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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1992)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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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一瞥 黃曉峰 42

中國戲曲 拉曼．禮．馬佐 51

中國戲劇雜談 戢長齡 62

奧古斯特．博爾傑  75

一八三九年的澳門，博爾傑的紀叙和繪畫 夏德新 82

蘇瓦多雷．布格利亞的繪畫和思想 彼德羅．果里亞 93

文學
由卡米洛．卡斯特羅．布郎庫代表作《被毀滅的愛情》  
  聯想起中國的實黛愛情 王鎖英 94

奧古斯汀．達．席爾瓦的兩封信  101

史料
三十年前的澳門(一分“ 日記” 的摘要） 格拉塞特．巴特拉卡 103

昔日澳門的回憶 曼努埃爾．維拉里奧 108

文化消息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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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 潘日明 3

澳門星系——記澳門報業  18

澳門報刊業的起源 文德泉 20

一場革命，一位法官和一個勇於墾荒的記者
  ——關於《中國蜜蜂》的短訊 若昂．凱茲斯 27

利用報刊招搖撞騙 高美士 33

中國的新聞出版業 拉蒙．利．馬佐 39

攝影在中國  41

在澳門展覽中國最早拍攝的相片 官龍耀 44

攝影簡史  58

阿豐索．埃烏吉納．于勒．埃及爾生平  62

于勒．埃及爾所著日記《中國之旅》摘抄  66

民俗
魔法 安娜．瑪利亞．阿瑪羅 79

文學
李白——吟遊的記錄 卡洛斯．若澤 90

葡萄牙現代詩歌輪廓 姚京明 99

葡萄牙現代詩選萃 高戈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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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西亞諾．巴蒂斯塔一生及其藝術 塞薩爾．古聯．努聶斯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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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和葡萄牙的海上策略 羅得禮．泰克 3

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決定 維因克 15

關於十六 [八] 世紀末澳門海上貿易的注釋 奧萊羅 32

澳門在近年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陳炎 39

徐光啟引進和仿製西洋火器述論 張顯清 49

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沿海村落的民生 鄭煒明 62

澳門鄭觀應故居遺物《崇德厚施》橫匾考 徐新 67

淺話《澳門記略》及其校注 趙春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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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津梁雜議 韓學本 90

十六—十九世紀的《中學西傳》 黃啟臣 93

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 郁龍餘 104

澳門高等教育的第一章 劉羨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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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澳門紀實：憑欄聖珊澤——前澳督羅必信回憶錄  3

一幅送給雍正皇帝的里貝拉宮壁毯 [附錄] 雍正皇帝
   若．德．拉莫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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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群體——人類生物學的若干資料 安．瑪．阿馬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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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司法與社團
  ——過渡框架中的社會問題、公共行政和社團組織 桑托斯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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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澳門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陳炎 71

澳門的跨文化交往——兼談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盛炎 77

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 劉月蓮／黃曉峰 84

文學
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的女性 瑪．昂阿娜布拉 96

第十七期 (1993)

歷史
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若昂．哥德斯 3

葡萄牙人和邦旦 (1511﹣1682） 克羅特．基育 23

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
  葡萄牙在暹羅和日本之間所進行的貿易活動 貢塞依薩．費洛爾 33

耶穌會教士與對日貿 安娜．瑪麗亞．萊唐 37

葡萄牙在日本的影響面面觀 (1642﹣1640） 鮑克塞爾 46

澳門的日本人 文德泉 70

人類學
澳門婦女——據旅行家的記載 安．瑪．阿馬羅     93

文化
“ 天人合一” 新解 季羨林 99

漢學的生命力 任繼愈 106

澳門是一種參照 許明 110

東西文化交流與二十一世紀 蔡德麟／郁龍餘 112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佛教對西潮的回應 葛兆光 117

澳門和葡萄牙詩人 若．奧．薩埃布拉 125

藝術
澳門電影歷史：“ 默片時代”  費爾南德斯 133 

第十八期 (1994)

編者的話  3

歷史
略論早期中國與葡萄牙關係的特點 (1513﹣1643） 莊國土 4

中國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茶葉貿易 
  R．帕拉克 9

葡萄牙和中國外交關係史的幾點補充 E．布拉章 23

對中國和日本的文化滲透：利瑪竇和陸若漢 潘日明 32

十八﹣ 十九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在中國：北京教父 A．F．索薩 38

葡中關係背景下的中文翻譯學校 C．V．奧利維拉 43

文化
中國古代的生／死禮儀 A．M．阿瑪羅 45

浪漫死亡與永生 F．M．弗洛雷斯 55

中華婚俗舞蹈和喜慶文化 李桂芳 69

狗年說狗探風俗 柯楊 75

藝術
北齊富嶽三十六景——記澳門收藏的藝術珍品 野田哲也 78

藝術品收藏佳話 羅栢濤 104

“ 內” ——黃豪生攝影藝術的澳門形象 官龍耀 107

願望之結 E．安德拉德 114

我的朋友馬若龍 姜德溥 117

論馬若龍的繪畫創作 J．席爾瓦 120

馬若龍向庇山耶之靈獻花 黃曉峰 123

看安娜貝拉．佳娜斯的畫 官龍耀 125

關於一組繪畫系列的註釋 A．佳娜斯 128

甘恒國畫展三篇評論 李成俊／余君慧／嚴樹芬 129

動態
第五屆澳門藝術節掠影 黃曉峰／李淑儀 134

第十九期 (1994)

編者前言  3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特輯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巴列度 4

在異鄉葡萄牙的澳門史料 辛耀華 6

澳門史料 歐卓志 12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中文史料 鄧思平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其館藏中葡關係檔案內容簡介 戈斌 23

香港檔案內有關澳門資料簡介 霍啟昌 26

臺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庋藏之澳門檔案舉隅 李德超 30

偉大的法國澳門史學家雷吉斯．熱爾韋神父 文德泉 45

澳門歷史概述 冼麗莎 61

澳門開埠後葡中外交關係的最初十年 阿爾維斯 70

澳門16﹣17世紀歷史：正在進行中的某些考證 弗洛雷斯 75

17﹣18世紀澳門與暹邏關係往來 施莉蘿 80

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 長老”  阿馬羅 100

澳門與中日劍刀貿易 馬明達 112

澳門與歷史上的香料貿易 紀宗安 116

清末澳門豬仔館述評 徐藝國 120

清末幾種中葡澳門交涉史料評價 黃鴻釗 129

關於《澳門紀略》乾隆原刊本的幾個問題 趙春晨 134

澳門歷史文化的人文主義視野 黃曉峰／劉月蓮 136

澳門“ 殖民後的前夜” 時期 鄭妙冰 143

澳門主權歸屬爭議的國際法分析 譚志強 147

1553．1849：澳門歷史上兩個值得重視的年份 劉羨冰 153

澳門歷史研究芻議 黃啟臣 156

中國大陸之粵港澳關係研究概述 鄧開頌 161

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 澳門學” 問題 常紹溫 168

文化
葡文版《王維詩選》序 阿伯留 170

動態
《文化雜誌》（第二系列）發行儀式 本刊記者 178

第二十期 (1994)

“ 澳門土生人” 論文特輯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第一部份 文選轉載
亞婆井——尋找澳門的同一性 潘日明 4

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 阿馬羅 10

關於澳門土生人起源的傳說 文德泉 58

澳門語 巴塔亞 98

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 萊薩 118

第二部份 專題論文
變遷中的土生社會——一項調查的初步結果 阿馬羅 140

澳門土生葡人的烹調術 佐治 150

十七世紀初期澳門經濟中的印度尼西亞市場 梅斯吉達拉 156

澳門土生葡人種族同一性的幾個側面 彭慕治 164

在澳門的一支王室(加本金基亞）父系家族 佛爾加斯 174

澳門的族群構成 卞布拉爾 188

澳門土生葡人的由來 文德泉 196

第二十一期 (1994)

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週年論文特輯
三巴聖蹟
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 山度士 1

澳門與耶穌會藝術在中國的發展 利塞依羅 21

澳門大三巴教堂建築師 梅迪納 27

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 馬拉特斯塔 41

利瑪竇的前輩 西比斯 53

基督與孔夫子
楊廷筠、李之藻、徐光啟為何會成為基督徒 比得信 73

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天堂與地獄觀 斯坦戴特 83

論利瑪竇匯合東西文化的嘗試 湯一介 90

“ 上帝” 與“ 天”  王賓 97

中國與歐洲首次重要文化接觸 孟德衛 105

尋找文化的契合點 瑞爾 113

中西文化交流史
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黃鴻釗 122

澳門是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黃啟臣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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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澳門詩中關於天主教的描述 章文欽 149

耶穌會士在中國
中國的巴羅克：耶穌會士的聯繫 陳阿瑟 160

西方解釋中國：耶穌會士製圖法 福斯 173

南懷仁與北京欽天監 戈爾韋斯 190

南懷仁“ 新製靈台儀象誌”  哈爾斯巴戈 199

耶穌會士東行記 狄斯尼 216

路易．范守易和澳門 魯利 226

作為皇家使者的一名耶穌會士墓葬 文德泉 232

參考資料
澳門進教團 劉炎新／梁潔芬 239

第二十二期 (1995)

〈巴西與澳門〉特輯
編者前言 官龍耀 3

〈巴西與澳門〉引言 西爾瓦 4

澳門和巴西：需要加強的古老對話 莫羅 5

澳門與巴西的直接關係：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想 雷戈 11

十九世紀上半葉澳門與巴西的關係 莫拉 29

1880年的“ 上帝聖名之城”  莫拉 42

巴西人眼中的澳門 達斯內維斯 46

宋呱與中國畫匠的里約熱內盧風景畫 萊特 54

馬沙多．德．阿西斯和他的〈中國詩韻〉 蓋拉 61

馬沙多．德．阿西斯的〈中國詩韻〉 諾爾頓 71

溝通澳門與巴西——澳門土生女作家安熱羅 洛佩斯 77

米那斯．吉拉斯州巴羅克藝術中的東方主義和東西文化交流 豐塞卡 83

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市之澳門史檔案 莫羅 89

巴西國立圖書館館藏澳門研究書目 本刊整理 99

歷史
澳門中央圖書館百年歷史 區卓志 103

乾隆〈職貢圖〉和澳門 徐新 114

文化
鄭和下西洋與西方人航海的比較研究 馬超群 130

鄭和下西洋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 黃庭輝 139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洋地理學的貢獻 鄭一鈞／李成治 147

中國古代海權觀念
   ——論鄭和海權的歷史地位及其性質 徐執提／時平 155

從有關鄭和下西洋三項文獻看明代對外政策和輿論 施子愉 161

第二十三期 (1995)

編者前言 官龍耀 3

歷史
葡萄牙大發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 羅倫索 5

德．波瓦公爵在澳門 龍巴 11

關於廣州的最早描述 潘日明 23

謝清高與葡萄牙 章文欽 25

澳門諸名淺議 湯開建 29

伊比利亞傳統的澳門紙牌遊戲 阿馬羅 39

人類學
澳門面向未來的聯姻 馬若龍 49

澳門土生葡人像冊(1994） 鄧明威／尹清義 57

文學
澳門世紀末的文學幻想 黃曉峰 87

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 汪春 99

電影
澳門：尋找失去的圖象 比納 111

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飛歷奇 117

藝術
法奧斯特．桑巴約和澳門 馬蒂亞斯 187

菲格雷多畫評 菲格雷多 191

第二十四期 (1995)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文化
婦女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韓素音 3

葡萄牙婦女的呼聲 馬加良絲 7

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告 張潔 11

兩棲女性 舒婷 14

共譜世界女傑情 張敏 16

女神的眼睛 張抗抗 18

中國文化中的情感表示 馬爾克斯 20

漢字“ 女” 及其語義變化 朱秀蓮 28

神奇的女書 嚴農 33

歷史
地理大發現航程報告中的婦女 拉伯林托 35

18世紀莫臥兒朝廷中的一位女基督徒 施白蒂 43

皇朝時代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 斯卡柏利 50

中國歷史上的女性角色 紀宗安 56

從束腰與裹腳看東西方婦女的地位 艾汀詩 65

澳門近百年華人女傑倩影 陳樹榮 91

人類學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女性崇拜 阿馬羅 94

不為人知的澳門土生婦女 阿馬羉 100

自傳
我的奮鬥 我的選擇 樂黛雲 107

當我第一次讀到西方的書 張戎 116

文學
大陸當代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 周文彬 121

論澳門現代女性散文創作 廖子韾 133

安娜．瑪麗亞．阿馬羅作品 阿馬羅 152

晴蘭短篇小說 晴蘭 162

藝術
澳門中葡藝術家的女性主題作品  170

第二十五期 (1995)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詩歌
首屆澳門中葡詩歌朗誦會 本刊編 3

中國輓歌——【附】丹尼路：〈漢學家庇山耶〉 庇山耶 29

玉墜 馬若龍 47

詩評
奧登和他的一首澳門詩
  ——一位偉大的英國詩人在中國、香港和澳門 E﹣貝克／D﹣貝克 51

明清時代澳門詩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 章文欽 57

綜合互補的豐富——台港澳新詩的價值和貢獻 謝冕 63

當代澳門漢語詩歌的本土性與當代性 費勇 67

八十年代澳門新詩的文化透視 莊文永 73

掠過澳門現代詩地平線——澳門現代詩的發展及其情感特徵 周可 85

天堂懷想與本土之戀——葉芝〈茵納斯弗利島〉與高戈
  〈在那遙遠的地方〉之比較 張廷波 91

文論
中國文人和中國農事詩 王列生 95

唐宋詩文的禪悅境界 普穎華 101

“ 文(詩）以氣為主” ——詩的生成及本源 毛正天 113

以批評模式看中國當代詞學——兼說史才三長中的“ 識”  施議對 121

藝術
福斯托．桑拜奧畫輯  131

第二十六期 (1996)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音樂
作曲家冼星海的生平和創作 王次昭 3

星海音樂的人文精神 馮明洋 7

訪澳門有感 冼妮娜 15

頂硬上(樂譜） 黃蘇英／冼星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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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音樂文化的開拓者蕭友梅 陳盼輝 27

閔惠芬和俞麗拿在澳門 柳蓮 29

閔惠芬的〈夢幻曲〉 周玉明 33

中國音樂管窺 查偉革 41

《滴漏》——一些樂譜和一個樂隊 維亞納 55

有關《滴漏》幾點說明 白世門 59

澳門國際音樂節的特色 殷立民 63

音樂教育在澳門 劉靖之 67

文化
澳門文化論稿兩題 魏美昌 86

晚明西方科技知識的傳入與中國知識界 常紹溫 93

明清之際基督教文化在中土的流傳和變異 劉耘華 99

中西文化地理環境比較 楊啟光 105

歷史
葡萄牙修士勞倫斯出使蒙古汗國 王大方 113

關於開埠前澳門半島上的“ 村” 的傳說探真 譚世寶 117

中葡關係的起點：上、下川島 (Tamão）新考 湯開建 131

17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 李金明 139

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澳門作為葡萄牙與日本交往的中介 江瀅河 147

 澳門模式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係 陳尚勝 153

《四庫全書》載錄傳教士撰譯著作述論 陳占山 161

《明實錄》葡澳史料輯存 陳文源 168

人類學
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 方豪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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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歷史
澳門史略誌識 高美士 3

葡國之澳門史研究動態及未來規劃 洛瑞羅 11

澳門史研究：前進和困難 張海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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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與明末澳門海上貿易 張廷茂 45

19世紀中葉前葡人在華的歷史地位 鄧開頌／楊仁飛 53

試論嘉慶七年(1802）英國覬覦澳門事件 馬廉頗／黃定平 65

三個美國佬在澳門 文德泉 71

文化人
梁披雲先生題記序文輯校 黃曉峰輯校 79

梁披雲先生澳門吟唱 柳蓮輯校 87

寫披雲並寫我及其他相同的人與事(外一章） 毛一波 93

登高望遠心猶壯 艾山 99

著名澳門老詩人梁披雲吟詠探賞 阮溫陵 101

梁披雲先生傳記資料及時人品評鈔件 柳蓮輯錄 117

文學
文塞斯勞．莫拉伊斯行狀及其作品中的澳門形象 廸亞士 135

文化影響的宮廷模式——《三國演義》在泰國 饒芃子 149

澳門當代華語詩人與葡語詩人文化心態比較 李淑儀 155

文化
中國對近代歐州思想的影響 斯特姆 169

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基督教 楊慧林 177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徐光啟及其“ 文” 的超越 劉耘華 183

明清中西美術交流和郎世寧畫派 徐新 191

論豬的文化品格 馬昌儀 199

“ 轉型” ：中國文化發展的兩個關節點及理論啟示 許明 213

第二十九期 (1996)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文學
艾青談詩 艾青 3

永遠沐浴着他的陽光 謝冕 13

永恆的追思 駱寒超 15

最後的艾青 楊匡滿 21

從大堰河到虎斑貝 楊匡漢 25

艾青詩集敍錄 劉福春 33

媽閣氹仔懷詩人 劉士傑 37

千里詩緣熱線牽 柳蓮 43

懷念艾青在澳門的日子 陶倍信 48

歷史
澳門——作為中國首席永久交匯點 冼麗莎 53

澳門在海上之路的地位與作用(16﹣17世紀） 鄧開頌 75

張鳴崗治澳事蹟述評 湯開建 83

澳門媽閣廟的歷史考古新發現 譚世寶 89

藝術
十字門對話 高戈 115

新東方主義 繆鵬飛 127

繆鵬飛藝術手法評論
  塗鴉的快感 王邦雄 143

  解構與整合 高戈 145

  繆鵬飛作為東方現代派的膽略 岡薩爾維斯 147

澳門——中國油畫的發源地 李瑞祥 149

李瑞祥澳門歷史題材油畫作品 本刊選編 155

李瑞祥油畫藝術面面觀
  《李瑞祥畫集》序言 徐堅白 171

  情深力作 藝象紛呈 郭紹綱 172

  夢．沉沉的火 林墉 174

  歷史的脈博 超凡的畫藝 趙文房 175

  看李瑞祥澳門歷史風采油畫 魏美昌 177

  李瑞祥所走的道路 劉樺 179

  召喚巨匠的藝術融和門 黃曉峰 181

走出二十世紀 余虹 185

第三十期 (1996)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聖保祿學院文集
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院 馬拉特斯塔 5

澳門天主之母(或聖保祿）會院教堂 寇塞羅 15

聖保祿大學為我們的啟示 張春申 25

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 黃啟臣 33

着眼於日本——范禮安及澳門學院的開設 維特克 43

《天正遣歐日本使節團旅行記》之真正作者——孟三德神父 拉馬略 55

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日本教會 迭戈 67

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 阿馬羅 81

聖保祿學院為澳門居民提供的服務
  ——評安東尼奧．洛佩斯的論文 梅狄納 93

從澳門看韓國天主教徒(1566﹣1786） 梅狄納 97

16世紀歐洲對中國的概念及其演變
  ——克魯斯與門多薩著作之比較 日埜博司 105

16﹣17世紀葡萄牙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南方的傳播 馬托斯 113

吳漁山天學詩研究 章文欽 123

藝術
耶穌會透視法貫通東西方 陳惠民 141

科技
搪瓷的發展 高美士 157

中國帆船：考古之夢 讓-伊夫 163

文化
《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意義 劉羡冰 181

從《點石齋畫報》看清末澳門 徐新 187

第三十一期 (1996)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16﹣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集
文獻選編說明 洛瑞羅 7

序言 洛瑞羅 9

東方概要 托梅．皮雷斯 15

東方紀事 杜亞爾特．巴爾博扎 21

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紀事 佚名 25

廣州來信 克里斯托旺．維埃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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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道 佚名 35

光榮之歌 D-熱羅尼莫．奧索里奧 41

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史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內達 45

我所瞭解的中國 加里奧特．佩雷拉 51

亞洲十年(第三卷） 若昂．德．巴羅斯 57

熱爾．哥依斯使團紀實 若昂．德．埃斯科巴爾 65

中國概說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 71

偉人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傳
  阿豐索．布拉斯．德．阿爾布克爾克 85

遠航記 貝爾納爾迪諾．德．埃斯卡蘭特 89

市堡書 佚名 93

中國風物誌 胡安．包蒂斯塔．羅曼 97

大中華帝國史 胡安．龔薩雷斯．德．門多薩 103

自西班牙至中華帝國的旅程及風物簡誌
  馬爾丁．依納爵．德．羅耀拉 109

日本天正遣歐使節團 孟三德 115

懷念故土 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 121

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 費爾南．格雷羅 125

征服馬魯古群島 巴托洛梅．萊昂納多．德．阿亨索拉 131

遊記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137

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 迪奧戈．卡爾代拉．雷戈 145

中國旅行記 阿德里亞諾．德．拉斯．科爾特斯 151

要塞圖冊 安東尼奧．博卡羅 159

中華大帝國記事 曾德昭 167

東印度傳教路線 塞巴斯蒂昂．曼里克 177

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 
  多明戈．費爾南德斯．納瓦雷特 183

本集文獻葡文生僻詞語譯釋 編者 191

本集文獻主要引用書目 編者 197

第三十二期 (1997)

編者前言 編輯部 1

《文化雜誌》十週年賀辭 高樹維 2

澳門文化司暑——明日澳門的一所機構 黎祖智 3

澳門文化司暑十五年歷程 布嘉麗 4

文化
葡萄牙漢學回顧 阿雷斯塔 7

16世紀歐洲書籍在東方以及歐洲在東方創立的圖書館 洛瑞羅 15

耶穌會士阿德里亞諾．德．拉斯．科爾特斯與中國文化 蒙科 29

鄔若望——中國與日本耶穌會傳教士裡的一個克羅地亞人 梅迪納 47

拒“ 理” 與受“ 器” ——論朝鮮王朝對早期漢譯西學的反應 陳尚勝 57

屈大均與澳門 湯開建 67

屈大均論廣東南宋遺民 邱樹森 79

屈大均“ 三外” 風骨述評 毛慶耆 85

我認識的高美士 托馬斯 93

歷史
16﹣18世紀入華葡籍耶穌會士述考 陳占山／黃定平 97

清代澳門與日本 章文欽 107

澳門近代都市格局 楊仁飛 121

北京主教湯士選與馬戛爾尼勳爵使團 阿布雷沃 125

19世紀最後一年的澳門 布朗科 131

“ 澳門問題” 在華盛頓會議上
  ——20世紀葡萄牙對外政策史一瞥 薩爾達尼亞 139

人類學
澳門婚俗中的文化交融 段寶林 157

雙文化的地位 兩族裔的認同
  ——澳門兩位由嘉諾撒修女養育的中國孤女 沃茨 163

文學
遇合的空間：葡萄牙文學中的澳門 瓦勒 179

緬甸文學中的葡萄牙人 格德絲 195

紀念庇山耶也嗅嗅他的文字鴉片 伊格列西亞斯 207

藝術
庇山耶——馬若龍神秘之城的隱居者 官龍耀 209

君士坦丁．貝斯梅特尼：表現人類情感 馬蒂亞斯 227

對君士坦丁．貝斯梅特尼繪畫的思考 佩雷拉 229

君士坦丁．貝斯梅特尼腦海中的凌亂世界 基倫 231

第三十三期 (1997)

編者前言 編輯部 1

歷史
《清實錄》澳門史料編年 黃啟臣輯錄 3

“ 屯門島” ——葡人始佔中國據點考辨 施存龍 23

關於澳門歷史上“ 守澳官” “ 海道副使” 等問題 楊仁飛 33

黃慶納賄有無其人其事 施存龍 39

田生金《按粵疏稿》中的澳門史料 湯開建 45

李士楨《撫粵政略》中四篇關於澳門的奏章 湯開建 55

澳門港正式對外開埠問題考辨 施存龍 63

澳門開埠時期的歷史觀察 黃曉峰 73

明清交替之際的澳門海上貿易 張廷茂 81

清初中國天主教名著《天學傳概》 陳占山 87

宋元時代的馬八兒、西洋、南毗與印度 劉迎勝 95

鯨舟吼浪泛滄溟——從鄭和下西洋看中國海外交通的發展 陳得芝 107

文化
澳門居民信仰宗教的歷史回顧與前瞻 黃啟臣 115

澳門的航海保護神崇拜與中西文化交流 章文欽 125

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的淵源 徐曉望 139

澳門的商業經濟與媽祖信仰 陳衍德 151

媽祖信仰與海外閩商僑居社區 錢江 159

遊記
早期葡萄牙人看福建 廖大珂 175

明清時期的澳門遊記 田映霞輯錄 181

“ 東方蒙地卡羅” 漫記 秦牧 189

澳門剪影 陳殘雲 195

澳門獵影錄 紫風 201

澳門印象記 陳衍德 205

第三十四期 (1998)

編者前言 官龍耀 
地圖學
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 洛佩斯 3

15﹣17世紀歐洲地圖學對中國的介紹 本卡爾迪諾 7

人類學
在葡萄牙定居的澳門土生葡人 庫尼亞 25

歷史
葡萄牙與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 何芳川 33

早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 李金明 39

澳門-望加錫-帝汶貿易的發展(1580﹣1730） 張廷茂 47
16﹣19世紀中葉中國政府對澳門海關的管理 黃啟臣 53

明代廣州市舶司遷設澳門考 施存龍 63

康熙初年的澳門遷界及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 湯開建 73

人物
澳門與上海歷史名人 范明三 87

文化
16﹣18世紀西方文化對澳門地區的影響 黃鴻釗 99

傳教士與明清中西繪畫的接觸與傳通 胡光華 109

檔案
18世紀匈牙利冒險家在澳門 冼麗莎 121

新發現的阿爾梅達．加雷特與中國問題文件 薩爾丹雅 133

檔案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章文欽 147 

考古學
SWATOW與漳洲窰 粟建安 152

從考古材料看澳門歷史與中國內地的關係 楊式挺 159

第三十五期 (1998)

澳門城市建築遺產特輯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歷史
澳門建築史 科斯塔 3

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過程 巴拉舒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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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 湯開建 77

藝術
錢納利眼中的澳門建築 康納 99

大畫家亡命 老澳門得救 夏德新 111

一種特殊的中西繪畫交流形成
  ——關喬昌 (藍閣）與錢納利的藝術競爭 胡光華 119

藝術家與澳門建築文物  137

  吳衛鳴速寫作品 吳衛鳴 139

  黃豪生攝影創製作品 黃豪生 163

  拜勒水彩作品 拜勒 171

考證
Macao, Macau (馬交) 與澳門、馬角等詞的考證 譚世寶 187

第三十六、三十七期 (1998)

澳門城市建築遺產特輯(二）
代序
甚麼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  1

立法
澳門政府公報：有關建築遺產的立法  5

澳門城建發展史
澳門港從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  9

16﹣17世紀澳門的地位 巴列托 69

早期澳門城市的形成與發展 陳新文 83

1820﹣1920年的澳門 費爾南德斯 89

自本世紀20年代迄今的澳門 費爾南德斯 97

綠化景觀
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及本澳植物群的來源 埃斯塔希奧 103

澳門的錄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 阿豐索 113

澳門建築文化
澳門建築——中葡合璧相得益彰 Wong Shiu Kwan 137

變動與建築：澳門的建築與殖民主義 布爾奈 113

隨想與評論
滿懷深情談澳門 阿爾梅達 199

澳門究竟是怎樣的一座城市 菲格拉 203

澳門⋯ ⋯ 某種特徵 馬薩皮納 207

試論塑造澳門城市文化形象 王世紅 209

攝影藝術
澳門文化司署文化財產廳建築攝影比賽作品欣賞  235

第三十八期 (1999)

編者前言 編輯部 1

文化
澳門蓮峰廟與清初鼎湖山禪宗史——新見史料〈澳門蓮峰廟
  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研究 姜伯勤 3

澳門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 姜伯勤 19

略論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
  ——以普濟禪院為主的個案研究 何建明 37

觀本與澳門近代禪淨佛教的傳入和發展 何建明 47

竺摩法師與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 何建明 61

澳門弘仁閣探討三題 蔣維錟 75

早期上海天主教與澳門的關係 范明三 79

葡籍耶穌會士陽瑪諾在華事蹟述考 陳占山 87

清康熙初排教案爭執焦點問題研究 陳占山 97

從《誦念珠規程》到《出像經解》——明末天主教版晝述評 莫小也 107

歷史
《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有關西洋傳教士
  及澳門史料輯錄 羅蘭桂輯錄 123

康熙君臣談澳門 施存龍 146

陳沂《澳門》一書中保存的中葡澳門交涉史料 田映霞輯綠 147

文學
明清時代的澳門詩詞 章文欽 157

凌稜《有情天地》序 李成俊 171

懷想窗外的逝影——《有情天地》葡譯本序 高戈 173

《有情天地》裡的一串故事 凌稜 175

第三十九期 (1999)

編者前言  1

歷史
明季以降白銀內流及其對中國經濟制度之影響
  ——兼論澳門在其中的作用 梅新育 3

清代前期澳門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 李金明 25

澳門對外貿易的式微(1644﹣1840） 黃啟臣 33

粵海關設於澳門或次固鎮嗎
  ——有關《澳門大事記》中的一個問題 施存龍 45

16世紀中國“ 弛” 、“ 禁” 之爭與澳門開埠 蔣維錟 55

平托《遊記》Liampo 紀事考實
  ——兼談《甓餘雜集》中的佛郎機資料 湯開建 63

佛朗機助明剿滅海盜考 湯開建 79

嘉慶年間澳門葡人助剿海盜初探 黃鴻釗 93

清朝前期廣東政府對澳門的軍事控禦 王東峰 99

謝清高與居澳葡人
  ——有關《海錄》述者謝清高幾則檔案資料研究 劉迎勝 109

文化
論澳門文化的二元合璧 徐傑舜 119

中葡造船技術交流的產物——老閘船 楊麗凡 125

中西繪畫交流的紐帶——港埠與船舶繪畫 胡光華 135

藝術
關於潘鶴 梁明誠 167

訪雕塑家潘鶴 徐新 169

我認識的潘鶴大師 黃曉峰 175

難忘的澳門 潘鶴 181

中國當代雕塑藝術大師潘鶴論中國雕塑藝術 潘鶴 185

澳門風情寫生(1945年） 潘鶴 205

第四十、四十一期 (2000)

編者前言  1

歷史
澳門主權問題的歷史審視 (1553﹣1999） 黃啟臣 3

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年代考 李金明 15

西草灣戰役的有無和西草灣地望考辨 施存龍 21

葡商集中澳門前的“ 家” ——浪白澳 (島）考辨 施存龍 31

對汪柏與中葡第一項協議的再探討 譚世寶／曹國慶 41

對《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質疑 張廷茂 55

新見澳門史料兩題研究 湯開建 75

嘉慶十三年〈澳門形勢圖〉研究 湯開建 93

澳門歷史上的鴉片貿易問題 郭衛東 99

耶穌會士與澳門海上貿易 張廷茂 107

宗教
明末韓霖《鐸書》闕名前序小考
  ——兼論歷史考據與人際網絡 黃一農 115

耶穌會士白晉對《易經》的研究 吳伯婭 127

康熙年間的西洋傳教士與澳門 劉小萌 139

在華葡萄牙傳教團：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的貢獻
  索薩 147

最後一批葡萄牙耶穌會士在北京的財產 阿布雷沃 155

巴哈伊教及其在澳門的傳播 宮哲兵 161

文化
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 楊仁飛 171

十九世紀一位土生葡人迄今未發表的日記 阿馬羅 185

澳門歷史上的旅遊業發展 徐永勝 191

澳門報業發展概況及其歷史特色分析 彭仲輝 203

明末清初江南地區畫家對西方藝術的反應 莫小也 211

從西方的“ 中國熱” 到中國外銷藝術的西化 胡光華 235

文學
從詩詞見證明清時代澳門的歷史文化 章文欽 253

《澳門中葡詩歌選》兩篇引文 林寶娜/姚京明/歐卓志 261

澳門與詩歌批評——一篇偶涉“ 澳門文學稗史” 的隨筆 高戈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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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期 (2002)

文化
澳門三大古禪院之歷史源流新探 譚世寶 1

澳門普濟禪院所藏大汕自畫像及大汕廣南航行與
  重修普濟禪院的關連 姜伯勤 27

漢人焚香為佛家禮儀說——兼論佛教在中國南方的早期傳播 吳焯 51

《澳門記略》探微 劉月蓮 57

19世紀北美婦女旅行背景下的哈里特．洛日記 拉瑪斯 79

歷史
東亞海域漳州時代的發端
  ——明代倭亂前的海上閩南與葡萄牙(1368﹣1549） 楊國楨 91

1548﹣1549年葡萄牙人在浙閩沿海的通商衝突 李金明 109

葡萄牙人與Liampo考證 施存龍 117

論17﹣19世紀閩南海商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原因 莊國土 141

藝術
郎世寧和他的“ 海西法” 畫派 莫小也 153

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流派精品特輯
獻辭 何麗鑽 179

序 吳衛鳴 181

清代宮廷繪畫制度探微 聶崇正 183

西洋傳教士畫師與清代宮廷建築繪畫 傳東光 187

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在京的文物遺存 吳夢麟 191

郎世寧的非“ 臣字款” 畫 聶崇正 195

清宮人物畫的自然主義趨向 余輝 197

跋 陳浩星 201

第四十三期 (2002)

歷史
孫中山在澳港臺及太平洋地區的革命活動及其影響 陳炎 1

英國與澳門早期關係的歷史考察 郭衛東 17

歷史激流中的澳門：1990年 趙春晨 29

1513﹣1520年葡萄牙人在華貿易及其性質 張廷茂 39

葡人入據澳門開埠歷史淵源新探 金國平/吳志良 47

試論16﹣17世紀中葉澳門對海上絲路的歷史貢獻 萬明 69

從東坡檔中稟文的變化看清朝中葡關係的變化 劉景蓮 79

澳門地區颱風考 葉農 91

文化
天主教東傳與上海徐家匯地區 顧衛民 101

蔣友仁與中西文化交流 吳伯婭 119

金尼閣——適應性傳教的堅定捍衛者 沈定平 131

羅明堅——西方漢學的奠基人 張西平 139

李卓吾與利西泰 劉月蓮 153

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 章文欽 169

吳漁山與澳門 黃鐵池 189

澳門藝術博物館大展：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歷書畫作品
吳漁山的傳世佳作 (代序） 章文欽 195

吳歷書畫作品題目——
幽麓漁舟圖軸、竹石圖軸、倣趙大年山水圖軸、
松壑鳴琴圖軸、史記人物故事冊(八開）、擬古脫
古山水圖軸、興福寺感舊圖卷、農村喜雨圖卷、
瀟湘八景圖屏、梅道人村莊歸棹圖軸

第四十四期 (2002)

特稿
孫中山海權思想研究 時平 1

歷史
清初的禁海、遷界與澳門 韋慶遠 11

清初“ 遷海” 與“ 禁海” 時期澳門的海上貿易 張廷茂 25

清代香山縣丞對澳門的管治 杜婉言 33

皇帝的權威和對抗的象徵——萬曆和乾隆“ 法典” 在澳門 薩安東 43

清初順康雍三朝對天主教政策由寬容到嚴禁的轉變 顧衛民 51

楊光先評傳 陳占山 67

陸若漢與明末西洋火器東漸 譚樹林 81

南明王朝與天主教 陳文源 85

葡萄牙人與絲綢之路——明朝末年的澳門與馬尼拉 魯伊 91

澳門港與海上絲路——澳門《文化雜誌》反映的研究成果 黃曉峰 123

文化
澳門中西文化交融四百年的啟迪 徐曉望 133

澳門是“ 西學東漸” 的橋樑 黃啟臣 139

吳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 章文欽 157

清代廣州外銷畫的創作形式與題材 江瀅河 167

報道
上海《社會科學報》2002年5月16日〈澳門專版〉報道  185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
  暨《文化雜誌》座談會附有關報道  189

第四十五期 (2002)

歷史
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U的由來 洛瑞羅 1

耶穌會士亞歷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 梅狄納 17

乾隆年間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 劉迎勝 39

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 郭衛東 43

文化
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長眼在北京的中奧文化交流使者 余三樂 55

龐迪我在中國傳教的策略——對《七克》的研究 朱幼文 69

關於若澤．伊納亞奧．德．安德拉德《書信集》的再版 冼麗莎 77

歐洲傳教士與清代宮廷銅版畫的繁榮 莫小也 93

玻璃畫：中西繪畫交流的鏡子 胡光華 117

晚清時代的澳門詩詞——《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前言 章文欽 151

澳門民間歌謠淵源考略及五首〈月光光〉型兒歌淺釋 譚達先 165

澳門之旅隨筆 康育義 171

討論
中葡關係起點不應在上下川島當在南頭島 施存龍 181

就〈對《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質疑〉
  答張廷茂博士 湯開建 193

第四十六期 (2003)

“ 城市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賀辭  1

研討會學術委員會主席謝志偉博士致開幕辭  2

中國國家文物局代表、中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張文彬教授致辭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北京辦事處總監青島泰之博士致辭  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博士致辭  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局長何麗鑽女士致謝辭  8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名譽主席西爾瓦博士特邀學術講演：
  〈搶救澳門的獨特性——東西方文化的熔爐〉  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曼谷辦事處亞太地區文化顧問思格爾哈爾特
先生特邀學術講演：
  〈世界遺產城市的管理——演化概念及新策略〉  21

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 (ICCROM-羅馬) 項目委員、遺產管
理處主任斯陀韋爾學術講演：
  〈城市歷史遺產改造的管理途徑〉  29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所所長暨
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吳良鏞教授學術講演：
  〈中國建築文化之路與澳門文物建築的保護與發展〉  37

北菲律賓大學教授暨規劃，研究和拓展委員會副主席拉馬卡博士
學術講演：
  〈澳門的文化意義及其前景〉  39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鄭妙冰博士學術講演：
  〈文化特色：澳門的身份認同〉  43

泰國曼谷科技學院建築系城市及地區規劃專家皮蒙薩特安教授學
術講演：
  〈現代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的再利用問題〉  49

馬來西亞文物保護專家勞倫斯．駱建築師學術講演：
  〈古為今用 重新演繹〉  53

“ 城市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豐碩圓滿閉幕
 (本刊記者報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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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特輯
澳門新世紀的文化工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文化財產廳 61

澳門歷史建築群
  ——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內容概述與項目導覽 本刊組稿 65

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論證會問卷與專文輯要 本刊輯錄 121

“ 全澳文化遺產推廣計劃” 動態 本刊記者 131

文化
從澳門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融 陳澤成 137

澳門城建設的發展 馬薩皮納 163

畫家張寶與〈澳門遠島〉 徐新 169

民國時期的澳門詩詞 章文欽 173

馬禮遜與近代中西文化教育 譚樹林 189

基督新教與中國近代女子教育 郭衛東 203

歷史
1521﹣1522年兩次中葡之戰史實考辨 張廷茂 211

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 顧衛民 217

清初法國對葡萄牙“ 保教權” 的挑戰 周萍萍 227

討論
回歸中新泛起的葡人剿盜得澳新辯護研究
  ——《佛郎機助明剿滅海盜考》考析 施存龍 233

蓮峰廟的一些歷史傳說及所見“ 文物” 的去偽存真 譚世寶 249

第四十七期 (2003)

文化
探討澳門天主教文化及其文獻寶庫 楊開荊 1

澳門聖若瑟修道院宗教藝術藏品修復鑒賞 繆予㛃 21

明清時期中西戲劇傳入澳門及其發展 葉農 49

《彼得．孟迪遊記》（1637）中的變化性意義
  ——對遠東英葡關係研究的貢獻 普卡 57

徐日昇和西方音樂知識在中國的傳播 王冰 71

利瑪竇的中文著作簡述 張西平 91

利瑪竇在南京 賓靜 101

吳漁山 (歷）雜考 譚樹林 107

吳漁山的繪畫與天學 章文欽 111

博克塞，澳門，與耶穌會士 奧登 119

歷史
粵港澳三地文獻與巴斯在華史研究 郭德焱 125

澳門白頭墳場(瑣羅亞斯德教墓地）的保護 陳澤成 139

唐宋蕃坊與明清澳門比較研究 邱樹森 147

論“ 澳門海防軍民同知”  杜婉言 155

清朝的閉關政策與澳門女性社會的發達 郭衛東 161

考古
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陶器分析與遺址性質問題 陳炳輝 173

珠海寶鏡灣岩畫整體判讀 李世源 197

討論
關於“ 張璉” 、“ 南澳” 誤傳辨正 施存龍 211

平托《遠遊記》中 Liampo 紀事考訂研究述評 張廷茂 225

第四十八期 (2003)

城建
論當代澳門特徵及其形成與城市變遷 克萊頓 1

澳門的多元化建築風格和城市佈局 馬若龍 17

歷史
穿越印度之路——天主教士通往東亞的必經之路(1570﹣1700)  布羅基 47

“ 議事亭” 歷史與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 金國平/吳志良 55

17世紀以澳門為中心的東亞海上貿易網 李金明 75

走私與反走私：從檔案看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中的中國商人
  楊仁飛 81

“ 絲綢之路” 考釋 黃啟臣 89

宋元厓山之戰與宋遺民遷徙海外 邱樹森 96

澳門媽祖文化研討會論文
從澳門的媽祖文化研究展望媽祖文化的跨境跨國凝聚功能 魏美昌 99

澳門地域八百年媽祖文化回望 吳幼雄 101

媽祖傳記素材的幾個問題 蔣維錟 105

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 許在全 111

略論媽祖信仰之形成 汪征魯 113

媽祖信仰沿中國海岸傳播的主要媒介 石奕龍 119

論媽祖形象的塑造及其意義 莊景輝 124

12﹣18世紀閩南海商的興起與媽祖信仰的傳播 莊國土 125

臺灣媽祖象的顯與隱 林美容 131

媽祖信仰的神人交感與祭典儀式 鄭志明 137

內陸新疆的漢廟和媽祖廟 莊孔韶 143

西洋木美人與媽祖信仰 江瀅河 147

文化
汪後來畫藝綜論——兼談汪後來與澳門之關係 朱萬章 157

西方近代以來漢語研究的成就 張西平 169

第一部葡萄牙語–漢語雙語辭典 梅斯納 189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及所藏外國傳教士墓碑 熊鷹 195

北京法國耶穌會士墓地及錢德明神父墓碑 明曉艷 205

《澳門記略》所記傳說比較研究 譚達先 215

第四十九期 (2003)

歷史
“ 塞里絲誤解” 的消除與葡萄牙人的歷史貢獻 華濤 1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中的東南亞 洛瑞羅 19

蜈蚣船與葡萄牙人 普塔克 37

試論澳門葡萄牙人居留地的形成 廖大珂 47

早期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治與澳門同知的設立 黃鴻釗 55

明中葉至清初的中日私商貿易 黃啟臣 69

文化
“ 葡萄牙染色體” ——16﹣18世紀澳門特色的形成 弗洛雷斯 89

《印度香藥談》與中西醫藥文化交流 董少新 97

論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偉人 余三樂 111

馬禮遜與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 譚樹林 129

地誌畫與澳門地誌畫研究述要 莫小也 145

澳門媽祖傳說藝術初探 譚達先 171

討論
關於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的辨識 石奕龍 179

有關中外關係史的一些畫照內容與史實探真
  ——對今人為一些古籍畫照所作說明文字之補正 譚世寶 183

藝術
20世紀中國早期油畫大師馮鋼百的生平與藝術 胡光華 201

第五十期 (2004)

歷史
15世紀和16世紀琉球群島的貿易網絡 普塔克 1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拓居——從中日交流和海上活動史看
  葡人在遠東的擴張政策 卡里奧蒂 15

16﹣17世紀澳門、中國和日本的歷史關係 塞亞布拉 29

日本群島傳教夢的結束
  ——日本的辯解和耶穌會與托缽僧的論戰 佛朗哥 39

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 史密斯 47

文化
利瑪竇致范禮安的一封信(1589年9月9日）  56

明清間西方靈魂論在中國的傳播 張西平 61

明鄭四代與天主教會的關係 顧衛民 69

18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 鮑登 81

明清之際中西音樂的交流 黃啟臣 103

澳門道教文化志略 黃鴻釗 107

天主教傳教士來華與明清之際西畫東來 葉農 117

從貿易畫看清代海外貿易的發展
  ——兼談海外移民對貿易畫風格的影響 胡光華 125

澳門民間故事藝術初探 譚達先 141

人類學
澳門的神茶和仙茶——神奇的中國南方民間醫學 阿瑪羅 159

明清時期澳門人口女性居多現象原因初探 朱俊芳 172

馬六甲葡人的多重特性 奧涅爾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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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期 (2004)

歷史
加比丹．莫爾制度與早期澳門的若干問題 戚印平 1

西-葡國王菲利普二世以及菲律賓與帝汶的關係 索薩 13

強權、社會及貿易
  ——澳門和菲律賓的歷史關係(16﹣18世紀) 塞亞布拉 23

澳門問題與乾隆限關政策 陳尚勝 33

清代澳門涉外命案司法審判程序 劉景蓮 41

清代中葉澳門紳士群體分析 楊仁飛 53

澳門貧民醫院再研究 董少新 61

文獻學
16﹣17世紀伊比利亞與菲律賓的交往——有關書目簡介 洛瑞羅 67

討論
“ 葡人驅逐澳門海盜得澳說” 研究思路的歷史演變 張廷茂 79

葡人驅盜入居澳門說新史料 湯開建 87

澳門的西方地名Macau、Macao由來考辨 施存龍 97

文化
吳漁山的生平及其著作 章文欽 113

時世丕變中的吳漁山及其信仰的求索 顧衛民 131

試論明清基督教教育與粵港澳社會 夏泉 149

中捷文化交流的早期使者
  ——長眠在北京的捷克耶穌會士嚴嘉樂 余三樂 155

明清之際西洋文化輸入中國的文學場景
  ——評《百年輝煌》系列作品的天主教徒形象 陳占山 169

清代嶺南詩的洋畫觀 江瀅河 177

澳門民間文學述略 譚達先 199

第五十二期 (2004)

歷史
大航行時代初期的東亞觀 華濤 1

菲律賓在東亞的影響(1565﹣1593） 羅德里格斯 9

16﹣17世紀從菲律賓前往東南亞葡佔領地的傳教團 特謝拉 25

關於1849年“ 詹姆士．岑馬士(James Summers）
  事件” 兩則珍貴史料 馬錦強／張其凡 37

人類學
20世紀50年代澳門土生葡人口語遺存研究 巴塔婭 45

《澳門紀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 胡慧明 51

《澳門紀略》附錄〈澳譯〉初探 劉月蓮 99

文學
史學家之謎：賈梅士在澳門 洛瑞羅 121

避難和創作之地——荷蘭作家斯勞烏埃霍夫筆下的澳門 波斯 139

我用詩歌去愛 姚京明 149

白色上的白色(詩五十節） 安德拉德 157

伊比利亞半島詩鈔(詩七首）〔代跋〕從卡蒙斯詩歌談起 犁青 171

這裡是大西洋（外八首） 姚風 189

我們來澳門豪賭(詩一首） 向明 199

兩片羽毛(詩一首） 周野 200

關於九澳的傳說（外三首） 高戈 201

第五十三期 (2004)

文化
澳門前地空間 林永勝 1

地誌畫：記憶中的澳門風景 莫小也 37

澳門女媧廟瞻禮 孟繁仁 55

清代西方人視野中的澳門與廣州 耿昇 63

19﹣20世紀之交澳門和果阿的浪漫主義與體育運動 阿澤維多 75

耶穌會士與宋明理學 朱幼文 85

明清時期來華傳教士中國語言學習活動勾沉 葉農 93

傳教士James Gilmour及其筆名、中文姓名研究 特木勒/罕欣 105

歷史
基、釋之爭與明末“ 南京教案”  沈定平 111

略論澳門同知對澳門涉外事務的管理 黃鴻釗 125

清四譯館“ 西洋館”  烏雲高娃 131

佛郎機、紅夷和紅夷大砲 周長清 141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門和馬尼拉看中國 羅里多 147

討論
戚印平著《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試評 顧衛民 167

葡人從未到“ 廣州灣”  廣州灣既無“ 屯門島” 亦無浪白澳 施存龍 173

1513﹣1522年中葡關係若干問題考辨 張廷茂 181

文學
平托《遠遊記》裡的中國形象 姚京明 191

藝術
戰爭與和平——紀念史密羅夫誕辰一百週年 江連浩 197

第五十四期 (2005)

人物
賈梅士來過澳門 文德泉 1

澳門榮譽市民 冼麗莎 27

文德泉神父在家鄉的最後時光 阿瑪羅 39

文德泉神父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張廷茂 49

文化
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顧衛民 69

《易經》研究：康熙和法國傳教士白晉的文化對話 張西平 83

西醫與近代中國社會 賈學德 95

屈大均與澳門 趙立人 103

歷史
清朝基督教弛禁的澳門交涉 郭衛東 111

乾嘉時期澳門房屋修建與租賃之考察 劉正剛/朱文利 121

吏役與澳門 劉景蓮 129

清代中國傳教士培訓基地——澳門聖若瑟修院 夏泉 137

19世紀40年代前期英國強佔澳門幾次主要侵略活動 張運華 145

經元善避難澳門與晚清政治考辨 侯傑/高冬琴 149

抗戰中期粵澳郵路初探(1939﹣1941） 姚鴻光 155

書評
《貢薩羅船長出使日本記(1644﹣1647）》 姚麗雅 163

《教會好戰分子與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1440﹣1770）》 劉玲玲 167

討論
葡人初來地“ 貿易島” 或“ 屯門島” 應是南頭島再考 施存龍  173

第五十五期 (2005)

歷史
姍姍來遲的“ 西洋消息” ——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達宮廷始末 韓琦 1

加比丹．莫爾及澳門定期商船貿易的若干問題 烕印平 15

明末耶穌會著名翻譯陸若漢在華活動考述 湯開建/劉小珊 25

清雍乾禁教時期華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培養 賓靜 49

1637年英國人在澳門的活動 湯後虎 59

美國傳教士伯駕與西方國際法首次傳入中國 譚樹林 67

澳門與菲律賓群島之間的宗教聯繫 維拉羅爾 77

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 施其樂/范岱克 87

文化
後利瑪竇時代(1610﹣1644）的南堂
  ——明末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的歷史見證 余三樂 105

鄭和下西洋與〈羅茲地圖〉 廖大珂 125

鄭和下西洋與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 李金明 137

山東地區媽祖信俗的初步研究 閻化川/李丹瑩 145

經元善避難澳門念念不忘興辦女學 侯傑/李釗 167

藝術
睿智的眼光 鑽研的精神——傅抱石的中國美術史研究 萬新華 173

第五十六期 (2005)

歷史
澳門馬場區  滄桑六十年 邢榮發 1

1849年詹姆士．岑馬士事件研究
  ——英國與澳門早期關係一個案 馬錦強 17

明清時期澳門中葡通婚現象初探 盧金玲 35

四個亞美尼亞家庭 施其樂/范岱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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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澳門與西江流域的歷史文化聯繫
  ——利瑪竇等在肇慶傳教活動剖析 章文欽 53

論澳門與明清西方油畫傳入中國 胡光華 65

葡國與澳門宗教藝術及西方傳教士對中西美術與
  樂舞戲劇交流之貢獻 李強 87

特載  
澳門眾廟 文德泉 111

第五十七期 (2005)

歷史
顏氏家族(1734﹣1780） 范岱克 1

明清時期廣州和澳門在貿易全球化的地位和作用 黃啟臣 53

中美〈望廈條約〉再研究
  ——以美國傳教士伯駕與〈望廈條約〉的關係為中心 譚樹林 65

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 郭衛東 77

清中葉前的澳門平民階層及社會流動 楊仁飛 87

加比丹．莫爾及其澳門貿易與耶穌會的特殊關係 烕印平 99

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 巴蒂斯塔 111

16﹣17世紀葡萄牙保教權在非洲與印度的發展 劉玲玲 133

文化
澳門聖保祿學院、會院及教堂建築面佈局的研究 邢榮發 143

清宮洋畫家王致誠 明曉艷 165

17世紀中國優秀士人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超越 陳占山 183

漢學
漢學試論 閻純德 191

第五十八期 (2006)

文化
馬禮遜——中國基督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 譚樹林 1

馬禮遜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西傳 楊慧玲 25

16世紀前期葡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及其對歐洲地圖學的貢獻 龔纓晏 37

僧裝傳教探索：羅明堅在肇慶 許峽 57

陸若漢的學業及其知識背景 烕印平 81

歷史
澳門總督制緣起 張廷茂 95

中國“ 禮儀之爭” 的歷史敍述及其後果 顧衛民 105

耶穌會翻譯陸若漢於中國“ 禮儀之爭” 前期的影響 劉小珊 139

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 施其樂/范岱克 159

百年鄭和研究 時平 169

討論
鄭和第二次和第六次下西洋是從廣東還是福建去的 施存龍 185

嚴啟盛與澳門史事考 徐曉望 195

第五十九期 (2006)

文化
澳門聖保祿會院教堂前壁立面研究 邢榮發 1

西方宗教繪畫中的沙勿略圖像 烕印平 33

聖方濟各．沙勿略年譜簡編 董少新 57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補證 譚樹林 67

清人記憶中的澳門
  ——以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的描寫為中心 侯傑/曾秋雲 75

兩地邊界逸事 林文禮 83

人物
冼玉清畫學著述及畫藝考論 朱萬章 103

一生砥礪在精勤
  ——冼玉清與順德文人的交往及其順德歷史人物研究 李健明 125

歷史
瀛州聖闕關山重——1709年教皇信滯留澳門始末 韓琦 133

諾比利(Robert Nobili）
   ——印度的利瑪竇、宗教對話的先驅者 顧衛民 147

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 施其樂 159

對華貿易中的巴斯人 塔姆皮 173

管中窺豹：16﹣18世紀中國人的西洋觀與澳門 趙春晨 181

鴉片戰爭後澳門地位的變化 黃鴻釗 187

第六十期 (2006)

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特輯
在世界遺產頒證儀式上的致辭(議程）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主席、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全國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先生致辭  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先生致辭  6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先生致辭  8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致辭  10

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
  ——“ 澳門歷史城區”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13

澳門歷史城區  25

隨筆與詩
讓你忘卻歸程的地方 姚風 105

澳門不陌生 王蒙 11
澳門文化遺產隔岸觀 安東 115

“ 大三巴” 、“ 洋觀音” 及其它——澳門文化及“ 申遺” 隨想
   鮑志成 119

澳門：東方的文化博物城 段寶林 127

澳門的觸動 黃坤堯 133

澳門是一陣涼爽的風 于堅 139

澳門頌 吳家駿 143

博物誌
文化遺產、懷舊意識與城市文化形象
  ——遺產元素在博物館平面設計應用的思考 吳衛鳴/陳炳輝 147

鄭觀應本名“ 鄭張應”
  ——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應家族文物初考 陳麗蓮 157

從盧家大屋看嶺南民居 陳天權 169

澳門康真君廟建築 程建軍 185

第六十一期 (2006)

嶺南畫派傳人黎明大師回歸澳門藝術大展
澳門情懷 遊子思歸 黎明 1

黎明：濠江畫迹  7

黎明自述  懷念高師 黎明 23

雪泥鴻爪 少小情懷 黃詠賢輯錄 77

黎明談藝 知人論世 柳蓮輯錄 89

寶馬山房題畫集萃 黃詠賢輯錄 111

黎明丹青 方家集平 柳蓮輯錄 121

黎明與折衷 陳繼春 207

第六十二期 (2007)

澳門學
澳門路環九澳村——一條濱海客家村的歷史考察 鄭德華 1

《望廈條約》簽訂處及名稱之異說考辨 譚世寶 13

梁啟超：《知新報》與澳門 侯傑/馮志陽 33

鄭觀應對基督教的認識及影響 張運華 41

清中葉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關係
  ——以清代澳門中文檔案為核心 張廷茂 48

傳教士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醫療事業及其影響 譚樹林 57

明末清初西洋醫學之入華與其影響模式
  ——試以艾儒略《性學觕述》為例 董少新 79

多明我會士高琦入華史事考 張先清 103

戴進賢：任職清廷欽天監近三十年的德國耶穌會士 余三樂 111

“ 前漢學” ：十九世紀以前德國的傳教士漢學 李雪濤 129

博物誌
西方人視野中的密波地區 耿昇 138

羊卜路：想象中的旅行家與佚名葡萄牙貴族在東南亞諸島 
  胡安．古爾 155



174

論明代的金書鑯券 費成康 169

大航海時代來華西人記敍中的中國女神 顧衛民 177

清代媽祖檔案史料評述 蔣維錟 181

第六十三期 (2007)

音樂史
區師達神父中國風味鋼琴作品〈澳門景色〉探討 戴定澄 1

澳門與中西音樂文化交流 李宏君 19

一個澳門的國際文化品牌——澳門國際音樂節二十年 李觀鼎 41

隨筆
澳門國際音樂節隨筆 李歐梵 55

澳門的命運交響 閻純德 61

盧家大屋小記 李楊楊 67

文化
澳門歷史城區建築遺產與澳門土生葡人 李長森 73

澳門救亡賑難社團的興盛與轉折(1913﹣1945） 婁勝華 79

明清之際中西文化在澳門的融合 黃鴻釗 89

論萊布尼茲、黑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對中國的認識
  ——德國思想家對中國認識的範式轉換 李雪濤 97

徐宗澤與《聖教雜誌》研究 徐文華 115

藝術
速寫本中的澳門 童建𩓙 129

日本東洋文庫所藏歷史繪畫初識 莫小也 151

泰西之法：中國早期油畫研究 李超 163

博物誌
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的遺構考察 陳炳輝 191

第六十四期 (2007)

聖方濟各．沙勿略研究
沙勿略的中國來信（1552） 蘇薩輯錄 1

沙勿略早期日本開教活動考述 劉小珊 13

果阿“ 耶穌會在南亞” 歷史研討會側記 顧衛民 33

聖方濟各．沙勿略和印度耶穌會 曼索 51

孤獨與無畏的行者——沙勿略早年在印度的傳教事業 顧衛民 73

聖方濟各．沙勿略在東南亞——傳教、孤獨及慈善事業 蘇薩 87

聖方濟各．沙勿略及耶穌會士在安汶（1546﹣1580） 雷利沙 103

聖方濟各．沙勿略聖徒形象的塑造和葡萄牙亞洲傳教思想
  若澤．馬德拉 113

文化
陸若漢其人其事 戚印平 121

歐洲近代初期的日本與中國觀
  ——對東亞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管道之比較 戴默爾 129

歷史
日本天正少年使團訪歐始末 姚麗雅 157

“ 聖卡特琳娜” 號事件——17世紀初的荷蘭海上擄掠
  葡屬印度殖民地及亞洲區域貿易 博希堡 167

臺灣的中國人、荷蘭人和西班牙人(1624﹣1684） 羅德里格斯 181

巴斯商人對孟買和香港發展的貢獻 薩克塞娜 195

第六十五期 (2007)

歷史
眾多市場的開闢：
  16﹣17世紀葡萄牙在亞洲海域的生存法則 李金明/李德霞 1

佩羅．瓦斯．德．西凱拉——中國南海著名的商人和船主 塞亞布拉 9

廣東開放海外貿易兩千年——明清以澳門為轉運港 黃啟臣 17

葡萄牙1783年〈王室制誥〉剖析 黃鴻釗 27

清乾嘉時期澳門華人研究三題 張廷茂 35

清代條例效力——以澳門涉外命案的審理為視角 喬素玲 49

耶穌會士和新教徒到達日本 科斯塔 55

牛痘入華：一項由多國多人共同完成的技術交流 董少新 67

明清時期天主教在廣西的傳播與發展 曾志輝/王新剛/顏小華 79

寓華傳教士與中國留學運動 譚樹林 89

明清時期澳門城市發展研究 葉農 103

《耶穌會在亞洲》：檔案文獻與清史研究 張西平 113

文化
論漢學及西方對中國的興趣 施寒微 125

北京天主教南堂在中西交流中的文化功能 余三樂 139

馬禮遜在澳門的文化活動初探 侯傑/黃景輝 167

作為歷史學家的徐宗澤 徐文華 175

博物誌
“ 中國” 專名考 施存龍 183

第六十六期 (2008)

特輯：利瑪竇與肇慶
重建僊花寺 紀念利瑪竇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 雷強 1

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和南雄 黃啟臣 6

肇慶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發祥地 司徒尚紀/許桂靈 15

利瑪竇視野中的中國科技 彭少輝/黃世瑞 19

利瑪竇行略及其身後的漢學研究 王超傑 27

論利瑪竇的中國音樂觀 范曉君 31

利瑪竇肇慶傳教的文化透析與反思 邱瑞祥 37

利瑪竇“ 送禮” 初探 謝貴安 44

一位最早在肇慶傳播西方文化的人 蕭健玲 65

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 劉偉鏗 107 

馬格里奧庫勒先生肇慶赴會始末 何凱文 129

  （附）馬格里奧庫勒〈利瑪竇與中國情懷〉譯文
歷史
從澳門到北京宮廷——清前期西醫入華與京澳關係 董少新 135

1895年鼠疫：澳門公共性防疫
  ——以《鏡海叢報》為主要分析樣本 郭衛東 146

明清時期天主教著作插圖版畫與傳教 葉農/于麗萍 159

葡萄牙人居留澳門考略 黃鴻釗 171

1513﹣1522年中葡關係進程的逆轉及其原因 張廷茂 181

文化
湯顯祖在嶺南 龔重謨/范舟遊 186

第六十七期 (2008)

文化
衝突與交融：清代澳門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 林廣志 1

澳門：中國“ 新國畫” 的發祥地 胡光華 15

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先驅鄭錦 葉瑩/莫小也 47

香港意大利社群初探 何偉傑 59

歷史
巴爾布達〈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容 黃時鑒 69

16﹣17世紀印度果阿的天主教堂 顧衛民 81

西方傳教士陸若漢與朝鮮燕行使交往考述
  ——16世紀耶穌會對西學傳入朝鮮的影響 劉小珊 141

利瑪竇在肇慶的遭遇及其啟示 陳大同 147

馬禮遜、米憐和麥都思——新教在華傳播的三位先驅 博克斯 151

澳門、馬尼拉與荷蘭人 洛瑞羅 163

17世紀荷蘭在南中國海的貿易與航運 韋恩 171

商人外交使節——反映歐亞關係的外交使團 古爾 191

第六十八期 (2008)

文化
廣東葡語初探 章文欽 1

兩份同期澳門葡語方言資料比較研究 湯普森 18

清初在華的索隱派漢學家馬若瑟 張西平 38

明末耶穌會與歐洲文學 李奭學 77

明代海上絲路戲劇文化交流
及湯顯祖《牡丹亭》中描述澳門的研究 李強/李杉杉 93

從鄭哲園詩解讀澳門抗戰文化 劉居上 107

澳門土生葡人藝術家馬若龍 李黎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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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評朱紈事件——兼論東亞海上貿易體係的形成 廖大珂 157

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概述 彭蕙 176

1560：讓世界知道澳門
  ——澳門始見於西方地圖年代考 郭聲波/魯延召 183

中國最早的正式彩票——清代廣東闈姓票圖說 趙利峰 195

第六十九期 (2008)

特輯：竺摩法師與澳門
中華一代奇僧竺摩大師 陳松青 1

澳岸甘露 遍方外結因緣
  ——追尋竺摩法師在澳門遺留的蹤跡 盧友中 15

竺摩法師與澳門 何建明 29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對澳門的影響
  ——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的澳門因緣
  ——抗戰時期竺摩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
  ——竺摩法師與《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的創辦
竺摩法師澳門詩鈔（附《覺音詩簡》影件） 柳蓮輯錄 103

送竺摩上人歸雁蕩圖(書畫稿本） 檳城三慧講堂提供 151

第七十期 (2009)

文化
澳門東望洋山聖母雪地殿壁畫考察報告 戴璐 1

北區想象：一篇社會文本的人類學式筆記 陳炳輝 53

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在澳門的居住與生活 張坤 65

近代澳門的公共衛生管理(1840﹣1911） 陳偉明/李廣超 85

晚明耶穌會士在穗澳地區的圖書出版活動 潘劍芬 95

泰西君子熊三拔 徐作生 105

高胡一代宗師 民族器樂豐碑
  ——紀念民族音樂家呂文成誕辰110週年 李宏君 115

歷史
首任澳門總督的權力及其性質 張廷茂 121

清朝香山知縣對澳門的管治(1849年以前） 劉冉冉 133

清代澳門涉外命案的司法管轄 王巨新 141

十七世紀西方天主教國家對遠東保教權的爭奪 許序雅/許璐斌 147 

清中前期貴州天主教傳教活動鉤沉 韋羽 155

妥協與順從：澳門同中國的關係(十七世紀下半葉） 蒙泰羅 167

香州開埠考略 黃鴻釗 185

第七十一期 (2009)

歷史
晚清澳門專營制度探源 張廷茂 1

晚清澳門本土商人的崛起及其對社會形態變遷的影響 林廣志 21

洋務運動中堅：香山三傑 李世源 47

澳門教育發展史新輝煌——澳門聖若瑟修院始末初探 葉農 53

早期澳門的教會教育 顏廣文/張海珊 75

地理大發現時代的葡萄牙耶穌會士 顧衛民 95

葡萄牙漢學先驅曾德昭神父 張敏芬 115

南蠻通辭於日葡貿易中的貢獻
  ——傳教士陸若漢成為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始末考 劉小珊 121

晚明赴京使臣與朝鮮西學的發展 譚樹林 127

從福安到澳門：1746﹣1747年的禁教案 郭衛東 137

明清之際贛州的“ 便道” 傳教鉤沉 肖承福 151

湯若望筆下的明清之變
  ——崇禎皇帝的末日、山海關之戰以及大順政權被逐出北京
  李雪濤 157

書話
革命與啟蒙在澳門——濠鏡公眾閱書報社 何偉傑 163

澳門漢文古籍藏書的系統特色 鄧駿捷 173

美國人早期的漢語學習 顧鈞 185

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 陳廣恩 192

讀《吳漁山集箋注》偶得 謝方 198

一部填補空白的開創性巨著
  ——評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 黃啟臣 200

第七十二期 (2009)

畫論
論澳門當代設計藝術的發展 莫小也/王韾浥 1

簡約而率真 創意於瞬間——平面設計創作隨想 張國偉 21

顧盛使團隨團畫家魏斯特與中美《望廈條約》簽訂地普濟禪院 
  趙利峰 39

清代廣州外銷畫若干市井女性形象淺析 江瀅河 51

吳榮光書畫鑒藏活動研究 萬新華 65

比較視域下的明清人物肖像畫風格問題
  ——以南京博物院明清人物肖像畫為例 李倍雷 93

關於新發現徐光啟行書詩扇與相傳利瑪竇畫通景屏幅 陶喻之 127

輿地
中國古地圖上的雙嶼 龔纓晏 143

明清香山縣屬珠江口南部諸島名稱的演變 郭聲波/劉桂奇/魯延召 153

史話
明清澳門涉外法律比較研究 王巨新 171

16﹣18世紀的印度果阿宗教裁判所 顧衛民 179

“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李鴻章與晚清幼童留美計劃關係辨析 譚樹林 193

歷史塵封中閃耀光芒的唐廷樞
  ——環境、教育與早期實踐之影響 胡海建 207

“ 尚留微命作詩僧” ——蘇曼殊散論 劉景松 215

第七十三期 (2009)

特輯：竺摩法師與澳門(二）
竺摩法師畫像 繼傳法師/松青居士提供 1

竺摩法師自述及濠江遺稿鈎沉 柳蓮輯校 29

——行腳過千秋( 29 )  暹羅紀遊(前言）( 43 )      
《華南覺音》的希望(45) 為普寺僧及藏經殉難
志哀(47)   《 海潮音》卅歲感言(48) 再悼惺公
法師(50) 僧救事業的回顧和展望(51) 關於本
刊遷居及其他(52) 對於“ 經懺佛事” 的新估價
(53) 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56) 佛學問題
座談(61) 一個大學教授眼中的佛教(79) 從紀念
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82) 地藏菩薩聖德的蠡測
(89) “ 大眾顧問” 編者論學(94) 讓我先來一語
(96) 由宗教信仰論到佛教(97) 答畏因君的一封
公開信(99) 《覺音》第十六期編後雜話(100) 弘
傳佛法的基本工作(102) 《覺音》第十八期編後
雜話(103) 答魯衡先生(104) 寫給為工作懊喪者
(105) 借花獻佛(105) 弘一律師的“ 先師” (107) 
紀念印光法師的老實話(108) 太虛大師的融貫思
想(110) 勝鬘與勝鬘經(112) 維摩經語體講錄
(117) 大乘廣五蘊論題(127) 地藏經講話(134) 
金剛經講話(金剛般若波羅密）(171)

竺摩法師對《地藏經》和《金剛經》的新闡釋 何建明 181

特約專稿
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鈎沉 譚世寶/胡慧明/王曉冉 193

第七十四期 (2010)

文化
碧琅玕館春長好
  ——澳門之女碧琅玕館館主冼玉清教授與
    金明館館主陳寅恪教授的兩代詩緣 姜伯勤 1

【附】《碧琅玕館詩鈔》（澳門詩集錄）  7

   秦牧先生為《冼玉清文集》所寫〈序言〉  17

   莊福伍先生撰寫的〈冼玉清先生年表〉（摘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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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亮與丁衍庸、高劍父 劉居上 23

廣東原生態歌謠說唱南音的傳承 譚美玲 37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翻譯《四書》芻議 孔令雲/譚樹林 59

澳門聖保祿教堂——近代中國的第一座巴洛克建築 許政 71

福音初至之地的見證——澳門基督教墓園所反映的19世紀早期
  新教在華面對之社會關係 關俊雄 81

試探究巴色會李朗神學的教學實務與組織系統
  ——以一份新近刊佈的陳安仁自述稿為主線 蕭瀾 101

《廣東文徵》改編本斷句獻疑 陳廣恩 108

歷史
唐廷樞與中國近代煤礦業 胡海建 113

從中文史料看19世紀澳門的火災與防災、救災 葉農 131

從澳門搜集的瓷片看中國出口瓷 馬錦強 143

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建立及相關爭議 戚印平 163

法國傳教士殷弘緒來華活動述評 劉芳 183

盜走燒燬鄭和下西洋檔案的罪人是劉大夏？乾隆帝？永樂帝？ 
  施存龍 190

第七十五期 (2010)

文獻集：歐洲人在中國南海的交鋒與分岐
沒有南部就沒有印度——葡萄牙人對荷蘭人來到東方的感受 洛瑞羅 1

歷史片斷和系統地理學
  ——16﹣17世紀過渡時期歐洲關於中國南海的報告 奧利維拉 19

1601年在中國海岸的雅克布．范．內克船隊 魯．勒洛夫斯 31

1601年荷蘭人突襲澳門 費爾南．格雷羅 33

1601年澳門事件 阿皮烏斯 35

科內利斯．范．威恩在東方(1602﹣1603） 佚名 41

懷布蘭德．范．瓦維克1604年遊歷中國 佚名 44

1607年中國沿海之航 馬特利夫 48

1621年關於荷蘭在東方實力的報告 科埃略 52

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 駱日祿 55

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 羅薩里奧 59

1622年穿越中國南海的航行 邦特科 63

1622年在中國南海航行 埃利．里彭 69

1622年中國海岸之航 雷克特倫 74

1622﹣1626年囚禁在福摩薩 迪亞士 78

1632年荷蘭人在福摩薩 佚名 83

1637年澳門遊記 庇特．孟狄 88

1637﹣1639年馬尼拉至澳門之旅 曼里克 92

文化
《鄭和航海圖》閩粵部分新考 周運中 97

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藏徐光啟作品三種譯跋 董少新 109

沈福宗的歐洲之行及其影響 譚樹林 121

澳門“ 民間宗教” 研究述評 譚世寶/胡慧明 137

第七十六期 (2010)

文獻
從新加坡晚晴園到南京臨時大總統府
  ——1906﹣1912年間李曉生與孫中山之形影 陳衛偉/李南/李紓 1

歷史
香山志士楊應麟抗葡事蹟考略 黃鴻釗 7

唐廷樞：從買辦轉為民族資本家 胡海建 25

鴉片戰爭前澳門政府對英商的管理 張坤 60

近代澳門的城市治安與管理(1840﹣1911） 陳偉明/邱江 67

從明清老萬山地名遷徒看澳門海防因素 郭聲波/方靖/魯延召 91

嘉慶廿二年中葡關於澳門地權爭議之研究 劉正剛/邢瀧語 101

耶穌會士范禮安與澳門 張大英 123

明末福建天主教徒李九標交往考略 肖清和 129

何大化與明清鼎革之際的福州天主教 董少新 151

文化
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學體制 戚印平 161

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與中國士大夫的對話
  ——解讀耶穌會士陸若漢著《日本教會史》 劉小珊 183

國外對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獻的收集和整理 張西平 191

第七十七期 (2010)

文化
百年利瑪竇研究 張西平 1

利瑪竇與中國鄉村社會 康志傑 9

馬若瑟與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小說《儒交信》 宋莉華 17

20世紀上半葉聖言會(SVD）在山東編纂的三部漢德辭典 李雪濤 29

黃寬留英期間所受之教育 張娟 40

香山籍留美幼童人文掠影 李世源 47

唐國安英文佚稿兩篇今譯 唐越 53

歷史
吳漁山嘉定賬簿初探 章文欽 93

徐日昇墓碑文與康熙皇帝“ 容教諭旨”  王冰 116

有關廣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爭議 趙春晨 127

澳門學
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1847﹣1880） 張廷茂/李晉華 132

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澳門社會生活研究 葉農/謝萌 164

梁發在澳門、廣東傳播基督教新教及其思想文化效應 黃啟臣 176

〈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初步研究 吳宏岐/趙湘軍 188

抗日烽火中的濠江兒女 黃鴻釗 197

這是一部獻給“ 澳門回歸十週年” 的“ 澳門全史” 嗎？
  ——略評傑弗里. C. 岡恩著《澳門史1557﹣1999》及其中譯本
  譚世寶 208

第七十八期 (2011)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在一滴水中打撈沉船 姚風 1

策馬探索語言的邊界 袁紹珊 7

發掘自由的無限空間 凌谷 12

愛需要革命精神 盧傑樺 17

純粹為自已寫一首詩 賀綾聲 35

不要怕，我抒情罷了 黃文輝 43

芫茜開的也是花 林玉鳳 57

半是兒戲，半是心存上帝！ 懿靈 80

我們需要創意 呂志鵬 87

十年回顧：澳門詩壇發展及未來展望 呂志鵬 109

流亡在歸家之途—— 《澳門現代詩選》序 李觀鼎 127

歷史、宗教與人文
澳門在基督宗教第三次入華中的作用與地位 耿昇 135

利瑪竇〈西琴曲意〉今譯 李宏君 146

童貞女瑪利亞入華歷程及中國形象探析 戴國慶 150

從天堂到人間
  —— 黃河三角洲地區基督信仰傳播、發展的初步考察
  閰化川/李丹瑩 162

西歐伯格音運動研究綜述 陳賢哲 177

廣州格致書院 (嶺南學堂) 澳門辦學研究 (1900﹣1904) 夏泉/劉晗 185

15﹣16世紀葡萄牙人在東非的征服與貿易 張海鋼 192

第七十九期 (2011)

藝術觀與技法論
〈重屏會棋圖〉空間取向—— 中西繪畫視覺空間比較研究 李倍雷 1

肖像．家族．認同—— 從禹之鼎〈白描王原祁像〉軸談起 萬新華 31

明清肖像畫研究 趙啟斌 59

試讀中國民間祖先像 吳衛鳴 121

陳緣督與民國時期天主教美術 燕飛 129

杭穉英的模特原型來源分析 喬監松/莫小也 139

歷史觀察與文化研判
佉論觀塔—— 晚清學者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李雪濤 155

略論孔子儒學與拱北地名之關係
  —— 以香山及珠海的“ 拱北” 源流為中心 譚世寶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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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期 (2011)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特刊
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逸仙博士肖像  1

澳門鏡湖醫院〈孫逸仙醫生〉雕像碑文 梁披雲 2

澳門鏡湖醫院〈孫逸仙醫生〉雕像 潘 鶴 4

壯士已乘鴻鵠去 鏡海逸響猶低廻 柳 蓮 5

紀念辛亥百年—— 誰主沉浮：王朝覆滅的內外因素 郭衛東 13

辛亥革命以降七個民國的生卒紀年辨正 譚世寶 25

辛亥時期香山的革命運動—— 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而作 黃鴻釗 51

辛亥香山起義紀實 劉居上 73

孫中山：翠亨四傑與澳門 郭昉凌 91

晚清國人的“ 墨俠” 想像與辛亥前流行的烈士心態 張永春 103

鍾念祖救孫中山不是“ 傳說”
  —— 廣東新會籍華僑鍾念祖和孫中山的生死情誼 黃栢軍/李海燕 111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盧九家族與澳門的現代化 林廣志 119

澳門近代博彩業史略 胡根 147

《澳門近代博彩業史》讀後 葉農 162

清代中葉澳門華人的經營活動與職業構成 張廷茂/何成 169

 (清) 黃宗漢〈澳門媽祖閣記〉 馮暉舜 195

第八十一期 (2011)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特刊
盧太夫人慕貞事略 劉居上 1

孫中山中西藥局遺址是否在草堆街80號？  21

  —— 草堆街80號論證會緣起  21

  —— 澳門中西藥局的歷史價值與確實地址 劉羨冰 22

  —— 孫中山中西藥局尋踪與保育 陳樹榮 29

  —— 中西藥局地址考證 蔡佩玲 34

  —— 草堆街80號是誰家的物業？ 林廣志 37

  —— 孫中山在澳門開創“ 中西藥局” 的一些問題新探 譚世寶 40

孫中山是革命家還是國父
  ——對孫中山晚年革命思想和國父稱號歷史矛盾的探討 譚學超 49

孫中山身體力行“ 湯武征伐” 與“ 堯舜禪讓” 兩種革命新論 譚世寶 57

國民黨澳門支部的組織與黨務活動 (1919﹣1949)  張中鵬 67

辛亥百年名家雜文拾萃 柳蓮選輯 83

澳門史與文獻學
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與管理 陳偉明/林詩維 97

前山同知魏恆與晚清社會初探 葉農/歐陽開方 111

試論黃佐對嶺南文化的貢獻 陳廣恩 122

一部澳門所藏清初天主教史籍珍本
  —— 張星曜與《歷代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 吳青/陳煥強 134

澳門館藏張星曜撰《歷代通鑒記事本末補後編》探略 肖清和 142

兩岸四地館藏抗戰時期澳門史料的探索與評析 吳樹燊 165

海關史料所見近代澳門航運的發展 廖方舟 173

明清時期香山﹣ 澳門留學現象芻議 沈榮國 187

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中國航海家發現釣魚島 施存龍 197

第八十二期 (2012)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特刊
辛亥民元建政是以“ 國會” 為中心 袁剛 1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澳門（六則） 鄭煒明 29

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  
   —— 清末鏡湖醫院之兩單“ 孫逸仙借據” 辨偽 譚世寶 38

1923年孫中山致函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辨析  程強強/夏泉 57

黃花崗烈士李雁南籍貫歸屬問題調查 黃柏軍/李海燕 62

澳門藝術人文
20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 戴定澄 73

澳門是西洋提琴、室內樂傳入中國的發源地 李宏君 107

澳門當代彩墨書畫發展述評 莫小也 113

畫家博爾傑的中國印象 陸意 135

澳門研究與史論
晚清澳門博彩專營與澳葡財政 張廷茂/韓國瑞 143

《澳門記略》版本研究 駱偉/鄧駿捷 163

鄭觀應長子招商局廈門案初探 黃燦樹 181

論清代“ 十三行” 名稱的雙重涵義與廣州商館區之形成 趙春晨/陳享冬 189

第八十三期 (2012)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特刊
革命與藝術追求—— 高劍父兄弟辛亥前後行狀初探 陳繼春 1 
 
三．二九廣州黃花崗之役  李金強 45

身體改造：清末民初的軍國民運動與國民覺醒 黃亦君 53

傳教士與宗教文化 
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財務問題 戚印平 61

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波蘭漢學奠基人卜彌格 張西平 83

鄂本篤之旅研究 譚樹林 131

中西文化的核心差異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成功的歷史偶然 余三樂  143 
利瑪竇在華三次涉訴簡析 王超傑 155

歐洲人初抵日本之探討 張蘭星 159

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身世及其於日本早期活動考證 劉小珊/陳曦子 167

使命與生命：17﹣18世紀宮廷葡萄牙傳教士的教務活動 吳艷玲 177

意大利“ 聖家書院” 研究 劉芳 183

馬禮遜在穗澳地區主辦的印刷出版活動 潘劍芬 193

第八十四期 (2012)

歷史
孫中山與澳門的反袁驅龍運動
   —— 1913年暗訪澳門及其後的革命活動 何偉傑 1 
 
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容閎和鄭觀應  
   —— 兼論香山人探索晚清中國近代的路徑 沈榮國 9

近代澳門的城市交通管理 (1840﹣1911)   陳偉明/李哲 15 
乾嘉時期澳門房屋拆遷研究 劉正剛/張慧 28

晚清澳門娼寮章程初探  李晉華 37

20世紀上半葉遷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人  葉農 58

拱北關轄下東澳關考述 郭雁冰 69

何處是“ 香山” ？—— 關於“ 香山” 得名的一點思考 李叢 88

澳門城市布局與中西文化共存  黃雁鴻 95

17世紀澳門與廣州、日本、東南亞的海上貿易  李金明 111

文化 
明末西班牙傳教士筆下的廣東海岸 耿昇 118

交流與碰撞：利瑪竇視野下的中國法律 王超傑 138

丘濬救時理念與“ 成化時代”  趙玉田 143 
 湯顯祖“ 情” 治遂昌 龔重謨 149 
吳歷 —— 文人、居士、天主教士與畫家 李倍雷 167 
從傳統到創新：黎明先生的藝術道路 章文欽 200

第八十五期 (2012)

20世紀澳門文學與藝術遺產
《五峰山房詩集》(鄭哲園遺稿) 劉居上箋註/柳蓮校訂 1

引言  (黃曉峰)
   上卷：庚子 (1900)  三首
      辛丑 (1901)  三首  壬寅 (1906)  六首
      乙巳 (1905)  六首  丙午 (1906)  三首
   下卷：旅居澳門時期(1938﹣1945)約一百五十首
      [附一] 百花香二十三首
      [附二] 補遺九首 
   後記：絃絕而知變聲 (劉居上)   83

竺摩法師藝術觀創作論觀止 柳蓮輯錄 99

引言  (黃曉峰)
〈佛法與書畫〉(102)——〈我學習書畫的經歷〉(103)——
〈高劍父的三種革命〉(104)——〈論石濤思想答撫虹教授〉
(106)——〈談文學中的詩與禪理〉(107)——〈《石火集》
前序〉(117)——〈暹羅紀遊：巡禮佛統大金塔〉(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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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紀遊：把身心溶冶在大金塔中〉(119)  ——〈方便道
中的佛教藝術〉(121)——〈好畫與好心的欣賞‧ 參觀苑潤蘭
居士畫展感想〉(123)——〈佛教與藝術〉(124) —— 〈吳畫
師的指上禪機〉(125)——〈我學習書畫的經歷〉(126)——
〈畫佛藝術的三意義〉(128)  ——〈亂世談藝〉(129)  ——
〈邁步藝術的好手．為浩千畫展而寫〉(130)  ——〈觀璇珍
女史畫松〉(130)——〈篆香畫室詩賸〉(132) 

師友品鑒竺摩上人書畫拾萃 柳蓮輯錄 135

高劍父：〈讀竺摩弟近作〉(137)——楊善深：〈讀竺摩法
師作品〉(137)——吳白鶴：〈竺摩上人畫集序〉(138)——
李撫虹：〈從世界現代繪畫說起〉   〈由人物畫說到竺師畫
展〉(139)——渡筏：〈竺摩法師書畫展覽特寫〉(140)——
王仲厚：〈書畫僧竺摩法師來訪記〉( 141) ——楊自牧：    
〈詩書畫的三慧〉( 142) ——管震民：〈弁言〉( 143) ——
黃蘊玉：〈簡紹竺摩法師書畫展〉(144)——佚名：〈藝術
與宗教渾忘的境界〉(144)——駱清泉：〈竺摩法師畫展題
詩〉(146) 

竺摩大師及其書畫絕品 陳松青 145

說世上不可言妙法 是人間未多見清才 鄭浩千 169

 第八十六期 (2013)

“ 澳門文學：理論、歷史與史料” 研討會
編者前言  1

吳衛鳴局長致辭  3

澳門文學概念的層次論析 朱壽桐 5

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體系的建構與思考 張堂錡 1

“ 澳語” 一名之詮釋—— 兼論澳門文學非殖民地文學 金國平 22 
16﹣21世紀澳門葡語文學概述 李淑儀 28

澳門文學史視野下的中文新詩史研究框架 呂志鵬 44

中國古典詩歌返本歸元的一個現實案例     　
　　  —— 澳門文學一個容易被遺忘的角落 施議對 62

試評澳門古典文學文獻的整理 鄧駿捷 72

澳門文學書目研究初探 王國強 79

葡萄牙詩人作品鑒賞
賈梅士抒情詩鈔 蕭佳平譯 99

澳門文學、藝術、歷史和文化研究
譚達先博士與澳門 段寶林 117

20世紀中期彩墨繪畫在澳門的傳承 莫小也 1

澳門崗頂山坡出土陶瓷研究 盧泰康 151

塞繆爾．珀切斯著作 (1625）
　　  ——《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中的澳門 普伽 177

第八十七期 (2013)

澳門文史研究
寓澳名賢汪兆鏞詩詞探論 鄧駿捷/陳業東 1

蠔鏡和 Oquem 再考釋 章文欽 17

論香山海洋文化的發展和意義
　　—— 兼論澳門對香山文化的影響 黃鴻釗 22 
以圖證史：明代澳門城市建置新考 湯開建 31

關於《澳門憲報》的若干問題 張廷茂 71

近代澳門城市人口管理 (1840﹣1911)  陳偉明/何健 87

從綠地類型看近代澳門的城市綠化建設 郭聲波/許燕 102

越南使臣李文馥筆下的澳門社會 陳文源/楊大衛 117

傳教士與文化傳播
關於日本教區天主教主教的設立問題 劉小珊 124

雷孝思與康熙《皇輿全覽圖》之測繪 譚樹林 131

耶穌會士艾儒略與明末士大夫交遊新證 張先清 147

艾儒略漢文著述文獻價值述論 陳煥強 154

我者與他者 —— 利瑪竇涉及文明的修正 王明星 161

明稽章與廣東監牧區的成立 (1848﹣1975)  韋羽 170

航海史研究
牛津大學藏明末萬老高閩商航海圖研究 周運中 182

 第八十八期 (2013)

澳門名家
李銳祖的書畫因緣 陳繼春 1 
李銳祖之竹製樂器 李宏君 23

聽李銳祖細說從頭 沈秉和 45

澳門漁行歷史細說 何智新 50 
正氣通天地 傳功為大眾 嚴翰秀 62

文學
佩索阿的民歌風情四句詩 張維民譯述 72

多情的牧羊人 佩索阿 81

牧羊人卡埃羅面具下的佩索阿 谷禾 83 
詩人佩索阿的熱情 李少君 85

佩索阿：我逝去又留存，像宇宙 黃禮孩 87 
遊園．今夢 王音潔 89 
宗教文化
梁發 —— 中國最早的改正教宣教士 胡錦峰 101

果阿的好耶穌教堂 顧衛民 121

北京天主教東堂與中葡文化交流 吳艷玲 141

近代香港外來移民與宗教文化 蘭靜/陳偉明 147

歷史文化
拱北關總關設於澳門考略 郭雁冰 163

1908年澳門仁慈堂助賑廣東三江水災史實考 吳宏岐/趙超 175

1980年代以來香港和澳門的孫中山研究 文兆堅 182

第八十九期 (2013)

特稿
釣魚島歸屬論證 (兩題)
  —— 明代澳門、廣州往來琉球航路見證釣魚島屬於中國
  —— 兼論當代中國其它之釣魚島解釋問題 施存龍 1 
歷史研究
繁盛與危機
  ——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30年代的廣州十三行商館區 趙春晨 19

夏爾勒．貢斯當與他的澳廣兩地記錄 許平 31

唐紹儀研究述論 肖一亭/肖婧 37 
 澳門盧九家族與盧九街的開闢 葉農 52 
劉思復的獄中革命宣傳活動 黃鴻釗 68

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的補證 吳樹燊 81

鄭家大屋“ 崇德厚施” 牌匾之謎 鄧景濱/張軒 91

澳門及澳門博物館直擊錄 郭存孝 97 
文學研究
潘飛聲在澳門的文化印記 潘劍芬/潘剛兒 103

故國想象、文化記憶與“ 西方主義”
   —— 1980年代中美戲劇界的互訪及其論述再思 周雲龍 113 
民俗調研
重名的女神：閩東女神崇拜探訪記 戴國慶 121

乾嘉道時期澳門女性生活研究 劉艷艷/劉正剛 137

澳門社區的土地龕壇及其分佈 朱天舒 147

學術討論
略評《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草稿本及其誤信者 譚世寶 167

第九十期 (2014)

特稿
四百年來日本對中國的吞併策劃和實施
  ——兼論當前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危險信號 施存龍 1 
歷史研究
明清天妃(后)與媽祖信仰的名實演變及有關研究述評 譚世寶 12

關閘意象：作為邊緣空間的歷史考察 關俊雄 31 
1948年前後中澳 [緝私] 談判探微 馮翠/夏泉 40 
 繼往開來 無愧前賢——讀《香港中山僑商會特刊》 劉居上 50 
廣東蜑民婚俗初探 董立功 58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中的翻譯問題 譚樹林 67

宗教文化
“ 成化時代” 與“ 利瑪竇現象”  趙玉田 78

中國明清時期的天主教貞女 湯琳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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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
晚清筆記 柏樺 97

兩岸四地漢字使用情況研討
澳門地區漢字認知及使用狀況報告 黃翊 115

香港地區漢字認知及使用狀況調查問卷分析
  田小琳/黃翊/馬毛朋/李斐/秦嘉麗 129

2013年臺灣民眾漢字使用現況調查報告 劉雅芬 153

海南大學生簡繁體漢字的學習使用情況及態度調查 高海洋/吳昊/毛凌霄 171

漫談簡繁漢字之爭 江藍生 181

海峽兩岸語言對比的人文趣味 楊渡 185

簡化漢字不應廢，可微調 冼為鏗 188

第九十一期 (2014)

歷史研究
澳門譯務署譯學館建置考 張廷茂 1

明清思想史變局中的《歷代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 吳青 21

 試述20世紀初香洲商埠免稅創設歷程 郭雁冰 29

 羅懋登《西洋記》所誇大之鄭和下西洋規模研究 張箭 42

《七村國史》：16﹣17世紀摩鹿加歷史珍貴史料 科斯特 59

 范巴瀾：一個荷蘭人的在華快樂歷險 包樂史 70

 宗教文化
保存在果阿的沙勿略遺體 顧衛民 79 
保祿．達．特林達德修士
  ——方濟各會士、編年史家、土生葡人 特謝拉 96

利瑪竇的繼任人——意大利耶穌會士龍華民 余三樂 107 
康熙大帝、路易十四與天主教入華 耿昇 125

閔明我筆下的中國 馬奈爾．歐雷 138

澳門宗教文化的本土化特色 趙林 151

藝術評論
傅抱石留學日本與譯介日本的中國美術史研究成果 萬新華 161

第九十二期 (2014)

文化考察
新教傳教士與近代文學通俗化 狄霞晨 1

賈辛托．德．德烏斯修士對於中國的描述 塞亞布拉著/李菁譯 11

 美國華盛頓紀念塔中國漢文贈碑考辨 施存龍 26 
一本漢語教科書反映的近代中德關係
  ——薛葠、康慕羲《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初探 李雪濤 37

 19世紀澳門葡國精英人物漢學家江沙維神父研究 葉農 51

18世紀蘇州“ 洋風版畫” 探微
  ——以《全本西廂記》及仕女圖為例 徐文琴 63 
藝術展評
“ 追趕黑夜” ：在新視角下不斷旅行的地圖
  ——楊文彬攝影作品展 沙海花著/吳寄遙譯 87

歷史研究
近代澳門城市管理模式研究 (1840﹣1911)  陳偉明/姚瑞 102

辛亥香山釋奴運動與剪辮運動紀實 黃鴻釗 114

南中國海上的“ 新會島”
  ——晚清愛國將領林國祥“ 巡航西沙” 始末 黃柏軍 125

肇慶崇禧塔與王泮生祠考 劉曉生 137

《中國叢報》關於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 譚樹林 149

評《大明國圖志 ——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
  兼論羅明堅中國圖志研究的若干問題 宋黎明 157

試論耶穌會士在澳門的漢語學習 劉章才 167

明末清初 Papa —— 教化皇的漢語書寫 何先月 173

第九十三期 (2014)

澳門史研究
晚清澳門爆竹業的發展與管理
  ——基於《澳門憲報》的考察 劉正剛 1

 拱北關1887﹣1915年鴉片貿易述略 郭雁冰 13

“ 麻雀牌” 與“ 白鴿票” 之原詞形音義探討 譚世寶 26

儒商本色：高可寧的慈善事業 黃雁鴻 38

《香山旬報》的革命輿論宣傳 黃鴻釗 45

澳門媽祖閣“ 詹頊亭” 正解 蔣美賢/鄧景濱 55

歐書東傳早期概況：澳門聖保祿學院1616年藏書目錄 段世磊 64

17世紀澳門西方傳教士漢學素養之考述 陳曦子 75

耶穌會士羅歷山：第一個在澳門的法國人 蘇一揚著/張廷茂譯 82

詩壇與樂壇
孤島上的牽牛花：初論華鈴三四十年代的詩歌 宋子江 103

“ 時代的號角” —— 澳門詩人華鈴其人其事 欽鴻 114

余光中詩藝表現策略的流變軌跡 駱寒超 123

曲彰史乃現 水到渠自成
  ——戴定澄《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述評 劉正國 128

文獻與宗教
《泰泉集》文獻價值管窺 陳廣恩 137

關於〈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的新認識 金國平 149

龍華民與“ 禮儀之爭”  張西平 163

李問漁護教思想探析：以《理窟》與《續理窟》為中心 陳煥強 169

新證
釣魚島自北宋起即歸屬中國新證 施存龍 180

第九十四期 (2015)

歷史研究
麻六甲和澳門作為葡萄牙港口的發展與海洋文化遺產保存的迫切性
  樊飛豪/伊恩．卓別林/吳堯/朱蓉/沈世平著/郭頤頓譯 1

晚明海外生絲貿易 
  ——以耶穌會士參與澳 - 日貿易為中心的若干考察 戚印平 17

前山寨與澳門 章文欽 36

澳門唐人廟考 關俊雄 45

澳門的傳統婚俗 劉居上 53

宗教與文化
關於明清天主教研究的幾個問題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夏伯嘉教授專訪 譚樹林 71

澳門耶穌會天主之母（大三巴）教堂正立面藝術圖像的再描述 顧衛民 78

徐光啟與阮元科技思想芻議 劉靜/王邑婷 93

作為直毛種語言之一的漢語 
  —— 人種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對漢語的認識 李雪濤 109

南海北岸的先秦聚落 肖一亭 131

特稿
甲午戰爭之前西方文獻有關釣魚島的記載 廖大珂 147

第九十五期 (2015)

慶祝“ 澳門歷史城區” 成功申遺十週年專輯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與保護之路
      —— 兼論“ 一帶一路” 格局中的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單霽翔 1

“ 歷史性城市景觀” 視野中的“ 澳門歷史城區” 世界遺產
      —— 申遺成功十週年的回顧與期待 郭旃 25

繼往開來——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簡述 吳衛鳴 31

〈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主要內容淺析
  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工作小組 47

作為世界遺產的“ 澳門歷史城區” 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 呂舟 70

關於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點滴思考 張兵 79

澳門世界遺產的保護與歷史性城市景觀管理
      —— 澳門申遺成功十週年之際的思考 邵甬 85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 關俊雄 92

澳門聖若瑟修院聖堂巴羅克藝術特徵研究 朱宏宇 109

傳統材料在澳門文物修復中的應用 葉健雄 129

宗教與文化
南懷仁的《窮理學》與西方邏輯學的引進
      ——《名理探》與《窮理學》邏輯概念研究 張西平 141

赴日天主教耶穌會士發往羅馬教會的信簡 陳曦子/劉小珊 159

利瑪竇所建僊花寺遺址位置的“ 文化整體” 研究 何凱文/龔智 167

澳門功德林觀本法師（張壽波）史事鉤沉補正
      —— 兼正《虛雲和尚年譜》（增訂本）等文獻的有關錯誤 譚世寶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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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期 (2015)

澳門史專題研究
晚清澳門旅遊業的萌芽—— 城市發展與管理的配套 馬寧/吳樹燊 1

張之洞與澳門問題交涉 黃鴻釗 25

明末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日本學生 段世磊 31

明清時期淇澳地名考 郭雁冰 41

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美貿易—— 以澳門為中轉港 黃啟臣 52 
美國商船首航中國與中美關係之開創 施存龍 62

考析現存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揭銀借據實為吳節薇之〈備忘副本〉
  黃天 73

宗教文化與中外交融
行行重行行：利瑪竇在嶺南的心路歷程 劉 靜 103

論明末清初以儒家為本位的“ 儒家天主教徒”  賈未舟/王邑婷 118

法國耶穌會士郭弼恩神父《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節譯
  謝子卿 127 
       
明清官紳反基督宗教話語的道教文化資源探析 陳煥強 143

十七世紀漢字在歐洲的傳播 張西平/胡文婷 149

文學
中國人與日本人 蓋羅斯 (韓麗麗譯) 170

第九十七期 (2016)

歷史研究
近代澳門災害的歷史狀況與特點 (1840﹣1949)  陳偉明/孫智雯 1

晚清澳門豬肉專營制度發展脈絡探析 胡錦峰 10

試述港澳地區在西方體育傳華過程中的歷史地位 馮菲/葉農 25

辛亥時期香山推廣西醫雜記 黃鴻釗 37

抗戰時期珠海灣仔銀坑難民營 楊華芳 43 
絲路專題
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 郭衛東 55

鄭和下西洋與“ 海上絲綢之路”
  —— 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一十週年 施存龍 63

馮嘉施蘭國林鳳拓殖遺蹟考察 徐作生 75

晚明澳門 - 日本貿易中的中國黃金  
  —— 以教會文獻為主的若干分析 戚印平 89

宗教與文化
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漢語教學及其影響 譚樹林/孔令雲 107

論民國時期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使命的道德性轉化 鄭利群 119

從文獻典籍看嶺南黃大仙信仰的演進過程 羅立群 129

明代肇慶知府王泮史海鈎沉 趙玉田/王超傑 134 

媽閣摩崖第一詩考釋 汪欣欣/鄧景濱 140

日本長崎二十六殉道者聖徒紀念館述論 顧衛民 150

學術討論
用五重證據法糾正明代國名及一些地名之外語偽名
  —— 以China、Tamão、Macau等偽名及其流弊為中心 譚世寶 168

第九十八期 (2016)
歷史研究
1836﹣1849年澳葡政府機構建制沿革考論 張廷茂 1

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事蹟初探 張 坤 22

晚清澳門女性繼承與處置不動產之考察
  —— 以《澳門憲報》中文資料為中心 錢源初/劉正剛 30

香港與19世紀美國對華貿易 何思兵 43 
宗教與文化
主題學視域下的〈姨母育佛圖〉與〈聖母子圖〉 比較研究 李倍雷 57

耶穌會聖母崇拜及其在藝術中的倡導 張蓓蓓 77

巴爾米斯的遠征與牛痘傳入澳門 王 婷/許 平 93

博濟醫院醫學教育述論 孔令雲/譚樹林 101

歷史上俄羅斯人畫澳門的最早記錄 柳若梅 109

新教傳教士事業與近代白話語言運動 狄霞晨 122

文獻與書評
 從澳門公共圖書館外文館藏探究20世紀前澳門的鉛活字印刷 李淑儀 131

五邑僑史文獻中的澳門資料 黃柏軍 151

近代港澳雙城記 – –  葡人移居史的視角
   《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評介  陳煥強 161

紀念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逝世四百週年
湯顯祖在廣東徐聞 龔重謨 167

第九十九期 (2016)

歷史研究
從西方發現中國茶葉到海上茶葉之路的繁榮 耿 昇 1

滿剌加：東西方利益的交匯點 張西平  18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述論  陳偉明/劉祖強  31

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被驅逐至澳門的時間和原因考 陳曦子/劉小珊  47

博克塞與澳門議事會 安東尼奧 (李菁譯) 54

史學大師博克塞的精彩生涯 安東尼 (郭頤頓譯) 61

民國時期拱北海關中山港分關考述 郭雁冰 73

宗教與文化
“ 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  恢復重建三十六年 (1979﹣2015)  余三樂   84

明季肇慶知府王泮手跡考 劉曉生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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