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I

第 一 章　葡人為何東來？　｜001

第 二 章　葡人為何能成為明代中外貿易的中介？　｜007

第 三 章　葡人租借澳門的過程　｜015

第 四 章　澳門管治的特殊安排　｜041

第 五 章　澳門為何成為明清時代中國國際貿易的樞紐？｜067

第 六 章　特殊「番坊」的城市與社會　｜099

第 七 章　特殊「番坊」的歷史終結　｜153

參 考 文 獻　｜163

目 

　
錄

M AC AU



VI I序

序
我為什麼撰寫此書？因為澳門很特別。

第一，澳門有不一般的歷史，和不一般的

城市特徵，這些特別之處，竟然很清楚地表現

在一系列中西方的歷史圖像上。

這個現象在世界眾多城市中，唯澳門獨有。

在「地理大發現」前，人們對自己的城

市，乃至自己的國家之外的世界都認識不多，

因此也少有反映真實世界的地圖。進入「地理

大發現」初期，個別載有世界各地知識的地圖

更成為神秘的機密文件，只有少數特權者能接

觸。如在 15 世紀時存在的一幅反映非洲全貌

及大西洋西岸的地圖，便成為葡萄牙、西班牙

和威尼斯想方設法擁有的對象。自 16 世紀后

期，西歐部份國家進入了海洋帝國時期，西班

牙和葡萄牙的大帆船已經發現了主要大洲的大

部份岸線。加上活版印刷流行，包括新大陸、

印度和東亞地區的世界地圖開始大量出現，成

為西方社會受歡迎的新知識和新藏品。

自中世紀中後期起，個別的城市地圖，特

別是西方人可以到達的亞洲城市，如東方古老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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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中國的特許外夷居留地澳門，其地圖和畫像更在歐洲

洛陽紙貴，被人們搶購，以滿足他們對新事物的好奇。這些因

素，驅使不少製圖者和畫家，遠渡至澳門，去繪畫它的真容，

希望在歐洲市場得到好的經濟回報。出於防衛與安全的原因，

廣東省的有關官員經常向朝廷報告澳門的狀況，並在這些奏折

附上澳門城及其周邊的地圖。在 17、18世紀，有關澳門的中國

專著如《澳門記略》，亦附有詳細的澳門地圖。

第二，澳門的特別也在於它的內涵。它不獨是中國明清時

的特別行政和經濟區，也曾是受葡王直接領導的一個葡國城市。

自葡人在澳門聚居起，明清兩朝的中央政府便在澳門專設

官署，並授予澳葡領導人中國官銜及專理葡人民事事務的權

力。其後，澳門被葡王授予「天主聖名之城」的崇高地位，葡

王亦委派治澳的行政長官（總督）。正因如此，在澳門城內，

中葡兩種行政機構並存，成為澳門城市和社會發展上的兩大動

力，是葡萄牙其他海外城市所沒有的。它也和中國唐代以後在

一些重要貿易城市內出現的番坊不同。明朝以前的番坊都與原

本國家的政權沒有關係，而且它的設立純為使外來族群保持其

原有的宗教和教育，有尊重和恩撫的含義。澳門葡人，不但有

完整的社區，伸延過 300 年時間，更產生了有獨特澳門文化的

「土生葡人」。同時，澳門受葡萄牙及教皇委托，很長時間內

是為整個東亞服務的西方天主教及文化中心。

這些特點營造了澳門特殊的歷史和城市，並且體現在它的

城市社會功能區和建築景觀。它們不但是世界城市史上獨特

的，而且很早就引人入勝，吸引了不少中外名家以文學、圖畫

和城市地圖等形式去記錄和分享。

第三，澳門的特別，也在於地方小，影響大。

以人口和土地面積計，澳門從來都是個小地方，在 1553-

1841 年間基本沒有很大改變。1842 年前的澳門，人口從不過

5 萬，土地面積不過 5 平方公里，城牆之內的澳門城更小於

兩平方公里。但 17 世紀初的澳門已是天主教東亞主教的所在

地，負有對 3 億人口傳教的責任；它亦是在很長時間內唯一被

中國官方認可的東西貿易口岸，設有中國最早的海關，長期主

導了中國與亞、歐、非和美洲的國際貿易和航運。

本書在簡述和分析澳門這 300 年的歷史時，共選取了中西

方數幅歷史圖像作為這段歷史的形像性表現。這些圖像，不但

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富觀賞性，同時亦能顯示澳門在 1553

年至 1842 年間的城市面貌，和它在世界上不斷演變的經濟與

城市地位，讓讀者能在這世界少有的歷史進程中，遊歷這個獨

一無二的揉合東西文明的世界知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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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歐國家中，葡萄牙因為有利的地理位

置，是中世紀後期最早南下大西洋的國家。它

希望能繞過地中海和亞拉伯半島，沿非洲海岸

南行，找尋直通印度和東南亞的新海運航線。

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就此展開：自 15 世紀

中，葡萄牙便沿著非洲東岸南下，建立了一系

列商站，並在 1488 年到達了非洲南端的好望

角。

當時，比葡萄牙更強大的鄰國西班牙在海

外擴建殖民地上起步稍晚。但由於西班牙船

隊在 1492 年意外地發現了美洲，它便通過對

教廷的影響力，迫使葡萄牙同意由教皇在大

西洋中划出的一條南北線把世界分為兩半，西

班牙可壟斷此線以西的殖民權利（不包括已被

葡萄牙佔有的巴西），以東的地區則歸葡萄牙

開發。正因如此，葡萄牙集中資源沿着非洲南

端海岸線向東北行，成功扺達印度，在 1498-

1515 年間建立了由非洲至馬六甲的多個要塞式

商埠，壟斷歐洲與亞洲的香料貿易（見圖 1）。

在 16 世紀前期，平均每年便有葡王特許的 15

11 至 15 世紀中葉，地中海的威尼斯共和

國通過和拜占廷合作，控制了在歐洲利潤極

高、主要產於中國的絲綢和產於東南亞的香料

的貿易。香料在歐洲市場需求與日俱增，它先

由印度商人在香料集散中心滿刺加（馬六甲）

收購，然後被運至印度西岸的港口，如古里。

在那裡，它再被亞拉伯商人購買，經紅海轉運

至埃及，再經陸路運至開羅及亞歷山大港。在

這裡，威尼斯商人以專利形式收購後向歐洲各

國分銷。這個跨洲和多層次的營銷模式決定了

香料由產地至最終的西歐市場，不但需時甚

久，而且成本很高。如果以原產地的價格為

1 的話，到達西歐國家時，它的價格可以高達

60-100。因此，西歐諸國都希望能尋求新的海

運途徑，打破威尼斯和亞拉伯的壟斷，繞過他

們，讓香料能由產地直運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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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大帆船往來印度和葡萄牙間，每年運回超過 2000 噸貨物，

近九成是購自印度的香料，其中胡椒約佔八成。在 1520 年，

這些進口貨的收入佔了葡萄牙王國歲入的四成，也使王國成為

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受經濟利益的驅使，發現印度新航道的

達伽馬副手—葡人麥哲倫—被西班牙轉

聘，為西班牙尋找自歐洲西行不經葡人專控地

區便能到香料產地的新航線。他於 1519 年出

發，經大西洋後穿過南美洲南端，再橫過太平

洋，於 1521 年扺達東南亞的香料群島。這次

航行證明香料群島位於西班牙的半球之內，引

起了西葡之間對香料群島控制權長達 8 年的爭

議。葡萄牙最後通過法國給西班牙壓力和巨額

賠償，使西班牙承認葡萄牙對香料群島貿易的

獨攬權，葡萄牙得以穩固它對香料貿易的壟

斷，而往來歐亞的葡國專營大帆船數量亦倍

增，至 16世紀後期達年均 30艘以上。

然而，兩國的協議沒有考慮其他歐洲國家

的利益，因此沒有被後起的海權大國如荷蘭、

法國和英國所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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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印度大陸新圖（東南亞部份），1548年

義大利人加斯托繪，圖已顯示馬六甲及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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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期，太祖實行海禁。其短期目的是

防範競爭對手張士誠、方國珍餘部來自海上的

侵襲，及早期倭寇對沿海的騷擾。長期目的則

是吸取元代滅亡的教訓，不欲民間百姓（也包

括地方官員）通過海外貿易形成有組織和有財

力的集團。海禁政策不許民間下海及出洋貿

易；外國來中國做生意，亦必須以前來朝貢為

前提，否則亦被禁止。後者就是「朝貢貿易」，

它兼具懷柔拉攏周邊國家的目的。至明朝中

葉，「朝貢貿易」成為唯一正當的並由官家壟

斷的貿易渠道。和明朝有朝貢關係的國家，其

使團在按期向明「納貢」時，允許攜帶一些貨

物，在市舶司（設於廣州、泉州、寧波）及北

京「會同館」出售。通過壟斷貿易，明朝政府

獲得了馬匹、銅、硫磺等戰略物資，及香料、

胡椒等日常消費品。1523 年，日本多個地方政

權因為爭奪日本國朝貢使者身份，演變成「寧

波之亂」，明朝因而關停較接近日本的泉州及

寧波市舶司，只餘廣州「一口通商」。

日本商人因明朝自 1520 年代起以針對倭

寇為主的海禁而無法直接與中國大陸通商。但日本在 1540 年

代發現了多處大型銀礦並引進了新的開釆與提煉技術，加上

在 1565 年結束了戰國時代，進入比較統一的安土桃山時代，

國家穩定，經濟發展，白銀供應充裕，對中國主要商品絲綢和

瓷器需求日增。同時，日本已從葡萄牙人獲得了火槍和火炮的

製造技術，但卻缺乏主要原料中的鉄、銅、鉛和錫。為了壯大

軍隊實力以令亞洲各國臣服，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需要從

中國大量進口這些金屬原料，以製造新槍炮來武裝日軍（他

在 1592-1597 年 2 次派兵，欲經朝鮮半島征服中國，但都失

敗），不過這些物品都是被中國嚴禁出口的。日本因而願意在

光顧中國非法私商之外，也與進行中日貨品轉口或代理貿易的

葡商合作。

自 1539 年起，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中國非法走私海商「倭

寇」王直，在寧波的雙嶼島與葡萄牙人建立了合作關係。葡人

此時已控制了東南亞及印度至歐洲的航運與海上貿易，通過葡

人的中介，日本可以繞過中國海禁，與中國、東南亞、印度、

非洲乃至歐洲進行間接貿易。王直與日本大名合作在九州的平

戶島建立的國際貿易特區，便自 1550 年起成為葡萄牙大帆船

在日本的重要貿易基地，於 1570 年再轉移至長崎（直至 1639

年被德川幕府驅逐）。因為葡人在 1553 年獲准在澳門居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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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與中國合法貿易的特殊待遇，是以他們能以澳門為樞紐，

築牢了溝通歐洲、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商品的世界性貿易體

系。

1571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立聯合王國。基於政治原因，

聯合王國特許居澳葡人從  1 5 8 1  年起獨佔印度貿易，更在 

1594-1631 年禁止菲律賓和墨西哥與中國直接貿易，將特權授

予澳門葡人，奠定了葡人能在 1553-1640 年間將澳門發展為

歐、亞、非、美洲之間的海上貿易樞紐、海上「絲綢之路」節

點和大帆船時代的「黃金港口」的基礎。

總的來說，雖然明代海禁持續了近 200 年，不過由於中國

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明朝政府在最後的近 100 年以特殊形式發

展海外貿易，即利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帆船對歐洲、非洲、

亞洲和美洲跨洲航線的控制，與世界主要白銀和香料產地接

通，亦把中國的絲綢和瓷品等遠銷世界各地。澳門為明代構建

橫跨四大洲的首個全球化貿易體系發揮了中介作用。這個宏大

的世界貿易模式，不單造就了澳門經濟高度繁榮的黃金百年，

也打造了一個建築輝煌的葡國海外城市。

明嘉靖年間（1521-1567），商品經濟發

達，由於絲綢和瓷器的海外需求殷切，海禁

政策成為這些商品被大量走私的推手。沿海地

方官員因為海商賄賂大獲其利，默許他們出海

貿易，如廣東地方政府，表面在執行「朝貢貿

易」，實際也容許非朝貢外商進入珠江口自由

貿易。除這些非法貿易外，倭寇和海盜活動亦

持續不斷，加上葡萄牙殖民者東來，到中國沿

海叩關求市，明朝海疆防禦的壓力增大。

朝廷面對這複雜而嚴峻的海洋變局，開始

反思嚴格控制外國人和限制私人外貿的傳統政

策。嘉靖初年，廣東官員已多次請求開放海

禁，允許商民販海貿易。巡撫林富更點出對外

互市的四利 :  增加朝廷稅收，充足兵餉，促進

商品生產，及給予百姓從商的生計。朝廷有見

於此，一方面調整政策，局部放開沿海對外貿

易，紓緩沿海地區強烈的對外通商訴求；另一

方面築城置寨，建立省際海上巡防與海陸聯防

體系。同時，明政府更制訂一系列規則，嚴懲

違禁下海，把中外貿易限制在可控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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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海防及有限度開放外貿

的格局。

在管理系統上，朝廷強化了自明初已有的海道副使的作

用，使他成為督察海防，兼管夷務、帶管市舶的省級長官。在

廣東、福建等有限度開放的省份，海道副使取代原有的相關專

職人員。廣東海道副使有時駐廣州，有時駐南頭，除了專門職

權外，也擁有獨立上奏的權利。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前後，倭寇逐漸平息，朝廷遂逐

步擴大廣州對外商的開放，並有限度地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

特許泉州和漳州商人從月港出洋遠販東南亞各地。惟當時中國

外銷商品的最重要市場日本，卻不在月港的通商範圍之內。加

以月港是單向開放，並不容許外商前來交易，而且在其開放的

70 年間，有近 1/3 年份因政治和外交原因而臨時關閉。對月

港的這些限制成為澳門葡萄牙人在中日、中歐及中國與東南亞

貿易發揮中介功能的重大動力，亦使澳門自明後期起至清代中

葉成為當時最大貿易中轉樞紐。

隆慶開關後，廣東政府利用明廷較寬鬆的外貿政策，把之

前地方私自安排的外貿措施制度化。1569 年廣東政府特許外

商在澳門與中國商人貿易和納稅，「毋令至省城」；1571 年對

葡萄牙及其他外國商船定立船舶徵稅辦法；自 1573 年起更每

年在廣州舉辦 2 次與外商直接交易的交易會，同年，正式將澳

門租借予葡人，及在澳設置中方對外國商船登記、納稅和准入

廣州貿易的管理體制。自 1644 年起，清朝因為南明政權和沿

海反清力量的存在，加上中國海商與倭寇多有勾結，推行了沿

海海禁及 2 次「遷海令」。因為可在澳門先對外船進行安全排

查，廣州和澳門葡人建立了有力的海防屏障，澳門仍可享有定

期和外商直接貿易的特別待遇。

因此，自 1 5 6 7 年至清末的 3 0 0 年間，除個別短暫時段

外，澳門是中國唯一長期對外商開放的商港。在明清鎖國的大

環境下，中國利用澳門靈活地保持東西方貿易，通過貿易與世

界接觸，也促進了東西文明的交流互動。可以說澳門是這個時

期中國靈活變通政策下的產物，而中國的政策也營造了澳門近

300 年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