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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门是大航海时期（16-17 世纪）天主教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关键地区。自葡萄

牙人在 16 世纪中叶租借当地以来，澳门一直是耶稣会及其它天主教修会在东亚和

南亚各地传播传播天主教信仰并进行相关活动的核心基地。 

目前，澳门政府当局极为重视澳门本地历史的发掘与研究，并在保护相关史

迹的同时申请了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还大力进行相关历史文献的收藏，

借中外学者研究之用。 

由于各种原因，上述历史遗产及相关文献仍未受到中外学者的足够重视，相

关历史的研究水准亦有提升的巨大空间。此次异地考察，考察人与当地学者进行

的广泛交流，参观了若干历史遗迹和文献收藏，并就今后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相

关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进行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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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基本目的 

澳门是大航海时期（16-17 世纪）天主教在东亚及南亚地区传播的关键

地区。自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中叶（1557 年）租借当地以来，澳门一直是耶

稣会及其它天主教修会在东亚和南亚各地传播传播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基地。

不仅如此，它还是葡萄牙人远东航线中的幅射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其历史地

位的重要性不言而喻。 

有鉴于此，在参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中心“季风亚洲＂的研究计划之初，

就拟定了前往考察的计划，试图对当的历史遗迹及研究现状进行调查，以便

为深入研究的推进奠定基础。 

 

考察的主要内容 

按照计划，考察人在 2009 年 5 月 22 日至 5 月 31 日，对澳门进行为期

10 天的实地考察。先后考察了若干历史遗迹（大三巴教堂遗址、澳门主教座

堂、玫瑰圣母教堂、圣安冬尼堂、圣沙勿略小堂、雪地圣母教堂、圣若瑟修

道院、圣劳伦斯堂），并访问了相关行政部门（澳门政府下属的澳门基金会、

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历史博物馆、澳门天主教艺术博物馆、海事博物馆）

和大学院校相关部门（澳门大学历史系及澳门理工学院东西文化交流研究

所），并与相关人员（澳门基金会主任委员吴志良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开建，澳门理工学院教授崔维孝、李长森，暨南大学访澳学者赵利峰教授

等）进行了交流，并对今后合作研究的各种可能性及相关方式进行了交流与

沟通。 

 

澳门历史遗迹及学术研究现状 

基于旅游观光的需要，澳门的大多数历史遗迹都得到了妥善保护，无论

是著名的大三巴教堂遗址，还是宗教建筑（如上述澳门主教座堂、玫瑰圣母

教堂及文物陈列室、圣安冬尼堂、圣沙勿略小堂、雪地圣母教堂、圣若瑟修

道院、圣劳伦斯堂及中国传统宗教的妈祖庙）和非宗教性的历史建筑（如原

市政厅大楼），大多修缮一新。在新设立的澳门历史博物馆、天主教艺术博物

馆、海事博物馆中，澳门历史也有相当完整的展示与介绍。澳门政府在这方

面的努力及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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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相比，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设立查间不长，

本地学者的培训不够足份、其数量亦相对有限，所以，尽管澳门本地社团对

历史研究有极高的热情，并已有相当数量的研究著作出版，但总的来说，其

水准仍有极大提升空间。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近处来，澳门政府当局花费巨资，从欧洲各国的

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复制了大量历史文献和档案。此次访问澳门历史档案馆，

惊喜地看到该馆已收集了来自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葡萄牙国家档案馆、里斯

本历史档案馆等十三种文献（约千余册各类图书）的缩微胶卷，其中大多数

均为上述相关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就考察人查阅的明代中文刊本《念经总

读》、《天问略》来说，均为此前不易察阅，亦较少为学界利用的重要文本。

虽然目前该馆的限制较多（如不可复印，只能现场调阅），但如果系统调查（因

时间关系，此次考察未能系统地查阅全部档案胶版），应可期待对现在的历史

研究之现状形成突破。 

 

结论与建议 

在与当地学者的交流中获知，澳门本地学者的研究视野仍多囿于地方史

及中葡双边关系史的有限范畴，而将澳门历史研究与明清中国史以及亚洲史

加以联结，并就此寻找课题、展开深入研究的个案，为数不多。然而，正如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季风亚洲＂课题所昭示的那样，澳门历史恰恰

在于它作为中外文化交流以及东西方文化交流的关键点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尤其是在 16 至 17 世纪，澳门不仅成为耶稣会和其它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基地，

同时也是东西方商贸航线的关键点，正是由于它有存在与发展，全面意义上

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才得以真正展开。 

此前考察的基本结论是：澳门研究有进一步拓展的空间，其研究课题的

选择也有多样化的必要；台湾及大陆各高等院校的相关研究机构与澳门相关

院校在研究方面的进一步合作，不仅有可期待的前景，也是不断提升双方研

究水平的必然选择。 

为此，建议清华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以及考察人原属之浙江大学基督教文

化交流史研究中心，与澳门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沟通，逐步推进合作研究的

展开。 

可优先考虑的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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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举办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学术研究研讨会，借此整合研究团队，拟

定研究计划。 

2、鼓励并推进人员交流的展开，包括高级研究人员的互访，学生的相互

交流，可采取短期（一月或数月）或长期（一学期或者一学年）的多种形式。 

3、加强与澳门基本会等相关机构的联系。从而获得资金等各方面的帮助

（目前，该基金会的资且对象，多为澳门当地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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