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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太 長。 而 且， 外 來 作 家 也 較 少 同 時 經 歷 後 兩
個 時 期。 相 反， 本 土 作 家 則 多 以 澳 門 為 主 要 的
居 住 和 生 活 之 地， 因 此 他 們 與 澳 門 共 生 共 榮，

當 然 也 共 同 經 歷 苦 難。 此 外， 部 分 出 生 於 清 末
的 澳 門 本 土 作 家， 他 們 一 生 同 時 經 歷 了 後 兩 個
時 期。 甚 或 可 以 說， 在 後 兩 個 時 期 的 澳 門 文 學
創作繁榮中，本土作家堪稱中流砥柱。

從 作 家 的 組 織 而 言， 明 末 清 初 的 外 來 作 家
往 往 單 獨， 或 三 兩 人 成 行， 沒 有 甚 麼 固 定 的 組
織。 而 在 後 兩 個 時 期， 因 為 詩 社 活 動 的 繁 榮，

所 以 無 論 是 外 來 作 家， 還 是 本 土 作 家， 都 或 鬆
散 或 緊 密 地 呈 現 出 一 定 的 組 織 性。 如 按 照 文 學
創 作 形 式 來 細 分 的 話， 詩 社 組 織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新 詩、 舊 體 詩 詞 兩 大 類 型 的 社 團。 有 趣 的 是，

無 論 外 來 作 家， 還 是 本 土 作 家， 澳 門 的 詩 社 創
作大都以舊體詩詞為主。

在 眾 多 的 澳 門 本 土 作 家 中， 民 國 初 年 出 現
的“ 雪 社 ” 詩 人 群 體， 可 以 說 同 時 具 備 了 以 上
所 說 的 三 個 特 點。 他 們 長 期 生 活 在 澳 門， 並 對
澳 門 的 政 治、 社 會、 教 育 等 諸 多 個 方 面 產 生 了
不 少 的 影 響。 而 且， 他 們 的 詩 詞， 甚 至 新 詩 的
創 作， 為 澳 門 文 學 創 造 了 豐 碩 的 成 果， 也 開 創
了新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澳門為家，

在 澳 門 文 學 的 發 展 歷 程 中， 有 三 個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時 期： 明 末 清 初， 清 末 民 初， 抗 戰 時
期。也就是說，每當中國內地因發生政權更迭，

或 外 敵 入 侵 而 產 生 社 會 動 盪 之 時， 澳 門 文 學 多
會 受 到 較 大 的 影 響， 甚 至 出 現 創 作 的 高 峰， 正
所謂“ 國家不幸詩家幸， 賦到滄桑句便工 ” 1。

相 對 於 明 末 清 初， 後 兩 個 時 期 又 有 一 些 顯 著 不
同 的 特 點。 從 作 家 的 身 份 而 言， 明 末 清 初 時，

一 些 內 地 詩 人， 尤 其 是 廣 東 籍 詩 人， 因 各 種 不
同 的 原 因 南 下 澳 門， 掀 起 了 澳 門 文 學 創 作 的 第
一 個 高 潮， 因 此 或 可 以 說 它 主 要 是 由 外 來 作 家
所 造 成 的。 但 自 清 代 雍 乾 時 期， 澳 門 本 土 作 家
開 始 出 現， 並 且 逐 漸 產 生 了 一 定 的 影 響 力， 至
晚 清 民 國 更 加 大 量 湧 現， 所 以 後 兩 個 澳 門 文 學
創 作 的 高 潮， 不 再 是 外 來 作 家 的 獨 唱， 而 是 澳
門本土作家與外來作家的合奏。

從 作 家 的 經 歷 而 言， 外 來 作 家 大 多 往 來 於
內 地 與 澳 門 之 間， 因 此 在 明 末 清 初 之 時， 外 來
作 家 往 往 只 在 澳 門 停 留 一 段 很 短 的 時 間。 就 算
是 在 後 兩 個 時 期， 外 來 作 家 也 只 是 以 澳 門 作 為
避 難 之 所， 或 中 轉 之 地， 因 而 逗 留 的 時 間 也 不

摘   要  澳門的近現代文學中，“雪社”詩人群體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標誌性意義。

他們以本土作家的身份參與澳門的文學活動和創作，組織詩社，創辦《詩
聲》月刊，出版《雪社詩集》，並且首開澳門新詩創作的先河。他們的出
現，進一步彰顯了澳門文學中的本土性特點。他們以詩詞歌哭社會，暢
抒人生的同時，又以筆為槍，反抗侵略，書寫民族正氣，張揚華夏正氣。

他們的作品以至生命的犧牲，充分地反映了澳門兒女的家國情懷和熱血壯
志，為澳門人所樹立的不僅是文學的典範，更是人格的典範，一個個高大
的中國人的典範。

關鍵詞  澳門文學；雪堂詩社；雪社；馮秋雪；梁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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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他 們 的 創 作 又 具 有 濃 烈 的 家 國 情 懷， 反 映 了
澳 門 人 的 真 實 心 聲。 對 於 這 樣 的 一 個 澳 門 本 土
作 家 群 體， 實 應 充 分 重 視 和 深 入 研 究， 以 揭 示
澳 門 文 學 中 的 一 個 核 心 要 素， 即 澳 門 人 的 文 學
創作和價值。

一、“雪社”詩人群體的出現、發展與消散

“ 雪 社 ” 是 由 馮 秋 雪 在 1925 年（ 乙 丑
年 ） 時“ 重 組 ” 的， 它 的 社 員 包 括 馮 秋 雪

（1892 ─ 1969）、馮印雪（1893 ─ 1964.12.11）、

趙連城（1892 ─ 1962.10.11）、黃沛功（1869 ？

─ 1939）、梁彥明（1885 ─ 1942.12.24）、劉君
卉（1892 ─ 1976）和周佩賢（？─？）七人。由於
“雪社”的社員大都是澳門的本土人士，所以特別

受到研究者的關注。2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雪
社”之前，馮秋雪等人已經組織成立了雪堂詩社。

（一）“雪堂詩社”與《詩聲》月刊

《 雪 社 第 一 集 》 前 有 黃 沛 功 寫 於“ 乙 丑 五
月”的《敘》，曾對“雪堂”有所敘述：

馮子秋雪，曩在澳門，倡設雪堂詩

社，月刊《詩聲》一冊，同社詩外，附以

詩話、詞話、筆記、叢拾種種。……憶丁

巳除夕，余始獲交秋雪，一見歡如平生，

因並識其夫人趙連城，暨乃弟印雪。諸社

友復時相過從，觴詠為樂，自是倡和稠疊

者三年。秋雪嗣以開辦佩文學校，校務繁

圖 1. 《詩聲——雪堂月刊》第一卷第一號（圖片來源：作者供
圖） 圖 2.《雪社詩集》第一集（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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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亦以先後就鳳山、東山兩校教席，

心勞跡阻，吟興頓減。社友星散，夦獲聚

首。蓋相思相望，唱酬寥寥者又三年矣。

今夏，秋雪發願重組詩社，仍以雪名。喜

得梁子哲士、劉子君卉、周女士佩賢聯翩

加入，而茲社乃復成立。3

過 往 由 於 資 料 的 缺 失， 所 以 學 界 對“ 雪 堂 ” 的
情況知之甚少。2016 年，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
將澳門博物館所藏的《詩聲——雪堂月刊》四卷
46 期、《 雪 社 詩 集 》（ 五 種 ） 及《 綠 葉 —— 雪
社 叢 書 之 一 》 等 的“ 雪 堂 ” 和“ 雪 社 ” 資 料 影
印 刊 佈。 如 再 結 合 馮 秋 雪、 趙 連 城 的 一 些 回 憶
性 文 字， 基 本 上 可 以 還 原“ 雪 堂 ” 當 年 活 動 的
大致情況。

約 在 清 光 緒 三 十 一 年（1905 年 ）， 馮 秋
雪、馮印雪、趙連城入讀澳門培基兩等小學堂。

當 時， 培 基 學 生 的 革 命 情 緒 日 趨 激 烈， 後 來 同
盟 會 在 澳 門“ 白 馬 行 街 釣 魚 台 的 一 座 三 層 大 樓
成立了‘濠鏡閱書報社’”。馮秋雪、馮印雪、

古 桂 芬、 區 韶 鳳、 何 國 材 和 趙 連 城 等 加 入 同 盟
會， 馮 秋 雪、 趙 連 城 等 人 積 極 參 與 革 命 活 動。

辛 亥 革 命 成 功 後， 趙 連 城 還 曾 參 加 光 復 石 龍，

進軍廣州等行動。 4 而民國成立後，各地同盟會
組 織 無 形 中 日 趨 解 體。 馮 秋 雪 曾 說：“ 澳 門 方
面 也 不 例 外， 原 日 領 導 人， 皆 先 後 離 去，‘ 濠
鏡 閱 書 報 社 ’ 不 久 亦 結 束。 留 澳 的 當 地 同 盟 會
幾位會員，便在澳門組織了一個‘雪堂詩社’，

寄情吟詠，不談政治。” 5 至於“雪堂”的創始
時間，或在 1913 年 7 月前後。 6 據馮秋雪的回
憶，“ 雪 堂 ” 成 立 之 初， 社 友 主 要 是 七 位 留 澳
的 同 盟 會 會 員， 他 們 分 別 是 古 桂 芬、 區 韶 鳳、

周 樹 勳、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趙 連 城、 何 國 材。

後來人數不斷增加，至少有 20 人以上。“雪堂”

的 社 友 多 為 澳 門 的 青 年， 其 中 不 少 是 馮 秋 雪、

馮印雪、趙連城三人的親戚和師友。 7 他們形成
一個內部較為緊密，而又時有聚散的文學團體。

而“ 雪 堂 ” 的 主 要 活 動， 包 括 雅 集、 暢 遊、 聚
飲、 詩 課， 以 及 編 輯《 詩 聲 》 月 刊 等。 雅 集 不
定期舉行，但多見於除夕、清明、中元、中秋、

重 陽 等 重 要 節 日； 暢 遊、 聚 飲 則 多 選 擇 在 澳 門

南 灣、 杏 花 村 酒 家、 鳳 城 仙 館 等 處， 以 及 各 個
社友的家中。

至於《詩聲》，原名《雪堂月刊》，後以“詩
聲”為正式刊名，而以“雪堂月刊”為副稱。《雪
堂 月 刊 》 的 創 刊 時 間 為（ 民 國 ）“ 四 年 七 月 一
日”8，即 1915 年 7 月 1 日。直至 1920 年 6 月，

《詩聲》一共出版了四卷 46 期。關於《詩聲》

的創刊宗旨，《雪堂求助小啟》曾云：

六籍首詩，由來尚矣。至於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前人

之歸功於詩者尤眾。后世詩學寖微，風俗

人心亦隨之而日下，徒欣歐化，敝屣宗

邦，而吾四千年之國粹，竟胥淪於冥冥

中。吁！國粹既亡，國將不國矣。敝同人

有慨乎此，爰集同志，組織詩社於澳門，

名曰“雪堂”。其始不過召集同志，以相

唱酬，月夕花朝，藉鳴天籟。迄乙卯之夏，

遂公諸世，刊月報曰《詩聲》。內容專究

詩詞，並徵佳什，以維國粹，庶免詩亡。9

可 見《 詩 聲 》 的 出 版， 主 要 是 因 為 馮 秋 雪 等 人
在 現 實 上 頗 感 失 望， 轉 而 希 企 藉 着 詩 詞 吟 詠 在
澳門宣傳國粹，維持風教。

《 詩 聲 》 主 要 刊 載“ 雪 堂 ” 社 友 的 文 學 作
品（ 詩 詞 或 專 欄 文 章 ）， 其 中 以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兩 人 的 數 量 最 多。 後 來 也 有 一 些 外 來 投 稿，

但 仍 以“ 雪 堂 ” 社 友 的 作 品 佔 主 體 部 分。 在 眾
多作品中，有一個部分特別值得注意，就是《詩
聲 》 大 體 記 錄 了“ 雪 堂 ” 的“ 詩 課 ” 情 況， 以
及 刊 載 了 部 分“ 詩 課 ” 作 品。“ 雪 堂 ” 的“ 詩
課”，又稱“月課”。從《詩聲》的記載可知，

約自 1913 年起，至 1919 年止，“詩課”前後
共 48 次。 初 始 之 時， 每 月 一 次， 立 題 限 體，

相 互 唱 和， 並 以“ 匯 卷 ” 的 形 式 印 發。 後 來，

由 於 社 友 忙 於 他 事， 不 暇 交 卷， 所 以“ 月 課 ”

改為“季課”。目前“詩課”的匯卷已不可見，

但《 詩 聲 》 的《 雪 堂 覆 瓿 集 》 卻 刊 有 不 少“ 詩
課 ” 的 作 品， 為 後 人 了 解“ 雪 堂 ” 詩 詞 保 留 了
珍貴的材料。《詩聲》出版到第四卷第十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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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然而止；同時，“雪堂”的活動也逐漸減少，

甚至趨於停頓。

（二）“雪社”活動與消散

約 在《 詩 聲 》 停 刊、“ 雪 堂 ” 活 動 停 頓 後
的 三 四 年， 馮 秋 雪 重 組 詩 社， 仍 用“ 雪 ” 名，

稱 為“ 雪 社 ”。 上 引 黃 沛 功 的《 雪 社 第 一 集·

敘》，對於“雪社”的重組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 雪 社 ” 的 發 起 人 與“ 雪 堂 ” 相 同， 皆 為 馮 秋
雪，不過具體情況則有些不同。《雪社第一集》

的扉頁有一個“同社人名”，內容如下：

南海 馮秋雪 號西谷

南海 馮印雪 號乙庵

中山 黃沛功 號心陶閣主

新會 梁彥明
字哲士，號臥雪，又號天
台山人

番禺 劉君卉 字草衣，號抱雪

中山 周佩賢 號宇雪

中山 趙連城 號冰雪

由 此 可 見，“ 雪 社 ” 是 在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趙
連 城 三 人 上， 再 加 上 黃 沛 功、 梁 彥 明、 劉 君 卉
和周佩賢四人，合共七人組成的。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雪 社 ” 是 在“ 雪 堂 ”

的 基 礎 上 重 組 的， 不 過 兩 者 間 的 差 別 也 是 明 顯
的。 如“ 雪 堂 ” 的 社 址 和 通 訊 處 主 要 設 在 深 巷
十 八 號 的 馮 秋 雪 家； 而“ 雪 社 ” 的 通 訊 處 則 先
後設在“澳門紅窗門佩文學校” 10“澳門崇實中
學” 11。馮秋雪時任佩文學校校長，而梁彥明則
是 崇 實 中 學 校 長。 又 如，“ 雪 堂 ” 出 版 詩 課 匯
卷、《詩聲》月刊等，而“雪社”則只出版《雪
社 詩 集 》《 雪 社 叢 書 》。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雪
堂”歡迎各方詩詞愛好者加入，積極發展詩社，

因 此 社 友 人 數 不 斷 擴 大； 而“ 雪 社 ” 則 由 始 至
終都是七人，且具體社員也沒有任何變動。

另 一 方 面， 社 友 的 身 份 和 居 住、 活 動 地 也

有 一 定 的 變 化，“ 雪 堂 ” 社 友 的 社 會 身 份 複 雜
多 樣， 且 身 處 澳 門、 香 港、 廣 州， 以 至 日 本 等
各 地， 從 事 各 行 各 業 的 工 作； 而“ 雪 社 ” 社 員
的 身 份 則 較 為 單 純， 基 本 上 均 為 澳 門 各 校 的 校
長 和 教 師， 除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趙 連 城、 梁 彥
明外，黃沛功是澳門翰華學校校長，12 周佩賢是
澳門淑賢女校校長，13 劉草衣曾在澳門創辦智渡
學校。14 因此或可以說，“雪社”基本上是一個
由澳門教師組織而成的詩社。

“雪社”的主要活動與“雪堂”基本一致，

即 每 月 有 定 期 的 聚 會 和 設 題 吟 詠； 但 不 再 出 版
社 刊， 而 是“ 稍 變《 詩 聲 》 體 例 ”， 改 為 出 版
仝人詩詞集——《雪社詩集》。《雪社詩集》前
後一共五種。前三種均以“雪社”為名，15 第四
集名為《雪花》，第五集名為《六出集》。此外，

“ 雪 社 ” 還 出 版 了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趙 連 城 的
詩詞、新詩合集《綠葉》。16“雪社”改變了“雪
堂 ” 時 對 作 品 出 版 的 方 式， 使 得“ 雪 社 ” 的 文
學 形 象 更 為 豐 滿 和 突 出。 而 這 些 詩 詞 集 從 一 個
側 面 反 映 了 澳 門 在 二 十 世 紀 二 十 至 三 十 年 代 的
文學狀況，是十分珍貴的文學史料。

導 致“ 雪 社 ” 活 動 停 頓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1927 年， 國 共 合 作 破 裂，12 月 共 產 黨 在 廣
州 起 事 失 敗， 部 分 共 產 黨 人 與 革 命 進 步 分 子 逃
至 港 澳； 而 抵 澳 者， 多 在 佩 文 學 校 藏 匿。 馮 秋
雪 接 受 了 楊 甫 章 的 建 議， 擴 大 學 校， 增 設 中 學
部， 以 安 排 革 命 同 志。 同 時， 馮 秋 雪、 趙 連 城
夫 婦 又 協 助 楊 甫 章 將 革 命 刊 物《 紅 旗 》《 農 工
小 報 》， 帶 往 國 外 印 刷， 並 由 趙 連 城 負 責 寄 回
香港。他們的活動招致國民黨在澳特務的注意，

通過澳葡政府監視佩文學校，並且扣押馮秋雪。

趙 連 城 求 助 於 謝 英 伯， 才 把 坐 了 九 天 牢 的 馮 秋
雪 救 出。 從 此 之 後， 佩 文 學 校 學 生 人 數 大 減，

難 以 維 持。 趙 連 城 也 只 得 離 開 澳 門， 在 朋 友 的
幫 忙 下， 先 後 任 廣 西 梧 州 公 署 職 員、 粵 桂 閩 區
統稅局職員、農林局職員等。17 趙連城曾有《客
梧州中秋有感》（二首）《從政農林，行將三載，

書此自嘲 》 18，即是此一段時間內在梧州等地的
詩作。佩文學校事件，使得馮家頻於應付，自然
難免影響到“雪社”的活動，因此“雪社”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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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處也不得不由佩文學校改為崇實中學。

而 在《 六 出 集 》 出 版 之 後，“ 雪 社 ” 的 活
動 可 謂 基 本 停 頓， 這 裡 有 主 觀 和 客 觀 的 原 因。

主 觀 方 面， 在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末 至 四 十 年 代
初， 周 佩 賢 已 經 遠 赴 夏 威 夷， 而 劉 君 卉 也 移
居 香 港。 客 觀 方 面，1937 年 7 月 7 日， 蘆 溝
橋 事 變 爆 發， 日 本 全 面 展 開 對 華 侵 略；1938
年 10 月， 廣 州 淪 陷， 日 軍 佔 領 了 廣 州 及 外 圍
的 地 區。 當 時， 日 本 特 務 橫 行 澳 門， 瘋 狂 殘 害
同 胞。 早 在 抗 戰 前 夕， 中 山 大 學 校 長 鄒 魯 夫 人
梁 定 慧 在 廣 州 舉 辦 廣 東 婦 女 習 藝 所， 聘 趙 連 城
為 教 務 主 任； 抗 戰 初 期， 梁 定 慧 組 織 中 山 大 學
戰 地 服 務 團， 積 極 為 抗 日 進 行 宣 傳 和 籌 款， 連
城 應 邀 參 加， 馮 秋 雪 則 任 服 務 團 駐 香 港 辦 事 處
主 任。 廣 州 淪 陷 之 後， 秋 雪、 連 城 一 家 避 居 香
港；1942 年 12 月 25 日， 香 港 繼 陷， 秋 雪、

連 城 恥 當 亡 國 奴， 遂 攜 全 家 步 行 歸 國。 秋 雪 一
家 由 惠 州 轉 老 隆， 再 到 曲 江， 旋 入 桂 林， 沿 途
典 賣 衣 物 書 籍， 賴 以 度 日。 不 久， 衡 陽 會 戰 爆
發，桂林疏散，秋雪一家逃至昭平；未及半年，

日 寇 逼 蒙 山， 昭 平 疏 散， 再 遷 森 聰 村， 直 至 日
寇 投 降， 秋 雪、 連 城 才 行 返 穗。 19 馮 印 雪 則 於
1935 年赴越南，任教於河內中華中學， 20 約於
1937 年 返 廣 東， 而 在 回 澳 之 後， 由 於 時 局 艱
難，隱居不出。

抗 戰 期 間， 梁 彥 明 在 澳 門 積 極 從 事 各 種 抗
日 宣 傳 活 動 和 工 作， 惹 起 在 澳 的 日 本 特 務 極 度
仇 恨。1942 年 12 月 24 日 夜， 梁 彥 明 在 龍 嵩
街崇實學校門外遇刺，延至 29 日身亡， 21 享年
五 十 六 歲， 後 被 國 民 政 府 譽 為“ 澳 門 華 僑 殉 難
之第一人”。22 此外，黃沛功亦於早前逝世。23

在 國 難 當 頭 之 際，“ 雪 社 ” 仝 人 或 散 或 亡， 已
經 無 法 聚 會， 更 遑 論 說 詩 談 藝 了。 24 在 澳 門 近
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團體——“雪社”，至
此可謂風流雲散，不復存在了。

二、“雪社”詩人群體在澳門文學上的價值與
意義

“ 雪 社 ” 詩 人 群 體 不 僅 為 澳 門 近 現 代 文 學

創 造 了 豐 富 的 作 品， 開 拓 了 新 的 文 學 領 域； 而
他 們 的 本 土 作 家 身 份， 也 使 得 其 在 澳 門 文 學 上
顯現出特別重要的價值與標誌性的意義。

（一）澳門的本土和外來詩人

澳 門 文 學 的 發 端， 一 般 認 為 是 明 代 重 要 劇
作 家 湯 顯 祖 所 作 的 幾 首“ 澳 門 詩 ”。 當 然， 對
於 湯 顯 祖 是 否 曾 經 到 過 澳 門 半 島， 目 前 尚 有 討
論， 未 能 定 讞。 不 過， 湯 顯 祖 確 實 到 過 廣 東 香
山縣，並與當時的外國商人有過接觸。他的《香
山 驗 香 所 采 香 口 號 》《 香 嶴 逢 賈 胡 》《 聽 香 山
譯 者 》（ 二 首 ） 等 詩， 就 屬 於 較 早 描 寫 澳 門 的
文 學 作 品。 25 隨 着 澳 門 開 埠， 經 濟 日 益 發 展，

明 朝 清 初 士 人 多 有 蒞 澳 者， 如 張 穆、 吳 歷、 陸
希 言 等， 他 們 皆 寫 下 了 有 關 澳 門 的 詩 文， 塑 造
了早期澳門的文學形象。清朝開國後，一方面，

一 些 明 遺 民 如 屈 大 均、 釋 跡 刪、 韓 鵠 等， 皆 有
澳 門 之 遊， 在 謳 歌 風 物 之 餘， 寄 託 亡 國 之 思；

另 一 方 面， 清 廷 的 官 員 如 杜 臻、 劉 世 重、 汪 後
來 等 也 都 曾 來 過 澳 門， 而 其 中 最 為 重 要 的 是 第
一 任 和 第 三 任 廣 州 府 澳 門 海 防 軍 民 同 知 印 光
任、 張 汝 霖。 他 們 兩 人 不 僅 在 澳 門 寫 下 了 不 少
的 詩 作，26 更 合 撰 了 第 一 部 也 是 惟 一 一 部 的 澳
門史志之作——《 澳門記略》 27， 成為後世了解
和研究澳門的重要著作。

此 後， 澳 門 迎 來 絡 繹 不 絕 的 客 人， 也 擁 有
了 越 來 越 多 的 優 秀 詩 篇。 由 於 這 些 作 者 多 是 宦
澳、 遊 澳 之 人， 所 以 眾 多 研 究 者 在 評 論 澳 門 文
學 時， 往 往 從 澳 門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歷 史 發 展
的 角 度 着 眼， 認 為 澳 門 人 文 基 礎 薄 弱， 文 學 發
展缺乏“草根性”，表現出明顯的“植入”特點。

如劉登翰曾指出：自晚明以降至民國初年，澳門
文學的創作者，不外乎以下四種人士：1. 遁跡避
難的前朝遺民；2. 宦 旅澳門的官員；3. 四 方來
澳遊歷設席的文士；4. 皈依基督前來澳門學道的
漢族教徒，其中不乏文人學士。28 此種觀點幾乎
已 成 為 了 澳 門 文 學 研 究 者 的 共 識， 然 而 事 實 恐
非 如 此。 澳 門 本 土 士 人 的 文 學 創 作，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至 清 代 雍 乾 年 間， 而 標 誌 性 人 物 則 是 當 時
澳門望廈的趙氏族人。



論“雪社”與澳門近現代文學       鄧駿捷

澳門文學與藝術

732021年•第111期•文化雜誌 RC

如 澳 門 趙 家 的 早 期 人 物 趙 同 義， 字 鏡 江，

本 為 香 山 縣 人。 先 祖 原 籍 浙 江 浦 江。 明 洪 武 年
間， 趙 彥 方 擔 任 香 山 知 縣， 卒 於 任 內， 後 人 定
居 香 山。 崇 禎 年 間， 趙 彥 方 後 人 中 的 一 支 遷
居 澳 門， 歷 六 世 至 趙 封 石， 在 清 道 光 二 十 年
（1840 年）於澳門望廈村建設趙氏家廟。趙同
義 擅 詩， 後 人 輯 有《 鏡 江 公 詩 稿 》（ 抄 本， 澳
門 博 物 館 藏 ）。 今 有《 臘 日 登 海 覺 寺 》 詩 刻 於
澳 門 媽 閣 廟 山 石， 詩 云：“ 地 盡 東 南 水 一 灣，

嵌 空 奇 石 闢 禪 關。 虎 門 雲 送 千 帆 白， 雞 頸 輪 昇
萬 壑 殷。 迴 磴 人 拖 單 齒 屐， 摩 崖 誰 勒 有 名 山。

（ 山 上 有 石 高 數 仞， 刻“ 海 覺 ” 二 字。） 此 來
不 覺 春 歸 早， 笑 指 梅 花 試 一 攀。”29 趙 同 義 後
人趙元輅（1739—1781），字任臣，號九衢。

元輅善詩文，著有《自警日記》及《觀我集》。

他參加了鄉試，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丁
酉 科 第 十 八 名 舉 人， 是 澳 門 歷 史 上 的 第 一 位 舉
人。可惜趙元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赴

北 京 應 試 時， 卒 於 京 邸， 年 四 十 二。 30 另 一 位
趙 氏 族 人 趙 元 儒（ 號 半 農 ）， 自 幼 聰 穎， 勤 奮
好 學， 有《 次 張 太 守 石 壁 原 韻 》（ 四 首 ）， 由
其子趙允禧刻於媽閣廟山石之上。

嘉慶六年（1801 年），元輅之子趙允菁（字
孔 堅， 號 筠 如，1768—1834）， 成 為 辛 酉 科
第 四 名 舉 人， 擔 任 廣 東 始 興 縣 訓 導。 趙 氏 父 子
相 繼 高 中 舉 人， 故 有“ 父 子 登 科 ” 的 美 譽。 趙
允 菁 今 存 有《 重 修 澳 門 望 廈 村 普 濟 禪 院 碑 記 》

《 重 修 媽 祖 閣 碑 記 》《 書 澤 堂 文 稿 》 等。 趙 允
菁 長 年 以 教 育 為 業， 未 出 仕 前 即 在 澳 門 辦 有 學
塾，後又在香山縣鳳山書院任主講，門人甚多。

道光六年（1826 年），允菁出任始興教諭，並
任文昭書院山長；道光八年（1828 年），任越
華書院院監；道光十三年（1833 年），授連平
學 正， 以 道 里 迢 遠 不 就， 又 改 授 翰 林 院 典 簿。

此 外， 趙 允 菁 還 作 為 地 方 鄉 紳 參 加 了 清 政 府 對

圖 3. 馮秋雪《秋音甲稿》（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圖 4. 馮秋雪《甲申夏詞》附《女樓詞》（圖片來源：作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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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管理，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香山
縣 官 員 曾 派 趙 允 菁、 監 生 葉 恆 澍 會 同 地 保 清 查
澳 葡 私 佔 官 地 的 情 況， 可 見 趙 家 在 當 時 澳 門 華
人 中 的 地 位 和 影 響 力。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趙 氏 族
人 開 啟 了 澳 門 本 土 士 人 的 文 學 創 作 風 氣， 形 成
了 本 土 和 外 來 人 士 共 同 構 築 的 澳 門 文 學 圖 景。

此 外， 從 今 所 見 的 趙 氏 族 人 作 品， 除 了 有 關 澳
門 風 物 的 題 材 外， 也 有 個 人 所 思 所 感 之 作。 那
就 使 得 澳 門 文 學 的 內 涵 更 加 豐 富， 更 能 展 示 出
作為澳門本土作者的獨特性。

清 中 葉 以 後， 澳 門 本 土 詩 人 不 絕 如 縷。 逮
至 鴉 片 戰 爭 之 後， 清 廷 面 對 外 國 列 強 的 挑 戰，

國勢動搖不穩；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藉機發展，

擴 大 佔 領 之 地。 而 澳 門 與 內 地 的 往 來 也 日 益 頻
繁， 文 士 間 的 互 動 推 動 着 文 學 的 發 展， 魏 源、

何 紹 基、 康 有 為、 潘 飛 聲、 丘 逢 甲 等 著 名 人 物
紛 紛 到 訪 澳 門， 並 留 下 了 重 要 的 詩 篇。 至 於 澳
門 的 名 人， 則 非 被 譽 為 近 代 最 早 具 有 完 整 維 新
思想體系的理論家鄭觀應莫屬。鄭氏世居澳門，

鄭 觀 應 不 僅 著 有《 盛 世 危 言 》， 更 有 不 少 關 於
澳 門 的 詩 篇。 而 在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一 些 清 遺 民
如 汪 兆 鏞、 吳 道 鎔、 張 學 華 等 南 下 澳 門。 他 們
在 澳 門 結 社 吟 詠， 既 抒 發 亡 國 之 痛， 也 哀 歎 傳
統文化的淪亡。汪兆鏞等組成的“蓮峰陶社”，

時 於 張 仲 球 的“ 張 園 ”、 盧 廉 若 的“ 娛 園 ” 進
行 詩 酒 文 會。 後 為“ 雪 堂 ”“ 雪 社 ” 中 一 員 的
黃 沛 功， 也 於 此 時 到 了 澳 門， 並 組 織 了“ 樨 香
詩社”，出版《樨香社草》。31 稍後的二十世紀
三 十 年 代， 由 高 劍 父、 黎 澤 闓、 張 白 英、 張 純
初、 周 貫 明 等 革 命 志 士 組 成 的“ 清 遊 會 ”， 也
開 始 在 澳 門 活 動， 遊 訪 山 水 古 跡， 繪 事 吟 詠。

可 見 當 時 詩 社 的 組 織 發 展 十 分 蓬 勃， 而 詩 社 活
動則更是澳門文壇的一大特色。

但 因 其 時 澳 門 具 有“ 僑 城 ” 和 避 亂 桃 源 的
性質，這些詩社的成員大都屬於來自內地的“僑
民 ”， 故 而 組 織 較 為 鬆 散， 時 聚 時 散。 如 前 所
述，第一個以澳門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學團體，

是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趙 連 城 等 澳 門 同 盟 會 會 員
所創立的雪堂詩社。而“雪堂”出版的四卷 46
期《 詩 聲 》， 可 謂 開 創 了 澳 門 文 學 刊 物 的 出 版

紀 錄。 在“ 雪 堂 ” 消 散 後， 馮 秋 雪 等 人 又 重 組
“ 雪 社 ”，“ 雪 社 ” 前 後 出 版 了《 雪 社 詩 集 》

五種，以及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的《綠葉》。

從“ 雪 堂 ” 到“ 雪 社 ”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可 以 看
到 澳 門 本 土 文 人 的 堅 持 執 着 和 不 懈 努 力。 他 們
的 作 品 表 現 出 強 烈 的 本 土 歸 屬 感， 代 表 着 澳 門
本 土 文 學 的“ 根 ”。 當 然， 民 國 時 由 澳 門 本 土
人 士 所 組 成 的 詩 社 也 非 僅 有“ 雪 堂 ” 和“ 雪
社”，如稍後由梁宏文（號夢枚）、劉世斌（號
臥枚）、李幗眉（號詠枚）、劉紫垣（號仰枚）、

梁 兆 光（ 號 伴 枚 ）、 李 澤 霖（ 號 潤 枚 ）、 梁 錦
泉（ 號 若 枚 ） 組 成 的“ 梅 社 ”， 曾 出 版 有《 梅
社詩集》。

總 之， 澳 門 文 學 的 發 展 並 非 單 純 的“ 植
入 ”， 而 是“ 植 入 ” 與“ 自 發 ” 的 共 生。 而 在
澳 門 文 學 的 本 土“ 自 發 ” 過 程 中， 清 代 初 中 期
的 趙 氏 家 族、 晚 清 的 鄭 觀 應、 民 國 時 期 的“ 雪
社”或可作為代表，尤其是“雪社”詩人群體，

最可說明近現代本土詩人對澳門文學的貢獻。

當 然， 在 此 指 出 澳 門 本 土 士 人 的 文 學 創 作
的 事 實 和 發 展， 並 非 要 否 定 外 來 人 士 的 創 作 對
澳 門 文 學 的 貢 獻， 而 是 要 清 晰 澳 門 文 學 的 各 個
組 成 部 分， 進 而 分 析 各 部 分 的 自 身 特 點， 以 及
相 互 間 的 影 響 關 係， 將 澳 門 文 學 研 究 推 向 更 廣
闊和深入的境地。

（二）舊體詩詞和白話新詩

“ 雪 堂 ” 及“ 雪 社 ” 詩 人 群 體 的 文 學 創 作
手 段 主 要 為 舊 體 詩 詞， 這 從《 詩 聲 》 到《 雪 社
詩 集 》， 以 及“ 雪 社 ” 諸 人 的 詩 詞 集 中 可 以 得
到 證 明。 32“ 雪 社 ” 諸 人 的 詩 詞 作 品， 各 具 特
色， 雖 然 水 平 或 有 參 差， 但 是 大 多 感 情 真 摯、

格 律 嚴 謹， 有 較 高 的 藝 術 價 值。 與 此 同 時， 他
們 為 推 動 中 華 文 化 和 中 國 文 學 在 澳 門 的 發 展 亦
不遺餘力。從《詩聲》不輟地開闢“詩鐘”“詩
格”“詩故”“詩綴”“詩話”“詞話”“詞譜”

等 欄 目，“ 雪 堂 ” 和“ 雪 社 ” 社 員 豐 富 的 詩 詞
作 品， 以 及 馮 秋 雪 後 來 傾 全 力 撰 寫《 宋 詞 緒 》

一 書， 33 皆 可 說 明 他 們 對 以 詩 詞 為 載 體 的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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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熱愛。

另 一 方 面，“ 雪 社 ” 社 員 又 絕 非 抱 殘 守 缺
之 徒， 他 們 不 僅 有 舊 體 詩 詞 的 作 品， 更 有 新 詩
的 創 作， 且 為 澳 門 新 文 學 掀 開 了 序 幕。 過 往 一
般 認 為 澳 門 新 詩 的 發 軔 期 在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末， 鄭 煒 明 曾 指 出 澳 門 最 早 的 一 首 新 詩 作 品，

也 許 可 以 追 溯 到 聞 一 多 先 生 所 創 作 的《 七 子 之
歌 》 之《 澳 門 》。 這 首 詩 是 組 詩《 七 子 之 歌 》

的第一首， 發表於 1925 年 11 月。“ 至於三十
年 代 的 澳 門 中 文 新 詩， 我 們 現 在 能 搜 集 到 的 資
料 仍 然 屈 指 可 數， 大 抵 有 德 亢、 蔚 蔭、 魏 奉 槃
和飄零客等幾位在三十年代末的幾首作品。”34

聞 一 多 雖 然 寫 了《 七 子 之 歌 》 之《 澳 門 》， 但
他 畢 竟 不 是 澳 門 人， 而 且 從 未 踏 足 澳 門。 因 此
陶 里、 莊 文 永 認 為“ 儘 管 澳 門 的 新 文 學 起 於
三十年代，但馳騁澳門文壇數十年的知名人士，

差 不 多 都 有 共 同 看 法， 認 為 澳 門 的 新 詩 起 於
五十年代”35。基於這種認識，劉登瀚曾謂“新
文 學 運 動 在 本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蓬 勃 展 開 的 時 候，

幾 乎 沒 有 在 澳 門 引 起 回 應。 ⋯⋯ 在 本 世 紀 二 十
年代，澳門文壇基本上還是舊文學的一統天下。

其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新 文 學 浪 潮 在 包 括 台 灣 和
香 港 的 中 華 大 地 上 澎 湃 時， 澳 門 卻 誕 生 了 由 馮
印 雪 和 他 的 胞 兄 馮 秋 雪 等 人 創 立 的 第 一 個 舊 體
詩社——雪社” 36。若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澳門
文 壇 基 本 上 還 是 舊 文 學 的 一 統 天 下， 應 是 符 合
歷 史 事 實 的； 甚 至 可 以 說 在 二 十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以 前， 澳 門 文 學 基 本 上 仍 以 舊 體 詩 詞 為 主。 但
若 謂 新 文 學 運 動 在 澳 門 幾 乎 沒 有 引 起 回 應， 澳
門 新 詩 出 現 在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末， 則 肯 定 不
確。 澳 門 的 第 一 首 新 詩 應 是 馮 秋 雪 的《 紙 鳶 》

（擬題），全詩如下：

西風起，紙鳶飛滿天，放哩！放哩！的

聲，鬧成一片。

斜日照着林梢，好一個天氣已涼，時節又

暖。

放紙鳶！放紙鳶！冰姉呀！我要她又高又

遠。

不要和人割，恐怕他折我斷。

執定這線兒，註定那眼兒，空中嗎！任爾

風雲萬變。

紙鳶！紙鳶！你好得意呀！又高又低，又

展又轉。

唉！風來了，雨到了，怎樣好呀？冰姉！

刮喇！刮喇！疏疏！疏疏！――

哎唷！線斷了，紙鳶呢？沒由尋見。

為甚麼弄到這樣呀？

都是他不知為人玩弄，翱翔天空，意滿心

足。

九年一月，秋雪題。37

此詩寫於“（民國）九年一月”，即 1920 年 1
月， 較 聞 一 多《 七 子 之 歌 》 之《 澳 門 》 最 少 要
早 五 年。 而 在 馮 秋 雪、 印 雪 兄 弟 及 趙 連 城 三 人
的 合 集《 綠 葉 》， 共 有 馮 秋 雪 新 詩 七 題 九 首、

馮 印 雪 新 詩 三 題 三 首、 趙 連 城 新 詩 三 題 三 首。

也 就 是 說， 早 在 二 十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初 期， 澳 門
已 經 出 現 了 第 一 首 新 詩、 第 一 批 新 詩 作 品、 第
一 位 創 作 新 詩 的 女 詩 人， 以 及 第 一 個 關 係 密 切
的 新 詩 作 者 群（ 馮 秋 雪、 馮 印 雪 為 兄 弟， 馮 秋
雪、 趙 連 城 為 夫 婦 ）。 可 見 澳 門 新 詩 的 發 軔，

毋 疑 至 少 應 推 前 至 二 十 年 代， 而 馮 秋 雪 等 人 創
作新詩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也是有跡可尋的。38

因 此， 馮 秋 雪 等“ 雪 社 ” 社 員 在 澳 門 新 文 學 上
的 開 創 地 位， 以 至 澳 門 新 文 學 的 早 期 情 況， 顯
得應該重新認識。

不 過， 民 國 時 期， 相 比 內 地 新 文 化 運 動 如
火 如 荼 的 開 展 和 新 文 學 社 團 的 紛 呈， 澳 門 在 文
化 及 文 學 的 演 進 上 顯 得 頗 為 滯 後。 這 一 時 期，

澳 門 詩 人 並 未 有 及 時 匯 入 文 學 革 命 的 突 進 狂
飆，而是仍舊沉浸在古典文學的低吟淺唱之中。

雖 然 馮 秋 雪 等 人 的 新 詩 創 作 掀 開 了 澳 門 新 文 學
的 序 幕， 但 是 他 們 淺 嘗 輒 止， 未 有 繼 續 往 新 文
學 的 道 路 走 下 去， 並 且 此 後 不 再 措 手。 這 裡 既
有 客 觀 環 境 的 原 因， 更 有 他 們 個 人 的 認 識 和 追
求 的 問 題。 另 一 方 面， 從 澳 門 文 學 的 歷 史 長 河
來 看， 即 便 是 二 十 世 紀 後 半 期， 新 詩 在 澳 門 開
始 成 熟 以 至 繁 榮 的 歲 月 裡， 傳 統 詩 詞 的 寫 作 一
直 是 澳 門 詩 壇 的 重 要 方 面， 出 現 了 不 少 作 者 和
作 品； 而 且 新 舊 文 學 的 創 作 從 未 有 過 激 烈 的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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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不 少 作 家 雖 有 所 偏 愛 專 長， 但 也 是 新 舊 文
學 創 作 兩 者 皆 有。 因 此，“ 和 而 不 同 ” 及“ 兼
融 並 包 ” 的 澳 門 文 化 特 質 也 體 現 在 澳 門 文 學 的
創 作 上， 而 這 種 狀 況 既 是 澳 門 文 學 的 現 實， 也
是澳門歷史發展所積澱而成的。

（三）個人情緒和家國之感

文 學 的 一 個 基 本 功 能， 就 是 表 達 作 家 的 個

人 情 緒， 而 詩 詞 作 品 尤 其 適 合 表 達 作 者 內 心 的
幽深情思。《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39“雪社”諸人的詩詞，

不論工拙，皆為真情之表白；不掩飾，不造作，

可 以 說 是 他 們 所 秉 持 的 作 詩 之 旨。 民 國 時 人 范
罕曾云：“詩之聲出於辭，辭發於意，意根於心，

故 詩 者 心 聲 也。” 40 故 此 馮 秋 雪 以“ 詩 聲 ” 命
名《雪堂月刊》，顯然是寄託了他的寫詩宗旨，

而這也是“雪社”詩人群體的共同心態。

圖 5. 馮印雪證書（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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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社 ” 詩 人 群 體 主 要 活 動 在 民 國 時 期 的
澳 門， 而 範 圍 一 般 不 出 今 天 澳 門、 珠 海、 中 山
一 帶。 他 們 大 多 為 中 小 學 的 校 長、 教 師， 在 平
淡 的 教 學 生 活 之 中， 時 常 有 莫 名 的 愁 緒 來 襲。

如馮秋雪的《點絳唇》（送春）詞云：

黯黯風光，碧琅玕外花如雨。新愁如

許。難對東皇語。

似錦年華，總付鶯和絮。憑春去。愁

絲恨縷。漫入眉心住。41

這 不 一 定 是 有 甚 麼 重 大 的 事 情 發 生， 而 只 是 情
感 真 摰 的 詩 人 面 對 生 命 消 逝 的 無 可 奈 何 的 一 種
傷感與哀歎。馮印雪也有一首《送春》詩：

馳睇闌干外，長縈宛轉思。

落紅亂飛處，離恨乍來時。

玉鑑從今掩，珠簾怯自垂。

早知春易去，不忍折花枝。42

詩 中 的 情 感 與 秋 雪 之 詩 也 是 相 同 的。 又 如《 夜
起對月》云：

明月夜夜西流天，無始到今不記年。

壯觀銀盤嵌晶宇，琉璃萬頃心豁然！

四更將轉諸籟滅，眾人入夢安知憐。

風自西南入窗牖，森然寒彩殊無邊。

樓頭月好每難寐，早將孤影相周旋。

久對翻恨東方白，金鳥未上驀朝煙。

清景斯須縱即逝，市聲漸繁我欲眠。43

讀 者 可 能 會 說 他 們 是“ 為 賦 新 詞 強 說 愁 ”， 也
許 是 的； 不 過 有 時 人 生 愁 緒 的 滋 生， 不 一 定 要
有 甚 麼 原 因。《 文 心 雕 龍· 物 色 》 云：“ 春 秋
代 序， 陰 陽 慘 舒， 物 色 之 動， 心 亦 搖 焉。” 44

人與外物之間的互動，是一種作為“情感動物”

所 必 然 擁 有， 而 且 也 必 須 擁 有 的 心 理 和 感 情 需
要，只是詩人往往更容易觸發和表達而已。

除 了 抒 發 個 人 愁 緒 之 外，“ 雪 社 ” 詩 人 群圖 6. 《夏聲》所載梁彦明資料（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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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也 有 不 少 歡 快 之 音。 唐 代 韓 愈 曾 云：“ 歡 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45 而從“雪社”

詩 人 群 體 的“ 歡 愉 之 辭 ” 之 中， 可 以 輕 易 地 發
現 兩 個 重 要 的 主 題： 一 是 社 友 聚 會 的 喜 悅； 一
是 對 美 好 風 光。 如 黃 沛 功 的《 春 夜 南 灣 步 月 同
君卉》：

月色波光一片清，我心還與證空明。

江濤拍岸晚來急，淘盡英雄是此聲。46

這 首 詩 的 描 寫 頗 符 合 澳 門 南 灣 的 景 色， 而 前 兩
二 句 的 空 明 月 色、 清 波 滉 漾， 也 反 映 了 詩 人 們

相 聚 時 的 歡 快 心 情。 澳 門 雖 然 不 大， 甚 至 以 當
時 的 地 理 環 境 而 言， 可 以 說 是 蕞 爾 小 島， 但 是
要 七 位 詩 友 同 時 聚 首 一 堂 也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所 以 社 友 聚 會 之 際， 喜 悅 之 情 時 時 化 之 為
詩。如周佩賢的《遊竹仙洞歸途口占一絕》：

遊遍北山意未休，征車已發尚回眸。

波平風定江如鏡，葉葉輕舟貼水流。47

這 是 他 們 之 間 感 情 純 真 和 睦 的 表 現， 也 是 他 們
在 廛 市 之 中 暫 得 快 慰 的 源 泉 之 一。 另 外， 他 們
也 不 時 結 伴 出 遊， 出 遊 不 一 定 是 七 人， 三 四 人

圖 7. 《梁彦明詩集》民國抄本（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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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五 六 人 亦 有 之。 在 澳 門 的 山 上 岸 邊、 園
林 幽 境， 他 們 以 詩 詞 讚 賞 優 美 的 澳 門 風 光， 抒
寫着對這塊土地的深沉熱愛。

另 一 方 面，“ 雪 社 ” 諸 人 或 多 或 少 地 參 與
過 辛 亥 革 命、 北 伐 戰 爭， 以 及 後 來 抗 日 戰 爭 的
宣 傳 活 動， 梁 彥 明 更 因 在 澳 門 積 極 宣 傳 抗 日 而
遭 日 本 特 務 所 暗 殺。 可 見 他 們 心 懷 家 國， 時 時
惦 記 着 祖 國 和 生 活 在 祖 國 的 人 民， 並 投 身 於 大
時 代 的 洪 流 之 中， 堅 持 與 全 國 人 民 同 呼 吸、 共
命 運， 並 不 以 澳 門 作 為 避 亂 的“ 桃 源 ”。 梁 彥
明曾有一首《勉鄉人》云：

人各自為守，寇來何懼哉。

赴敵諸健兒，君等皆將材。

努力互相助，磨劍日幾回。

賣牛去買刀，禦侮聚輿臺。

亂世廢耕稼，資敵心肝摧。

守此寧焦土，田舍任燼灰。48

梁 彥 明 鼓 勵 鄉 人 奮 勇 抵 禦 日 寇 的 入 侵， 焦 土 抗
敵、毀家紓難也在所不惜。1939 年 7 月 7 日，

澳 門 同 胞 舉 行 集 會， 紀 念 抗 戰 兩 周 年。 席 上 梁
彥明曾賦詩贈諸同志云：

那堪烽火起蘆溝，抗戰於今歲兩週。

天地不仁傷喋血，山河重整待從頭。

艱危搘拄無雙士，勛業還期第一流。

勝利可能操左券，平倭各自有千秋。49

梁 彥 明 既 作 出 如 此 呼 籲， 更 是 身 體 力 行， 最 後
以 個 人 的 鮮 血 和 寶 貴 的 生 命， 實 踐 了 他 對 國 家
民 族 的 熱 愛， 也 使 得“ 雪 社 ” 此 一 澳 門 文 學 社
團 的 愛 國 愛 民 之 心 表 現 得 淋 漓 盡 致， 留 下 永 不
磨滅的人性光輝。

梁 彥 明 壯 烈 犧 牲， 而 馮 秋 雪、 趙 連 城 夫 婦
則 以 詩 作 槍， 在 廣 西 時 慷 慨 悲 歌， 馮 秋 雪 寫 於
甲申（1945 年）除夕的《夜遊宮》云：

萬態瀾翻漏迥。酒闌候、淒涼燈檠。

年事欺人變流景。立多時，背群喧，看斗

柄。

夢斷銅駝冷。望故國、浮雲宵暝。羈

翼寒花漫愁凝（去）。傍簾櫳，盼東君，

來彩勝。50

又如趙連城的《蓮花石》，云：

蓮花石上嵐氣清，蓮花石下潭水明。

山光水色相零亂，石立其間真傾城。

避寇龍平倏五月，驚烽又入荒村氓。

於今見石百感集，彼美胡為在榛荊。

鳥獸嗥音風雪苦，哀哉江壖棄長檠。

天地不仁物芻狗，誰慰失職才士情。

君不見恖懃江水滔滔來石下，湍激如

圖 8. 《劉草衣詩抄》(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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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平鳴。

奈何女媧補天遺此一塊石，萬千劫後

空亭亭。51

其 他“ 雪 社 ” 社 友 也 時 時 不 忘 家 國， 如 劉 草 衣
曾云：

烽逼遠蹤何著處，憂深滄海不知涯。

支殘柱力天將隕，照恃星芒月已虧。

末世撫躬羞命苟，故山懸眼未心離。

一腔氣盪平難際，劍借思憑試吷吹。52

面 對 漫 天 烽 火， 詩 人 憂 心 國 運， 自 已 雖 然 暫 得
安 全， 但“ 故 山 懸 眼 未 心 離 ”， 時 刻 記 掛 着 國
家 和 人 民。 草 衣 之 詩， 全 無 叫 囂 之 習， 然 而 強
烈的愛國情懷不時流露，讀之還是可知可感的。

總 之，“ 雪 社 ” 這 一 以 澳 門“ 本 土 ” 為 特
色 的 詩 人 群 體， 不 僅 思 想 較 為 進 步， 容 易 接 受
新 思 潮， 更 加 支 持 和 參 加 民 族 革 命 活 動。 而 在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雪 社 ” 詩 人 群 體 創 作 了 不 少
弘 揚 民 族 正 氣、 賡 續 中 華 詩 詞 的 愛 國 傳 統 的 作
品，可謂守住文學本真，對澳門詩壇影響深遠。

結語

“ 雪 社 ” 詩 人 群 體 在 澳 門 文 學 史 上 屬 於 一
次 本 土 作 家 的 集 體 展 現， 他 們 的 出 現 將 澳 門 文
學 的 本 土 性 推 向 一 個 新 的 高 度。“ 雪 社 ” 詩 人
既 以 豐 碩 的 詩 詞 作 品 為 主 要 的 創 作 成 果， 又 以
新 詩 創 作 為 澳 門 文 學 開 一 新 局 面， 可 見 他 們 既
有 傳 統 文 化 精 神 的 承 傳， 又 有 新 文 學 的 創 造。

而 在 看 似 複 雜 矛 盾 的 創 作 觀 念 之 下， 卻 有 着 思
想 上 的 統 一 性。“ 雪 社 ” 詩 人 熱 愛 澳 門 這 塊 生
育 他 們 的 土 地， 欣 賞 它 的 善 良 和 美 好， 而 這 塊
土地也塑造了他們的靈魂。與此同時，“雪社”

詩 人 從 未 忘 記 他 們 是 中 華 兒 女 的 一 份 子， 時 刻
心 懷 祖 國 和 同 胞。 每 當 國 家 有 難 之 時， 他 們 毫
不 猶 疑 地 挺 身 而 出， 甚 至 犧 牲 個 人 的 身 家 性 命
也 在 所 不 惜。 他 們 的 作 品 以 及 行 為 出 處， 充 分
地 反 映 了 澳 門 兒 女 的 家 國 情 懷 和 熱 血 壯 志， 為
一 代 一 代 的 澳 門 人 樹 立 了 一 個 典 範， 不 僅 是 文

學的典範，更是人格的典範——一個個高大的中
國人的人格典範。

附： 本 文 為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2018

年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澳門‘雪社’”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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