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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與澳門華商

摘   要 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是十九世紀澳門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極具影響
力的人物。他從1857年與華商共同成立“市集守護隊”起，便逐漸與華
人建立密切的關係。隨着澳門開放闈姓、番攤等博彩項目專營，非難地
為承投的華商出任擔保人，雙方之間更成為利益共同體。1871年，澳門
華商籌款集資建立鏡湖醫院，由非難地創辦的公司“三記行”被列於倡
建值事名單首位，開創土生葡人參與華人社團事務之先河。1893年，非
難地獲葡萄牙王室封為伯爵，省港澳共85名華人商紳聯名向其贈送精美
賀幛，其中包括當時剛到澳門行醫的孫中山。其祝頌詞更透露非難地竭
力斡旋1892年澳門“料半酒大罷市”事件，使澳葡當局避過一場管治危
機，亦使華商對非難地的仗義疏財感恩戴德；即使在非難地身故之後，
華商仍集資鑄造銅像來紀念他。

關鍵詞 三記行；非難地；孫中山；華商；盧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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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難 地 全 名 為 美 拿 年 奴·先 拿·非 難 地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1

是 十 九 世 紀 澳 門 社 會、政 治 和 經 濟 領 域 都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土 生 葡 人。由 其 經 營 的“三 記 行”位
列 1871 年 鏡 湖 醫 院〈倡 建 值 事 芳 名〉碑 記 之
首，這 是 首 度 有 土 生 葡 人 參 與 澳 門 華 人 團 體，
為 澳 門 華 人 社 團 與 澳 葡 當 局“合 作”鋪 墊 基
礎。2 過往學界對非難地與華商的關係未有深入
探 討，筆 者 日 前 翻 閱 澳 門 博 物 館 出 版 的《三 城
記：明 清 時 期 的 粵 港 澳 灣 區 與 絲 綢 外 銷》（以
下簡稱《三城記》）圖冊，3 當中有 1893 年澳
門 華 商 集 體 聯 名 送 贈 非 難 地 的 兩 套 大 型 賀 幛，
孫 中 山 亦 名 列 其 中，可 見 非 難 地 與 華 商 交 誼 匪
淺。此 兩 套 賀 幛 係 新 見 文 物，故 草 此 文 略 作 鉤
沉。

一、受爭議的土生富商：非難地伯爵

非難地 1815 年在澳門出生，是該家族在澳
的 第 三 代。其 祖 父 可 能 是 華 人 進 教 者，從 而 成
為 土 生 葡 人，故 從 傳 世 照 片 可 見 非 難 地 的 相 貌

有 明 顯 的 東 方 特 徵；且 其 家 族 成 員 有 多 位 娶 了
華 人 妻 子，包 括 非 難 地 自 己 的 第 二 任 妻 子（其
家族同樣是華人進教者而成為土生葡人）。4 因
此，筆 者 相 信 非 難 地 能 操 粵 語，與 華 商 溝 通 無
礙。

非難地的早年生活經歷不詳。1846 年，澳
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成 立 了 一 支 臨 時 性 民 兵 隊 伍“澳 門 省 營”
（Batalhão Provincial de Macau），5 非難
地 於 翌 年 出 任 該 營 第 一 連 上 士。亞 馬 留 成 立 這
個“澳 門 省 營”有 特 別 用 意，據 土 生 葡 人 研 究
學者阿馬羅（Ana Maria Amaro）解釋：

這位總督［亞馬留］執政期間，除如

何幫助武裝部隊保護好澳門居民的生命

財產這個問題時常令他絞盡腦汁外，使他

揪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安置本地那

些浪蕩公子、無業人員或遊手好閒人士，

這類人當時數量很大，其中不少或者靠幹

點小活兒得點小收入維生，或者靠不大正

當的手段弄點錢餬口。結果他想出了這一

解決辦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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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市 集 區（即 草 堆 街、營 地 街、
石 閘 門 等 三 街 為 主 的 商 業 區）的 華、葡 商 人 為
保 護 自 身 利 益，自 資 成 立 類 似 保 安 隊 性 質 的
“市 集 守 護 隊”；為 免 守 護 隊 不 受 控 制，澳 葡
當局隨即進行干預，於同年 9 月 29 日刊出法令
對 其 活 動 予 以 規 範，但 保 留 由 市 集 區 商 人 出 資
的 做 法。隨 後，非 難 地 及 華 商 歐 陽 炳（Aion-
Pom）和 王 阿 超（Vom Achao）被 澳 督 任 命
為守護隊籌募經費，並由非難地負責指揮。7 據
說 非 難 地 特 意 替 守 護 隊 從 英 國 訂 購 武 器，並 因
此於 1861 年被葡萄牙政府授予榮譽少校軍銜。
此後，非難地在澳門社會扶搖直上，連續多年成為
納公鈔最多的 40 個人之一，並先後出任救火專
員、中 國 移 民 總 監、仁 慈 堂 值 理 等 職 務，兼 任
暹邏（1863 年）和意大利（1886 年）駐澳領事；
又 於 1871 年 發 起 成 立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教 育 促 進
會。非難地亦獲得多個榮譽，包括獲頒基督勳章
（1865 年）、暹邏白象勳章（1867 年），獲封
“劍與塔榮譽騎士”（1869 年）、“王室貴族
騎 士”（fidalgo-cavaleiro da Casa Real）
及“才華、博愛及高尚銀質獎章”（1871 年）等。
當 然，其 人 生 榮 譽 的 頂 峰 是 獲 葡 萄 牙 王 室 授 予
爵 位，分 別 是 塞 納 - 費 爾 南 德 斯 男 爵（Barão 
de Senna Fernandes，1888 年 10 月 25 日）、8

塞納 - 費爾南德斯子爵（Visconde de Senna 
Fernandes，1890 年 4 月 19 日 ），9 以 及
塞 納 - 費 爾 南 德 斯 伯 爵（Conde de Senna 
Fernandes，1893 年 3 月 16 日）。10 可惜就
在 非 難 地 最 風 光 得 意 之 時，他 在 加 封 伯 爵 不 久
後的 1893 年 5 月 2 日早上 8 時在家中去世。11

在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的 澳 門，非 難 地 不 論
在 社 會、經 濟 以 至 政 治 上，均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被 稱 為“當 時 澳 門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市 民 之
一”。所 謂 譽 之 所 至，謗 亦 隨 之，非 難 地 在
世 時 便 是 個 受 爭 議 人 物，他 曾 在 1869 年 印 發
一 本 只 有 24 頁 的 小 冊 子《向 公 正 市 民 呼 籲》
（Um Apelo ao Publ ico Imparcial）， 歷
數 自 己 為 澳 門 做 過 的 服 務，替 自 己 辯 護。不
過，他 的 受 爭 議 即 使 在 身 後 依 然 不 斷。據 說 澳
門史學大家文德泉蒙席（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曾 看 過 與 非 難 地 同 時 代 的 一 位 葡

萄 牙 駐 澳 部 隊 上 校 的 手 稿，內 文“將 他 的 巨 額
財 富 和 異 常 的 奢 華 與 海 盜 行 為 聯 繫 起 來”，文
德 泉 因 此 沒 有 將 非 難 地 列 入 其 著 作 的《十 九 世
紀 澳 門 名 人 譜》（Galer ia de Macaenses 
I lustres do Século XIX）。 12

二、尤愛華人：非難地與華商

澳門鏡湖醫院由一班華商在 1871 年創辦，
但 是 在 該 院〈倡 建 值 事 芳 名〉碑 記 排 首 位 的，

圖 1.　列有非難地所獲榮譽的賀幛（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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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非難地經營的公司“三記行”，13 可見非難
地與華商關係匪淺，隱然有華商首領之勢。

非難地與華商早有淵源，這可從前述 1857 年
其與市集區華人商戶合組“市集守護隊”管窺。目
前有檔案可查的闈姓專營開投始於 1869 年，由 何
老 桂（Olo-Quai）及 亞 彭（Apom）投 得，
其擔保人便是非難地。14 其後，非難地亦連續多
年為尤勉之、何連勝、何老桂、馮成、何連旺、
盧 九、胡 衮 臣 等 番 攤 承 充 商 人 出 任 擔 保 人，直
至其病逝。15 事實上，非難地受到華商的一致擁
戴，有兩件事可作佐證。

1893 年 3 月非難地獲葡萄牙王室加封伯爵
時，省港澳有 85 名華商聯合向其致送了兩套大

型 絲 繡 賀 幛。第 一 套 賀 幛 把 非 難 地 所 獲 的 榮 銜
及其頒授日期一一列出（圖 1）； 16 第二套共三
幅，其中一幅是祝賀頌詞（圖 2），另有一幅是
致賀華商名單（圖 3）。 17 其祝賀頌詞如下：

昔孟子嘗謂“天下有達尊三：爵一、

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之。斯三者，人所難具，

今於大西洋欽賜伯爵美那年老・先拿・飛

蘭地仁翁大人見之。溯其籍隸西洋，生長

蠔鏡，功勳卓著，智勇深沈［沉］，匪

僅見知於本國，亦且見重於隣邦。初舉遊

戎，繼升領事，旋蒙欽加御前大臣銜，誥

授男爵，晉授子爵，疊授伯爵，其邀主眷

之深，良有以也。觀於去歲，闔澳滋事，

圖 2.　1893 年華商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頌詞賀幛（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圖 3.　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 85 名華商名單賀幛，“孫逸僊（仙）”名字在第四列左二（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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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置於東方基金會會址的非難地伯爵銅像（圖片來源：筆
者攝製提供）

曾蒙竭力解散，轉危為安，商民戴德。且

素行善舉，至老不懈，七十餘年如一日，

即古之大富貴亦壽考無多讓焉。茲者闔澳

眾紳弗忘大德，敬以數語為頌。

頌詞稱讚非難地“功勳卓著”，此係祝頌常語，
理 所 應 當；但 以“智 勇 深 沉”頌 之，當 是 與 後
文 的“去 歲”之 事 有 關（詳 見 下 文）。最 重 要
的 是，上 述 華 商 的 頌 詞 並 非 虛 情 假 意，他 們 的
確 是 對 非 難 地“弗 忘 大 德”。因 為 非 難 地 獲 封
伯 爵 不 久 後 去 世，澳 門 華 商 為 紀 念 他，不 惜 重
金 從 英 國 訂 造 非 難 地 銅 像（圖 4）。1893 年
11 月，新加坡《叻報》稱：

昨接澳門來信云，三記洋行西人花南

第士，巨商也，富冠鏡濠［按：原文如

此］、爵列五等。前數月因病溘逝，聞

者惜之。花君生平與人相交，謙恭處己，

和易近人，故其死後，澳中華人想念遺風

者，咸欲鑄金事之。現議集貲［鑄］造銅

像，在鏡江［按：原文如此］擇地安設，

以寄思慕而垂久遠。聞其銅像將在英國定

造云。18

銅像底座正面有葡文碑文列出非難地所獲的
榮譽，背面則為中文紀念碑（圖 5），其銘文云：

絲繡平原，19扇畫放翁。20蓋德澤入

人之深而人乃繡之、畫之，以誌不忘也。

西洋伯爵美那年奴・先那・非難地士，性

慷慨，重義氣，尤愛華人，所求必應，為

謀必忠。凡華人之旅遊而貿易於澳門者，

無不得所庇蔭。今其人往矣而遺澤猶留，

思慕之深，無所寄托。爰仿越人鑄范之

義，特萃精銅鑄成斯像，庶音容宛在，如

覩生平；儀範常存，時伸愛慕，不僅為山

榛隰苓之寄慨云爾。

光緒　年　月　日 21

陳厚賢、22盧焯之、何連旺等敬鑄并題

碑 文 以“性 慷 慨，重 義 氣”“所 求 必 應，為 謀
必 忠”來 讚 揚 非 難 地，塑 造 出 一 個 俠 義 的 英 雄
形 象；又 說 其“尤 愛 華 人”，可 見 非 難 地 與 華
商 相 知 相 交 之 深。澳 門 當 然 有 許 多 土 生 商 人，
但 得 華 商 如 此 隆 重 紀 念 且 交 口 稱 讚 的，首 推 非
難地。

三、智勇深沉：非難地與料半酒事件

澳 門 華 商 高 度 讚 揚 非 難 地 對 華 人 的 貢 獻，
固 然 有 因 長 期 相 互 之 間 利 益 共 存 而 積 累 下 來 的
交 情，亦 有 非 難 地 個 人 性 格 因 素 在 內。最 讓 盧
九（盧 焯 之）、何 連 旺 等 華 商 念 茲 在 茲，即 使
在 非 難 地 身 故 後 仍 費 詞 揄 揚 的，應 該 就 是 上 述
祝賀 頌 詞 中 提 到 的“去 歲 闔 澳 滋 事”事 件，即
澳 門 史 上 著 名 的“料 半 酒 事 件”。此 事 受 矚 目
程 度 之 高，連 當 年 拱 北 關 的 年 報 亦 作 了 詳 細 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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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春，澳門官府為執行里斯本
要求增加歲入的命令，經葡國政府准許，

對一種稱為“料半”的商品實行包稅。料

半是一種廉價的米酒，多為工人及窮人飲

食。有個香港華人繳費七千八百元，承包

料半稅之後，按官府規定的條件，從 5月
1日起每斤徵稅約五分錢，致使酒價平均
增加百分之十六。此舉引起普遍不滿，議

論紛紛，盛傳從此之後，所有生活必需品

均需一一徵稅。華人向澳門議事會請願，

請求取消包稅。該會詳細調查事情原委

後，在 5月 11日呈報澳督，建議同意華
人請求。總督未予答覆。20日，澳門商
鋪幾乎全部關門罷市，無從購物，無人工

作，船舶也都停航。據稱，如此大罷市為

澳門開埠三百年來所未有。官方致電香港

購米，僱傭犯人卸船，開倉售予貧窮葡

人。21日，罷市持續進行。因察覺商鋪
存貨搬走一空，兼聞三合會歹徒大批湧入

澳門，官府出動水陸士卒強迫商鋪開市。

這一愚蠢的舉措激起民眾更大的騷動。據

說當晚三合會將火燒澳門，威脅要取華商

巨富的性命。次日，官府被迫退卻，各商

鋪才重新開市。促使官府改變態度的是一

顯要葡人，他願負責此項包稅，為期六個

月，以便得到里斯本的完全許可。28日，
前包稅商獲得八千元，放棄包稅權。23

澳 門 底 層 華 人 生 活 艱 苦，許 多 人 喜 歡 喝 料 半 酒
消 遣，尤 其 是 工 人 階 層，每 天 不 吃 飯 也 要 花 錢
買 來 喝，提 振 精 神，24 但 澳 葡 當 局 為 求 通 過 專
營 承 包 來 提 高 稅 收，竟 允 許 專 營 商 提 價，大 大
增 加 底 層 華 人 的 負 擔，自 然 引 起 不 滿。更 重 要
的 是，澳 門 每 年 大 量 進 口 料 半 酒，同 時 出 口 香
港，獨 家 專 營 後，相 關 華 人 商 號 的 生 意 也 會 受
影 響。事 實 上，此 事 不 僅 華 人 社 會 上 下 一 致 反
對，連 葡 人 內 部 也 有 意 見 分 歧。然 而 澳 葡 當 局
非 但 沒 有 順 應 民 情，更 是 火 上 澆 油：先 是 引 入
香 港 華 商 陳 耀 山 來 承 投，更 在 明 知 華 人 謀 劃 罷
市 的 情 況 下，澳 督 布 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1890 年 10 月 16 日 至 1894 年 3
月 24 日在任）竟發佈中文告示，警告“所有澳

內 各 行 生 意 及 手 藝 人 等，如 無 端 閉 門，顯 有 抗
違 地 方 律 例 之 心，即 為 倡 亂 之 階，立 將 該 行 店
生意牌繳銷，並將其人交衙門，從嚴懲辦”。25

在 此 情 況 下，何 連 旺、盧 九 等 八 十 多 名 華 商 具
名 簽 署、1,023 家 商 號 蓋 章，共 同 發 信 向 澳 督
陳 情，力 勸 撤 回。然 而 布 渣 不 予 理 會，甚 至 禁
止華人集會，逼得華人要轉移到灣仔（Lapa）
秘 密 會 議。華 人 後 於 4 月 20 日 起 開 始 罷 市、
罷 工，雖 然 番 攤、闈 姓、白 鴿 票 館 還 開 門，但
沒 有 顧 客，全 城 處 於 癱 瘓 狀 態；而 且謠言 滿 天
飛，人 心 惶 惶。然 而 澳 督 態 度 強 硬，不 肯 退
讓，更以武力脅逼華人開鋪。4 月 21 日下午，
盧 九 等 五 十 多 名 華 商，連 同 華 政 衙 門 理 事 官、
翻 譯 以及《澳門人報》（O Macaense）東 主 齊
集 鏡 湖 醫 院 商 討 局 勢。醫 院 外 聚 集 了 大 批 聞 訊
趕 至 的 群 眾，由 於 遲 遲 未 有 結 果，群 眾 開 始 鼓
譟，院 內 會 議 被 逼 轉 入 內 室。一 些 商 人 為 平 息
群 眾 憤 懣，出 來 安 撫，未 料 群 情 更 為 洶 湧，高
喊 取 消 新 稅；進 而 有 人 投 擲 石 頭、瓦 片，院 內

圖 5.　銅像背面中文銘文（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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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玻 璃 窗 也 被 打 破，澳 葡 官 員 只 得 從 後 門 倉 惶
離 去。正 是 在 此 局 勢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之 時，非 難
地 出 來 斡 旋，慨 然 提 出 由 其 出 資 承 擔 半 年 承 充
費，付 給 澳 葡 當 局，條 件 是 澳 督 要 向 里 斯 本 報
告 情 況，取 消 現 時 陳 耀 山 的 專 營 權，料 半 酒 不
再加價。非難地便是上述拱北關年報所記的“顯
要 葡 人”。澳 督 在 當 晚 9 時 俯 首 退 讓，翌 日
（4 月 22 日）早 上 華 人 商 鋪 乃 重 開。26 此 一
“澳 門 開 埠 三 百 年 來 所 未 有”的 華 人 罷 市、罷
工 行 動，在 非 難 地 與 華 商 出 面 協 調 下，在 兩 日
內 化 解 干 戈，消 弭 了 澳 葡 管 治 的 一 場 危 機，這
正 是 華 商 祝 賀 頌 詞 中 所 說 的“竭 力 解 散，轉 危
為 安”。此 事 可 見 非 難 地 的 確 有 豪 氣、俠 氣，
仗義疏財，難怪華商對其感恩戴德。

四、非難地與孫中山

1893 年 祝 賀 非 難 地 榮 升 伯 爵 的 85 名 紳
商，幾 乎 囊 括 其 時 最 有 頭 面 的 華 商，大 部 分 是
曾 任 或 後 任 鏡 湖 醫 院 值 理 的 人 物，27 其 他 如 陳
國 芬（陳 芳）、林 含 蓮、何 連 勝 等 都 是 著 名 富
商。除 澳 門 本 地 外，還 有 香 港 的 李 玉 衡（李
陞）、馮 華 川、潘 榮 川、馮 子 英、蔡 炳 垣、韋
寶 珊、何 啟，廣 東 的 劉 學 詢，上 海 的 徐 潤，可
見 非 難 地 交 遊 之 廣 闊，亦 可 見 當 年 中 國 主 要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商 人 之 間 的 密 切 社 交 網。最 叫 人 感
到 意 外 的，是 孫 逸 僊（仙）名 列 其 中，28 而 且
在 五 列 名 單 中 排 在 第 四 列。這 是 近 年 與 孫 中 山
有 關 文 物 的 新 發 現。說 感 到 意 外，係 因 為 據 霍
啟昌教授考證，孫中山大約是 1892 年 11 月才
從 香 港 來 澳 行 醫 的。29 一 個 初 出 茅 蘆 的 年 輕 醫
生，在 澳 短 短 幾 個 月 後 就 能 與 眾 多 頭 面 人 物 聯
名 向 非 難 地 致 賀，成 功 進 入 澳 門 商 紳 的 社 交 圈
子，有值得深究之處。

孫 中 山 應 該 是 認 識 非 難 地 的。 眾 所 周
知，孫 中 山 有 一 位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好 友 飛 南 第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30

這位飛南第是非難地伯爵弟弟的第二個兒子，31

因 此 孫 中 山 通 過 飛 南 第 認 識 他 的 伯 父 非 難 地 伯
爵，就 一 點 也 不 奇 怪。值 得 思 考 的 是，孫 中 山
為 非 難 地 伯 爵 府 中 座 上 賓 這 件 事，與 他 在 澳 門
行 醫 的 活 動 有 否 關 連？比 如，孫 中 山 並 沒 有 葡
萄 牙 的 醫 生 執 照，其 能 在 澳 門 行 醫，是 否 與 飛
南第甚至非難地伯爵施加影響有關？ 32 又比如，
孫 中 山 抵 澳 不 久，就 在 同 年（1892 年）12 月
19 日 由 吳 節 薇 做 擔 保，獲 鏡 湖 醫 院 借 出 一 筆
“巨 款”；33 甚 或，鏡 湖 醫 院 容 許 孫 中 山“自
籌 經 費 開 創 西 醫 局”，34 會 否 都 是 華 商 看 在 非
難 地 家 族 面 子 上 而 作 出 的 呢？此 處 先 大 膽 假
設，須待小心求證。

五、非難地相關文物日期辨析

1.  在《三 城 記》展 覽 圖 冊 中，以 葡 文 列 有
非 難 地 榮 譽 的 賀 幛 的 製 作 日 期 被 標 為 1893 年
（第 117 頁），是 正 確 的；但 另 外 三 幅 包 括 賀
詞 及 人 名 的 賀 幛 製 作 日 期 卻 被 標 為“十 九 世 紀
末”（第 115 頁）。其 實 這 批 絲 織 品 應 該 是 同
一 群 華 商 特 地 為 祝 賀 其 榮 升 伯 爵 而 訂 製 的，製
作 日 期 都 應 該 是 1893 年。這 從 賀 詞 中 提 到 的
“去歲”料半酒事件可以確定。

2. 非 難 地 獲 封 爵 位 的 日 期，現 時 有 三 個
版 本 的 記 載：一 是 圖 1 的 賀 幛，二 是《澳 門
土 生 家 族 》（Famil ias Macaenses）， 三
是 筆 者 從 葡 萄 牙《政 府 公 報》（Diá r io do 
Governo）查 找 到 的。三 個 版 本 日 期 各 有 出
入，列為表一，原因待考。

表一.　非難地獲封爵位日期記述差異

爵位
         出處 賀幛 《澳門土生家族》 葡萄牙《政府公報》

男爵 1889-01-31 1889-01-31 1888-10-25

子爵 1890-10-10 1890-04-17 1890-04-19

伯爵 1893-03-18 1893-03-31 1893-03-1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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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見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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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319–337。

3.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

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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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4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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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	Vol.	3,	Livros	do	Oriente,	

2015,	p.	108；	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葡萄牙軍事及警察制

度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7），

頁 11–12。湯文稱該營做“國民營”。土生葡人圈子中傳言，

1849 年亞馬留遭華人沈志亮等刺殺，係由非難地帶隊去找

尋亞馬留首級，見www.macaneselibrary.org/pub/english/

3. 有關非難地銅像的製作年份，筆者見到
的葡文材料都記為 1871 年，35 然而只要看過銅
像 背 後 的 中 文 銘 文，當 知 此 係 非 難 地 伯 爵 死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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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p26.htm，2023 年 6 月 15 日讀取。

6.　（葡）阿馬羅：〈十九世紀一位土生葡人迄今未發表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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