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年代九龙尖沙咀天星码头和巴土总站

能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上
起到重大的作用呢？因为
当时的澳门是葡萄牙的殖
民地，远离清政府统治势
力，在政治上较为自由，
便於宣传革命。也由於这
些原因，孙中山选择了到
澳门行医，以行医作为掩
护 ， 进 行 宣 传 革 命 的 工
作。孙中山曾经讲过：“
及余卒业之后，悬壶於澳
门、羊城兩地以問世，而
实 則 为 革 命 运 动 之 开 始
也 。 ” 在 澳 门 这 弹 丸 之
地，光是纪念孙中山先生
的马路就有两条，一条是
位於澳门半島新口岸坡海
区观音莲花苑前的“孙逸
仙大马路”，另一条是位
於氹仔的“孙逸仙博士马
路”。不仅马路以其名字
來命名，另外还出邮票、
印画冊、竖铜像、兴建纪
念公园，以此來纪念孙中
山先生，处处都可以感受
到澳门人对孙中山的敬仰
与怀念。

我和母亲哥哥停留澳
门约4个月，它是我出详寻
父第一站，是见到洋人的
首次。洋人似乎样样都比
我们中国人高贵，连迎面
遇到都要闪开让路。让路
本是我们中国人固有文明
道德，但这种带有恐惧感
的让路，就油然想起老师
三公经常说的“国弱被人
欺” 这句话，连作为警察
眼睛也变了颜色，见到洋
人阿谀奉承，见到国人狐
假虎威。

写这篇传记时，欢庆
澳门己回到祖国怀抱，中
国人民己站起来了，共和
国富强起来了，翻阅澳门
回归前后历史，另有一番
辛酸与慨叹：

1521年至1522年，明
朝军队先后与葡人在屯门
和新会西草湾发生两次战
斗，其结果是葡人失败，
被驱逐出广东沿海。 经过
三四十年的努力，在粤、
闽、浙等处都无法立足的
情况下，葡人把目标瞄准
了澳门。

澳 门 自 古 以 来 是
中 国 领 土 。 近 年 历 史 考
证 ， 6 0 0 0 多 年 前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 即 有 中 华 民 族
的 先 人 在 这 一 带 生 息 繁
衍。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置岭南六郡，
澳门属南海郡番禺县。以
后历经变迁，至宋代属香
山县并沿用下来。南宋末
年，澳门一带曾是南宋军
队与追赶的元朝军队作最
后一战的地方。葡人登陆
澳门获地方当局允准居留
的 时 间 ， 有 的 史 学 家 认
为是1553年，有的认为是
1557年，葡学者们普遍认
同1557年说。

已 故 的 中 山 大 学 历
史系戴裔煊教授对早期澳
门历史作了相当深入的研
究，他在1957年发表于中
山 大 学 学 报 的 《 关 于 澳
门 历 史 上 所 谓 赶 走 海 盗
问 题 》 ， 对 此 作 了 深 刻
的分析，他认为1553年葡
人入据澳门或1557年入据
澳门，两种说法都是正确
的。第一种说法是着眼于
事情的开端，葡人在澳门
登陆，建造临时性的草棚
木屋；第二种说法则着眼
于事情的结尾，经过４年
的经营，葡人在澳门建造
了永久性的砖木瓦结构的
建筑物，居住的葡人已有
好几百人，仿佛一个偌大
的村落。从现在可以查到
的历史资料看，戴教授的
观点是实事求是，令人信
服的。

葡 人 经 过 多 年 的 钻
营，终于获得了澳门这块
宝 地 作 为 立 足 点 ， 于 是
更多葡人接踵而至。1564
年，即葡人登陆澳门10年
时，明朝御史、广东南海
人庞尚鹏在《区画濠镜保
安海隅疏》中记述：“近
数年来，葡人始入濠镜。

澳 筑 室 以 便 交 易 ，
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
超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
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
赀，故举国而来，扶老携
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
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
人矣。”这么多人远渡重
洋来到澳门，当然是为了
淘金。”

中 国 政 府 始 终 不 愿
放弃对澳门的主权。在反
抗葡殖民者的占领中，发
生了一系列澳门历史上的
著名事件，涌现了许许多
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 了 保 卫 家 园 ， 反 抗 侵
略，他们付出了热血以至

生命。这充分体现了中华
民族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
土完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精神。但是，无论澳门居
民如何去拼死保土卫国，
明、清政府中的官员如俞
安性、张之洞、吴大徵等
如何为维护澳门主权而努
力，在那样的时代要制止
葡萄牙的侵占及对澳门行
使 主 权 ，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 经 过 4 0 0 多 年 的 不 断
抗争与漫长等待之后，历
史终于走到了20世纪八十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
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
的方针，经过中葡双方磋
商，妥善地解决了这个持
续了数百年的历史遗留问
题。再过不到一年，澳门
这 个 离 开 了 4 0 0 多 年 的 游
子，便回到祖国母亲的怀
抱。澳门历史，从此掀开
新的一页。 （ 资料取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离开澳门，有位渔民
叔叔带我们到码头，坐到
九龙的渡船，母亲按址找
到住在九龙尖沙咀三姑。
三姑是个中年妇女，脸孔
圆圆，头发后面打一个小
结 ， 更 显 出 她 的 和 善 笑
容，讲道地香港话。（广
州一带和香港讲三邑话，
广东江门一带讲的是四邑
话，就是乡下话。）三姑
就 像 老 师 三 公 所 说 的 一
样，很率直很热情。她告
诉母亲，这间旧楼共3层，
她 向 屋 主 租 的 是 第 2 层 ，
是二房东，把层楼隔成一
小间一小间分租出去，三
公吩咐留给你们一间，但
是已全部出租，总不能叫
你们母子三人流落街头，
就在走道搭帆布床（折叠
床），晚上“搭”早上“
折” ，都是乡亲不收租
金。听了三姑的话，母亲
再三道谢。三姑还告诉母
亲，房客多是早出晚归，
有的是打工的、有的是水
客、还有的是船员一年到
头回来只两三次，住一两
个礼拜又跟船出航了，所
以白天很清静，有空替你
们 向 工 场 拿 些 纸 盒 回 来
粘，赚点费用，所以你们
安心住下来。我不知道三
公给三姑的信怎样写，但
是从三姑给我们母子的尽
心安排，可见三公和三姑
的亲人关系并不一般，三
公仗义，三姑善心，那种
温情、那种免于露宿街头
的感恩，己深深埋藏在我
心 里 。 住 上 几 天 ， 晚 “
搭” 晨“拆”固然麻烦，
但想到倘若没有三姑的照
顾，那情景何堪。三姑讲
话直来直往，有时比乡下
人还“直”  ，越听却越
真越亲，感觉到她不是把
我们当作普通乡邻，而是

落难需要伸手救助的亲人
了。我们搭三姑的伙食，
三姑一再告诉母亲，如果
不回家吃饭要先讲，厨房
小，从来不留剩菜剩饭，
别的房客也一样（好像香
港人到现在21世纪还保留
这种不留剩菜剩饭习惯）

（十）细姑美丽且
贤惠  容氏木行故乡情

1
三 姑 为 人 真 诚 富 有

慈悲心肠，可能由于独身
心情苦闷，很多时间就花
费在麻雀牌桌上。由于自
己是二房东，厨房清洁工
作、过道清洁工作等等，
都要亲力亲为，至少要稍
加监督各房租客需要遵守
卫生规则，然后才赶去“
三缺一” 牌局。现在有母
亲帮着打点，三姑一早就
出门说是跟“什么姑”“ 
什么姨” 一道饮茶，直到
太阳下了山才回来，有时
澈夜未归。每当什么“假
日” ，楼里也有牌局。原
来打牌是四人一桌，我好
奇怪，连女人也抽烟，只
听见搓麻雀牌的嘈杂声，
还 不 时 夹 着 “ 碰 ！ 碰 ！
碰！”真不可思议，这种
玩 意 儿 大 人 们 竟 这 么 痴
迷。同时我也觉得奇怪，
香港人为什么这样喜欢饮
茶，饮茶不在家里“饮” 
，为什么一定要到外头“
饮”呢？

一天，来了一位身穿
旗袍打扮朴素、文雅年轻
女人，说是三姑的细妹，
脸孔却和三姑完全不同。
她尖尖的鼻子配上肤色有
点像外国人，极是亲切好
看。陪同的男士比她大10
岁左右，穿西装结领带，
英俊阳光。三姑显得格外
高 兴 ， 把 我 和 哥 哥 叫 过
来：“这是你们的细姑和
细姑丈，快叫快叫！”大
人们的一阵嘈杂之后，细
姑拉着我的手，说要带我
和哥哥去饮茶。“又是饮
茶” 我想：如果带我们去
买甜面包那多好。因为每
次母亲出门时买的总是处
理咸面包（下了架的面包
便宜一比三）。三姑叫我
们赶快换衣服（她一时忘

了我们是从乡下逃难出来
的，有什么衣服好换呢？
）母亲很尴尬，细姑在三
姑耳语了几句，三姑笑着
点点头。细姑操着三邑话
说，“唔驶换，唔驶换！
甘样就得啦！”我和哥哥
被推推拉拉跟着细姑和细
姑丈走下楼。、

走 在 街 上 ， 也 许 是
细姑穿的旗袍特别适身好
看，也许是细姑丈长得帅
气英俊，或许是对这两大
两小衣着迥异、身份悬殊
走在一起，引起好奇不免
多看一眼。细姑拉着我的
手，细姑丈护着哥哥，我
们进到一间服装店。店面
装饰得很光亮很雅致，衣
架上挂着各样各样衣服，
几 位 漂 亮 卖 货 姐 姐 忙 向
前招待。我和哥哥呆在一
边 ， 好 奇 、 拘 束 也 有 些
恐慌，打从出世睁眼看世
界 ， 哪 见 过 这 种 豪 华 场
面？这么多好看衣服？只
见细姑选好衣服用眼睛量
了量我和哥哥的身材，又
朝坐下来等候的细姑丈微
微一笑，举起选好的新衣
似问“同意吗？” 细姑丈
一边点点头，一边用拇指
和食指圈个“O” 字，我
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但从
细姑丈的脸上，看得出也
很高兴，这种高兴并非装
出来，而是和细姑的微微
一笑，一样出于乐意。我
忽然又想起在澳门时各艘
渔船上的叔叔阿姨，常给
我端饭叫我趁热吃，心里
的那种感激要怎样形容才
适当呢。

换 上 新 衣 裤 ， 细 姑
细姑丈又带我和哥哥在鞋
店买了新鞋，一身新鲜，
一同来到一座茶楼，饮茶
的人很多，很嘈杂，，只
见他们一边饮茶一边吃着
点心。几个胸前挂着木盘
卖点心的，一边走一边叫
喊。细姑丈向他们招一招
手，他们就走过来送上点
心，有包子有各种各样点
心 ， 哗 ， 原 来 饮 茶 有 这
种“奥妙” 。细姑让我吃
了一种又吃另一种，我说
饱了，哥哥也饱了，细姑
脸上露出快乐。

（ 注 ： 茶 楼 早 於 清
朝之前经已存在，起源於

澳门官也街买鸡仔饼手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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