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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洲島物業變遷史實

摘   要  青 洲 島 物 業 變 遷 的 史 實 ， 歷 四 百 多 年 之 久 ， 內 容 豐 富 ， 值 得 文 遺 保
育。1603年天主教傳教士（耶穌會）踏足青洲島後，葡萄牙和教會曾與
明朝、清朝多次發生物權爭端。明王朝曾豎碑立傳，言明青洲島為國土。自
1759年在葡萄牙的耶穌會被趕出葡國後，不出幾年（即1766年），青洲島
物業變為“私人”。1828年3月，天主教修道院反購青洲島物業。由1828
至1886年的58年間，清朝與葡國對青洲島的物業爭奪仍然沒有中斷。1886
年以後，青洲島又出現了修築海堤及填海造地，成為陸連島，於1923年起
駐軍。但對青洲島物業的紛爭仍不斷，留下暗湧。

關鍵詞  青洲島；物業；變遷；耶穌會；軍事；保育

  李業飛 *

*李業飛，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19級博士研究

生。

前言

只 有 五 十 多 米 高、 佔 地 不 到 六 萬 平 方 米 的
小 山 頭 再 加 上 山 圍 的 土 地， 可 以 說 青 洲 山 是 澳
門 的 一 座 寶 山。 因 為 四 百 多 年 來 的 歷 史 沉 澱，
有 着 豐 富 的 歷 史 文 化 遺 產 和 獨 有 的 自 然 資 源，
如：1.  綠 色 環保 —— 半原 始山體，古 樹、植被保
育、北區“ 市肺”；2 .  文物建築 —— 修道院、避靜
院、百年水池；3 .  軍事 要塞——軍事禁區、碉堡、
哨 站、防 禦 陣 地、 軍 事 設 施、 隧 道、 軍 火 庫；
4 .  工 業 遺 址 —— 中 國 第 一 座 水 泥 廠、 橡 膠 廠、
炮竹廠、 火柴廠、 製鐵廠、 光學廠等；5 .  文化
傳承——歷朝文人墨客詠煙雨青洲的詩詞字畫；
6 .  中 葡 澳 史 —— 青 洲 山 的 背 後 記 錄 了 三 者 密 不
可 分 的 史 實；7 .  愛 國 愛 澳 —— 鴉 片 戰 爭、 辛 亥
革命、 抗日戰爭、 朝鮮戰爭的歷史背景；8 .  孤
島歷史——屈辱史、工業史、宗教史、抗戰史、
勝利史、 環保史、 發展史、 文化史等；9 .  傳承
創新——文化創意、藝術創作、產業管理、文化管
理、發展旅遊 經濟新元素等。

透 過 青 洲 島 物 業 變 遷 的 史 實， 進 一 步 探 尋
青 洲 山 歷 史 文 化， 為 的 是 打 造 一 個 新 青 洲。 無
愧歷史傳承，無愧下一代，無愧特區未來。

一、1603年前的青洲島

青洲島，昔日葡人稱之為“綠島”（葡文：
Ilha Verde）。 該 島 位 於 澳 門 之 西 北， 珠 江 出
海囗之東（圖 1）。

青洲島就是青洲山。一百多年前（指 1893
年 尚 未 築 堤 連 陸 前 ）， 青 洲 山 完 全 是 一 個 島，
猶如海中之仙島而聞名。

山不高，只有海拔 54 .5 米，約為東望洋山
（即“松山”，海拔 93 .4 米）的一半。島不大，
原來面積小於三里，“山麓平地，惟東北稍長，
山 脈 從 蓮 花 峰 來， 抱 山 一 周， 共 一 千 五 百 步，
一峰足為一步，五百步為一里。” 1

當 年 的《 香 山 縣 志 》 描 寫 青 洲 島 曰：“ 青
洲 山， 在 澳 門 北 二 里 許， 前 山 寨 南 四 里， 城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一 望 菁 蔥， 周 遭 皆 水， 如 金 山
焉。”2“城東南”是指香山縣石岐城之東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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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青洲山景（李業飛攝，2016 年 2 月 7 日）

“ 金 山 ” 則 指 江 蘇 省 鎮 江 市 當 年 的 海 島 被 讚 譽
為仙島，以此金山喻青洲山。

《澳門記略》 3 圖文載道：“北則青洲山。
前山、澳山盈盈隔一海，茲山浸其中。厥壤砠，
厥木樛，巑岏薈蔚，石氣凝青，與波光相上下，
境 殊幽 勝。” 4（ 圖 2） 青 洲山 上 多岩 石， 以 前
有 人 稱 它 為 石 山，“ 石 氣 凝 青 ”。 在 石 縫 罅 中
植 物 不 斷 生 長， 久 歷 風 霜， 長 樹 成 林， 茂 盛 一
片，覆蓋全山，“一望青蔥”，形成綠島。

外文文獻也有所描述，是名副其實的綠島。
正 是 青 洲 山 得 天 獨 厚 的 優 越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成
為休閒度假之勝地。

二、1603至 1828年青洲島的物業

（一）1603年傳教士踏足青洲島

根 據 文 獻 記 載，1603 年， 葡 萄 牙 人 耶 穌
會 教 士 開 始 踏 足 青 洲 島。 那 座 靜 幽 幽 的 綠 山，
此後變得有點煩亂。

龍 思 泰（Anders Ljungstedt） 在《 早 期
澳 門 史 》 記 述： 青 洲“ 這 個 島 的 外 貌 不 怎 麼 吸
引 人， 是 一 個 亂 石 嶙 峋 的 礁 石 島， 沉 鬱 荒 蕪，
也 是 流 浪 漢、 盜 賊、 逃 兵 的 嘯 聚 之 所。 ……
羅 馬 教 廷 派 來 的 巡 視 員 范 禮 安（Alessandro 
Val ignano） 和 聖 保 祿 學 院 院 長 瓦 倫 廷• 卡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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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Valentim de Car valho，又譯賈華路）從
1603 年和 1604 年開始，來到這個荒島上。他
們建起了幾座土屋，和一座小教堂。” 5

正 因 為“ 外 貌 不 怎 麼 吸 引 人 ”， 當 他 們 發
現這“無人”的青洲島，便立即偷偷平整土地，
搭 建 院 舍。 當 時 耶 穌 會 有 計 劃 派 傳 教 士 在 澳 門
尋 地 發 展 傳 教 範 圍， 其 理 由 是 為 患 病 的 神 父 及
聖保祿學院學生尋覓休憩靜養之所。

《 論 耶 穌 會 對 青 洲 所 擁 有 的 權 利 》 一 書 有
更詳細闡述：“1603 年，耶穌會駐澳視察員為
范 禮 安 神 甫、 耶 穌 會 學 院 院 長 為 瓦 倫 丁• 德•

卡 爾 瓦 略 神 甫， 澳 地 水 土 甚 惡， 加 之 學 院 房 屋
窄 小， 無 法 為 患 病 神 甫 提 供 養 休 之 所， 因 此 視
察 員 為 學 院 的 神 甫 及 修 士 尋 找 課 餘 休 憩 及 養 病
的安靜之處。他同幾名神甫無意乘船來到青洲。
此地時稱鬼島（Ilha dos Diabos），因為傳說
島 上 鬧 鬼。 土 地 荒 蕪， 為 盜 賊 及 逃 僕 的 巢 穴。
視察員登島後，發覺此地可派他所渴望的用場。
他下令在水畔打掃出一塊地方。過了一段時間，
發 覺 該 地 還 有 其 他 便 利。 因 無 任 何 不 妥， 逐 漸
平 整 土 地， 起 造 數 間 小 屋， 在 島 上 耕 作， 還 栽
植 了 許 多 果 樹。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才 得 知 沙 尾 的
一 些 華 人 居 民 在 島 上 有 祖 墳。” 以 上 所 引 用 的
兩段文字，在時間、地點、內容上都沒有出入。

圖 2. 青洲山圖（圖片來源：《澳門記略》上卷，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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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28 年有關青洲山物業登錄的手寫葡文部分資料（見澳門物業登記證明書，李業飛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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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用 視 察 員 分 兩 次 給 他 們 的 銀 子， 在
別處購買了墓地。有了此約，視察員放下了心，
更有了把握，開始斥資整治島嶼。” 6

1603 年青洲島被教會人士發現，開始有所
行動。因為 50 年前，即 1553 年葡人踏足濠鏡
澳（ 即 澳 門 ） 後， 在 1557 年 向 明 朝 政 府 提 出
以年租 500 兩銀租借澳門，範圍包括大炮台以
東、 南 及 以 西 的 部 分， 史 稱“ 借 據 澳 門 ”。 而
大炮台城牆以北的青洲山，則不屬於租用範圍，
純粹是“幾名神甫無意乘船來到青洲”而已。

金國平在《青洲滄桑》 7 一文中質疑：“青
洲 係 耶 穌 會 於 1603 年 從 在 青 洲 擁 有 墓 地 的 幾
名 華 人 手 中 購 得。 此 說 不 見 漢 籍 有 載， 待 考。
但 從 耶 穌 會 大 量 投 資 青 洲 一 事 來 分 析， 若 無 任

何 依 據， 對 中 國 文 化 歷 史 有 着 精 深 了 解 的 耶 穌
會 也 不 會 輕 出 此 舉。 但 他 們 獲 得 的 權 利 至 多 是
土 地 的 使 用 權， 不 具 備 產 權， 原 來 的‘ 地 主 ’
仍 然 存 在。 耶 穌 會 從 私 人 處 購 得 使 用 權，‘ 地
主 ’ 則 承 擔 向 國 家 納 稅 的 義 務。 這 與 葡 萄 牙 人
在澳門半島的法律地位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
葡 萄 牙 人 需 向 中 國 官 方 納 租， 而 耶 穌 會 在 青 洲
一次買斷了永久使用權。”

從 法 律 常 識 分 析， 買 墓 地 幾 塊 並 不 等 於 買
下 整 個 青 洲 島 物 業。 且 耶 穌 會 私 下 向 當 地 居 民
所 買 下 的 墓 地 又 未 經 明 朝 政 府 認 可， 純 屬 私 人
交 易， 更 談 不 上“ 擁 有 永 久 使 用 權 ”。 當 然，
人 們 也 十 分 清 楚 青 洲 島 從 來 都 是 中 國 的 領 土，
只 不 過 是 教 會 修 士 們 一 廂 情 願 地 在 物 權 問 題 上
的意圖。

圖 4. 有近二百年歷史的古舊修道院，曾為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度假別墅，具典型的南歐建築風格。（李潤廣攝，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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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天主教澳門教區以 9,500 萬港元出售青洲山物業（李業飛複製提供）



文化遺產

青洲島物業變遷史實       李業飛

24 RC 文化雜誌•第110期•2020年

（二）1606年耶穌會在青洲島被趕

由 於 青 洲 島 上 有“ 蕃 人 ” 活 動， 山 腰 還 建
有 教 堂 等 建 築 物， 引 起 了 明 朝 官 員 的 關 注。 萬
曆三十四年（1606 年），香山縣令張大猷察覺
青 洲 島 上 有 僭 建 物， 感 到 問 題 嚴 重。《 明 熹 宗
實錄》載：“萬曆三十四年（1606 年），（澳夷）
於 對 海 築 青 洲 山 寺， 高 可 六 七 丈， 閎 敞 奇 秘，
非中國梵剎比。縣令張大猷請毁其垣，不果。”8

張 大 猷 的 奏 呈 雖 沒 有 成 功， 但 青 洲 島 的 島
權 仍 在 明 王 朝 手 中。 為 彰 顯 國 家 主 權， 廣 東 官
員 在 島 上 豎 碑 立 傳， 上 面 用 金 字 寫 上 中 文“ 明
熹宗”的聖諱。

在《 論 耶 穌 會 對 青 洲 所 擁 有 的 權 利 》 中 有
清楚解說：“約兩年後（1605 年），神甫們已

啟 用 該 島。 一 些 心 術 不 正 的 華 人 想 找 他 們 的 麻
煩， 企 圖 從 神 甫 及 地 主 處 獲 得 更 多 的 銀 子， 於
是 到 官 員 處 去 告 地 主 的 狀， 說 他 出 賣 墓 地。 官
員 出 於 對 外 人 的 嫉 妒 與 恐 懼， 設 法 阻 止 我 們 起
造 房 屋， 於 是 悄 悄 來 到 島 上， 將 所 有 草 頂 房 屋
付 之 一 炬。 這 些 房 子 中 設 有 一 座 聖 米 格 爾 小 堂
（Capela de São Miguel  Arcanjo）。但官員
未有將神甫們趕出該島的想法。在焚燒房屋時，
神 甫 個 個 群 情 激 憤， 於 是 率 領 僕 人 及 從 外 面 趕
來 的 學 員 向 官 員 示 威。 後 來 得 知， 在 廣 州 不 僅
沒 有 因 此 控 告 我 們， 反 而 懲 罰 了 這 些 官 員， 革
了他們的職。”9

事件結束，耶穌會繼續在島上蓋起了樓房。
為“ 學 院 的 人 和 學 生， 提 供 了 進 行 體 面 娛 樂 活
動 的 場 所， 為 那 些 病 人、 受 迫 害 者， 和 在 基 督
的 葡 萄 園 中 耗 盡 精 力 的 勞 作 者， 提 供 了 一 處 隱

圖 6. 澳葡政府物業登記局的文件是在 1886 年 5 月 19 月補辦登錄 1828 年 3 月 15 日的青洲山物業申請，內容為 2,000 澳門元購買的物業。
（李業飛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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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據青洲居民說，這座殘留建築物是水泥廠遺址部分，他們孩童時曾來這裡領取救濟米、救濟麵粉。（李業飛攝，2016 年 3 月）

身 之 所， 一 塊 安 全 和 禮 拜 之 地， 一 個 提 供 鄉 野
消閒的地方。” 10

（三） 1622年耶穌會在青洲島再被趕

由 於 葡 萄 牙 的 國 教 為 天 主 教， 因 此， 天
主 教 徒 與 葡 人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區 分。 在《 澳 門 記
略 》 中 用“ 佛 郎 機 ” 三 個 字 來 說 明：“ 明 嘉 靖
中，佛郎機既入澳”。稱葡人天主教信徒為“夷
人 ”“ 蕃 僧 ”：“ 天 啟 元 年（ 按 1621 年 ），
守 臣 慮 其 終 為 患， 遣 監 司 馮 從 龍 毁 其 所 築 城，
蕃 不 敢 拒。 今 西 洋 蕃 僧 構 樓 榭， 雜 植 卉 果， 為
澳夷遊眺地。”

而 耶 穌 會 目 睹 明 朝 政 權 無 能， 以 慣 用 手 法
收 買 明 官。 於 是， 重 起 爐 灶 繼 續 發 展 青 洲 島。
不 久， 又 引 起 了 廣 東 官 員 的 注 意， 耶 穌 會 為 了

防 止 官 員 的 阻 撓，“1620 年 時， 遂 派 陸 若 漢
（João Rodrigues）神父利用廣州交易會之機
來 穗 同 中 國 官 員 談 判， 希 望 廣 東 政 府 不 要 拆 毀
耶 穌 會 在 青 洲 的 這 一 批 建 築 物， 並 希 望 通 過 談
判 締 結 一 個 協 定， 能 夠 保 證 永 久 佔 有 青 洲 島。
陸 若 漢 到 廣 州 後， 拜 會 了 管 理 澳 門 事 務 的 海 道
副 使 劉 承 諏， 並 與 之 交 涉。 這 一 談 判 獲 得 了 成
功，劉承諏承諾，青洲島上原有建築可以保留，
並 允 許 增 建 兩 處 聖 堂（ 一 座 供 奉 聖 母， 另 一 座
敬 拜 聖 地 亞 哥 ）。 劉 承 諏 還 將 此 情 況 告 訴 了 當
時 來 澳 門 購 炮 的 張 燾 與 孫 學 詩， 通 事 弗 蘭 西 斯
科• 瓦雷拉（Francisco Varel la） 以海道的名
義， 以 書 面 文 件 通 知 了 澳 門 議 事 會。 然 而， 由
於 海 道 劉 承 諏 的 突 然 去 世， 導 致‘ 青 洲 教 產 事
件 ’ 突 然 轉 向。 新 任 海 道 副 使 徐 如 珂 再 一 次 要
求 拆 毀 青 洲 所 有 建 築， 並 派 遣 官 軍 戍 澳， 要 求
議 事 會 下 令 拆 除 神 父 們 在 青 洲 建 設 的 房 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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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從青洲山文遺地圖看澳門北區“市肺”（文化局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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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不 執 行 的 話， 將 扣 押 在 廣 州 做 生 意 的 葡 萄 牙
商 人 及 其 錢 貨。 為 避 免 澳 門 遭 受 更 大 的 損 失，
耶 穌 會 同 意 拆 毀 青 洲 建 築。 正 如 徐 如 珂 所 言：
‘ 青 洲 山 事， 仰 仗 威 靈， 盡 撤 而 毀 之， 此 數 十
年所姑息養成而不敢同者也。’” 11

在 1621 年 的《 利 瑪 竇 中 國 札 記 》 和《 論
耶 穌 會 對 青 洲 所 擁 有 的 權 利 》 的 文 字 中， 對 此
過程亦有詳細敘述。

耶 穌 會 在 年 度 報 告 中 公 然 認 為 青 洲 島 是 他
們的，很想“能夠保證永久佔有青洲島”。“我
們 看 到， 只 有 我 們 可 以 平 息 這 場 暴 風 驟 雨， 才
能保住我們的房屋。”

至 今， 歷 史 學 家 只 憑“ 歷 史 著 作 材 料 ”
的 記 述， 而 沒 有 買 賣 墓 地 的 不 動 產 記 錄 為“ 旁
證”。同時，亦受人關注的是 1606 年和 1622
年， 明 王 朝 兩 次 驅 逐 教 會 在 青 洲 山 僭 建 事 件 的
記載，似有部分內容類同，有待深入考證。

（四）明朝豎碑立傳——言明國土

教 會 暫 未 能 成 為 青 洲 島 的 地 主， 是 因 為 中
國 官 員 們“ 在 島 上 豎 起 了 一 塊 石 碑， 銘 文 稱 無
中 國 國 王 的 同 意 不 得 在 此 興 建 房 屋。 但 時 間 可
解 決 一 切， 現 在 在 官 員 的 同 意 下， 我 們 又 有 了
幾 間 草 棚， 青 洲 似 乎 更 加 屹 立 了。” 耶 穌 會 一
直 十 分 清 晰 青 洲 島 產 權 誰 屬， 所 以 在 衝 突 中 採
用“我們只得隨遇而安”之策，不得不接受“在
島 上 豎 起 了 一 塊 石 碑 ” 的 朝 廷 聖 旨， 暫 時 不 敢
僭 建 房 屋。 據《 早 期 澳 門 史 》 一 書 中 對 石 碑 內
容 的 原 則 解 說 得 更 清 楚：“ 他（ 香 山 知 縣 ） 允
許 耶 穌 會 士 留 在 該 島， 但 必 須 豎 起 一 塊 石 碑，
上 面 用 本 國（ 中 國 ） 語 言 寫 明， 這 裡 是 這 個 帝
國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如 今 石 碑 何 在？ 碑 文
拓本亦未見，這是歷史學家們關心的另一課題。

因 為 青 洲 島 處 於 澳 門 之 西 北， 與 前 山 近 在
咫 尺， 所 以 香 山 縣 令 會 不 時 地 派 出 師 船 巡 航，

一 旦 巡 查 發 現 青 洲 島 山 上 有“ 異 物 ”， 就 會 立
即採取行動，以維護國有山體和島嶼的主權。

（五）1759年耶穌會被趕出葡萄牙

明 王 朝 統 治 中 國 276 年。 到 了 1644 年，
滿族入關， 建立清王朝， 統治中國 267 年， 最
後 從 強 盛 到 沒 落， 被 一 場 辛 亥 革 命 所 推 翻。 而
青洲物業，仍在耶穌會手中。

不 過， 踏 入 十 八 世 紀 後 期， 青 洲 島 的 佔 有
者 發 生 了 突 發 性 的 改 變。 根 據 龍 思 泰《 早 期 澳
門 史 》 指 出： 在 1759 年 9 月 3 日， 葡 萄 牙 里
斯 本 當 局 頒 下 一 道 猶 如 晴 天 霹 靂 的 敕 令， 將 耶
穌會徹底摧毀。葡王若澤一世（José Ⅰ）在該
敕 令 中，“ 宣 佈 耶 穌 會 的 成 員 是 些 聲 名 狼 藉 的
作亂者、叛徒、侵略者，應將他們抓起來。……
應從葡萄牙的國土和領土上將他們根絕。——中
止 與 他 們 的 所 有 口 頭 和 書 面 聯 繫 ”。 決 意“ 從
朕 所 有 的 王 國 和 屬 地 中 把 他 們 驅 逐 出 去， 並 永
世不得再返回”。

1760 年， 若 澤 一 世 下 令“ 沒 收 耶 穌 會
在 全 國 各 地 的 財 產， 澳 門 也 必 須 執 行 這 一 命
令。”（見葡萄牙國家東波塔檔案館藏，編號：
Macao 6  No.  20）

由於當年通訊落後，也因為澳門不是在“天
子腳下”，該敕令沒有適時的執行。事隔三年，
澳門耶穌會才發生動蕩。

（六）1762年逮捕澳門耶穌會會士

遵 照 此 項 敕 令， 在 葡 屬 印 度 總 督 德• 埃 加
伯爵（Conde de Ega）傳國王命令，澳門的耶
穌 會 士 於 1762 年 被 押 解 到 果 阿， 並 被 剝 奪 一
切財物。

為 何 葡 國 敕 令 要 通 過 葡 屬 印 度 總 督 下 令？
因為自 1530 年起印度果阿成為葡屬印度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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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葡兵駐守青洲山年代，居民要向葡人申請圓銻牌才能出入禁區。（李業飛蒐集）

圖 10.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當地居民要申請“難民證”。（李業飛蒐集的資料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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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 牙 一 直 控 制 該 地 區。 而 葡 萄 牙 於 1553 年
才踏足澳門，1557 年向明王朝租借澳門大炮台
以東的部分地方。1623 年由果阿總督伽瑪曾委
派 馬 士 加 路 為 澳 門 總 督。 四 年 後， 即 1627 年
（ 明 天 啟 七 年 ） 葡 萄 牙 國 王 菲 力 普 三 世 決 定 直
接由葡萄牙正式委任施維拉（D. Jerónimo de 
Si lveira）為澳門第一任總督。

正 因 為 這 次 逮 捕 澳 門 耶 穌 會 會 士， 是 葡 萄
牙 國 王 與 宗 教 勢 力 角 鬥 的 政 治 事 件。 國 王 通 過
葡 屬 印 度 總 督 下 令， 意 味 着 內 中 還 有 不 可 告 人
的 抗 爭。 印 度 總 督 的 公 告 甚 至 宣 佈，“ 每 個 人
要在 20 天的期限內，向澳門總督和自治當局的
法 官 呈 遞 一 份 以 信 譽 擔 保， 以 債 券 或 抵 押 的 形
式 向 耶 穌 會 士 借 貸 的 現 金、 金 銀、 傢 俱、 動 產
等 物 的 清 單， 否 則 就 要 接 受 罰 沒 其 所 有 財 物 的
懲 罰。” 在 歷 史 文 獻 中 暫 時 還 找 不 到 沒 收 財 產
數 額 的 記 載。 換 言 之， 耶 穌 會 士 在 澳 門 所 欠 下
的 債 務 並 沒 有 下 文， 而 取 締 耶 穌 會 的 風 波 對 澳
門天主教打擊很大。

（七）1766年青洲島的私人物業

這 個 時 期， 是 政 客 們 運 用 權 術 的 機 會，
把 青 洲 島 作 為 魔 術 牌。1763 年 12 月 15 日，
葡 屬 印 度 總 督 通 過 起 草 一 份 協 議， 委 託 澳 門 大
炮 台 陸 軍 少 尉 曼 努 埃 爾• 巴 達 利 亞（Manuel  

José Batalha 受 青 洲 的 田 地 和 其 他 所 有 財 物
（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 世紀》，
第 159 頁 ）。 葡萄牙在澳門的富商西芒• 維森
特•羅沙（Simão Vicente Rosa）負責管理青
洲 島。 羅 沙 為 了 保 險 起 見， 願 意 成 為 青 洲 的 租
用者。

過了 兩 年，即 1765 年，葡屬 印度 總 督德•
埃 加 伯 爵 命 令， 西 芒• 維 森 特• 羅 沙 在 果 阿 同
意以青洲作為抵償耶穌會所虧欠的 6 ,147 兩。
龍 思 泰 在《 早 期 澳 門 史 》 中 說：“1766 年 4
月 14 日，果阿發出一道命令，指示議事會及其
附 屬 機 構， 將 該 島 讓 予 西 芒• 維 森 特• 羅 沙，
他 兩 所 修 道 院 的 要 求 就 此 取 消。” 富 商 羅 沙 提
出 要 求“ 以 後 在 澳 門 的 公 開 拍 賣 活 動 中， 任 何
人 不 得 報 價 收 買 這 份 財 產。” 就 這 樣， 羅 沙 便
成了青洲島物業的新主人。

“ 根 據 這 份 契 約 我 們 得 知， 留 存 下 來 的 有
一 座 小 教 堂， 一 間 法 衣 室， 一 道 通 向 教 士 席 位
的 長 廊， 一 幢 宿 舍， 以 及 鄰 近 的 帶 有 各 類 用 具
的 食 堂。 沒 有 提 到 修 院 ﹑ 天 文 台 或 植 物 園。 列
出 這 份 財 產 目 錄 是 為 了 制 定 一 個 規 章， 使 那 位
可 能 成 為 該 島 所 有 人 的 紳 士， 在 被 要 求 歸 還 這
份 地 產 時， 可 以 隨 時 將 那 些 房 屋 及 附 屬 物 交 還
給葡萄牙國王。”

圖 11-a. 當值的警察核對原申請人的證明（俗稱“人情紙”或“行
街紙”），居民方可進出禁區。（出入境證正面，李業飛蒐集）

圖 11-b. 當值的警察核對原申請人的證明（俗稱“人情紙”或
“行街紙”），居民方可進出禁區。（出入境證反面，李業飛
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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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份 契 約 寫 得 很 清 晰，“ 列 出 這 份 財 產 目
錄”只是“那些房屋及附屬物”，不是山體！ 12

當時，羅沙並不在澳門而在印度。

文 德 泉 神 父 在 Toponímia de Macau 13

中 說 得 更 清 楚， 青 洲 成 為 羅 沙 的“ 一 個 私 人 物
業”。

美 麗 的 青 洲 島， 在 1759 年 至 1766 年 的
七 年 間， 就 是 這 樣 如 變 魔 術 般， 從“ 交 還 給 葡
萄牙國王”而轉手成為“一個私人物業”。

（八）1813年後青洲島的物業糾紛

到 了 1813 年 9 月 1 日，“ 自 西 芒• 維 森
特• 羅 沙 死 後， 他 的 後 代 均 沒 意 思 接 管 青 洲，
以 致 青 洲 成 為 一 些 流 氓 的 聚 居 地， 他 們 甚 至 在
這 裡 搭 建 房 屋， 羅 沙 家 族 亦 漸 漸 失 去 對 青 洲
的 管 理 ”。 14 葡 人 曼 努 埃 爾• 候 門• 德• 卡 爾
瓦 略（Manuel  Homem de Car valho） 及 貝
爾 那 爾 德• 戈 麥 斯• 德• 雷 莫 斯（Bernardo 
Gomes de Lemos）在一次拍賣中，以 200 兩
白銀購得青洲。

圖 12.  青洲山的“2506 號”地段，即青洲河邊馬路 14 － 17 號，當年屬教會之物業，卻一度成為軍事禁區。地籍圖粉紅色部分為
2506 地段。（2011 年 2 月 20 日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公佈《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第 31 頁）



青洲島物業變遷史實       李業飛

文化遺產

312020年•第110期•文化雜誌 RC

圖 13. 圓形小碉堡的槍口朝着珠海灣仔（舊稱對面山），該碉堡在 2018 年 3 月才被發現。（李業飛攝，2018 年 3 月）

不 出 一 年 時 間， 青 洲 的 產 權 又 颳 起 風 波：
“1814 年 8 月 7 日，馬加里塔•里塔•德•卡
瓦 略• 米 內 爾（Margarita Rita de Car valho 
Miner）起訴購買青洲的曼努埃爾•候門•德  •
卡爾瓦略及貝爾那爾德•戈麥斯•德•雷莫斯，
聲 稱 她 作 為 業 主 老 羅 沙 的 孫 女， 應 是 該 物 業 的
繼承者。後席爾維拉理事官於 1822 年 4 月 18
日裁定購買行為合法有效。” 15

幾 年 後， 葡 人 曼 努 埃 爾• 候 門• 德• 卡 爾
瓦 略 移 居 巴 西， 他 把 所 擁 有 的 青 洲 部 分 賣 給 了
貝 爾 那 爾 德• 戈 麥 斯• 德• 雷 莫 斯， 使 他 成 了
青洲的另一新主人。

（九）1828 年修院購回青洲島的物業

1828 年， 三 巴 仔 皇 家 修 院（ 即 聖 若 瑟 修
院 ） 院 長 再 以 2 ,000 西 班 牙 元 購 回 青 洲（ 圖
3）。當時合同說明：“……再次聲明，將上述
青 洲（ 位 於 內 港， 沙 梨 頭 對 面 ）、 果 樹 及 上 面
的建築物以 2 ,000 西班牙銀圓的價格出售給三
巴 仔 皇 家 修 院 院 長 尼 古 拉• 羅 德 里 格 斯• 佩 雷
拉•達•博爾查（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 16

三 巴 仔 修 院 購 買 青 洲 物 業 之 後，“ 他 們 在
島 上 建 了 一 座 教 堂， 一 幢 房 舍， 這 幢 房 舍 包 括
一 個 接 待 廳 和 教 員 宿 舍。 …… 還 建 造 了 供 看 管
人 住 的 房 間， 和 供 受 僱 在 這 裡 看 守 和 侍 弄 這 塊
地 方 的 人 居 住 的 木 屋。 這 些 房 屋 也 成 了 四 足 動
物、 家 禽、 鴿 子 等 的 棲 息 之 所。 …… 在 周 圍 建
起 高 牆 以 阻 擋 海 潮， 而 且 牆 應 高 得 使 海 潮 無 法
越過。1834 年，這一工作已完成了三分二……
島 上 保 留 一 位 監 察 員， 和 至 少 五 名 黑 人 少 年 奴
隸， 從 事 守 衛、 清 潔 和 墾 殖， 其 花 費 相 當 於 聖
若瑟修院從島上收獲所得的兩倍。”

耶 穌 會 落 腳 青 洲 島 有 歷 史 記 載 的 脈 絡 可
循。他們决意尋找宜居、宜遊、宜教之新環境。
《 論 耶 穌 會 對 青 洲 所 擁 有 的 權 利 》 披 露 的“ 三
所”，就是：養休之所、休沐之所、隱身之所。

宜 居 者， 因 當 年 的 傳 教 士 從 南 洋 或 從 日 本
長 崎 來 澳， 會 遇 上 水 土 不 服， 需 要“ 為 患 病 神
甫提供養休之所”。

宜遊者，“青洲多翠木，為納涼休沐之所。
為 學 院 中 的 人 和 學 生， 提 供 了 進 行 體 面 娛 樂 活
動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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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在神祕的軍事用地上，位於東北面的碉堡於 2006 年被炸
後，興建高層社屋。這已是無法挽回的軍事文物遺跡。（陳鳳
攝，2006 年 11 月）

圖 15. 在青洲山上建有堅不可摧的碉堡（李業飛攝，2018 年 3
月）

圖 16. 碉堡內有編號為 VA-32 的標識（葉永康攝，2016 年） 圖 17. 從地上的“漢堡包”碉堡到山頂上的軍訓設施（李業飛攝，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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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從地上的“漢堡包”碉堡到山頂上的軍訓設施（李業飛攝，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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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教 者， 是 為 了 確 保 耶 穌 會 在 遠 東 的 傳
教“ 提 供 了 一 處 隱 身 之 所， 一 塊 安 全 和 禮 拜 之
地”。 17

在 163 年 後， 即 1991 年 9 月 13 日， 在
香 港 和 澳 門 正 處 於 主 權 回 歸 祖 國 之 際， 天 主 教
澳門教區以 9 ,500 萬港元出售青洲山物業（ 圖
5）。到 2007 年，該物業再度由“江昌（澳門）
實業有限公司”易手予“匯新發展有限公司”。 
經 過 388 年 的 歷 史 長 河， 即 從 1603 年 到
1991 年， 天 主 教 教 會 在 青 洲 島 的 那 部 分 物 業
（ 地 籍 編 號：2506  ） 暫 時 寫 下 了 一 個 歷 史 句

號，而天主教在青洲山繼續傳教義。2017 年，
一 座 現 代 化 的 聖 若 瑟 大 學 從 青 洲 山 麓 傲 然 而
立。

三、1828至 1886年的青洲島物業

（一）香山縣令致函澳門檢察官

1831年7月21日，香山鮑縣令反對在青洲山繼

續建造新房。“香山縣令與澳門檢察官相互致函，

強調對青洲的治權和對施工的管轄權。香山縣令重

申葡萄牙人只獲准在城牆內居住，青洲不在被許之

列，該地遠離城牆，離海只有幾里之遙，所以它不

能劃入葡萄牙人可以住的地方。”18

“ 同 年 9 月 3 日， 香 山 縣 丞 發 佈 告 示， 禁
止 在 青 洲 修 建 城 牆， 並 對 負 責 修 建 的 工 匠 們 施
以威脅。”

“1834 年 7 月 23 日，應聖若瑟修院高級
司 鐸 的 邀 請， 聖• 安 東 尼 堂 的 主 理 神 父 代 表 教
區 主 教 為 青 洲 的 小 教 堂 主 持 賜 福 儀 式。 該 教 堂
是於 1828 年建成的。” 19

“1873 年， 澳 門 王 室 財 政 檢 查 官 為 將 青
洲 開 闢 為 公 眾 遊 地， 要 求 法 院 查 覈 三 巴 仔 修 院
對青洲持有的權利。官方敗訴。”

1886 年 青 洲 的 產 權 登 記 如 下：“ …… 周
長約一千米。其售價估計為 10 ,000 澳門元。”
（註：10 ,000 澳門元有異，有待深入核查。）

從 以 上 的 史 料 可 清 楚 看 到，1828 年 的 買
賣 實 際 上 是 教 會 私 下 進 行 的， 並 沒 有 向 香 山 縣
備 案 登 記。 澳 葡 政 府 未 有 佔 領 青 洲 島， 也 不 可
能有合法登記。所以，過了 58 年後，即 1886
年 才 出 現 在 澳 門 的 物 業 登 記 上。 顯 然 這 是 憑 一
份 物 業 買 賣“ 公 證 書 ” 進 行“ 內 部 補 辦 ” 的 手
續 文 件（ 注 意 貨 幣 名 稱 不 同： 澳 葡 政 府 物 業 登
記局的文件變成 2 ,000 澳門元），俗稱“西契”
（圖 6）。

圖 18. 1974 年底葡軍撤離澳門（《澳門日報》，197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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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洲島上中國第一個水泥廠

由於青洲島已歸屬天主教區“私人物業”，
所 以 在 1886 年 5 月 3 日， 澳 門 主 教 唐• 安
東 尼 奧• 若 阿 金• 德• 梅 德 羅（D. 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將 青 洲 部 分 土 地 以
每 年 租 金 1 ,200 兩， 租 予 華 商 余 瑞 雲 開 辦 的
青 洲 水 泥 公 司（The Green Is 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創 建“ 青 洲 士 敏 土
廠 ”。1889 年 5 月 4 日， 梅 德 羅 主 教 又 與 青

洲水泥公司總經理科雷阿斯• 伊文斯（Creasy 
Ewens） 簽 了 一 份 補 充 合 同。 20 當 年， 教 會 既
不 需 理 會 澳 葡 政 府 也 不 需 知 會 清 政 府 同 意 與
否， 自 行 發 展 青 洲 島 工 業 來 收 取 租 金。 中 國 第
一 個 水 泥 廠 及 磚 廠（ 圖 7） 從 此 在 青 洲 島 建 立
起來。

澳葡政府為了填海造地的戰略需要，1886
年 擬 定 從 蓮 峰 廟 前 地 起 修 築 長 堤 與 青 洲 島 連
接。 為 此， 教 會 與 政 府 產 生 極 大 矛 盾。 因 為 長

圖 19. 2018 年 4 月 3 日，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向傳媒宣佈青洲山有碉堡等軍事設施逾十個，證實山上存在不少大型軍事碉堡等建築物，
並繪製了軍事設施分佈位置圖。（李業飛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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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青洲山已發展成為青洲區的一部分（航拍全山，陳顯耀攝，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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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建成後把水泥廠的海上運輸堵死了。1935 年
水 泥 廠 因 業 績 下 滑 結 束， 把 工 廠 業 務 和 設 備 搬
往“ 香 港 青 洲 士 敏 土 廠 ”。 教 會 每 年 的 1 ,200
兩的年金租收入從此沒了。

（三）1890 年修築青洲海堤

關 於 築 堤 一 事， 原 於 1886 年 澳 葡 政 府 有
計 劃 在 青 洲 山 上 修 築 炮 台。 因 當 年 的 青 洲 島 是
孤 島 且 不 是 葡 國“ 屬 地 ”， 即 使 建 了 炮 台， 萬
一 有 戰 事 也 孤 立 無 援。1890 年 10 月 16 日，
海軍軍官出身的博爾札（Custodió Miguel  de 
Borja） 擔 任 澳 門 總 督， 上 任 後 第 11 天 即 頒 佈
訓 令， 決 定 建 築 連 貫 青 洲 島 長 堤， 工 程 費 用 預
算為 23 ,800 澳門元，施工期為兩年。

長 堤 命 名 為 A v e n i d a  d o  C o n s e l h e i r o 
B o r j a （ 博 爾 札 參 政 大 臣 大 馬 路 ） ， 即 現 今 的
“ 青 洲 大 馬 路 ” 。 從 軍 事 上 和 佔 有 陸 地 面 積
上 ， 澳 葡 政 府 認 為 都 是 上 策 的 。 文 德 泉 神 父 在
To p o n í m i a  d e  M a c a u 21中披露 ， 當時的主教
唐 安 東 尼 奧 • 若 阿 金 • 德 • 梅 德 羅 從 政 治 角 度
並 不 同 意 建 長 堤 ， 他 認 為 這 樣 會 使 三 巴 仔 修 院
喪 失 對 青 洲 的 擁 有 權 及 管 理 權 。 所 以 在 連 接 工
程 結 束 前 ， 主 教 便 下 令 在 青 洲 島 的 周 邊 築 起 圍
牆，以防止外來人進入青洲。

四、1886年後的青洲陸連島

1886 年 的 第 二 年 後， 即 1887 年 至 1911
年 晚 清 滅 亡 期 間 的 一 段 歷 史， 其 中 涉 及 青 洲 島
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

從  1557  年 葡 人 開 始 租 居 澳 門， 至 1887
年的 330 年間， 葡人已逐步佔領“ 近七村， 遠
奪三島”。“七村”是指：塔石、沙崗、新橋、
沙 梨 頭、 龍 環、 龍 田、 望 廈；“ 三 島 ” 是 指：
青洲、潭仔（氹仔）、路環。

到 了 光 緒 十 三 年（1887 年 ）， 青 洲 島 的
守界兵開始逐步撤出。1891 年，青洲島海面的
師船全部撤到前山，葡人才正式進入青洲島。

青 洲 島 的 地 理 位 置 十 分 重 要， 是“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必 然 成 為“ 中 葡 勘 界 ” 的 始 發 點，
也 是 葡 萄 牙 政 府 急 於 迫 使 清 政 府 早 日 簽 訂《 中
葡 里 斯 本 草 約 》 及《 中 葡 和 好 通 商 條 約 》 的 原
因之一。

1887 年 3 月 26 日，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與
葡萄牙簽訂了《 中葡里斯本草約 》，12 月 1 日
又 簽 署《 中 葡 和 好 通 商 條 約 》， 條 約 中 有 兩 句
話， 中 國 同 意 葡 國“ 永 駐 管 理 澳 門 以 及 屬 澳 之
地 ” 和 葡 國 向 中 國 保 證“ 永 不 得 將 澳 門 讓 與 他
國”，很值得注意。

國 與 國 之 間 簽 立 條 約， 一 定 有 國 內 外 各 種
因 素。 正 如 研 究 澳 門 歷 史 的 專 家 學 者 費 成 康 指
出：“ 在 開 展 洋 務 運 動 後， 清 朝 軍 隊 已 在 平 定
新 疆 之 役 及 中 法 戰 爭 中 顯 示 一 定 的 戰 鬥 力， 使
入 侵 新 疆 的 沙 俄 軍 隊 未 敢 輕 舉 妄 動， 並 沉 重 打
擊 了 侵 略 越 南 和 中 國 的 法 國 遠 征 軍。 此 時 法、
德、 俄、 英 等 國 顯 然 不 會 貿 然 地 向 葡 萄 牙 購 買
這 片 他 們 非 法 佔 據 的 中 國 領 土（ 指 澳 門 ）， 即
使 發 生 這 樣 的 事 情， 清 政 府 也 有 予 以 制 止 的 力
量。在甲午戰爭中，清朝軍隊土崩瓦解。此後，
日 本 割 佔 台 灣、 澎 湖， 德 國 強 租 膠 州 灣， 沙 俄
強 租 旅 大， 英 國 強 租 威 海 衛 和 九 龍 地 區， 法 國
強 租 廣 州 灣， 列 強 已 可 以 任 意 侵 佔 中 國 最 優 良
的 港 灣， 根 本 不 必 備‘ 鉅 款 ’ 去 向 葡 萄 牙‘ 購
買 ’ 港 灣 已 經 淤 塞 的 澳 門； 可 見， 當 清 政 府 尚
有力量與列強抗衡時，列強無法‘購買’澳門； 
到 清 政 府 沒 有 力 量 與 列 強 抗 衡 時， 即 使 他 們 蓄
意‘ 購 買 ’， 清 政 府 也 只 能 首 肯，‘ 未 經 大 清
國 首 肯， 則 大 西 洋 國 永 不 得 將 澳 門 讓 與 他 國 ’
的條款只不過是空文而已。”22   

這 已 清 楚 說 明 中 葡 簽 訂 條 約 前 的 歷 史 背
景，這也是最清晰說明為何中方允准葡萄牙“永
駐 管 理 澳 門 以 及 屬 澳 之 地 ”； 而 葡 萄 牙 亦 承 諾
未經中國同意葡萄牙“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
的歷史因由。 23

此 條 約 簽 訂 後， 葡 萄 牙 對 青 洲 島 的 擴 張 也
就掀開了長達多年的界務之爭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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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青洲山南面向着筷子基的青洲尾，建有海關大樓和碼頭。美麗的青洲山將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新景點。（李業飛攝，
2020 年 9 月 11 日）

清 官 張 之 洞 建 議 與 葡 萄 牙 劃 清 界 址 時， 要
表明“與葡人辯論青洲問題，不能任其佔據”。
張 之 洞 堅 持“ 不 能 不 先 守 島 之 要 津， 以 固 海 口
之門戶”。 24

1889 年， 張 之 洞 離 任 兩 廣 總 督， 繼 任 人
是 守 舊 派 的 李 瀚 章。 葡 人 乘 張 之 洞 離 任 之 機，
立 即 驅 逐 當 時 駐 澳 的 香 山 縣 丞， 公 然 聲 稱 青 洲
島以北的海面屬葡界，驅逐前山營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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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教 會 收 租 金 和 政 府 支 付 金， 有 沒 有 向 財 政
局 交税、 登 記？ 根 據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提 供 的 資 料
顯示，1923 至 1927 年期間，澳葡政府和葡萄
牙 軍 方 要 求 教 區 租 借 青 洲 山 作 為 軍 事 用 途。 直
至 1981 年澳葡政府正式終止此合同。

從 1923 年 起， 青 洲 山 上 滿 佈 軍 事 設 施，
成 為 監 控 澳 門 的 一 個 軍 事 制 高 點， 把 守 着 澳
門 西 北 海 面 和 陸 地 邊 界 的 戰 略 據 點（ 圖 13—
15）。 而路堤工程又成為青洲山與望廈山兩軍
事 駐 軍 陸 路 連 貫 支 援 的 戰 略 公 路。 根 據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2018 年 4 月 3 日 公 佈， 證 實 青
洲 山 上 東 南 西 北 四 周 至 今 仍 存 在 逾 十 個 完 好 的
軍 用 設 施（ 作 者 按： 包 括 青 洲 山 上 八 個 VA 碉
堡， 兩 個 VO 瞭 望 台， 以 及 更 亭、 戰 壕 等  ）
（圖 16－18）。這一公佈，顯示了特區政府對
保 育 青 洲 山 文 化 遺 產 工 作 邁 開 了 新 的 一 步（ 圖
19）。

回 顧 四 百 年 青 洲 島 物 業 的 史 實， 正 展 示
了 一 幅 寬 宏 的 歷 史 畫 卷（ 圖 20）， 今 後， 在
保 育 和 保 護 青 洲 山 文 化 遺 產 的 同 時， 也 要 規 劃
好 青 洲 山 未 來 的 發 展 前 景。 相 信 一 個 美 麗 的、
具 有 深 厚 文 化 歷 史 底 蘊 的 青 洲 山 物 業， 將 會 成
為 澳 門 新 地 標， 成 為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新 景 點， 一
定 能 為 澳 門 經 濟 文 化 發 展 帶 來 燦 爛 與 輝 煌（ 圖
21）。

由 於 李 瀚 章 的 昏 庸， 被 葡 人 看 穿 他 對
澳 門 界 務 態 度 漫 不 經 心， 以 三 年 之 速 築 成
連 接 青 洲 與 蓮 花 莖 的 路 堤， 造 成“ 既 成 事
實 ”。 青 洲 與 澳 門 半 島 連 成 一 體， 將 青 洲 變
成 澳 門 半 島 的 一 部 分， 形 成“ 陸 連 島 ”（ 圖
8）。 從 此， 島 嶼 綠 洲 的 原 生 態 遭 到 破 壞。 

《 澳 門 地 理 》 一 書 這 樣 描 述 青 洲 島：“ 島
連 島， 陸 連 島 的 複 式 陸 連 島 現 象， 是 澳 門 地 形
一 個 十 分 有 趣 的 特 徵。 青 洲 山 原 來 也 是 一 個 小
島， 後 來 在 天 然 與 人 工 的 堆 積 作 用 下， 才 與 澳
門 半 島 相 連， 成 為 陸 連 島 上 的 陸 連 島， 故 又 叫
複式陸連島。” 25

青 洲 島 原 來 與 拱 北 一 河 之 隔 的 鴨 涌 河， 河
道逐漸收窄。1914 年，澳葡政府擬訂《填海築
港規劃》，“準備開築一條青洲運河，貫通內、
外 港， 在 1927 年 的 澳 門 地 圖 上 還 有 這 條 計 劃
中 的 運 河 位 置。 後 來， 因 工 程 量 較 大 和 經 費 不
足而取消。”（見 1983 年 3 月 2 日《澳門日報》
第 三 版 ）。 若 當 年“ 青 洲 運 河 ” 修 築 了， 料 可
解 决 內 港 珠 江 河 水 和 外 港 海 水 的 流 通， 減 少 澳
門內港填海的低窪地區逢大雨水淹的苦况。

不 久， 澳 葡 軍 隊 陸 續 駐 防 青 洲 山， 葡 屬 安
哥 拉、 莫 桑 比 克 等 非 洲 黑 人 士 兵 陸 續 調 派 到 青
洲山。澳葡政府將青洲列為邊防“禁區”。

青 洲 的 原 居 民， 要 憑 澳 葡 政 府 發 給 的 銻 造
圓 牌 出 入“ 禁 區 ”（ 圖 9）。 圓 牌 上 有 着 代 表
個 人 身 份 的 編 號。 若 有 居 民 進 入 青 洲 探 親 訪 友
或 工 作， 需 經 由 小 更 亭 的 當 值 警 察 核 對 原 申 請
人的資料及照片（俗稱“人情紙”或“行街紙”）
方可進出（圖 10、11）。那段時期的青洲山，
成為澳門市民心中的“軍事禁區”（圖 12），
不敢隨便前往。年復一年，變成神祕的山。

為 甚 麽“ 私 家 地 物 業 ” 突 然 成 為 閒 人 免 進
的“ 軍 事 用 地 ”？ 不 少 學 者 和 市 民 也 對 青 洲 山
的 山 體 情 況 產 生 了 疑 惑： 當 年 葡 萄 牙 政 府 有 沒
有 發 出“ 軍 事 用 地 ” 的 憲 報 或 公 告？ 既 然 是 政
府 行 為， 向 教 會 租 地 的 面 積 有 多 大？ 租 金 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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