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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戰時期，澳門死難者人數陡增、十九世紀末建立起來的跨境安葬傳
統受阻、社團喪葬福利銳減甚至取消，均打破了城市原本的社會和道
德秩序。妥善安葬死難者成為澳葡當局和澳門社會共同關心的事務。
本文主要探討澳葡當局和華人社團其時增設兩座墳場 ——鏡湖義地與
新西洋墳場的實踐過程，以及戰後華人跨境安葬傳統的恢復。儘管當
時由澳葡當局直接提供殮葬服務的變革已初露端倪，但其對於死難者
的安葬處理較為滯後；另一方面，戰爭也沒有根本性地打破當局與慈
善團體合作提供市政服務的固有模式。與此同時，不同的華人社團對
死難者處理的能力存在差異，反映了華人慈善救濟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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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抗 戰 史 學 者 戴 安 娜· 拉 里（Diana Lary）
曾 指 出：“ 對 於 戰 時 社 會 最 大 的 衝 擊 就 是 死 亡
以及隨之而來的哀痛。” 1 抗戰時期，澳葡當局
推行“中立政策”， 2 大量難民湧入這座小城尋
求庇護，使澳門成為遠東地區的“慈善之都”。3

由 於 人 口 激 增、 物 資 緊 缺、 疫 情 頻 發， 抗 戰 時
期 成 為 澳 門 有 記 錄 以 來 死 亡 人 數 最 多 的 歷 史 時
期。 更 為 嚴 峻 的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建 立 起 來 的 華
人 跨 境 安 葬 傳 統 被 迫 中 斷， 大 量 屍 骨 囤 積 於 澳
門半島，極大地衝擊着澳門的社會秩序。因此，
妥 善 埋 葬 戰 爭 中 的 死 難 者， 除 了 是 管 治 者 的 職
責 外， 也 成 為 地 方 精 英 和 慈 善 團 體 重 整 道 德 秩
序的重要舉措。4

　　 以 往 的 澳 門 抗 戰 史 研 究 者 普 遍 認 為 澳 葡 當
局 在 災 疫 救 濟 中 的 表 現 有 限， 慈 善 組 織 和 鄉 族
團體相應地承擔起主要職能。 5 這種將慈善團體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取 向， 忽 視 了 不 同 類 別 的 慈 善

團體在危機下災疫救濟能力上的差異性。那麼，
有 哪 些 華 人 社 團 在 戰 時 提 供 了 殮 葬 服 務？ 哪 些
社 團 無 法 承 受 戰 爭 帶 來 的 衝 擊？ 澳 葡 當 局 的 治
理 能 力 表 現 如 何？ 我 們 要 如 何 看 待 戰 爭 對 澳 門
華人喪葬傳統的影響？

　　 本 文 以 澳 門 死 難 者 的 安 葬 處 理 為 例， 以 華
文報刊為主要史料，結合澳葡當局的葡文檔案、
日本外務省衛生報告、華人社團（時稱“僑團”）
刊 物、 回 憶 錄 等 材 料， 探 討 澳 葡 當 局 和 華 人 社
團 增 設 兩 座 墳 場 的 實 踐 過 程， 以 及 戰 後 華 人 跨
境 安 葬 傳 統 的 恢 復， 藉 此 分 析 澳 葡 當 局 的 市 政
管 理 模 式， 以 及 華 人 社 團 在 慈 善 救 濟 事 業 中 的
差 異 性 表 現， 梳 理 澳 門 華 人 喪 葬 慈 善 事 業 的 變
革與延續歷程。

一、跨境安葬的中止

　　 澳 門 由 澳 門 半 島、 氹 仔、 路 環 及 附 近 海 域
組 成。 澳 門 人 多 數 生 活 在 澳 門 半 島， 且 人 口
中 絕 大 部 分 是 華 人。1881 年， 澳 葡 當 局 為 改
善 城 市 公 共 衛 生， 禁 止 華 人 埋 葬 在 澳 門 半 島，
華 人 骨 殖 被 迫 遷 葬 至 澳 門 以 外 的 地 區。 許 多 華
人 將 棺 材、 數 年 後 開 棺 撿 骨 的 骨 箱， 通 過 水 路
或 陸 路 運 返 原 籍， 或 埋 葬 於 毗 鄰 澳 門 的 廣 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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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縣 前 山 地 區， 澳 門 華 人 跨 境 安 葬 傳 統 由 此 確
立。 6 清 末 的 澳 門 華 人 慈 善 組 織 是 這 種 特 殊 安
葬方式的服務主體。 7 延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製 造 業 發 展 與 新 移 民 人 數 的 增 長 帶 動 了 華 人 對
社 會 福 利 的 需 求， 以 職 業、 地 緣、 血 緣 為 界 別
的 華 人 社 團 層 出 不 窮。 這 些 社 團 開 始 提 供 會 員
制 的 殮 葬 服 務， 他 們 以“ 堂 ” 的 形 式 在 中 山 縣
購 置 土 地、 開 闢 墳 場， 為 會 員 提 供 專 門 的 安 葬
服 務， 以 彌 補 澳 葡 當 局 在 華 人 福 利 事 業 的 長 期
缺位。 8

　　 抗 戰 爆 發 後， 澳 門 人 口 與 死 亡 人 數 激 增。
1938 年 10 月 21 日， 日 軍 佔 領 廣 州， 隨 後 攻
陷順德、三水、佛山等地；9 1940 年 3 月 20 日，
灣 仔 失 守， 中 山 縣 大 部 分 地 區 宣 告 淪 陷， 10 當
時佔地面積僅 13 .62 平方公里的澳門迅速成為
內 地 難 民 的 避 風 港。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後， 澳 門
又成為香港及東南亞難民的避難所。1939 年和
1940 年，澳葡當局先後開展兩次人口普查，報
告顯示當時的澳門總人口分別增長至 245 ,194
人 和 374 ,737 人， 相 較 1927 年 增 加 了 一 倍
以上； 11 至 1942 年和 1944 年，澳門總人口分

別 攀 升 至 400 ,000 人 和 600 ,000 人， 來 自 上
海、 香 港、 廈 門 等 地 的 以 英、 葡 籍 難 民 為 主 的
外 籍 難 民 約 有 14 ,000 人， 其 餘 絕 大 多 數 屬 華
人難民。12 相較於葡籍難民可以申請小額信貸，
英 籍 難 民 得 以 享 有 津 貼， 華 人 難 民 是 最 易 受 飢
餓、 營 養 不 良、 疾 病 影 響 的 群 體， 也 是 除 死 亡
統 計 數 據 之 外， 記 錄 最 不 完 整 的 人 群。 13 他 們
被 當 時 的 報 刊 稱 為“ 無 家 可 歸 者 ”， 14 也 是 觀
察 家 筆 下 的 那 些“ 街 上 的 人 ”。 15 抗 戰 時 期 的
澳 門 死 亡 人 數 總 體 呈 波 動 式 增 長， 其 中 1940
年 至 1942 年， 年 均 破 萬（ 見 表 一 ）。 因 尚 未
找 到 1943 年 至 1945 年 的 官 方 統 計 資 料， 筆
者 根 據“ 非 華 人 ” 群 體 16 的 死 亡 人 數 於 1942
年 達 到 峰 值（ 見 表 二 ） 推 測， 該 年 應 是 澳 門 有
死 亡 統 計 記 錄 以 來， 死 亡 人 數 最 多 的 一 年。 據
時 任 英 國 駐 澳 門 領 事 約 翰· 包 納 爾· 瑞 維 斯

（John Pownall Reeves） 記 載，1942 年 有
27 ,000 人 死 於 飢 餓。 17 儘 管 其 稱 數 據 來 源 可
靠， 但 卻 與 澳 葡 當 局 公 佈 的 同 年 死 亡 人 數 並 不
一 致。 無 論 如 何， 要 在 有 限 時 間 內 處 理 大 量 的
亡 者 安 葬 需 求， 是 澳 葡 當 局 與 澳 門 社 會 從 未 面
對過的難題。

表一.　抗戰前後的澳門死亡人數（不完全統計）

年份 1932 1933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9 1950

死亡
人數

5 ,897 9 ,452 4 ,964 6 ,149 9 ,452 12 ,850 10 ,844 16 ,608 2 ,362 2 ,939

資料來源：《澳門年鑑》，澳門：澳門經濟總局，1938 年，頁 401–402；1939 年，頁 367–368；《澳門年鑑（1940—1941）》，澳門：
澳門經濟總局，1941 年，頁 363–364；傅玉蘭主編：《抗戰時期的澳門》，頁 56；（葡）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
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頁 166。

表二.　戰時澳門華人與非華人死亡人數比較（不完全統計）

年份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死亡
人數

華人 4 ,851 6 ,072 9 ,373 12 ,756 10 ,750 16 ,318 — — —

非華人 113 77 79 94 94 290 145 127 136

總計 4 ,964 6 ,149 9 ,452 12 ,850 10 ,844 16 ,608 — — —

資料來源：《澳門憲報》，1937 年 9 月 18 日，頁 614–615；1943 年 12 月 4 日，頁 855–856；1943 年 12 月 18 日，頁 882–893；
1944 年 1 月 1 日，頁 5–11；1944 年 1 月 15 日，頁 32–37；1944 年 1 月 22 日，頁 45–46；1944 年 7 月 22 日，頁 274–275；1945
年 1 月 20 日，頁 20–21；1945 年 7 月 21 日，頁 260–261；1946 年 2 月 9 日，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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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上 加 霜 的 是，1942 至 1943 年 間， 澳
門 有 不 少 專 事 殮 葬 的 華 人 社 團 難 以 為 繼。 澳 門
華 人 社 會 經 常 在 血 緣、 地 緣、 業 緣 組 織 內，
設 立“ 帛 金 會 ”， 為 成 員 提 供 喪 葬 補 貼。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後， 一 些 同 鄉 會 停 止 運 作， 部 分 團
體 即 便 能 夠 堅 持 下 來， 其 服 務 也 舉 步 維 艱。 18

例 如， 由 公 務 員 創 設 於 1939 年 的 洋 務 工 友 帛
金 會， 以 救 死 扶 傷、 相 互 扶 助 為 宗 旨， 初 時 有
四 百 多 名 會 員。 該 會 遇 有 喪 事， 便 通 過 沿 門 募
捐 的 方 式 籌 措 資 金， 為 死 者 家 屬 提 供 40 元 殮
葬費，餘款交帛金會保管；後因募集數額有限，
該 會 調 整 為 每 人 每 月 收 取 兩 毫 作 為 會 費。 由 於
戰 事 對 許 多 會 員 的 生 活 造 成 影 響， 有 的 無 法 繼
續 支 付 會 費， 有 的 離 開 澳 門， 有 的 對 會 費 一 事
裝 聾 作 啞， 以 致 該 會 在 1942 年 結 束 服 務。 19

又 如 成 立 於 1933 年 的 鏡 湖 長 生 會， 是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下 設 的 勞 工 助 葬 組 織， 會 員 多 達 500
人， 但 該 會 也 在 1942 年 面 臨 資 金 壓 力， 決 定
向 會 員 派 回 款 項， 結 束 長 生 會 業 務。 20 1943

年，因澳門經濟蕭條，各行業團體的會員散落，
會 費 無 着， 以 致 行 業 帛 金 會 陸 續 停 辦， 其 慘 況
引 起 了 澳 門 公 共 輿 論 的 關 注。 當 時 發 行 量 首 屈
一 指 的《 華 僑 報 》 撰 文 回 顧 了 澳 門 各 行 業 團 體
設 立 帛 金 會 的 助 葬 傳 統， 諸 如 茶 居 行 的“ 茶 居
行 工 友 帛 金 會 ”、 車 衣 行 的“ 車 衣 行 工 友 帛 金
會 ” 等， 進 而 指 出 近 年 豬 肉 行 業 經 營 不 景 氣，
多 數 會 員 另 就 他 業， 外 加 去 世 者 有 一 百 六 十 多
人， 導 致 該 行 帛 金 會 支 出 巨 大， 難 以 為 繼； 而
西 廚 帛 金 會 也 受 戰 事 影 響， 成 立 沒 多 久 便 宣 佈
停辦。 21

　　 陡 增 的 死 難 者 人 數、 銳 減 的 喪 葬 福 利， 打
破了澳門的城市生活秩序。據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神 父 追 憶， 當 時 澳 門 街 上 到 處 是 形
同 行 屍 走 肉 的 乞 丐， 其 中 一 些 在 拱 廊 街 道、 教
堂 門 廊 角 落 或 人 行 道 上 死 去。 22 這 些 街 屍 會 由
澳 門 衛 生 專 理 局 僱 傭 的 仵 工， 用 黑 色 帆 布 車 或
貨 車 運 走。 市 民 看 到 這 些 車 子 出 動， 便 在 遠 處

圖 1.　望廈聖母墳場內的慈悲者聖母小堂（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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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 鼻 離 開。 23 被 撿 拾 的 街 屍 會 被 暫 厝 於 仁 伯 爵
綜 合 醫 院 和 鏡 湖 醫 院 —— 這 兩 間 醫 院 分 別 是 澳
門 當 時 唯 一 的 公 立 醫 院 和 澳 門 成 立 最 早、 規 模
最 大 的 華 人 醫 院。 其 後， 這 些 街 屍 會 由 鏡 湖 醫
院 統 一 運 送 到 關 閘 外 土 葬。 24 然 而， 隨 着 戰 事
推進，粵澳之間的跨境安葬日益受到限制。

　　首先，日軍幾乎控制了珠江口的航運交通，
令 以 水 路 運 送 亡 者 變 得 困 難 重 重。 25 1939 年
初 以 降， 日 軍 最 重 要 的 任 務 就 是“ 將 澳 門、 香
港 與 華 南 的 其 他 地 方 隔 離 開 來， 這 些 地 方 包 括
新 會、 江 門 和 中 山 ”， 26 以 切 斷 外 界 對 中 國 的
物 資 補 給。 自 日 軍 佔 領 中 山 後， 澳 門 至 中 山 灣
仔 間 的 船 隻 便 已 停 航， 直 至 1942 年 6 月， 灣
仔鄉公所才開始准許每日 60 人由灣仔至澳門，
走私船隻則會被日軍開槍射擊。 27

表三.　1936至1941年的澳門死亡人數及死因（不完全統計）

年份
死亡
總數

死因

呼吸系統疾病 傳染和寄生蟲病 消化系統疾病 全身疾病 霍亂 其他

人數 佔比 人數 佔比 人數 佔比 人數 佔比 人數 佔比 人數 佔比

1936 4,417 1,130 25.58% — — 936 21.19% 851 19.27% 0 0.00% 1,500 33.96%

1937 4,964 1,403 28.26% 1,014 20.43% 841 16.94% 8 0.16% 376 7.57% 1,322 26.63%

1938 6,149 1,813 29.48% 1,604 26.09% 1,033 16.80% 289 4.70% 252 4.10% 1,158 18.83%

1939 9,452 3,315 35.07% 2,144 22.68% 1,583 16.75% 521 5.51% 755 7.99% 1,134 12.00%

1941 10,844 — — — — — — — — 834 7.69% — —

註：本表中的“死亡總數”（1936 至 1939 年）取自《澳門指南》及《澳門年鑑》中的“澳門總體死亡數”與當年霍亂人數的總和。其中，

《澳門指南》及《澳門年鑑》所收錄的“澳門總體死亡數”（Mortalidade Geral da Colónia）的數據來自以下幾間機構：Cidade 

de Macau（筆者推測為“澳門市行政局”）、Hospital Conde S. Januário（仁伯爵醫院）、Hospital Chinês “Keng Wu”（鏡

湖醫院）、Asilo da Santa Infancia（育嬰堂）、Administração do Concelhos das Ilhas da Taipa e Coloane（海島市行政局）、

Hospital de Santa Sancha（聖珊澤醫院），並不包括當年霍亂和 Hospital S. Rafael（白馬行醫院）的死亡數據。《澳門指南》及《澳

門年鑑》還收錄了歷年的死因統計數據，當中有關死因類別的葡文表述略有出入，但總體差別不大，且種類逐年增加。其中，呼吸

系統疾病、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消化系統疾病、全身疾病（指風濕病、營養疾病、內分泌腺疾病等全身疾病），一直位居歷年死因

前四位，故本文為方便討論，將這四項單列出來，其餘原本在文獻中單列的各項數據被統一歸入“其他”一欄。因此，本表中的“其

他”項包括：腫瘤；血液和造血器官疾病；中毒；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疾病；循環系統疾病；泌尿與生殖系統疾病；妊娠、分娩、

產褥期疾病；皮膚和細胞組織疾病；與運動有關的骨骼和器官疾病；夭折；衰老；暴力或意外死亡、死因不明。

資 料 來 源：《 澳 門 指 南 》， 澳 門： 澳 門 經 濟 總 局，1937 年， 頁 402；《 澳 門 年 鑑 》， 澳 門： 澳 門 經 濟 總 局，1938 年， 
頁 401–402；1939 年，頁 367–368；《澳門年鑑（1940—1941）》，澳門：澳門經濟總局，1941 年，頁 363–364； "Compilation 
of Miscellane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Reports on Epidemics/ Part of Asia and South Seas (Excluding China): Vol. 3/30. 
Consulate in Macao."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ref. B04012662700 (I-3-2-0-2_5_003).

　　 此 外， 霍 亂 疫 情 的 爆 發 促 使 日 軍 加 強 邊 境
的 衛 生 檢 疫， 進 一 步 加 劇 了 跨 境 埋 葬 的 困 難。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下 半 葉， 澳 門 死 亡 人 口 的 死
因 可 大 致 歸 納 為 以 下 幾 類：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消
化系統疾病、傳染和寄生蟲病，以及全身疾病。
以 往 的 研 究 大 多 籠 統 地 將 死 因 歸 咎 於 饑 饉 和 疾
病， 28 一 些 回 憶 錄 也 僅 提 到 難 民 通 常 死 於 痢 疾
等 疾 病。 29 據 衛 生 專 理 局 統 計， 當 時 死 於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的 人 數 佔 比 最 多， 且 在 戰 爭 爆 發 後 不
斷 增 加； 消 化 系 統 疾 病 的 死 亡 人 數 比 例 維 持 在
16%；傳染和寄生蟲病年平均佔比約為 23%（見
表 三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傳 染 和 寄 生 蟲 病 ”
是 在 1937 年 才 被 澳 葡 當 局 列 入 死 因 統 計 的 類
別， 這 應 與 戰 時 人 口 流 動 加 劇 疫 病 傳 播， 從 而
引起當局關注有關。此外，霍亂以其致死率高、
波及廣、歷時長的特點而最為引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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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變”後，全國霍亂疫情迅速反彈。
1937 年，澳門衛生專理局首次報告霍亂病例，
同 年 將 其 與“ 傳 染 和 寄 生 蟲 病 ” 類 數 據 並 列 公
佈，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隨着難民流動加快，
疫情日趨惡化。1940 年 9 月 13 日， 澳門被香
港當局指定為“霍亂流行地區”； 30 1941 年，
疫 情 更 呈 爆 發 式 增 長， 官 方 確 診 1 ,751 例， 死
亡 834 人， 染 疫 死 亡 率 約 為 47 .6%。 對 此，
當 時 在 粵 日 軍 緊 急 派 出 軍 醫， 在 澳 門、 中 山 邊
境 的 關 閘， 檢 查 強 行 搬 出 的 棺 材， 其 間 曾 發 現
數 名 帶 菌 者。 日 軍 其 後 規 定， 自 當 年 4 月 7 日
起， 來 往 人 員 必 須 攜 帶 河 運 營 防 疫 部 發 出 的 注
射證明；自 5 月 16 日起，除持有防疫部發出的
證 明 書 的 軍 方 人 員 以 及 中 山 縣 政 府 職 員 外， 禁
止 澳 門 與 中 山 之 間 一 切 陸 路 的 交 通 交 易， 直 至
防疫設備完善。 31 1940 至 1942 年間，面對死
亡 人 數 居 高 不 下， 傳 統 上 跨 境 殮 葬 的 方 式 又 遭
遇 不 便， 如 何 妥 善 安 葬 死 難 者 成 為 澳 葡 當 局 和
華人社會共同關注的事務。

二、兩座本地墳場的設立

　　1942 年，城市衛生的急速惡化引發公眾擔
憂。3 月 5 日，一篇刊載於《華僑報》的文章批
評關閘墳場存在衛生隱患。文章認為，澳葡當局
為保障公共衛生安全，一向將公共墳場設置在關
閘外。隨着近年人口激增和死亡數字的上升，縱
使關閘墳場地廣，但此地經年累月，已經被使用
得 無 任 何 餘 隙。 長 此 以 往， 將 對 公 共 衛 生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其 時， 澳 門 半 島 對 岸 的 氹 仔、 路
環 地 廣 人 稀， 故 文 章 建 議 向 澳 葡 當 局 申 請 建 造
墳場，並將慈善團體收埋的遺骸也遷葬過來。32

　　 這 項 提 議 受 到 澳 門 衛 生 專 理 局 的 高 度 重
視。仁伯爵綜合醫院致函鏡湖醫院，希望將“施
棺 殮 葬 之 骸 體 ” 移 葬 氹 仔， 澳 葡 方 面 承 諾 將 劃
出 一 地 段， 專 門 作 為 鏡 湖 醫 院 義 地 之 用。 33 在
華人觀念中，埋在義地的往往是窮人、流浪漢、
暴 屍、 無 名 屍 等 沒 有 子 孫 祭 祀 的 無 主 屍 骨， 是
最 糟 糕 的 喪 葬 方 式， 所 以 慈 善 組 織 的 義 地 往 往
不 受 歡 迎。 34 自 十 九 世 紀 末 以 來， 鏡 湖 醫 院 陸
續 在 中 山 縣 高 沙、 北 嶺、 較 場 埔、 白 石 等 地 購

置 總 計 一 萬 多 平 方 米 的 私 地 官 地， 安 厝 無 法 原
籍 歸 葬 的 棺 材 骨 箱， 但 始 終 未 在 澳 門 本 土 開 闢
義 地。 35 仁 伯 爵 綜 合 醫 院 的 提 議 讓 鏡 湖 醫 院 頗
感 棘 手。 抗 戰 期 間 的 慈 善 救 濟 已 使 鏡 湖 醫 院 的
經 費 異 常 困 乏， 一 旦 將 亡 者 運 到 氹 仔、 路 環 埋
葬，不僅需要舟車運費，仵工工資也勢必增加。
慎重起見，鏡湖醫院值理會於三天後召開常會，
值理劉敘堂、王德光、黃耀堅、黃蘇、周介眉、
曹子珊等人出席，會上決議：

　　一、請政府劃定地點為本院義地。

二、對於棺柩請准免費附搭拖船運往氹

仔。三、義地四周豎立界址。墳墓編列

號數。四、所有施棺立碑一切照常辦理。

五、僱用仵工四名，常駐氹仔。所有棺柩

由本院仵工送至拖船，再由駐氹仔之仵工

由船接送至墳場安葬。六、送葬人可搭電

船到氹仔等候。36

　　1942 年 4 月 17 日， 澳 葡 當 局 批 准 在 氹
仔 劃 定 一 片 土 地， 用 作 鏡 湖 義 地。 批 文 強 調，
在 離 島 建 立 新 墳 場 是 基 於 公 共 衛 生 的 考 慮， 該
墳 場 由 澳 門 市 政 廳 負 責 日 常 維 護， 海 島 市 政
廳 負 責 監 督， 收 入 支 配 則 由 兩 廳 共 同 商 定。
貧 困 者 屍 骨 從 澳 門 半 島 到 氹 仔 的 運 費， 由 慈
善 救 濟 委 員 會（Comissão de Assistência e 
Beneficência） 37 承 擔； 而 疫 情 期 間， 街 屍
及 死 於 醫 院 的 貧 困 者 的 埋 葬 費 及 運 費， 皆 由 澳
葡 當 局 承 擔。 38 章 程 公 佈 後， 街 屍、 鏡 湖 醫 院
與 仁 伯 爵 綜 合 醫 院 的 無 主 亡 者 開 始 改 運 氹 仔 埋
葬。 39 這 不 僅 顯 示 出 澳 葡 當 局 在 難 民 救 濟 與 貧
者 關 懷 上 的 人 道 主 義 精 神， 也 體 現 出 當 局 與 綜
合型慈善社團在公共救濟事業上的通力合作。

　　次 年， 澳 葡 當 局 又 於 澳 門 半 島 設 立 了 一 座
墳場。1942 年 6 月，中途島戰役使日本在西太
平 洋 失 去 戰 略 主 導 權， 盟 軍 乘 勝 追 擊， 提 前 在
西太平洋展開部署。有感於反攻序幕即將拉開，
勢 必 導 致 更 多 難 民 湧 入 澳 門， 令 早 已 逼 仄 的 城
市 不 堪 重 負， 澳 門 市 政 廳 主 席 卡 洛 斯· 達· 席
爾 瓦· 卡 瓦 略（Carlos da Silva Carvalho）

“開始感到聖味基墳場缺乏足夠的空間”。40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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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鏡湖醫院議決無名屍者安葬於氹仔的告示（圖片來源：《華僑報》，1942 年 3 月 21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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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基墳場（Cemitério de S. Miguel Arcanjo）
是 當 時 澳 門 唯 一 的 市 政 墳 場 與 天 主 教 墳 場， 其
墓 穴 分 四 等， 一 等 最 貴， 四 等 最 廉。1942 年
的 埋 葬 數 量 陡 增， 由 於 佔 地 不 廣， 倘 若 繼 續 增
加 墳 位， 未 來 實 在 無 法 收 葬， 41 於 是 卡 洛 斯· 
達· 席 爾 瓦· 卡 瓦 略 委 派 市 政 議 員 佩  
德 羅· 科 雷 亞· 德· 巴 羅 斯（Pedro Correia 
de Barros）、安東尼奧·奧康塞桑（António 
Conceição）、 鮑 里 諾· 安 東 尼 奧· 達· 席 爾
瓦（Paulino António da Silva） 及 曼 紐 爾·
努 內 斯· 維 埃 拉（Manuel Nunes Vieira） 商
討“ 解 決 三 等 及 四 等 墓 地 不 足 的 問 題 ”， 說
明 此 時 的 平 民 死 亡 人 數 已 遠 超 平 日。 42 此 外，
澳 葡 當 局 開 始 考 慮 與 時 任 英 國 駐 澳 門 領 事 約
翰· 包 納 爾· 瑞 維 斯 合 作， 由 其 代 理 埋 葬 澳
門 新 教 徒 的 新 基 督 教 墳 場（New Protestant 
Cemetery），並在墳場內興建一座獨立於聖味
基 墳 場 的 天 主 教 墳 場。 43 約 翰·包 納 爾· 瑞 維
斯 同 意 將 一 半 土 地 租 用 作 天 主 教 墓 地， 並 向 澳
葡 當 局 提 議， 在 發 生 災 難 時， 以 提 供 補 償 金 的
方 式， 徵 用 相 關 土 地 作 公 共 用 途。 44 該 建 議 被
澳 葡 方 面 採 納 後， 隨 即 刊 登 於 同 年 6 月 的《 澳
門 憲 報 》 上， 為 未 來 徵 用 土 地 開 闢 墳 場 提 供 了
法理依據。 45

　　1942 年 7 月， 霍 亂 疫 情 加 重， 死 亡 率 從

前 一 年 的 40% 增 至 89 .5%。 46 負 責 墳 場 事 務
的議員曼紐爾·努內斯·維埃拉不禁感歎：

　　聖味基墳場的安葬服務已達至近年

來增長最快的時刻，無論在天主教社群或

其他社群，情況亦如是。47

在 公 共 衛 生 危 機 愈 發 嚴 重 的 情 況 下， 澳 葡 與 英
國 領 事 約 翰· 包 納 爾· 瑞 維 斯 於 同 年 9 月 23
日 簽 訂 了 10 年 租 約， 興 建 繼 聖 味 基 墳 場 後 的
澳 門 第 二 座 市 政 墳 場。 48 約 翰·包 納 爾· 瑞 維
斯 積 極 為 澳 門 市 政 工 作 提 供 幫 助， 與 戰 時 英 葡
合 作 的 戰 略 方 針 不 無 關 係。 澳 門 史 學 者 羅 愛 蓮
（Helena F. S. Lopes） 認 為， 戰 時 的 澳 門 雖
為 中 立 區， 但 基 於 英 葡 傳 統 的 同 盟 關 係， 雙
方 仍 然 保 持 合 作 性 中 立 關 係（collaborative 
neutrality）， 且 葡 萄 牙 於 1943 年 後 更 加 明
顯 地 倒 向 同 盟 國。 49 這 座 新 市 政 墳 場 可 謂 是 英
葡合作的一大表現。

　　 新 市 政 墳 場 被 命 名 為“ 望 廈 聖 母 新 西 洋
墳 場 ”（Cemitério de Nossa Senhora da 
Piedade），因地處望廈村，又名“望廈墳場”。
“ 新 西 洋 墳 場 ” 一 經 設 立， 聖 味 基 墳 場 就 相 應
地被稱為“舊西洋墳場”。麥百道（Pedro dá 
Mesquita） 在《 緬 懷 之 園： 聖 味 基 墳 場 》 中
記 載， 新 墳 場 於 1942 年 底 舉 行 了 首 個 安 葬 儀
式， 50 但 並 未 標 明 文 獻 出 處， 翻 查 同 期 數 份 澳
門 本 地 報 刊 亦 無 報 導。 筆 者 所 見， 最 早 的 一 份
材 料 是 1943 年 1 月 3 日 刊 登 於《 華 僑 報 》 上
的一篇新聞報導。該報導稱近來墳地供應不足，
市政廳決定從當月 10 日起，將新基督教墳場空
地 改 為 天 主 教 三、 四 等 墳 場， 一、 二 等 墳 墓 仍
設在聖味基墳場。51 因此，筆者認為，新西洋墳
場的設立時間應為 1943 年 1 月 10 日。 52

　　 新 西 洋 墳 場 最 初 希 望 效 仿 聖 味 基 墳 場， 僅
對 天 主 教 徒 開 放， 限 葬 五 年， 並 只 提 供 三、 四
等 墓 穴， 但 它 在 實 際 的 服 務 過 程 中 逐 漸 演 變 為
一 座 世 俗 墳 場， 而 且 接 納 了 所 有 等 級 的 下 葬 申
請。該墳場規格分四等，頭等定價 43 澳門元、
二等 23 澳門元、 三等 15 澳門元、 四等 7 .5 澳

圖 3.　西洋墳場增闢墓地啟事（圖片來源：《華僑報》，1943 年 
1 月 3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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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元。 如 果 按 1942 年 的 物 價 水 平， 一 件 正 單
車 線 衫 為 0 .36 澳 門 元， 新 西 洋 墳 場 四 個 等 級
的 墓 地 價 格 可 分 別 對 應 購 買 120 件、64 件、
41 .6 件、21 件線衫，可見下葬費用並不低廉。
貧苦者如欲下葬，須先向警局、市政廳申請。53

至 五 年 埋 葬 年 限 屆 滿， 管 理 處 會 公 佈 號 數， 親
友 須 在 兩 個 月 內 前 往 撿 拾 骨 殖， 另 葬 他 處； 逾
期 未 遷 墳 者， 會 被 管 理 處 自 行 處 理。 54 如 果 親
友 申 請 葬 回 新 西 洋 墳 場， 必 須 列 明 情 況， 同 時
購買貯藏骨殖的骨箱（每個手續費為 100 元），
申 請 會 在 一 星 期 內 批 覆； 如 果 遷 葬 內 地， 申 請
須 經 市 政 廳 及 衛 生 分 局 核 准， 批 覆 約 在 三 星 期
內。 55 1944 年 底， 落 成 不 到 五 年 的 新 西 洋 墳
場 行 將 葬 滿， 於 是 澳 葡 當 局 按 公 價 收 購 附 近 的
菜 地， 擴 充 作 墳 場。1945 年 3 月， 當 局 展 開
擴建工程，並於同年 5 月竣工。 56

　　 澳 門 在 戰 時 增 設 的 兩 座 墳 場 在 主 管 機 構、
服務對象等方面都存在差異。1942 年於氹仔設
立 的 鏡 湖 義 地， 由 鏡 湖 醫 院 負 責 管 理， 以 服 務
留醫死者、街屍為主；1943 年在澳門半島增設
的 新 西 洋 墳 場， 作 為 市 政 墳 場， 主 要 為 普 通 市
民和外籍人士提供埋葬服務。

三、跨境安葬的復甦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同月，由澳門返回內地的人數激增，57 華人社團
也 積 極 恢 復 義 地 服 務、 開 闢 新 義 地， 跨 境 安 葬
全 面 復 甦。 一 方 面， 戰 前 成 立 的 社 團 開 始 恢 復
殮葬和祭掃服務，例如 1947 年梁族永壽堂向會
員出售義地穴位，籌集經費興辦義學，58 同年何
族 崇 義 堂 和 陳 族 聯 誼 會 恢 復 在 中 山 縣 義 地 春 秋
二祭的傳統；59 另一方面，戰時成立的新社團也
開 始 在 中 山 縣 開 闢 義 地。 隨 着 1944 年 戰 局 逐
漸明朗，國共兩黨加緊在澳門的政治博弈，“同
鄉 會 ” 及“ 聯 誼 會 ” 等 華 人 社 團 大 批 湧 現。 抗
戰 結 束 前 夕， 澳 門 僅 有 六 個 立 案 華 人 社 團， 分
別 是 中 華 總 商 會、 同 善 堂、 鏡 湖 醫 院、 新 聞 協
會、華僑體育會和尚武體育會。澳葡當局規定，
凡 是 已 立 案 的 華 人 社 團， 可 以 合 法 集 會 討 論 會
務，“否則每次開會，須呈請警察廳核辦”。60 

1945 年 1 月，鏡湖醫院主席劉敘堂聯合二十多
名 中 山 籍 在 澳 人 士， 率 先 籌 備 中 山 同 鄉 會；61 
3 月， 旅 澳 東 莞 人 也 向 澳 督 請 求 立 案 組 建 同 鄉
會；62 戰後，又相繼成立了麥族聯誼會、沙頭同
鄉 會、 李 族 聯 誼 會、 四 邑 同 鄉 會、 清 邑 同 鄉 會
和三水同鄉會。63

　　 部 分 新 社 團 一 經 成 立， 便 在 中 山 縣 購 地 興
建墳場。1946 年，鮮魚行在北嶺羅合山買地設
立公共墳場。64 1947 年，東莞同鄉會在北嶺羅
合山購置十餘畝土地作為永久墳場。65 同年四邑
同 鄉 會 成 立 後， 於 次 年 6 月 購 置 北 嶺 保 土 名 葉
塘 腳 一 段 山 地， 建 立“ 澳 門 四 邑 同 鄉 會 永 遠 墳
場 ”， 規 定 在 中 央 建 立 公 墓 外， 按 照 地 形 劃 分
五 段， 第 一 至 三 段 為 安 葬 棺 柩， 第 四、 五 段 為
安 葬 骨 殖， 一 律 不 收 地 價， 凡 屬 該 會 會 員、 親
屬 身 故 後 或 由 別 處 遷 來 安 葬 者， 均 可 申 請； 開
穴、 灰 泥、 碑 記 工 料 等 費 用 手 續， 都 由 申 請 人
自理；每年清明，由該會籌備祭品、舉行祭掃，
會 員 均 可 自 由 參 加， 其 他 時 間 由 一 名 管 理 人 負
責日常料理。66 中山縣新闢墓地數量大幅增加，
至 1948 年的清明節，到訪記者無不感慨：

　　姓族聯誼會，組織如雨後春筍，故集

體前赴該地［註：中山縣第五區］省墓者，

絡繹於途。67

可 見， 戰 後 華 人 社 團 的 復 興 和 發 展， 是 跨 境 安
葬傳統復興的重要因素。

　　 跨 境 安 葬 的 恢 復， 緩 解 了 氹 仔 鏡 湖 義 地 和
新 西 洋 墳 場 的 壓 力。 戰 後， 鏡 湖 醫 院 恢 復 了 中
山 縣 義 地 的 安 葬 服 務， 並 繼 續 維 持 着 氹 仔 義 地
的 運 作， 但 筆 者 現 今 走 訪 時 已 不 見 該 義 地 的 蹤
影。 68 1948 年， 新 西 洋 墳 場 租 期 過 半， 當 局
已流露出無意繼續經營的態度。12 月，澳葡當
局發表聲明，指新西洋墳場有舊地與新地之分，
舊 地 為 1943 年 興 建 作 埋 葬 市 民 之 處， 新 地 為
1945 年擴建之處。今後凡在舊地下葬滿五年而
起 骨 後， 該 墳 位 不 再 另 行 下 葬， 新 地 仍 暫 時 繼
續 准 許 新 亡 者 下 葬， 直 至 批 約 滿 期， 再 完 全 停
止下葬。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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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加）戴安娜·拉里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

中國人民》，台北：時報文化，2015 年，頁 29。

2.  該中立政策被葡萄牙外交界稱為“合作性中立”，其中立傾

向因時而異。參見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

之謎〉，《行政》，第 51 期（2001），頁 27–58。

3.  Botas, João Francisco Oliveira. Macau 1937–1945: Os 

Anos da Guerra.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2012,  

p. 118.

　　 筆 者 認 為， 澳 葡 當 局 無 意 繼 續 管 理 新 西 洋
墳 場， 大 體 受 傳 統、 時 局、 需 求、 經 濟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首 先， 華 人 安 葬 的 市 政 服 務 自 十 九 世
紀 末 以 降， 由 鏡 湖 醫 院 等 慈 善 團 體 主 導， 澳 葡
當 局 沒 有 直 接 參 與 管 理； 其 次， 澳 門 居 民 人 數
與 死 亡 人 數 在 戰 後 迅 速 回 落， 對 墳 場 穴 位 的 需
求 量 亦 相 應 減 少（ 見 表 一 ）， 無 需 繼 續 使 用 該
墳 場； 此 外， 跨 境 安 葬 的 迅 速 恢 復 使 民 眾 對 本
地 市 政 墳 場 的 需 求 減 少； 最 後， 從 經 濟 角 度 而
言， 市 政 墳 場 需 繳 納 高 昂 的 墓 穴 費 和 稅 費（ 除
貧 者 外 ）， 但 僅 享 有 五 年 埋 葬 期 限， 而 華 人 社
團在中山縣的義地，則可以免費作永久性埋葬。
兩者優劣之別，顯而易見。

結論

　　 抗 戰 對 澳 門 喪 葬 活 動 的 衝 擊， 促 使 澳 門 本
地 創 立 了 兩 座 新 墳 場 —— 鏡 湖 義 地 與 新 西 洋 墳
場。 一 方 面， 鏡 湖 義 地 是 在 華 界 的 批 評 和 呼 籲
下促成的；另一方面，新西洋墳場是在 1942 年  
上 半 年， 當 局 面 對 死 亡 人 數 驟 增、 市 民 本 土
安 葬 申 請 增 加 時， 才 作 出 的 回 應。 至 1943 年
1 月 新 西 洋 墳 場 落 成 時， 澳 門 已 經 挺 過 了 死 亡
人 數 最 多 的 時 期， 實 在 難 以 肯 定 新 墳 場 的 時 效
性。澳門史學者傑佛瑞·C. 岡恩（Geoffrey C. 
Gunn）曾指出，澳葡當局在霍亂疫情、大米供
應、 糧 食 配 給 等 方 面 反 應 緩 慢。 70 這 兩 座 墳 場
的 創 設 過 程， 也 反 映 出 澳 葡 當 局 在 戰 時 處 理 死
難者喪葬需求的反應同樣滯後。

　　 抗 日 戰 爭 沒 有 根 本 性 地 打 破 澳 門 市 政 服 務
的 固 有 模 式。 這 種 固 有 模 式 是 澳 葡 當 局 通 過 尋
求 與 鏡 湖 醫 院 等 慈 善 團 體 合 作， 在 華 人 社 區 中
開 展 市 政 服 務。 鏡 湖 義 地 的 創 設 可 謂 是 當 局 與
鏡 湖 醫 院 合 作 解 決 市 政 問 題 的 一 個 例 證， 而 戰
後 多 個 華 人 社 團 重 新 開 始 提 供 跨 境 安 葬 服 務 則
是 另 一 例 證。 當 然， 市 政 服 務 也 有 革 新， 新 西
洋 墳 場 的 創 設 沒 有 依 託 華 人 社 團， 標 誌 着 澳 葡
當 局 開 始 直 接 提 供 殮 葬 服 務。 作 為 澳 門 的 第 二
座 市 政 墳 場， 新 西 洋 墳 場 一 直 延 續 運 營 至 今，
並 且 從 天 主 教 墳 場 轉 變 為 一 座 世 俗 墳 場， 為 闔
澳市民提供服務。

　　 抗 戰 時 期， 澳 門 不 同 的 華 人 社 團 處 理 死 難
者 喪 葬 需 求 的 能 力 存 在 差 異， 反 映 了 華 人 慈 善
救濟的多元性與複雜性。部分專事殮葬的地緣、
血 緣 與 行 業 團 體 在 戰 亂 時 期 自 身 難 保， 對 地 方
秩 序 的 恢 復 更 顯 得 力 不 從 心， 跨 境 安 葬 活 動 幾
乎 全 面 停 滯。 另 一 方 面， 戰 爭 也 推 動 了 澳 門 綜
合 型 華 人 社 團 的 發 展。 諸 如 鏡 湖 醫 院、 同 善 堂
等 綜 合 型 慈 善 團 體， 得 益 於 其 社 會 聲 譽、 歷 史
規 模、 澳 葡 當 局 的 財 政 資 助 等 因 素， 能 夠 在 戰
時 存 活 下 來， 並 提 供 多 元 賑 難 服 務。 這 點 似 乎
和 晚 清 江 南 地 區 的 情 況 頗 為 相 似。 清 史 研 究 者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認為，太平天國
之 後 的 江 南 地 方 善 會 善 堂， 通 過 埋 葬 屍 體， 象
徵 性 地 取 代 死 者 親 屬 與 聲 稱 善 後 主 力 的 朝 廷，
而在地方社會迅速崛起。71 同樣屬於管治職責和
市 政 服 務 範 圍 的 收 埋 屍 體 工 作， 因 為 澳 葡 當 局
的 缺 位 和 遲 滯， 使 得 綜 合 型 華 人 慈 善 團 體 充 當
起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的 代 理 人， 延 續 甚 至 強 化 了 其
在市政服務中的地位。 72

　　附：本文為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3 年度

青年課題“港澳地區中外文報刊中的深圳移民：文獻

整 理 與 研 究 ”（SZ2023C013） 階 段 性 成 果。 蔡 志

祥教授指導了本文的寫作，並提供了日文資料的中譯

本，韋旻（Venus Viana）、徐世博、彭永昌、劉暢、

劉 冠 言、 蔡 一 帆、 陳 斌 同 仁 們 在 本 文 的 修 改 過 程 中

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此外，論文曾在 AAS-in-Asia 

2020 年 會“Asia at the Crossroads: Solidarity 

through Scholarship” 上 報 告， 對 於 與 會 者 的 意

見，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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