹，被一英國商船錄

取為傭工。他隨英國商船出洋工作一年，又流落

到新加坡當木匠，後來遷居馬來西亞的檳城。他

熟悉土人語言，富於革命性，曾經參與海外反清

革命活動。

清朝嘉慶二十四年，英國人萊佛士率兵船侵

略檳城，曹阿志因為熟悉當地情況，被英軍徵召

上船。後來英國船隻開進新加坡港，曹阿志被用

作先鋒登陸，嚇走土人，奪取了炮臺，首先把一

面英國旗樹立在炮臺所在山頂。接着，他又跟隨

英國使者與柔佛國王談判，以西班牙幣五千元租

借新加坡給東印度公司做商港。這時，新加坡島

民不過數千之眾，其中有不少中國僑民，以農業

為主。由於曹阿志在華人中德高望重，由他領導

當地的臺山籍華僑，建立起同鄉會 —— 寧陽會

館。會館成立的時間是清朝道光二年 (1922) 五

月二十六日。也是這一年，新加坡華僑領袖曹阿

志逝世，終年四十歲。
(4)

臺山市第一位有名有姓並留下事蹟的海外華

僑就是以澳門為起點離開國門、走向南洋的。其

時的澳門，交通便利，風氣開放，相信像曹阿志

這樣利用澳門作為中轉站自發出國 (主要是南洋) 

的五邑人不在少數。當然，這個時期相比第一次

鴉片戰爭以後五邑出現的國際移民高峰潮，無論

數量、規模、影響，後者均超越前者。

所謂“僑鄉”的打造和形成也主要是在第一

次鴉片戰爭以後。

澳門與五邑先僑的“賣豬仔”血淚史

有專家論證，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五邑人

海外移民的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過去以

南洋地區為主變成以美洲地區為主，還有大洋

洲、歐洲等國家，廣泛分佈世界五大洲的格局基

本形成。
(5)

而五邑人大規模移民美國和美洲，主要是因

為美國和加拿大的金礦發現以及太平洋大鐵路的

修建。這些工程需要大量勞動力，而美國、加拿

大的本國勞動力遠遠無法滿足用工需要，故此資

本家就把眼光投射到中國來。

由於利益的驅動，英國人以香港、葡萄牙人

以澳門為基地，進行掠奪和拐賣華人的罪惡勾

當。為了讓當地百姓更加容易相信和上當，這

些“豬仔館”老闆還在五邑各地物色和培訓爪

牙和二級代理人，具體洽談和尋找勞工由他們

負責。這些代理人每成功介紹一個勞工，可拿賞

錢，百姓稱他們為“豬仔頭”。

這些“豬仔頭”領命之後，為了一點蠅頭小

利，不惜矇騙親朋出賣同鄉。他們遍佈臨近四

鄉，誘騙鄉民，從水、陸兩路把鄉民帶到澳門，

賣給“豬仔館”。鄉民一旦進入澳門“豬仔館”

馬上失去人身自由，成為任人魚肉的“豬仔”。

13-RCC98-13.indd   153 13/12/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54文 化 雜 誌 2016 

文

獻

五
邑
僑
史
文
獻
中
的
澳
門
資
料

略
論
澳
門
在
五
邑
僑
鄉
形
成
過
程
中
的
地
位
與
作
用

《五邑華人華僑史》和《廣東臺山華僑史》等

文獻收錄了晚清九位五邑籍 (主要是恩平、新會、

臺山等三縣)先僑來到澳門，進入“豬仔館”，被

販賣到外國做廉價勞工的血淚史：

(其一) 鄭阿安供：年四十歲，廣東恩

平縣人。在家作手藝的。咸豐二年被人騙到

澳門做工，我就同他到澳門，入豬仔館打合

同一張，洋二元[原文如此，疑“洋”後掉      

“錢”字]，未見到西洋官。十一月開船。到

夏灣拿[即古巴哈瓦那]賣到科壟屬下糖寮，

待我極兇酷。

(其二)文長泰供：年三十九歲，廣東新會

縣人。在家讀書，我來時才十九歲，被人拐去

江門，搭小船到澳門，見洋官，給合同一張，

洋錢一元。咸豐三年十二月開船，到夏灣拿賣

到糖寮。

(其三)梁阿照供：年六十八歲，廣東新

會縣人。我在前山開香舖，有向來共買賣的

高阿苗說去上海作生意辦貨，我也想去上海

買貨，他又約我去遊玩，我帶了幾百銀子，

同他到澳門街落船，我怕錯上豬仔船，他

說一定是上海船。不料上船就是豬仔船，

高阿苗轉眼即不見，我明白被騙了，真是

想不到。

(其四)崔安供：年三十六歲，廣東新會

縣人。向來做紙生意，有鄰人溫阿珍對我及

表親八人說，到澳門可覓工做，不料帶我入

虜那哈豬仔館，關住三日，逼我去打合同，

並無銀給，我得有衣服一套下船，於咸豐五

年十月開行。

(其五)梁阿英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

會縣人。在家耕田，因父母死了，無生意

作，遇見人叫我到新加坡打工，就到澳門，

帶入豬仔行。立合同，未見過西洋官。我不

想來，豬仔頭共給我洋錢一元半。咸豐六年

二月到夏灣拿。

 (其六)：梁阿壬供：年三十六歲，廣東

新寧縣人。在家剃頭生理。我有個同姓兄弟，

叫我到澳門做工，到了澳門入白麻行，住了一

月，我不欲出洋，不能由我做主。咸豐八年

(1858)正月，立合同一紙，洋錢一元，西洋官

問過，我說不願，他說下船再說。後來下船即

開，不能上岸。

(其七)林阿龍供：年六十五歲，廣東新寧

縣人。在家內做外科醫生。咸豐八年正月，有

人叫我到澳門醫病，就被拐進豬仔館。我是向

來未見過洋行的，我進出不知道怎樣，也未見

過西洋官，到船上即開。

    

 (其八)：黃阿滿供：年五十六歲，廣東新

寧縣人，我在家裡山上種田，被人拐到澳門，

共八個人，給合同一張，無錢。同治二年十二

月，下船即開。

    

(其九)：劉阿松供狀劉阿松供：年三十四

歲，廣東新寧縣人。我是做水手的。同治四年

(1865) 正月，我到澳門，有朋友請我喝酒，我

喝醉了，帶我上豬仔船，上船即開。到夏灣拿

(即古巴哈瓦那)賣到糖寮。

    

上述九篇關於“賣豬仔”的華工供詞，透露

出這樣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被拐騙時候，均是

中青年勞力，符合外國資本家的用工需要；他們

都是在澳門被裝載下船賣到外國去的；他們原本

在家鄉都有正當職業，不情願出國當勞工，是被

強行挾持和威迫出洋的；儘管澳門“豬仔館”

和“豬仔頭”如此猖獗，澳門葡萄牙當局充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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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幕後操縱，清朝政府不聞不問、裝聾作啞無所

作為，包括五邑籍華工在內的無數“豬仔華工”

投訴無門水深火熱。

根據專家考證，晚清以來，在五邑地區，這

種通過澳門販賣人口的“豬仔”掠奪慘案，始於

道光末年，盛於咸豐、同治 (具體是1851-1874年)，

直到光緒、民國初年，這種違反人道、違反最基

本人權的罪惡活動一直在繼續。
(6)

這些“豬仔華工”的命運是悲慘的，不說到

外國後的非人生活，單單是坐着“大眼雞”帆船

穿越重洋，因窄小的艙位、惡劣的飲食，再加上

瘟疫疾病得不到及時醫療，運輸途中華工的死亡

比例高得驚人。廣東《嶺南文史》雜誌1984年第

一期有文章記載：

1859年10月，由澳門開往古巴的佛洛拉坦

普爾號船，中途遇上特大風暴觸礁沉沒，八百

五十個華工全部死亡。

當時“豬仔華工”的悲慘遭遇可見一斑。在這期

間，五邑先僑關於澳門的記憶和敍述，形成了早

期五邑僑史文獻資料，每一頁、每行字、每句

話、每一個出洋故事，幾乎都銘刻着一個決定他

們人生命運軌跡的歷史名詞：澳門。

澳門是四邑“土客械鬥”

戰亂中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清朝的咸豐、同治期間，是五邑人出洋謀生

的高峰期，也是澳門“豬仔館”向外國販賣人口

的最高峰。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國外資本家空前

高漲的用工需要，“豬仔館”與“豬仔頭”以澳

門為基地，進入五邑地區坑蒙拐騙；一是這個時

期五邑地區發生了持續十四年的民間戰爭，即清

咸豐四年至同治六年 (1854-1867) 的地區性大規

模土客械鬥。

有專家估計，這場十四年的土客械鬥，直接

導致五邑地區數萬人被充作“豬仔”賣往外國。

查閱有關僑史文獻，此十四年間，澳門又成為這

場戰爭中最大的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所謂“土客”，土是土著、土人；客是客

家、客籍。在廣東省境內，梅縣、興寧、大埔、

五華、惠陽等地區比較集中。五邑地區的臺山、

恩平、開平、高明、鶴山和陽江、陽春也有相當

數量的客家人。
(7)

晚清咸豐年間，土人與客家人在日常相處中

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與糾紛，投訴到官府，但是

當地官員多數偏袒土人，客家人於是心生怨恨。

客家人為了自保，開始設局買槍，招兵買馬，要

報復土人。而在這危急時刻，清朝官員沒有及時

做好疏通和平息，任由事態惡化，土人也被迫興

建軍事設施，實行自衛。於是，綿延十四年的   

“土客械鬥”終於爆發。

根據史料記載，土客械鬥最早爆發於五邑地

區的鶴山縣，後來逐步蔓延至開平、恩平、臺山

三縣。當時五邑的五個縣有四個縣已經被捲入和

波及，祇有新會縣暫保平安。十四年的土客械鬥

又數臺山縣最為慘烈，土客雙方戰鬥之強悍、死

人之多，均為歷史上所罕見。

土客械鬥中造成無數平民百姓為保生命經澳

門遠走外國尋求出路，一方軍隊俘擄了敵方戰鬥

人員馬上販賣給澳門豬仔館充當豬仔，這樣的記

載在五邑僑史文獻中比比皆是。

劉重民先生《廣海史話瑣記》有這樣的描述：

為了逃避兵災之禍，(五邑地區)不少人逃

離鄉土，到別處求生，或者港澳，或者南洋，

或者陽江或者其他別縣。那些躲避不及而不幸

被俘虜者，年紀大的不論男女，家庭富裕者，

便派款贖人，以充軍餉。如果是青壯男子，則

與人販子溝通，出賣當“豬仔”，以作軍餉

來源。專門從事人販營生的人，人們稱之為

“豬仔頭”。他們與澳門的招工館互相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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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山)上川島外停泊一輪船。從土客雙方以

賤價或者軍械交換來的被擄者，便悉數送往

輪船，由那些葡萄牙鬼運到國外當勞工。那

些“豬仔”被迫到異國他鄉當勞役，是十死

八九的，能倖存者也祇寥寥罷了。正是：禍

亂頻年無安土，何時盼得桃源夢。

的確，被賣到澳門豬仔館的青壯年可謂才出

虎穴又進狼窩，開始了一段血淚交織的死亡之

旅。有關資料記載：澳門豬仔館裡的打手脅迫那

些準備赴拉丁美洲的華工，一旦在預先強制簽訂

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辮相

連，接成一串，牽往囚室 (招工館)”，以等待

“豬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館”一般都是些

骯髒不堪的水柵，其條件十分惡劣。隨着招工人數

越來越多，中國東南沿海港口“招工館”到處可

見，1870年僅澳門一地就有三百家之多。

“豬仔”進入“招工館”，老闆就按人頭給

人販子酬金，最初每個“豬仔”給銀圓三元，後

來漲到平均八至十元，個別時高達一百元。然

後，豬仔往往被剝光衣服，赤身露體，並且在他

們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 (古巴)、P (秘魯) 的字樣

或S (散得維齒群島)，先給他們一點食物以充饑，

一套衣服以遮蔽身體，一二元錢以交付他們的家

屬。航期一到，華工們就被驅趕到“豬仔屯船”

上。由於殖民主義者貪得無厭，船上總是超載，

船艙裡擁擠不堪，每人至多佔有二平方英尺的面

積。華工無法平臥，祇得屈膝而坐，夜則交股而

眠。船艙內通風設備極差，飲食條件惡劣，華工

們不時發生嘔吐、罹患疾病。由於缺乏醫療條

件，死亡事故不斷發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樣，

被隨時拋入大海。華工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捆綁

和殘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銬、腳鐐。由於受到種

種非人折磨、虐待，華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

其中有的竟高達50%以上。

《廣東臺山華僑史》一書收錄了“土客械

鬥”中作為戰亂中的俘虜，被戰勝一方當做“豬

仔”由澳門豬仔館賣到古巴的兩名廉價勞工的口

述資料。他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佐證了土客械

鬥中販賣人口的罪惡行徑：

    

(其一)朱甲先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寧

縣人。我是客家，耕田為業，被本地人欺負，

把我拿出賣與大西洋人，是澳門豬仔館，逼我

畫合同，給我一套衣服，咸豐七年 (1857) 二

月開船。

    

(其二)葉伴鳳供：年三十歲，廣東新寧縣

人。同治二年 (1863) 十月，因為地方亂，有

豬仔頭騙我說出洋做工，見西洋官，立合同，

給銀八元，十二月開船。

    

這兩位五邑先僑的供狀，僅僅是十四年戰亂

大背景下數萬“豬仔”中的個別心聲。

械鬥中被掠奪的五邑農村婦女，則被運往澳門

淪為娼妓。《李冠蓬詩集》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臺山東坑陳某之女，經已許配鄰鄉，尚

未迎娶。因客民(客家人)破村被擄，賣於澳門

為娼妓。

《赤溪縣誌》記載：

為土人所擄獲者，於殺戮外，選擇其年輕

男子，載出澳門，賣往南美洲秘魯、古巴等國

做勞役，名曰賣豬仔。是時客民流離無依，自

到澳門賣身到外洋做工，得資以救濟親屬者，

亦不乏人。計被擄與自賣者，為數約二三萬

人。能積資回(赤)溪創立家室者，俗稱豬仔客

返鄉，然亦祇有百中之一二而已。

查閱《赤溪縣誌》，有名有姓的客家人因為

土客械鬥被賣豬仔出洋者計有：吳丁良、吳仁

康、江明威、黃德和、曾戊、李甲、李觀福、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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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謝開宏等。這些人當時或者避往南洋，或者

被販賣到澳國，並老死他鄉，致使其年輕妻子或

童養媳為其守節。

考證地方僑史文獻記載，根據不完全統計，

十四年間竟然有高達二、三萬的客家人在戰亂中

被俘擄充當豬仔賣到外國去。這個資料還僅僅是

客家人一方的戰俘資料，還沒有加上土著人戰俘

的資料，所以整體土客雙方的戰俘“豬仔”數量

是相當驚人的。

廣東五邑大學梅偉強副教授評述道：

(土客械鬥) 這是鴉片戰爭之後造成臺山

地區出洋人數最多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響

十分深遠。
 (8)

臺山地方史專家陳中美也認為：

經過十二年的土客械鬥，新寧(臺山)縣生

產力受到很大的破壞，導致大量的田園荒蕪，

大量的居民外流。這是後來新寧成為華僑之鄉

的主要原因之一。
(9)

僑鄉臺山的情況是這樣，五邑地區中鶴山、

開平、恩平等其它各縣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這些

地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晚清的咸豐、同治年

間，由於土客械鬥，通過澳門向外國被迫輸送大

量勞動人口。這些被迫出國的豬仔就是五邑地區

早期的華僑，五邑僑鄉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向僑鄉

轉型，僑鄉特徵初具規模。

近代五邑華僑題材

詩文作品中的“澳門印象”

五邑華僑題材是本地學術、文藝研究一個很

大的寶礦。近代以來，很多文人墨客創作了很多

高水準的詩詞和文章。五邑華僑題材詩文作品感

情豐富，材料詳實，讀之令人慨歎。

筆者發現，由於研究華僑出洋與賣豬仔的關

係，澳門是一個避不開的歷史名詞，所以五邑地

區很多以華僑出洋為題材的詩文，均書寫了近代

澳門與五邑的關係。

一、新會籍華僑李承訓的〈豬仔訴〉

李承訓早年被賣豬仔出洋，至清朝同治十

三年 (1847 )  九月十一日。陳蘭彬委員 (後為

清廷首任駐美公使)、稅司馬福臣、吳秉人致總

理衙門的〈古巴華工事務各節〉中記載了許多

五邑籍華工的呈辭。其中，華工李承訓以五律

長詩的形式，記載了自己被矇騙到澳門豬仔館

之後賣到外國當勞工的遭遇，堪稱早期華工親

身經歷親筆撰寫的為數不多的僑史文學作品，

值得一讀：

    

竊我幼家貧，謹承父嚴訓。

行年十八歲，舌耕江門鎮。

壬申歲父疫，五月之中旬，

求施於鄉黨，得錢三千文，

叩謝乎閭里，歸家議葬親。

因喪而失館，家無粒粟貧，

願往親友處，覓枝以棲身。

路遇梁阿高，小澤鄉中民，

舊識談往事，復假問寒溫。

云澳一艇戶，其家頗稱殷，

修金壹拾圓，邀我為西賓。

我信以為然，隨到澳門津。

伊指一洋船，云即我東人，

乃用小艇往，半海露情真。

云往呂宋國，我初不願聞，

伊出鐵利器，不從定喪身。

念家存老母，妻兒女成群，

迫得乃從權，泣歎生不辰。

到此古巴島，與奴隸為鄰，

工夫苦異常，牛犬勝十分。

惜短杆拙筆，難盡錄由根，

萬望發慈悲，早救我輩人。

13-RCC98-13.indd   157 13/12/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58文 化 雜 誌 2016 

文

獻

五
邑
僑
史
文
獻
中
的
澳
門
資
料

略
論
澳
門
在
五
邑
僑
鄉
形
成
過
程
中
的
地
位
與
作
用

旋邦見母子，萬代共沾恩。

所訴盡實情，無半點虛陳。

    

那時候，出洋者多數文化水準比較低，甚至

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像李承訓這樣當過教師、精

通文墨、能寫詩詞的華工實屬鳳毛麟角。我們也

感謝李承訓，他以親身經歷為經緯，以傳統中華

詩詞的形式，記錄自身悲慘遭遇。該詩可謂發自

肺腑、一氣呵成、聲聲怨訴、句句血淚，令人讀

了為之同情墮淚。

二、鶴山籍詩人易其彬的〈賣豬歎〉

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的販賣豬仔風氣猖獗到城鄉

談“豬”色變人人自危的地步。道光年間貢生、鶴山

籍著名詩人易其彬的一曲〈賣豬歎〉
(10)
 形象地唱出

了“豬仔”被騙賣的經歷和給家人造成的經濟、心理

等方面的危害，因而在僑鄉廣為流傳至今：

朝亦聞賣豬，暮亦聞賣豬，

朋友忽相值，輒云慎防虞，

出門久不歸，惶惶尋路衢。

番兒竟何為，買人以豬呼，

奸民貪其金，掠買將人愚：

“紅毛寶藏國，金山跨珠湖，

去時為陳勝，歸來為陶朱，

肥甘足汝口，輕暖足汝軀。”

貧民聞輒喜，爭從番兒組，

或有不受欺，白刃來相驅，

一登番兒船，入笠難逃逋。

汝行執行事，汝去托何區？

傳聞鄉異詞，骨肉知何如？

雖不知何如，總然鮮安居，

不勝番兒役，鞭撲無完膚。

天風何慘慘，雲雨常載塗。

父母不可喚，兄弟隔海隅。

此生有歸期，敢怨衣食無?

死為凍死鬼，猶得依吾廬。

良民自涕泣，奸民自歡娛，

一身曳紈彀，妻孥綴瓊琚，

每食必玉饌，每飲必芳醐，

日吸西洋坭，夜宴珠江妹，

一擲輕萬錢，千金獲須臾。

君莫嗔奸民，奸民如虎豹，

虎豹亦可惜，大吏誠寬舒，

豈無捕以獻?倏忽歸其間。

道途逢老翁，菜色霜鬢鬚，

繞膝諸孩孫，垢面啼呱呱。

前歲方失母，父今為番奴，

我老已苦此，何能攜眾雛?

言有同鄉歸，十載離鸞孤，

溯自高曾來，仃伶寡友于。

一子碩果存，寶之如常珠，

昨日喜成人，今日供罹罩。

剩有新娶婦，含啼對阿姑，

我聽老翁言，不答徒嘻籲，

聞道祇今年，賣豬十萬餘。

    

詩中易其彬寫道，單單是一年時間，豬仔頭就

從五邑地區拐騙豬仔華工十萬多人販賣到外國。考

諸有關史料，這個數字未免有所誇大，但是被販賣

的華工用“數以萬計”來形容是不過份的。

易其彬先生的〈賣豬歎〉是晚清那個“人不

如豬”的亂世時代的真實寫照，也反映了五邑人

對人口非法販賣罪惡行徑的抨擊和控訴。

三、臺山民歌〈旅途述懷〉

再看僑史專家劉重民先生搜集於臺山市廣海鎮

的一首民歌體七言詩〈旅途述懷〉(木魚) 
(11)
 ——

    

國弱家貧災難多，惟求生路苦奔波。

傳聞番邦有活路，揖別親人淚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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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雖然景色好，畢竟還是眼中梭。

蝸坐船中如豬仔，粗食無水受折磨。

船主巡邏監管甚，面目猙獰似惡魔。

浪惡顛簸常嘔吐，百日航程淒苦多。

身在囹圄歎命苦，自怨自歎奈誰何？

踏上番邦見天日，形容枯槁似瘦騾。

他鄉異域苦伶仃，方知所聞是傳訛。

寄人籬下何日了，前景茫茫怎收科？

百般忍受苦中苦，拚搏生存莫蹉跎。

有朝雲開見明月，回唐歡聚會嬌娥。

    

這首木魚民歌形式的〈旅途述懷〉，反映了

大多數五邑先僑出洋前後的所思所想和所見所

聞，情感活動的刻畫尤其細膩傳神。我特別欣

賞她開端的四句：“國弱家貧災難多，惟求生路

苦奔波。傳聞番邦有活路，揖別親人淚滂沱。”

我們的華僑先輩為甚麼要背井離鄉、遠走異國？

為甚麼要含辛茹苦、做牛做馬？祇因為我們自己

的國家積貧積弱、戰火連年、天災人禍、民不聊

生，我們的先輩才被迫離開家庭、離開親人前往

外國尋求生路。

大量真實感人的華僑史料文獻深刻地告訴我們

一個道理：國家落後，就要挨打；國家貧弱，百姓

遭殃；國富民強、政治清明、社會發展、安定繁

榮，我們中國人才能過上安樂的日子。

五邑早期華僑文獻資料，展示的是一部血淚

史，一部苦難史；同時也是一部光榮史，更是一

部奮鬥史。她蘊涵的歷史啟迪是深刻的、深遠

的，注定將成為後來者瞭解五邑僑鄉歷史的最厚

重的鄉土教材，值得我們好好珍藏和銘記，好好

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

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由於近代以來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政治特

區特點，令她得以成為江門五邑正常或者非正常

海外移民路線的中轉站。大量的五邑先僑經過澳

門出洋，也由此和澳門發生了緊密的聯繫。今天

我們考察一下近代以來澳門與五邑兩地的歷史文

化淵源，發現兩者的發展變遷有着諸多的交融和

重疊：

首先，澳門人口中，江門五邑人最多。江

門五邑人大規模留居澳門，主要是晚清咸豐、

同治年間，由於五邑地區天災人禍，民不聊

生，很多人來到澳門尋找活路，或者經澳門

出洋，或者滯留澳門，而早期留居澳門的五邑

籍鄉親由此成為五邑人在澳門的開拓者和引路

人。根據不完全統計，今天定居澳門的五邑人

達十萬之眾，五邑是擁有旅居澳門鄉親最多的

地區之一。尋找移居澳門的源頭，還是離不開

五邑僑史的源頭。

其次，澳門五邑鄉親社團的精神特質，與世

界各地五邑僑團同出一源、一脈相承。今天的澳

門各類社團眾多，有三千多個，五邑社團是其中

重要的組成部分：數量龐大、分佈廣泛、基層基

礎牢固。澳門五邑鄉親社團中有同鄉會、工商

會、慈善會、宗親會、校友會，但是無論甚麼

種類、甚麼性質的社團，都有一個共同的精神特

質：愛國愛澳愛鄉、聯繫鄉親、敦睦鄉誼、互助

互愛、共謀福利，支援和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

展。這與世界各地的五邑社團的精神特質是一樣

的。為甚麼兩者的精神特質會一樣？因為她們擁

有相同的歷史淵源和歷史傳統，令她們形成了相

同的精神特質。

最後，近百年來，澳門五邑社團和江門五邑

保持着密切的、情同骨肉血濃於水的聯繫。近代

以來，海外的華僑為了服務桑梓振興家鄉，通過

澳門這個海內外溝通的“中轉站”引進了西方先

進的技術和文化，帶回了建設資金和各種技術手

段，在涉及江門五邑地區的工業、農業、商業、

教育等各領域深刻地改變著家鄉的落後面貌。其

後的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

設乃至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澳門在五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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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與海外僑胞的聯繫互動中都起到巨大的拉動、

推動作用。

澳門社團愛國愛鄉的精神特質以及其對五

邑地區的重大貢獻，我們從澳門江門同鄉會的

發展概況可以有深刻的、感性的瞭解和認識。

澳門江門同鄉會於2002年7月成立，創會會長

為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企業家蕭德雄先生，歷

任會長為陳傑恒先生、梁伯進先生。該會的宗

旨是促進在澳門的江門五邑鄉親愛國愛澳愛

鄉、聯繫鄉親、敦睦鄉誼、互助互愛、共謀福

利，支持和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支持澳

門、江門的經濟建設，為兩地的繁榮穩定作出

貢獻。該會與家鄉聯繫密切，對支持江門五邑

建設，興辦公益事業十分熱心。目前在澳門登

記的大小社團超過三千個，澳門江門同鄉會由

當初的幾百人發展至如今的三點四萬人，成為

澳門最大的社團。回首同鄉會多年來的發展，

澳門江門同鄉會會長陳傑恒表示：

同鄉會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好形勢下成

立，是居澳眾多江門五邑鄉親近百年夢寐以

求的願望。作為澳門最大的社團，澳門江門

同鄉會是澳門五邑籍社團的傑出代表，也是

澳門眾多社團的縮影，它在特區政府與澳門

百姓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樑，為政府排憂，

為會員解難。

我們發現，從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五

邑鄉親組建的眾多社會團體主動轉換角色，以

主人翁的姿態關心澳門事務，積極參政議政，

成為澳人治澳的牢固社會基礎。多年來，“一國

兩制”在澳門得到成功實施，澳門經濟得到快速

發展，這是五邑鄉親踴躍參加活動的根本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不容忽視的是，龐大的定居澳門

的五邑籍鄉親，有着相同的遷移歷史，有着共同

的精神文化淵源，熱愛祖國熱愛家鄉是他們共同

的“家訓”，祇要瞭解到這一點，就可以深入、

真實、全面地瞭解這個“愛國群體”的歷史和

現狀。

在澳門，其他的五邑籍社團和澳門江門同鄉

會一樣，一直以來均利用自身優勢，為澳門特區

的發展獻計出力，也為江門五邑社會、經濟建設

發展貢獻力量。江門與澳門一衣帶水，定居澳門

的江門籍鄉親有十多萬人，人材輩出，精英雲

集。澳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

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澳門特別行政區保

安司司長張國華等均祖籍江門五邑；在澳門新一

屆立法會的議員中，就有崔世昌、崔世平、張立

群、麥瑞權、鄭安庭等祖籍江門五邑的鄉賢。他

們愛國愛鄉，致力於推動江澳兩地各個領域間

的合作。他們是所有澳門五邑籍鄉親的代表和

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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