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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門畫”大致反映出十八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澳門社會生活
風貌。畫中刻畫出的12頭“黑豬”，如實反映了當時澳門飲食中的主流
肉類來源“黑豬”的飼養生活場景，折射出“廣東豬”在全球貿易傳
播的歷史。另一方面，作為中方軍事力量象徵的“烽火台”圖像在“澳
門畫”中被刻意刪除，反映出繪畫者旨在強調葡萄牙在澳門的軍事力
量。“澳門畫”在澳門藝術史中應佔有重要地位，它不僅揭示了澳門作
為國際港口城市的十八世紀日常生活史，同時也是全球史研究中獨特且
重要的圖像資料，凸顯出澳門在全球文化和貿易交流中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 真蒂洛尼；澳門畫；廣東豬；烽火台；全球史

“ 真 蒂 洛 尼 家 族 原 藏 中 國 貿 易 港 繪 畫 系
列”共有四幅畫作，於 2010 年由東昌航運（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贊 助 並 由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購 藏。
自 赤 柱 舊 館 時 期 起， 它 們 便 成 為 該 館 的 重 要 館
藏之一，如今被放置在上環新館地下一層展廳，
供遊客觀賞（圖 1）。

本文擬用“澳門畫”“廣州畫”“黃埔畫”
及“ 肇 慶 畫 ” 代 稱 上 述 畫 作， 試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以“ 圖 像 誌 ” 的 分 析 方 法 剖 析 該 系 列 畫
作所描繪的年代， 1 詳細論述“澳門畫”中出現
的“ 黑 豬 ” 以 及“ 被 隱 去 ” 的 清 代 烽 火 台， 藉
此 延 伸 討 論 應 如 何 看 待“ 圖 像 證 史 ” 這 種 新 興
的 史 料 解 讀 方 法， 並 思 考 地 誌 畫 與 地 圖 一 類 的
圖 像 史 料 應 如 何 在 全 球 史 的 概 念 框 架 下 被 合 理
運用。

一、關於“豬”的細節刻畫

過 往 研 究“ 真 蒂 洛 尼 ” 系 列 畫 作 的 學 者，
大 多 着 眼 於 城 市 景 觀 及 建 築 方 面。 然 而，“ 澳

門 畫 ” 中 有 一 處 細 節 較 容 易 被 人 忽 視， 2 那 就
是 在 市 集 下 方 奔 跑 的 一 群 黑 豬（ 見 圖 2）。 該
處繪有 1 頭大豬、1 頭中豬以及 10 頭小豬。 豬
隻 的 刻 畫 是“ 澳 門 畫 ” 較 為 特 殊 之 處， 這 在 其
他 同 時 期 的 澳 門 地 誌 畫 中 較 為 罕 見， 如 十 八 世
紀 末 開 始 流 行 的 澳 門 景 觀 畫 作 模 版 繪 製 的 是 羊
（見圖 3）。 3 可以說，這一元素在某種程度上
象 徵 着 這 座 城 市 經 濟 繁 榮， 因 為 清 代 中 葉 生 活
在 鄉 村 的 華 人 平 民 似 乎 較 難 以 豬 肉 作 為 日 常 消

圖 1.　香港海事博物館“真蒂洛尼系列”畫作展區佈置（圖片
來源：筆者攝於 202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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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澳門畫”中的市集與豬群（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圖 3.　1780 年前後的澳門畫作中的牧羊人與羊群（圖片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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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肉類食材。筆者認為，在澳門城內的這幾頭
看似不起眼的小豬，實際上向觀看者表明了三個
主要觀點：第一，這裡不是以伊斯蘭教和印度教
信徒為主要居住人群的城市；第二，這座城市的
商貿發達，豬群都在市集附近隨意跑動，這是乾
隆盛世的體現；第三，這幾頭豬的顏色是黑色，
與現在中國常見的白豬有所不同，而珠三角地區
在十八世紀的主流食用豬種確為黑豬。

在 十 八 世 紀 初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豬 肉 一 直
是 廣 州 和 澳 門 重 要 的 肉 類 食 材。 現 有 的 關 於 廣
州 貿 易 中 以 豬 隻 作 為 外 銷 補 給 品 的 討 論， 以 學
者 范 岱 克（Paul A. Van Dyke） 的 研 究 最 為 完
備。 他 以 1730 年 奧 斯 坦 德 公 司 的“ 阿 波 羅 ”
（Apollo ）號為例：

船上有 107 名船員，這艘船在黃埔錨
地共停留了五個月等待貨物和裝運。在此
期間，船員、水手⼀共吃掉了成千上萬擔
的水果和蔬菜，數以百的雞、鵪鶉和鴿⼦，
數以百擔的豬肉、羊肉和魚，每兩三天需
要⼀頭牛，五個月⼀共吃掉了 46 頭牛。4

此外，“阿波羅”號還“為回程購買了 56 頭豬
製成鹹肉，21 頭活豬提供新鮮豬肉，4 頭活奶
牛 和 1 頭 小 牛 提 供 牛 奶 和 牛 肉， 以 及 數 以 千 計
的其他物品”。 5

范 岱 克 在 整 理 1704 至 1833 年 的 檔 案 時
發現：

外國人很喜歡吃牛肉，牛肉比豬肉
便宜，水手通常選擇牛肉……外國人也
會 大 量 購 買 豬 肉， 不 過 通 常 是 給 官 員
（officers）享用的……豬肉比牛肉貴，
1830 年的數據顯示了這一點，沒有哪一
年豬肉比牛肉便宜，豬肉通常被認為是更
好的選擇，在增重方面，豬的自然生產效
率比牛要好。6

河面上數以千計的舢舨飼養着各種家
禽和四足動物，如豬、羊等。7

這 也 意 味 着， 至 少 在 十 八 世 紀 初， 豬 肉 已 經 成
為廣州一帶的重要肉類來源。

范 岱 克 認 為， 從 目 前 學 界 討 論 過 的 十 三 行
外 貿 史 料 來 看，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和 十 九 世 紀 初，
每 年 都 有 數 十 頭 牛、 數 百 頭 豬 和 羊， 以 及 數 千
隻 雞 從 廣 州 出 口； 然 而， 如 果 單 從 貿 易 檔 案 來
看， 似 乎 很 難 找 到 足 夠 的 證 據 論 證 英 國 具 體 是
在 甚 麼 時 候 引 入 廣 東 豬， 因 為 這 個 時 期 的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並 不 擁 有 這 些 來 華 貿 易 船 隻， 故 跟
隨 商 船 離 開 廣 州 的 豬 隻 一 般 不 被 納 入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貨 品 清 單， 而 是 屬 於 船 主 負 責 的 補 給
品範疇。 8

在 這 類 私 人 文 獻 尚 未 得 到 進 一 步 發 掘 時，
我 們 不 妨 將 目 光 轉 移 到 一 宗 影 響 清 代 中 國 對 外
通 商 政 策 的 重 要 案 件。 乾 隆 年 間 著 名 的“ 洪 任
輝 案 ” 被 視 為 清 朝 在 1757 年 於 廣 州 實 行 一 口
通 商 政 策 的 導 火 索， 其 中 在 洪 任 輝（James 
Flint） 控訴粵海關監督李永標一案中， 就提到
了 外 國 商 船 攜 帶 補 給 品 進 入 廣 州 後 被 要 求 徵 稅
的情況：

四、原呈內開隨帶日用酒食器物苛刻
徵稅之苦，一來一回，逐一盤驗徵稅，使
各船不敢多備糧食。等因。

問，據李永標供，夷船隨帶食物，餘
剩仍載出口，如洋酒、麵頭、乾牛乳油、
番蜜餞等類，都是盈千累萬，則例開載
應收的，並非始於標任，標實不敢違例私
免。至如米豆、雜糧、牛羊、豬鵝、雞鴨
並各項蔬果，本係日用所需，向來都是寬
免的，現有單票印簿可查，何至不敢多備
糧食？乞詳情。

問，據聚豐行商蔡國輝、義豐行商邱
坤、達豐行商陳正、廣源行商葉純儀、逢
源行商蔡純興、隆順行商陳應節、廣順行
商陳起鳴、泰和行商顏時瑛、晉元行商陳
文斐、裕源行商張世憅等同供：夷船進口
每礶酒徵銀四厘，出口亦徵銀四厘，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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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出口。另分頭每兩徵銀五分，每礶酒估
價三錢，該分頭銀一分五厘，麵頭乾每擔
徵銀五分，醃肉每擔徵銀一錢，奶酥油每
擔徵銀一錢，俱有則例可查，其餘牛羊、
牲畜、雞鵝、米豆、雜糧，俱是免稅，向
不徵收的。9

由是可知，食用性牲口（牛、羊、雞、鴨、豬、
鵝 等 ） 作 為 來 華 經 商 船 隊 的 常 見 補 給 品， 至 少
在 十 八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末 的 廣 州 是 免 進 口 稅 的，
這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說 明， 豬 隻 在 廣 州 的 供 應 是
充 足 的， 外 來 的 少 量 牲 畜 並 不 會 對 本 地 豬 隻 的
對外貿易市場產生影響，故不需要徵稅。

廣 州、 黃 埔 與 澳 門 同 飲 珠 江 水， 曾 經 是
外 商、 水 手 來 華 貿 易 的 限 定 居 住 地。 如 果 說 貿
易 檔 案 的 數 據 反 映 了 外 商 船 隊 補 給 飲 食 的 情
況， 那 麼 旅 居 澳 門 的 外 籍 冒 險 家 和 傳 教 士 的 日
記 和 其 他 記 錄 則 應 更 接 近 澳 門 的 日 常 生 活。
蘇 格 蘭 籍 航 海 家 及 商 人 亞 歷 山 大・ 漢 密 爾 頓
（Alexander Hamilton） 在 其 著 作 中 提 到，
當 他 在 1703 年 到 達 澳 門 並 準 備 前 往 廣 州 貿 易
之 前， 澳 門 兵 頭 和 理 事 官（Captain General 
and the Procuradore）向他贈送了食物：

他用韃靼茶（Tartarian Tea）招待
我，我以為那是用牛奶煮的豆子，裡面放
了一些鹽，用木盤盛着，有巧克力杯那
麼大。我們的儀式結束後，我就告辭了，
他向我許下了美好的諾言，並給我送來了
一隻豬、兩隻鵝、一隻山羊和一些小麥，
還有一小袋 Samshew（即米酒）。10

查 爾 斯・ 諾 布 羅（Charles Noblot） 在
1725 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對中國的飲食進行了
描述：

中國有五種主要糧食：稻米、小麥、
燕麥、豌豆和蠶豆；六種家畜肉類：馬、
牛、豬、狗、騾和山羊；以及無窮無盡的
各種水果：梨、蘋果、桃、葡萄、橘子、
核桃、栗子、石榴、檸檬以及我們在歐洲

擁有的其他種類，唯獨缺少三種。11

可 見， 在 當 時 的 歐 洲 人 眼 中， 豬 是 中 國 重 要 的
家畜類型。

二、豬肉作為十八世紀中葉粵澳主要肉類消費品

如 果 說 豬 肉 是 外 商 在 廣 州 貿 易 時 較 為 易 得
的 補 給 品， 那 麼 澳 門 的 情 況 又 如 何 呢？ 筆 者 在
翻 查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一 些 西 方 探 險 家、 傳 教 士 的
私 人 記 錄 或 信 函 時， 發 現 他 們 不 約 而 同 地 抱 怨
澳 門 的 肉 類 產 品 只 有 豬 肉， 非 常 單 調。 例 如，
1729 年 定 居 澳 門 並 就 職 於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澳
門 辦 事 處 的 法 籍 神 父 安 東・ 康 南（Antoine 
Connain） 在 1741 年 的 書 信 中， 曾 提 及 兩 位
新 到 任 的 法 籍 傳 教 士 讓 — 巴 蒂 斯 特・ 梅 格 羅 特
（Jean-Baptiste Maigrot） 和 皮 埃 爾・ 波 伏
瓦（Pierre Poivre） 在澳門的水土不服問題，
他抱怨道：

梅格羅特先生在澳門的幾天裡有點
不舒服，腹瀉，全身冒氣，但後來就好
了。只是在我不在的時候，他才出現了
這種不適：我不得不去廣州處理我們的
事務，離開時我們倆都很健康，但我一
回來，梅格羅特先生就拉肚子了。他們
說，吃了太多的雞蛋和蔬菜，喝了太多
的水，這不是我的錯。在這裡，除了豬
肉和魚，沒有別的可吃，我們每天的餐
桌上都有。但由於我們的廚師不擅長做
醬汁，可憐的波伏瓦先生吃不了燉菜，
只能吃雞蛋。12

可見，由於十八世紀上半葉澳門經濟日漸衰落，
當 時 澳 門 的 物 產 似 乎 並 不 豐 富， 豬 肉 是 較 為 常
見 且 最 重 要 的 肉 類 來 源。 此 外，1753 年 赴 中
國 傳 教 的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尼 古 拉 斯 — 馬 里・ 羅 伊
（Nicolas-Marie Roy） 也 記 載 了 豬 肉 是 澳 門
當時主要提供的肉類。他在 1754 年 8 月 15 日
抵達澳門，後於 1756 年 6 月 16 日離開。羅伊
在 1754 年 12 月 28 日從澳門寄出的一封信中，
向母親提及他剛到澳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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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聖 母 升 天 節（Dia da 
Assunção da muito Santa Virgem）那
天，我們停泊在澳門外海錨地（Rada），
平安抵達澳門……這座城市或多或少屬
於葡萄牙國王，我之所以說或多或少，是
因為這座城市的主人實際上是中國人，而
中國人是這座城市的生計來源。起初我很
難適應這裡的食物。這裡除了豬肉，（他
們）不吃（別的）肉，也不喝酒。持續了
整個第一個月的嚴重暈船已經完全好了，
我（現在）感覺很好。13

由 此 可 見， 至 少 直 至 1754 年 年 底， 豬 肉 是 澳
門 肉 類 消 費 市 場 的 主 流。 那 麼，“ 澳 門 畫 ” 在
市 集 區 特 意 繪 出 一 群 豬 隻 的 原 因 就 昭 然 若 揭
了 —— 此 時 澳 門 市 面 上 提 供 的 最 為 主 要 的 肉 類
產 品 仍 然 是 豬 肉， 而 不 是 牛 肉。 繪 畫 者 通 過 繪
出 市 集 上 奔 跑 的 一 群 豬 隻（ 而 且 沒 有 畫 出 其 他
家 禽 ） 是 嘗 試 告 訴 讀 者： 這 裡 是 一 個 人 們 喜 愛
食用並主要提供豬肉產品的城市。

當 然， 家 禽 和 牲 畜 的 形 象 在 澳 門 地 誌 畫 中
並 不 少 見， 早 在 十 七 世 紀 末 的 著 名 澳 門 地 誌 畫
《 拜 耶 亞 馬 港 城 圖 》（Amacao ， 又 稱《 亞 馬
港 全 圖 》） 中， 14 作 者 就 在 市 集 中 繪 出 了 雞，
又 在 華 人 村 莊 的 農 田 區 繪 出 了 耕 牛。 十 八 世 紀
末 的 澳 門 外 銷 畫 逐 漸 出 現 從 西 望 洋 山 或 媽 閣 一
帶 向 關 閘 方 向 眺 望 的 畫 作 模 版， 在 這 類 外 銷 畫
的 近 景 中 就 有 牧 羊 人 和 羊 群 在 山 上 漫 步 的 場 景

（如圖 3）。更重要的是，1789 年墟亭設立“豬
肉、 鮮 魚、 雞 鴨 及 蔬 菜 四 行 ”， 並 在“ 各 行 懸
立行長，各自分段擺賣”，15 這個重要資訊一直
被 歷 史 學 者 忽 視： 此 時 的 豬 肉 買 賣 被 視 為 足 以
單獨成“行”，16 證明豬肉長期在澳門肉類供應
市場中的重要地位。

三、廣東豬與英國豬的雜交：豬的全球配種史

筆 者 需 要 強 調 的 是， 廣 東 豬 透 過 廣 州 貿
易在全球貿易及牲畜配種史中扮演的角色， 應
被學術界予以足夠的重視。“ 澳門畫 ” 所呈現
的豬都是黑色的， 這與中國現代餐桌上流行的

白 豬 大 相 徑 庭， 但“ 黑 豬 ” 或“ 黑 花 豬 ” 正
是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廣 東 珠 三 角 一 帶 廣 泛 養 殖 的
豬 種。 早 在 1964 年， 學 者 李 寶 澄 就 根 據 外 籍
學 者 希 爾 頓・ 布 里 格 斯（Hilton Briggs） 在
1958 年 出 版 的《 現 代 家 畜 品 種 》（Modern 
Breeds of Livestock ） 中 關 於 巴 克 夏 豬
（Berkshire） 來 源 於 廣 東 省 的 黑 豬 和 黑 白 花
豬的論述， 提出廣東豬種對育成現代世界的著
名豬種起了重大作用， 並指出廣東豬種與英國
巴 克 夏、 約 克 夏（Yorkshire） 和 美 國 波 中 豬
（Poland-China） 的 育 成 關 係。 17 謝 成 俠 在
〈 中國豬種的起源與進化史 〉 一文引述了外籍
學者的研究成果， 認可廣東豬與英國豬雜交後
育成巴克夏豬隻， 以及“ 初期的雜交工作始於
1770 年”這一觀點。 18

張仲葛強調：

在 十 八 世 紀（ 約 當 1770—1780 年
間）時，中國豬（廣東豬種）被引入到英
國，與當地（約克郡和巴克郡）土豬進行
雜交而育成了世界聞名的大約克夏和巴
克夏豬。公元 1816—1817 年又被美國引
去，與當地豬交配而育成了波中豬和拆斯
特白豬。19

張 仲 葛 基 本 肯 定 了 十 八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前 後， 廣
東 豬 被 引 進 到 英 國 並 與 當 地 豬 交 配 形 成 新 的 豬
種 的 作 用； 而 張 偉 力 則 提 出 十 八 世 紀 的“ 華 南
豬是黑花為主，烏雲蓋雪、黑多白少”。 20

然 而， 以 巴 克 夏 豬 的 研 究 為 例， 筆 者 在 翻
查 上 述 學 者 徵 引 的 外 文 研 究 著 作 時， 發 現 部 分
專 著 及 論 文 的 徵 引 方 式 並 不 規 範， 甚 至 連 文 獻
的 作 者 姓 名 也 有 誤， 導 致 後 來 的 一 些 研 究 者 以
訛傳訛。21 筆者發現，其實上述的內地研究者並
沒有提出直接證據說明這些豬是 1770 至 1780
年 間 被 引 入 英 國 的， 而 是 根 據 外 籍 學 者 的 研 究
進行推論，那麼所謂的“1770 年論”是如何誕
生 的 呢？ 其 實， 這 源 於 美 國 學 者 查 理 斯・ 普 拉
姆（Charles Plumb） 的 研 究。 22 他 在 專 著 中
首先引述了一份 1767 年在英國的出版研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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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舉 出 當 時 英 國 的 三 種 主 流 豬 種， 當 中 不 包 含
巴 克 夏 豬； 其 後， 他 再 引 述 英 國 著 名 畜 牧 學 家
喬 治・ 卡 利（George Culley） 在 1789 年 再
版的著作 24 進行對比：

在這個島上，數量最多的豬種是一般
稱為巴克夏豬的優良品種，現在幾乎遍佈
英格蘭的每個地方和蘇格蘭的一些地方。
它們一般呈紅褐色，身上有黑色斑點，大
耳朵垂在眼睛上方，腿短，骨架小，非常
容易發胖。25

由此，普拉姆推測巴克夏豬應是由 1770 至 1780
年間引進的外來豬與本地的豬種雜交而成。實際
上，原文沒有論及這些被引進的豬隻是否出自廣
東。當然，在一口通商的背景下，最有可能的豬
種就是廣東豬，這應屬李寶澄的洞見。

要 想 了 解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的 英 國 學 者 如 何
看 待 中 國 豬 種 被 引 入 英 國 的 問 題， 就 必 須 重 新
審 視 這 本 被 中 國 畜 牧 業 學 者 廣 泛 引 用 且 流 傳 深
廣 的 專 著 —— 英 國 農 業 學 家 大 衛・ 洛（David 
Low） 於 1845 年 出 版 的《 論 不 列 顛 群 島 的 馴
養 動 物： 了 解 物 種 和 變 種 的 自 然 和 經 濟 史； 描
述 外 部 形 態 的 特 性； 以 及 對 飼 養 原 則 和 實 踐 的
觀 察 》。 26 該 書 不 僅 論 述 了 中 國 人 食 用 豬 肉 的
習慣，還重點提到廣東豬與英國豬雜交的內容：

英國與中華帝國的貿易往來由來已
久，而我們在這個國家主要接觸到的廣
泛分佈的各種品種都源於中國，牠們或
作為海上運輸的貨物，或以其他方式由
英國與中華帝國貿易往來所使用的船隻
運到這裡來。牠們通常具有該品種特有
的深色，但也常常是白色的，而且體型
超過中等；因為在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
也有不同的品種。有些養在寺廟裡的豬，
由於年老體衰和長期肥育，體型巨大；
但這些神豬似乎與普通品種沒有任何其
他區別。我們主要熟悉的中國的豬種來
自廣州的鄰近地區。我們對內陸或與韃
靼國家接壤地區的豬種知之甚少。

眾所周知，中國人主要以豬肉為食，
而不是以其他動物。中國人吃豬肉比吃其
他任何動物肉類都多，有人把中國人拒絕
接受穆罕默德的信仰歸因於此。無論如
何，豬肉似乎長期是這個奇特民族的食
物，而且豬本身幾乎是除狗以外唯一可觀
的四足動物，而狗則是他們為了生存而養
殖的。據說，他們有時會使用母豬的奶，
至少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向拜訪他們
的陌生人提供這種物資。到達廣州港的英
國商人和水手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得到了
這種物資，可以相信，這種物資完全有益
健康和營養，但使用這種物資卻讓歐洲人
感到反感。

被引入英國的中國豬種過於嬌嫩和
怕冷，沒有甚麼生態價值。因此，這種
豬很少能保持純種狀態。牠的價值主要
是通過與本土豬種雜交而得到認可；正
是在這方面，中國豬種被引入英國後取
得了有益的結果。英國老式豬的缺點是
體型粗壯，因此肌肉和脂肪無法早熟。
混合亞洲血統後，這種缺陷在各地都得
到了糾正，但同時也縮小了本地豬種的
體型，或許也削弱了牠們生產大量幼豬
的能力。這些東方豬的肉質特別鮮嫩，
但適合做餐桌上的豬肉菜餚，而不是培
根。純種豬會將其豬肉的品質遺傳給混
血後代；正是這種遺傳特性，以及肥育
的天性，使得暹羅豬的血統被普遍注入
到這個國家的豬種中。27

由此看來，“澳門畫”上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黑
豬 ” 形 象， 不 僅 是 澳 門 飲 食 史、 畜 牧 史 的 圖 像
史 料， 還 是 廣 東 豬 之 於 全 球 畜 牧 史 及 全 球 貿 易
史的重要圖像資料。

四、被隱藏的軍事元素：消失的烽火台

如 果 說 細 緻 入 微 的 細 節 刻 畫 是“ 澳 門 畫 ”
的 特 色 —— 這 充 分 反 映 了 繪 圖 者 對 於 澳 門 城 市
空 間 想 象 的 感 知、 轉 錄 與 呈 現； 那 麼， 隱 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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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軍 事 象 徵、 強 調 葡 方 軍 事 力 量， 應 是“ 澳 門
畫”的另一特點。

對 比 研 究 是 澳 門 藝 術 畫 作 研 究 的 常 用 方
法。 然 而， 過 往 的 學 者 大 多 只 是 將 不 同 的 畫 作
進 行 簡 單 羅 列， 試 圖 在 其 中 找 出 建 築 物 外 觀 的
變 化 過 程。 楊 斌 在 把《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 與“ 澳
門畫”進行對比時提出：

在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中， 炮 台 的 形 象
被 淡 化 了， 去 軍 事 化 了 ……Gentiloni 
Painting 中不僅突出了澳門的宗教和軍
事特色，而且也彰顯了兩者的結合……西
方視野下的澳門，秉持東方主義的立場和
角度，彰顯了殖民者的強大和殖民地的繁
華。28

整 體 而 言， 楊 斌 認 為“ 澳 門 畫 ” 更 加 突 出 西 式
炮 台 形 象 的 這 個 觀 點 應 是 正 確 的。 有 別 於 傳 統
澳 門 歷 史 研 究 者 試 圖 利 用 圖 像 材 料 證 明 建 築 物
外 形 變 遷 的 研 究 框 架， 這 種 對 比 分 析 應 被 視 為
一種新的解讀視角。

如 果 單 就“ 炮 台 ” 這 一 元 素 而 言， 我 們 確
實 能 夠 覺 察 出《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 淡 化 了 澳 門 的
西 式 炮 台 形 象。 然 而， 筆 者 認 為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 其 實 更 突 出 了 中 式 的 軍
事建築——烽火台。29 值得玩味的是，這種用於
傳 遞 軍 情 的 預 警 建 築 在“ 澳 門 畫 ” 中 被 完 全 抹
去了，但卻在同系列的“黃埔畫”和“肇慶畫”
中出現。故此，筆者認為應高度重視“黃埔畫”
和“肇慶畫”中出現的“烽火台”圖像。

對 比 四 幅“ 真 蒂 洛 尼 ” 系 列 畫 作，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澳 門 畫 ” 無 論 從 精 細 程 度 還 是 內 容
呈 現 方 面， 都 相 較 其 他 畫 作 要 仔 細， 例 如 畫 中
人 物 與 建 築 物 的 關 係， 以 及 建 築 物 在 地 理 位 置
上的對應位置等；相較之下，我們很容易在“廣
州 畫 ” 中 找 到 與 史 實 不 太 相 符 的 場 景。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也 據 此 推 測， 這 幅 畫 有 可 能 是 澳 門 葡
人 訂 製 的 畫 作， 且 繪 圖 者 應 該 是 華 人。 這 是 否
說明，“澳門畫”的繪者可能在訂製人（買家）

的授意下，有意將“烽火台”刪去了呢？

為 此， 我 們 不 妨 用 這 個 分 析 框 架 考 察 更
多 的 澳 門 主 題 畫 作。 綜 觀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多
幅 涉 及 澳 門 軍 事 據 點 的 畫 作， 如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的 中 式 長 卷 軸 畫《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 30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的 軍 事 地 圖《 前 山 寨 與 澳 門 形 勢
圖 》（General Map of Qianshan Fort and 
Macao ）， 31 以 及 葡 人 塞 卡 爾 男 爵（Barão 
do Cercal） 所 繪 的 兩 幅《 拉 塔 石 炮 台 之 戰 》
（Combat at Passaleão ）， 都 清 楚 繪 出 了 清
軍 在 澳 門 城 內 及 周 邊 地 區 軍 事 據 點 的 標 誌 性 建
築——烽火台。這種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建築，
以往均被研究圖像史料的學者忽略。

烽 火 台 是 古 代 用 於 瞭 望 和 傳 遞 軍 情 的 軍 事
設 施， 漢 代 稱 之 為“ 烽 堠 ” 或“ 亭 燧 ”。 32 烽
火 台 按 其 功 能 可 分 為 兩 類： 一 種 為 舉 火 台， 亦
稱“ 報 警 台 ”， 即“ 沿 海 墩 架 ”， 這 種 烽 火 台
位 處 海 防 前 哨， 遇 到 敵 情 時 白 天 燃 煙， 夜 間 舉
火； 另 一 種 為 接 火 台， 亦 稱“ 內 陸 接 火 台 ” 或
“ 路 台 ”， 其 與 海 防 各 城 堡、 衛 所 緊 密 相 連，
集 軍 事 預 警、 傳 遞 軍 情、 軍 事 堡 壘 和 驛 站 的 功
能 於 一 身。 一 般 來 說 舉 火 台 建 在 海 防 前 哨， 接
火 台 建 在 內 陸， 軍 方 視 敵 情 及 人 數 多 寡 決 定 放
烽 煙 及 鳴 炮 的 數 量。33 因 此， 在《 澳 門 山 水 長
卷》中位於關閘、蓮峰廟及媽閣附近的烽火台，
當屬“舉火台”一類。

烽 火 台 這 類 軍 事 防 禦 建 築 並 不 像 教 堂、 寺
廟般廣泛出現在澳門的畫作中，但卻是澳門乃至
香山海防史中極為重要的元素。1899 年出版的
《 大 西 洋 國 》 收 錄 了 兩 幅 圖 畫， 生 動 地 再 現 了
1849 年因亞馬留遇刺而引發的中葡“拉塔石炮
台之戰”（又稱“北山嶺之戰”）的作戰情形，
圖 中 就 清 晰 繪 出 了 關 閘 以 北 的 清 軍 據 點 有 三 座
錐形烽火台（ 圖 4、5）。34 它們位於蓮花莖西
側 的 岸 邊， 且 高 度 與 葡 兵 大 致 相 若。 如 今 珠 海
東澳島尚存一座相同尺寸的同類烽火台（圖 6、
7），該烽火台位於萬山東澳島澳口山脊上的“東
澳島銃城”一側的懸崖邊。這座石砌城牆的銃城
建於雍正七年（1729 年），其時駐兵 50 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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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北 山 嶺 之 戰 ” 中 的 三 座 關 閘 烽 火 台（ 圖 片 來 源：
Public domain, via Internet Archive <archive.org/embed/
tassiyangkuoarch01marquoft>. 筆者後製提供。）

圖 5.　“ 北 山 嶺 之 戰 ” 中 的 三 座 關 閘 烽 火 台（ 圖 片 來 源：
Public domain, via Internet Archive <archive.org/embed/
tassiyangkuoarch01marquoft>. 筆者後製提供。）

圖 6.　珠海東澳島上現存的清代烽火台（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4 年 1 月 20 日）

圖 7.　筆者（身高 1.76 米）與東澳島烽火台合影（圖片來源：
筆者攝於 2024 年 1 月 20 日）

在銃城東北約 40 米處建有一座烽火台。它呈立
錐形，有火膛、煙道，高 1.7 米，腰徑 0.9 米，
下有岩石底座。36 光緒《香山縣志》載：

老萬山，在蒲臺石東南，自澳門望
之，隱隱一髮，至則有東西二山，相距
三四十里，東澳可泊西南風船，西澳則東
北風船泊之……雍正七年，兩山各設礮
臺，分兵戍之。37

這 也 說 明 這 類 烽 火 台 應 為 十 八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末
之 後 所 設， 恰 恰 符 合《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 所 描 繪

的 時 代。 該 畫 在 水 道 兩 側 繪 出 的 數 個 白 色 烽 火
台， 是 清 軍 在 沿 海 地 區 駐 防 的 明 證（ 見 圖 8 至
12）； 而 在《 前 山 寨 與 澳 門 形 勢 圖 》 中， 繪 者
則用數個紅色三角錐體代表烽火台（見圖 13、
14）， 例如在關閘與蓮峰廟處分別繪有三個烽
火台，在香山縣一側有“前山營南大涌汛”“香
山 協 左 營 吉 大 汛 ”“ 香 山 協 古 鶴 陸 汛 ”“ 香 山
縣 瓦 窑 頭 汛 ” 和“ 香 山 協 沙 尾 汛 ” 五 個 汛 口，
每個汛口都有烽火台。

繪 畫 在 本 質 上 是 繪 者 將 現 實 中 的 場 景、
事 物， 通 過 篩 選、 符 號 化 等 加 工 處 理 後， 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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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澳門山水長卷》中標有“關閘總訊（汛）”的關閘烽火台、青洲島與位於望廈村西側的蓮峰廟（圖片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
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筆者後製提供。）

圖 9.　前山至石歧水道途經的亞媽角訊（汛）地、磨刀門訊（汛）地與烽火台（圖片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
項目複製，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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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畫 布 等 二 維 平 面 之 結 果。 因 此，“ 烽 火 台 ”
作 為 一 種 中 國 古 代 特 有 的 軍 事 建 築 出 現 在 畫 作
中， 理 應 能 被 具 有 共 同 生 活 常 識 的 觀 看 者 辨 認
出。 在“ 澳 門 畫 ” 中， 澳 門 的 炮 台“ 佈 置 ” 及
繪 圖 比 例， 會 讓 觀 者 直 觀 地 感 受 到 當 時 整 個 澳
門 城 都 被 葡 萄 牙 的 火 炮 防 禦 系 統 所 覆 蓋， 歐 洲
的 火 炮 在 此 處 看 似“ 佔 據 上 風 ”； 然 而， 同 系
列 畫 作 所 繪 的 黃 埔、 肇 慶 一 帶， 處 處 都 是 清 軍
駐 防 的 烽 火 台， 這 說 明 繪 圖 者 並 不 是“ 不 知 道
怎 麼 畫 中 式 軍 事 建 築 ”， 而 是 經 過 篩 選 後 刻 意
隱藏了這些元素。令人費解的是，既然在黃埔、
肇 慶 處 繪 有 烽 火 台（ 圖 15 至 18）， 為 何 關 閘
至 媽 閣 範 圍 內 本 應 出 現 的 烽 火 台 卻 消 失 了？ 筆
者認為，正是因為烽火台具有強烈的軍事隱喻，
故 一 旦 出 現 在 畫 作 中， 就 意 味 着 向 觀 者 表 達 這
樣的信息：只要此處的“外夷”有何風吹草動，
清 軍 就 能 夠 依 靠 這 種 建 築 及 時 得 知 並 趕 赴 現 場
鎮壓。

筆 者 認 為， 繪 者 強 調 西 式 炮 台 在 澳 門 城 的

防 禦 體 系 的 位 置， 意 在 表 達 當 時 的 澳 門 城 正 受
到 葡 萄 牙 帝 國“ 堅 固 的 城 牆 ” 與 炮 台 保 護。 另
一 方 面， 若 這 組 畫 作 描 繪 的 沿 途 風 景 是 西 方 旅
者 進 入 廣 州 水 路 沿 途 所 見 的“ 真 實 圖 景 ”， 而
放 置 有 中 式 旗 桿 的 稅 館 及 官 方 的 中 式 建 築 都 不
夠“醒目顯眼”，未能提醒西方旅者注意的話，
那 麼“ 黃 埔 畫 ” 和“ 肇 慶 畫 ” 中 沿 岸 設 置 的 白
色 烽 火 台 就 清 晰 地 向 觀 看 者 說 明， 烽 火 台 適 用
於“ 防 外 敵（ 外 夷 ）”， 但 澳 門 葡 人 不 是 大 清
帝國的“敵人”而是“朋友”，故這一形象在“澳
門畫”中被隱去。

換 言 之， 儘 管 畫 中 並 沒 有 繪 出 清 軍 沿 岸 防
守 的 一 兵 一 卒（ 這 在 現 實 中 顯 然 不 可 能 ）， 但
“ 黃 埔 畫 ” 和“ 肇 慶 畫 ” 的 烽 火 台 形 象 卻 在 向
觀 者 表 明 這 些 地 方 周 邊 都 有 清 兵 把 守。 我 們 只
須 將“ 澳 門 畫 ” 中 站 在 媽 閣 炮 台 旁 弓 身 持 兵 器
待 戰 的 澳 葡 士 兵， 與 大 炮 台 上“ 傲 慢 ” 的 夷 人
和路邊友善的華人形象作對比（圖 19、20），
便 可 了 解 到 繪 圖 者 無 意 凸 顯“ 清 軍 的 威 武 ” 或

圖 10.　香山石岐（現中山石岐）周邊的汛口與烽火台（圖片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筆者後製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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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香山縣水道沿途的烽火台（圖片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筆者後製提供。）

圖 12.　代表澳葡軍事力量的西望洋炮台與清方之媽閣汛口遙遙相望（圖片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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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前山寨與澳門形勢圖》中的關閘以北與蓮峰廟一側各繪有三個烽火台（圖片來源：Courtesy of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Or. 12242 (7). 筆者後製提供。）

圖 14.　“香山協瓦窑頭汛”與烽火台（圖片來源：Courtesy of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Or. 12242 (7).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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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肇慶畫”中的烽火台（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圖 16.　“肇慶畫”中的烽火台與對岸的碼頭建築（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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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葡 衝 突 的 畫 面。 畫 中 包 括 大 炮 台 在 內 的 所 有
掛 有 十 字 旗 的 炮 台， 都 無 一 例 外 地 只 有 夷 人 形
象， 華 人 不 會 在 建 築 內。 換 言 之， 在 葡 萄 牙 軍
事 保 護 下 的 中 西 方 文 化 多 元 共 融 且 商 貿 繁 盛 的
澳 門 城 市 形 象 才 是 其 希 望 展 現 的 場 景。 這 難 道
不是最好的城市廣告宣傳嗎？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香港海事博物館在介紹
詞中提及該畫曾被“葡萄牙王室”收藏，然而館
方似乎並未公佈這一說法的直接證據，因此我們
要避免先入為主地認為訂製人即為葡萄牙王室成
員，或潛在的與他們有所接觸的人物。當然，從
目前的研究進展來看，這種可能性不低。

這 或 許 說 明， 繪 圖 者 將 烽 火 台 視 為 東 方 武
力 設 防 的 隱 喻： 此 時 作 為 鉗 制 澳 葡 力 量 的 位 於
關 閘 北 部 的 拉 塔 石 炮 台 尚 未 建 起， 十 七 世 紀 初
逐 步 築 成 的 澳 門 城 牆 與 炮 台 高 高 矗 立， 這 使 得
澳 門 城 內 的 西 方 建 築 與 關 閘 一 帶 的 東 方 城 郊 鄉
村景觀，在“澳門畫”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顯 然，“ 澳 門 畫 ” 呈 現 出 的 城 市 社 會 景 觀
正是澳門葡人與清政府當時的動態關係：在“懷
柔 遠 人 ” 的 天 朝 觀 念 下， 雖 然 澳 門 在 乾 隆 年 間
偶 有 教 案 發 生（ 如 著 名 的“ 唐 人 廟 案 ”）， 但
明 清 兩 朝 都 未 禁 絕 澳 門 的 外 國 宗 教 群 體， 而 是
將 澳 門 作 為 安 置 被 遣 返 的 傳 教 士 的 暫 居 地； 西
方 傳 教 士 則 視 此 地 為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的 橋 頭 堡。
清 廷 對 澳 門 城 的 特 殊 寬 容， 體 現 出 澳 門 在 廣 州
貿 易 體 系 下 的 特 殊 地 位， 皇 帝 及 地 方 官 員 深 知
澳 門 在 對 外 貿 易 中 具 有 不 可 忽 視 的 作 用， 側 面
說 明 了 西 方 傳 教 士 與 商 人 對 於 維 持 當 時 一 口 通
商的利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正 因 如 此， 這 一 座 落 於 天 朝 南 部 邊 陲、 貌
似 蓮 花 一 般 的 異 化 港 灣， 才 會 像 這 幅“ 澳 門 華
夷 雜 處 圖 ” 繪 出 的 那 般， 生 動 地 詮 釋 了 乾 隆 盛
世 下 澳 門 商 戶 車 水 馬 龍， 居 民 安 居 樂 業， 信 仰
多 元 開 放， 一 片 華 夷 和 諧 共 處 的 美 好 圖 景。 或
許 正 是 因 為“ 真 蒂 洛 尼 ” 系 列 畫 作 具 有 特 殊 的
意 義， 才 能 夠 經“ 葡 萄 牙 王 室 ”， 從 巴 西 被 卡
米 洛 帶 至 意 大 利， 最 後 遠 渡 重 洋 回 到 珠 江 口 的

香 港， 完 成 了 長 達 百 餘 年 的 全 球 藝 術 品 流 轉 之
旅，將十八世紀的粵澳社會風貌展現給公眾。

五、“澳門畫”背後折射的外銷畫市場轉變

在“ 真 蒂 洛 尼 ” 系 列 的 四 幅 畫 中， 有 三 個
地方是當時外商前往“廣州貿易”的必經之地，
即 可 以 聘 請 到 珠 江 引 水 人 並 在 非 貿 易 季 供 外 商
船 隊 居 住 的 澳 門、 讓 商 船 停 靠 且 供 船 員 生 活 的
黃 埔 港、 外 商 在 貿 易 季 居 住 及 經 商 的 廣 州 十 三
行 區。 還 有 一 處 至 今 尚 未 釐 清， 即 肇 慶 為 何 會
作 為“ 四 件 套 ” 之 一？ 筆 者 猜 測， 這 或 許 與 廣
州 十 三 行 貿 易 的 商 船 住 冬 慣 例 有 關。 當 時 的 外
國 商 隊 被 要 求 在 非 貿 易 季 節 從 十 三 行 離 開， 他
們 向 西 沿 西 江 回 到 澳 門， 肇 慶 或 許 是 外 商 在 此
過程中的路過之地。“肇慶畫”圖像中未有“夷
人”形象，或許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這 種 華 南 港 口 畫 作 組 合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十 九 世 紀 初 一 般 是 以“ 廣 州、 黃 埔、 澳 門 和 虎
門 ” 這 一 組 合 最 為 常 見，38 因 為 這 是 外 國 商 隊
前往廣州貿易的必經之地。在攝影術發明之前，
為 了 紀 念 自 己 的 航 海 經 歷， 向 親 友 展 示 自 己 曾
經 到 過 中 國， 商 隊 成 員 往 往 會 購 買 或 訂 製 當 地
的 港 口 畫 留 作 紀 念。 這 些 畫 作 成 為 記 錄、 觀 賞
與傳播中國港口信息的重要載體。

換 言 之 ， 繪 有 “ 虎 門 ” 的 畫 作 組 合 ，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十 八 世 紀 下 半 葉 才 開 始 流 行 。 隨
着 越 來 越 多 的 外 國 商 船 到 達 廣 州 貿 易 ， 他 們
帶 來 的 西 方 繪 畫 技 術 、 文 化 觀 念 及 喜 好 影 響
了 廣 東 沿 岸 ， 尤 其 是 廣 州 與 澳 門 的 繪 畫 商
品 、 藝 術 品 的 範 式 和 形 態 。 在 此 過 程 中 ， 由
於 外 國 商 人 對 肇 慶 日 趨 陌 生 ， 取 而 代 之 的 就
是 他 們 必 定 會 經 過 的 虎 門 ，故 早 期 的“ 澳 門 、
廣 州 、 黃 埔 與 肇 慶 ” 範 式 ， 由 此 逐 步 轉 變 為
十 八 世 紀 末 、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 澳 門 、 廣 州 、
黃 埔 與 虎 門 ” 組 合 。 描 繪 澳 門 風 貌 的 畫 作 ，
也 從 早 期 的 全 景 模 式 改 為 描 繪 南 灣 風 景 的 模
式 —— 他 們 或 許 在 南 灣 周 邊 度 過 了 一 段 美 好
的 時 光 ， 美 麗 的 南 歐 風 情 海 岸 線 更 能 吸 引 西
方 買 家 的 青 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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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黃埔畫”中碼頭上的稅館建築、烽火台、中方官員與沿岸行駛的各式中式船隻（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
提供。）

圖 18.　“黃埔畫”中碼頭上的稅館建築、烽火台、中方官員與沿岸停泊的洋船（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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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此， 英 籍 廣 州 貿 易 畫 作 研 究 者 孔 佩 特
（Patrick Conner）曾言：

除了廣州之外，澳門、虎門和黃埔也
是中國外銷畫家常描繪的對象，這幾站都
是東印度公司商船在抵達廣州之前的必
經之地……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最常
見的是一套由澳門、虎門、黃埔和廣州四
地組成的海景外銷畫，它們代表着西方商
人遠東航行的最後四站……十八世紀晚
期與十九世紀早期，描繪澳門的外銷畫常
常是以從澳門的一座山頂沿着半島朝東
北方眺望的方式取景作畫的。39

顯 然，“ 澳 門 畫 ” 的 範 式 與 形 制“ 不 太 符 合 ”
現 存 的 十 八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外 銷 畫 風 格： 這
一 時 期 的 外 銷 畫 作 越 來 越 精 細， 且 繪 畫 範 式
也 開 始 轉 變， 澳 門 題 材 基 本 從“ 雷 曾 德 ”
（Resende） 模 式 逐 漸 轉 移 到 南 灣 風 光、 內 港
風 光 模 式（ 如 圖 3）。 這 似 乎 說 明， 時 至 十 八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澳 門 畫 ” 這 類 全 景 地 圖 畫 作
為外銷畫，已不太流行。在市場經濟的要求下，
往 往 只 有 流 行、 符 合 顧 客 喜 好 的 畫 作 才 能 得 到
流 通 的 機 會， 這 組 畫 作 能 夠 被 外 國 家 族 世 代 收
藏， 就 意 味 着 它 大 概 是 經 過 市 場 考 驗 的 產 品。
按 照 經 濟 學 的 概 念， 在 理 想 狀 態 下（ 即 非 壟 斷
市 場 ）， 貨 品 的 市 場 價 格 和 流 通 情 況 往 往 不 是
由供應方決定，而是由需求方決定的。換言之，
外 銷 畫 的 銷 量 多 少、 產 品 是 否 成 功， 應 取 決 於
買家的喜好。

筆者認為，如果“澳門畫”是有模版的話，
“廣州畫”和“黃埔畫”同樣可能有原始模版，
那 麼 就 存 在 早 期 模 版 中 的 過 時 信 息 被 一 直 沿 用
到“ 廣 州 畫 ” 和“ 黃 埔 畫 ” 中 的 可 能。 顯 然，
一 幅 按 照 四 十 年 代 模 版 描 繪 的 過 時 畫 作， 除 非
買 家 喜 好 特 別， 否 則 大 概 是 會 淪 為“ 倉 底 貨 ”
的。 更 進 一 步 來 說， 正 如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烽 火
台 ” 問 題， 或 許“ 澳 門 畫 ” 的 原 始 模 版 是 繪 有
烽 火 台 元 素 的， 這 些 元 素 後 來 因 為 葡 人 買 家 的
喜 好 而 被 刪 除 了， 但 卻 在 同 系 列 的 其 他 畫 中 被
保留了下來。

結語

十五至十七世紀，來自歐洲大陸的航海家、
探 險 家 及 商 人 致 力 於 開 闢 通 往 亞 洲 的 航 道。 在
其 後 的 幾 百 年 裡， 這 些 紛 至 沓 來 的 人 員 在 澳 門
這 座 小 城 留 下 了 深 淺 不 一 的 足 跡。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的 歐 洲 航 海 技 術， 尤 其 是 海 圖、 地 圖 製 作 技
藝 已 經 相 對 成 熟， 這 幅 描 繪 澳 門 港 口 生 活 場 景
的“ 澳 門 畫 ” 顯 然 不 是 旨 在“ 精 確 描 繪 ” 澳 門
的城市地理特徵，而是重現澳門的社會風貌。

從“ 澳 門 畫 ” 這 一 案 例 不 難 發 現， 地 誌 畫
無 疑 是 一 種 描 繪 並 再 現 社 會、 文 化、 經 濟 面 貌
的 重 要 圖 像 載 體， 也 應 成 為 被 歷 史 學 家 重 視 的
一 種 史 料。 繪 畫 者 透 過 將 生 活 場 景 符 號 化、 圖
像化，對生活中的日常經驗進行圖像上的概括，
反 映 出 人 類 文 明 現 象 的 狀 態， 為 觀 看 者 呈 現 出
精 彩 紛 呈 的 生 動 故 事。 透 過 地 誌 畫， 我 們 不 僅
能 夠 更 好 地 認 知 人 們 過 去 的 生 活 狀 態， 還 能 感
受 當 時 的 人 們 如 何 理 解、 感 知 他 們 身 在 其 中 或
試圖描繪的地理空間。

筆 者 認 為， 要 想 運 用 好 圖 像 材 料（ 包 括
地 誌 畫、 地 圖 等 ）， 歷 史 學 者 就 不 得 不 警 惕
圖 像 的 欺 騙 性。 正 如 馬 克・ 蒙 莫 尼 爾（Mark 
Monmonier）所言：

用地圖撒謊與用統計數字撒謊很不一
樣，因為大多數地圖都會大量刪減它們
所表現的現實，地圖的清晰度要求製圖
者對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進行壓縮（或概
括）……對地圖缺乏了解的公眾則將它視
為對現實的客觀再現，如此一來，進行地
圖概括時，便很容易有意無意地撒些小
謊……地圖撒謊的方式多種多樣……用地
圖來撒謊，不僅容易，而且不可避免。40

他 認 為 讀 者 應 時 刻 警 惕 由 於 地 圖 作 者“ 無 知 或
惡 意 造 成 的 失 真 ”， 從 而 避 免 被 誤 導。 他 進 一
步強調：

地圖既要為讀者提供信息，又要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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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媽閣炮台的澳葡兵與媽閣稅口中方官員（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圖 20.　大炮台上的三個“夷人”、十二門大炮與路邊的華人（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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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目難忘，這樣的雙重角色增加了圖形失
真發生的可能性……地圖作者為追求審
美目標可能違背製圖原理或隱瞞那些重
要但不便藝術表現的信息……一些帶有
宣傳動機的地圖作者可能隱瞞意識形態
方面不便表達的信息，或者有意採用不適
合的投影方式或失去功能的符號。41

反 觀“ 澳 門 畫 ” 描 繪 的 場 景，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繪
者 充 分 表 達 出 此 時 的 澳 門 正 介 乎“ 葡 萄 牙 武 力
保護下的澳門城”與“大清主權下的澳門”（尤
其 是 稅 收 ） 這 種 微 妙 的 動 態 權 力 關 係 之 間， 繪
者 將 清 方 的 駐 防 悄 悄 地 抹 去 了， 刻 意 強 調 葡 萄
牙 軍 力 強 盛， 無 處 不 在 地 向 外 界 展 示 葡 萄 牙 正
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衛着這座海濱小城。

要 嫻 熟 地 使 用 圖 像 證 史 的 技 藝， 相 關 歷 史
學 者 必 須 要 對 畫 作 的 背 景 知 識、 描 繪 對 象 等 多
方 面 內 容 具 有 深 厚 的 功 底， 方 可 與 畫 作 作 者 達
至“ 共 情 ”， 才 能 深 刻 理 解 那 些 具 有 時 代 意 義
的 經 典 畫 作。 換 言 之， 解 讀 的 竅 門 在 於 讀 懂 誰
是 繪 畫 者 並 與 其 達 至 共 情。 也 就 是 說， 解 讀 者
要 與 繪 畫 者 在 認 知 世 界 的 知 識 層 面 和 表 達 方 式
上 保 持 一 致 的 觀 念 與 技 藝。 因 此， 本 系 列 研 究
希望藉助“澳門畫”這幅重要的澳門港口畫作，
拋 磚 引 玉， 試 圖 言 明 古 代 地 圖 與 地 誌 畫 研 究 之
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另 一 方 面，“ 澳 門 畫 ” 可 作 為 一 個 研 究 的
範 例， 說 明 學 者 在 解 讀 廣 州 貿 易 時 期 的 外 銷 畫
時， 尤 其 是 出 現 幾 幅 或 單 獨 某 幅 畫 的 內 容 元 素
存 在 時 空 矛 盾 的 情 況 下， 不 僅 可 通 過 范 岱 克 的
“ 年 代 判 斷 法 ”（ 即 其 通 過 商 館 旗 幟 判 斷 外 銷
畫、 瓷 器 等 工 藝 品 年 代 的 方 式 ） 進 行 解 讀， 古
地 圖 研 究 常 用 的“ 模 版 判 斷 法 ”（ 即 以“ 模 版
更 新 情 況 ” 進 行 分 析 的 方 法 ） 可 能 也 是 一 個 合
適 的 研 究 路 徑。 至 少 從 目 前 來 看， 假 定“ 真 蒂
洛 尼 ” 系 列 四 幅 畫 作 的 繪 製 年 代 大 致 相 若， 顯
然“ 廣 州 畫 ” 與“ 黃 埔 畫 ” 的 模 版 並 沒 有 及 時
更新，故停留在四十年代的形象上，例如：“廣
州 畫 ” 中 既 出 現 了“ 葡 萄 牙 十 字 旗 ”， 又 出 現
與 其 不 符 的“ 雙 鷹 旗 ”；“ 黃 埔 畫 ” 中 的“ 法

國旗”與“英國旗”共處一島，說明這是在“法
國 島 ” 誕 生 之 前 的 場 景。“ 澳 門 畫 ” 中 的“ 聖
若 瑟 修 院 ” 的 建 築 形 態 曾 被 修 改， 以 及 畫 中 更
多 的 生 活 場 景 細 節， 似 乎 證 明 了 筆 者 的 猜 想，
即 繪 畫 者 在 創 作 這 幅 畫 時 很 可 能 更 了 解 澳 門，
或 因 買 家 提 供 的 資 訊 而 修 改 和 增 添 了 更 多 關 於
澳 門 生 活 場 景 的 元 素， 同 時 或 許 因 信 息 的 缺 乏
而並未更新其他地區的近況。

筆 者 相 信， 大 數 據 時 代 與 人 工 智 能 時 代 的
來 臨， 使 得 大 量 不 同 語 種 的 澳 門 歷 史 文 獻 的 發
現 與 解 讀 成 為 可 能。 顯 然， 如 何 利 用 好 這 些 重
要 的 歷 史 文 獻， 尤 其 是 那 些 散 落 在 世 界 各 地 甚
至 未 曾 被 歷 史 學 者 注 意 到 的、 與 澳 門 社 會 經 濟
文 化 息 息 相 關 的 檔 案 與 畫 作， 以 及 對 過 去 被 誤
讀 或 者 忽 略 掉 的 澳 門 畫 作 進 行 系 統 的 研 究 與 解
讀，將會是當代歷史學者義不容辭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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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十三行圖像的專著已有諸多成果，如 Van Dyke, Paul A.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Van Dyke, 

Paul A. 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英）孔佩特著，于毅穎譯：《廣

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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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2016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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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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