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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二卷，總第四十七期，2000No．1 ，1 1 1 －1 1 9

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之澳門形象
—— 在笛福作品中之“東方之珠”

Rogér io M igue l Puga ＊

從十六世紀葡國人到達澳門港灣開始，歐洲作家便把澳門描述為一個文化交匯

的台階。在到達印度後，葡國航海家從馬可勃羅的著作中得知中國的情況，並聽說

中國人是白膚色及蓄長髮 1，但沒有鬍子。雙方接觸後，在葡國人眼中，他們的目

光是奇異及陌生的。自此以後，在漫長歲月中，中、葡相互之間的關係及形象一直

有所改變。引用坎達澳所提及的由於歐洲缺少描述巴西人的資料。拿巴西人與中國

人相比，在性格方面：“……一些巴西人具有中國人的特徵”2 。以葡國人觀點來

看，美洲土著與亞洲人相比，是兩個相異、奇特及陌生的文化。因此將兩者放在一

起，以便讓讀者感知世界上每個角落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事物。至於對比及類推的

方法，如掌握外來事物的技巧，我們可引述富於爭論性的愛德華著作《東方學》中

有關東方學的理論。在這本著作中，作者把“西方的創造物”3 比喻為東方的形

象。澳門就是組成該形象的其中一部分，也是葡國及英國文學的題材。

＊ F．C．S ．H ．—— 里 斯本新 大學。

1 .參閱 塞朗著 《葡國 歷史字 典》第 四冊，第一百 零八頁 之埃斯 托爾尼 紐撰寫 《澳門 》 文，菲蓋里

尼亞 斯 書局 ， 波 爾圖 ， 一 九九 二 年 。

2．《聖克魯斯省歷史》，由甘達澳所著。該篇文章見於里斯本阿爾出版社出版，及由阿爾布開克所

著的 《 巴 西 之 確 認 》 。

3．賓尼卡 著《東方 學》，布 埃諾翻譯 ，一九九 零年，聖 保羅文學 出版公司 。

4．《牛津英語大詞典》第九冊，第一百四十九頁，一九八九年。

5．我們可參閱英國文學，一七七八年，馬梅布爾的著作《Diari es and c or r es pondenc e》（中譯“日

記及 書 信 ” ） 的 第 一 百 七 十 九 頁 提 及 有 關 博 彩 的 資 料 中 ， 註 解 “ 澳 門 （ 一 種 在 此 間 流 行 的 遊

戲） ” 。 在 一 七 八 三 年 ， 瓦 爾 波 萊 亦 提 及 英 國 婦 女 喜 歡 這 種 博 彩 的 社 交 活 動 ， 該 活 動 亦 被 俱

樂 部 雜 誌 所 報 導 ， 包 括 《 時 代 日 報 》 ， （ 一 八 八 三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 參 閱 《 牛 津 英 語 大 詞

典 》 ， 第 九 冊 ， 第 一 百 四 十 九 頁 。

在《牛津英語大詞典》4中“澳門”一詞的定義是“葡萄牙在中國沿岸的殖民

地，以博彩著名”，而一種名為澳門的紙牌玩意在英國5廣受歡迎。由於澳門的定

居方式、政府措施以及在廣州嚴禁博彩，因此，澳門的博彩業可追溯至葡國人逗留

澳門的初期。在十七世紀澳門博彩業的名聲傳遍歐洲各國，我們可引用上述的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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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以資證實。與此同時，當法國人特拉尼遊覧東方的時候，亦提及這種澳門的玩

意。在其第三次旅程的記事中，他指出：“souhaite qu’onle Laissâ t aller aMacao……

aprés avoir beaucoup gaignéau négoce quélle recevoit assez vien lees etrangers，qu’elle

aimoit fort le jeu，ce Qui estoit la plus forte passion de du Belloy”6 。

6．塔瓦埃尼著《Les six voyages de jean Bapt iste Tavaernier》，ecuyer baron d’Aubone，qu’i l a jait en

Turquie，en Perseet Aux Indes……，imprimèe a Paris，一七一二年，第一百四十三頁至一百四十四頁

（資料與題材有關）。《伊比利亞傳統的澳門紙牌博彩》，由阿馬羅所著。該篇文章見於第二十

三期（第二組）《文化雜誌》第五十頁，澳門，一九九五年。

7．在拉斯泰爾的間奏曲Four El ements中，（一五二零年），曾間接提及葡國人在海外建立的功績

及直接提及葡國。參閱索薩在里斯本新大學 F．C．S．H．／科技基金，里斯本，一九九八年，《英葡

研究雜誌》第二十一頁至三十六頁內《莎士比亞與葡國大發現》一文。

8．在莫爾著《烏托邦》（一五一六年）中阿德斯撰寫簡介及附註，W.W.W．Norton＆Company（諾

頓公司），紐約，一九七五年。小說的作者為伊洛德，書中虛擬葡國航海家到世界各地遊歷。

透過上述航海家的故事反映了一個新社會，同時他亦是對抗英國伊沙貝的模範 。伊洛德與韋斯

普奇曾結伴遊歷。在他們最後一次旅程中：“他並沒有跟隨司令回家……他獲得阿美尼高的允

許和另外廿三人一起留在航程最遠一站的一個堡壘（巴西的佛里奧角）……在韋斯柏奇離開後，

他遊歷多國……最後他從錫蘭抵達加爾各答，在那裡巧遇一些葡萄牙船隻，並出乎意料之外回

到自己的國家”。（莫爾，第七頁，資料與題材有關）。英國作家在真實情況的影嚮下，想象

葡國船隊在東方遊歷的情況。

9．《New At lant is 》（中譯《新大西島》）由培根撰寫於一六二九年。該篇文章見於約翰遜著《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New Atlant is》（中譯《知識的進步和新大西島》），Clarendon Press

（格寧頓出版社），倫敦，一九八零年。培根在其著作的開端中，提及他前往中國及日本的旅

程，該地亦是葡國航海家最嚮往的地方，尤其是指澳門。在第二百二十五頁註解：“……這具

開創性的六年……給予人類探索海洋的信心……”，當中亦提及葡國大發現，狄亞士（一四八

八年），華士古達加瑪（一四九八年）及麥哲倫（一五一九年至二二年）。葡國大發現產生的

希望導致培根描述真正及虛構的英國航海家到中國沿岸的旅程，包括澳門沿岸。

10．除了在《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譯《威尼斯商人》）的作品中提及葡國的海上功績及其殖

民地外，莎士比亞還以葡國人的遊記來描述戲劇《The Tempest》（中譯《暴風雨》）。而《暴風

雨》則是麥哲倫環球航行的資料。無論在東方《威尼斯商人》，第三冊，第二組，第二百六十

七頁至二百六十九頁，抑或在《葡國的海灣》（《如你所願》，第十五冊，第一組，第一百九十

七至八頁）所描述的旅程都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有所提及。

1 1 . 笛福著《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一七一九年），倫敦，一九七二年。

該作品後來稱為《The Farther Adventures》（中譯《魯賓遜漂流記》）。笛福在發表該書第二冊之

前，在同年曾發表有關《魯賓遜》的小説，並即時獲得成功，而《魯賓遜漂流記》就是我們現

正分析的作品。此外，該作者亦曾發表《The L ive，Adventures and Pi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一七二零年），倫敦，一九六九年 。該作品後來稱為《Captain Singleton》（中譯《辛

格爾頓船長》）。

英國作家拉斯泰爾（1 475－1 536）7 、莫爾（1 477－1 535）8 、培根（1 561 －

1 626）9 、莎士比亞（1564－1 61 6）10 及笛福（1 660－1 731）11 等等都提到葡國航海

家是“經驗和知識的寶庫”及葡國航海家在東方遊覽的事情。其中一些作家在描

述中國沿岸的旅程中，談及與澳門有聯繫的葡萄牙。許多作家都被葡萄牙發現新

大陸——作為評論賈梅士民族的功績——所吸引。其他理論家則認為成功橫越

好望角的事蹟，就是其中一個人類的豐碩成果：“……發現美洲及經好望角通往東

112



印度的航道，是當今人類世界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12 。此後，該成果有助於葡國

人在澳門及遠東其他地方紮根，如著作《南灣》就可證實此事。

我們的工作就是分析一些英國作家提供的有關在中國沿岸出現的葡國人及澳門

的資料。在笛福的下列作品中齊集了這些資料：《The F ar t he r Adv ent ur es of Robi n son

Crusoe》（中譯《魯賓遜飄流記》）及《Captain S i ng let on》（中譯《辛格爾頓船長》），

兩位主角人物都是為了尋找財富，因而在葡國人稱霸的海岸上經歷他們的冒險故事，

而這兩本小說均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另一位愛好漢學的法國人塞加倫則把各種中國生

活的情況比喻為“多方面的美學”13 。這些東方的記述向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文化。

至於外國事物的概念，我們可以以另一種文化及其獨特性14 表現來說明。正

如“歧異”一詞的詞綴，它意指以西方本身文化的眼光及感覺為主審視外來的活

動。透過alter mundus的觀點，使我意識到澳門的情況是另一個文化互相影響

的“理解”過程。外國事物比喻為多個文化範疇交匯的表現，它作為一致性的問題

納入社會文化中。還有，它亦是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問題，也是一種橫向及回轉反映

的玩意。因此，它表現為一種自身態度與另一方態度的密切聯繫的現象，這就如在

外來觀察家的觀點中，展現了現實情況的固定模式及題材，而該模式亦逐漸變化因

而得以證明上述論點。笛福著作中曾描述故事主角人物在澳門的遊歷，這是由於多

個原因所導致。因為可讓讀者幻想一下遙遠的異國風情，這正如在葡國遊記的文學

作品 15中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國作家 16 ；又或者是由於在葡譯英的遊記

中，澳門是東方一個重要的商業中轉站，這樣便使野心勃勃的英國人1 7 垂涎欲滴。

由於在虛構的遊記中也有描述葡國航海家，因此，在這些作品中不容置疑，澳

門成為歐洲進入中國的門戶，並經常與葡國航海家有所聯繫。透過遊記文學及與認

識葡國航海家和其功績 1 8 的朋友交談發現，葡國大發現確實豐富了多部英國文學作

品的想像力。

12．坎南撰寫的註解及簡介見於史密斯著《The Wea lth of Na t i o ns》（中譯《國富論》）（一七七六年），

Paper bac k s Un i v er s i t y，倫敦，一九六一年，第二組，第一百四十一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13 .塞加倫著《Essan sur l ’E x o t i sme》，波謝書局，巴黎， 九九 九 年 。 （ 遺 作 第 一 版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出 版 ） 。

1 4．參閱在韋爾博書 局出版，基亞著《文 學詞彙字典》內普加撰 寫《外國事物》一文 。

1 5．為研究文學及神話關係，參閱索薩著《神話 及文 學創 作》 ，興 趣書 籍， 里斯 本， 一九 八五 年 。

1 6．參閱費雷拉斯著《魯賓遜與葡國的淵源》，世紀末，里斯本，一九九六年。（該 作 品 提 出 一 些

非常有趣 的問題， 然而，却 沒有透 過 些嚴 謹及 關 鍵的 例 證以 作合 理 解釋 ） 。

1 7．參閱埃斯托爾尼紐作品第一 百 一十 一頁 。

1 8．例如在葡國與英國的學術經驗的交流中，我 們提及史蒂芬在一五七九年寄回其家鄉的信件中 ，

描述了城市 果亞。而在 其他時空中 亦曾發生同 樣的情況。 上述的信件 經翻譯後， 收集在葡國 皮

雷斯統籌編輯的文選集中，並由英國人批閱。里斯本新大學／I N I C的現代語言及文學比較研究中

心 ， 里 斯 本 ，一九八 一年， 第 九 十 一 至 九 十 四 頁 。

東印度是傑出的英雄前往的地方，正如魯賓遜及鐵鈎船長。在海上航行以及在

中國內陸與中國人及日本人協商事情方面，魯賓遜需要一個作為嚮導的航海家。英

國人與葡國航海家的聯盟，在他們一起走過的土地上，創造了豐功偉績而廣受讚

頌。英國作家塑造了葡國人的形象，而與葡國人接觸的民族的居住地亦曾是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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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成為其殖民地的大商埠，葡國人在那里曾參與爭奪該地。在十六世紀，渴望認

識新大陸的英國人翻譯無數有關葡國大發現19的作品，並拘禁了葡國航海家奧利韋

拉，並在一五四五年，將他帶返英國，其後，亨利八世對該事大表驚訝。此後，奧

利韋拉成為英國愛德華六世及葡國約翰三世的信使。在該情況及其後許多相同情況

的事情下，雙方的知識及興趣得到互相交流，而澳門亦是他們感興趣的地方。這些

資料也在笛福的小說中得到證實。

《The Far ther Adventures of Robi son C rus oe》 小說是以主角命名，當中主角人物

前往巴西。而在笛福的其他作品中，如《Capta i n S i ngleton》及《The His t o r y and

Remarkable Li f e of ……Col．Jacque》（中譯《杰克上校》）20 的主角人物則曾遊覽非洲、

印度、馬德拉及澳門等地。魯賓遜以同樣的航程沿著馬六甲海岸航行，並能看到荷

蘭船隊“在離開中國的途中”21 。多個歐洲國家在東方發展商業體系，就是這個原

動力推使我們的英雄前往中國，特別是指以商業貿易著稱的澳門。面對海上的敵人

及海盜的危險，魯賓遜在前往南中國的旅程中表現得猶豫不決，並聲稱“我的同伴

看到我沮喪的樣子……便鼓勵我，向我描述港口的模樣；那個海岸，並告訴我他希

望可以踏足交趾支那，東京灣，還打算到澳門—— 一個曾經被葡萄牙人佔領的城

市，仍然有很多歐洲人在那裡居住，尤其是希望經澳門到中國的傳教士”2 2 。其

後，船長描述澳門為“很多英國或荷蘭船隻到過的地方，屬於中國的 一部分 ” 23 ，

因此，為免受海盜的攻擊，還是不要前往此地。

19. 例如我們提及佩雷拉的《 中國 條約》（ 一五六零年），而該條約亦由維斯翻譯為英文，一五七七

年。該譯本收集在《H is tor y of T rav ay le i n the West and Eas ti nd i es》（中譯《特佛耶在西方和東印

度的歷史》中，其後亦收集在普爾沙及阿盧的選集中。另外，還有一份卡斯塔涅達著《 印度的

發 現及 征服 的歷 史》 的譯 本， 一五 八二年 ，在 五年 後則 發表 了第 二版 。
20．蒙 福在笛福著《The Hi s tory and Remarkable L i fe of t he Trul y Honou rable Col ．Jaque……》中撰寫簡

介 及 註解 ，牛 津大 學出 版社 ，倫 敦， 一九 六五 年 。

21．笛福 著《F ar t he r ……》，第三百六十七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22．同上 ，出處 同上，第 三百六 十八頁 （ 資 料 與 題 材 有 關 ） 。

23．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七十五頁。
24．參閱在《 卡里亞諾民族》內之《 大三巴牌 坊：有 關牌坊 周圍之符號學》 ， 一九 九八年 七月十 六

日 ，第 五 頁 。

25．笛 福，《Far t her …… 》第三 百零 七頁。

26．同上，出處同上，第四百零一頁。

在魯賓遜的描述下，澳門從前是一個屬於葡國人的鄉村。但我們亦應考慮上述

作品是一部由作者經過翻閱許多資料及幻想而撰寫的小說。澳門同樣亦是許多歐洲

家庭的聚居地，尤其是葡国家庭。充滿著陌生事物的遙遠異地使航海家感到萬分欣

喜。歐洲家庭就像重回歐洲“家鄉”懷抱一様。在作家的腦海中總是強調外國事物

經常伴隨著自然及人為的海上危險。在小説中，澳門作為歐洲傳教士到達全中國的

交匯台階，突出了自身的形象，這一情況對澳門形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面對這些

資料，我們不得不提及始建於一六零二年的莊嚴的聖母教堂。在該教堂裡，遺留著

一些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記錄以作證明 24 ，而十七至十八世紀正是我們分析的這一著

作撰寫時期。在上述作品 25 中有提及葡國人的傳教工作，這樣使天主教的讀者對傳

播宗教及拓展國家版圖的情況均有所認識，從巴西至東印度，魯賓遜在離開中國

後，終於區分了“這裡”信奉天主教及“那裡”不信奉天主教26 。因此，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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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對於歐洲航海家而言，不同文化和諧共處的澳門是一個無拘無束的綠洲，並突

顯了人類學風韻的外國事物。

從拉希文學至殖民後的文學發展，每個國家與“別國”均擁有其本身的方式而

有所不同；許多時候它都與民族中心主義混淆。外國的modu s v i v endi是否屬西方形

式，取決於觀察敘述者源自何種文化及地域。根據國籍、種族及美學的感覺，在亞

洲人眼中，我們是一種樣貌及習慣均陌生的異國民族。外國事物的焦點與另一種種

族的觀點有關，歐洲的情況，就正如以敘事者的觀點作衡量。作家的出發點、期

望、興趣及塑造形象或把其他民族神話化等等的決定因素均是非常豐富多彩的，這

一點正如歐洲人前往的目的地及吸引他們的事物一樣均是五花八門。在《T he

Far t her Adventures》及《Captai n S ingl eton》中，中國及日本的傳統文化的多姿多彩

形象與歐洲的殖民地，如巴西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外國事物的出現造就了真實或

虛幻的變化，而魯賓遜亦有提及在中國發生上述情況。在往東京灣及暹羅的時候，

魯賓遜是經過歐洲人當時的（前）思想概念過濾後而觀察及描述當地居民情況，隨

後發現在各方面英國比中國更勝一籌時，魯賓遜指出“他們的財富、貿易、政府的

權力和軍隊的力量都令我們震驚，因為……這一切我們都沒有預期到”27 。同時為

了避免遇見歐洲船隊，英國船隊前往台灣並由此啓航前往另一個中國沿岸的港口，

在那裡有一個年老的葡國航海家提供嚮導的服務，他的經驗知識非常豐富：“靠近

岸邊的時候，兩浬外一艘船駛向我們。船上有一位年老的葡萄牙領航員，他知道我

們也是從歐洲來的，因此向我們提供協助，我們感到很高興……，我跟他談到帶我

們到南京灣 28 的事，那裡是中國最北的地方。他說南京灣很好，笑著問我們到該處

的目的”29 。

在領航員與魯賓遜交談後，我們發現一艘船隻已在亞洲的港口停泊：“他告訴

我們澳門可能是最好的港口，在那裡不可能找不到鴉片的市場，而且可以買到各式

各樣價廉的中國產品”30 。葡國人企圖說服英國人在澳門這理想的港口通商，並在

此賺取豐厚的利潤及帶回英國。為形容澳門港口的商業活動，他們用了形容詞good

（好）的最高級best （最好）來修飾。當葡國領航員向船員查詢前往南京的目的時，

他面露笑容並嘗試向魯賓遜說服澳門是中國沿岸銷售鴉片及購買任何中國產品的最

理想地方。英國人則以否定的態度回應葡國領航員：“是的，葡萄牙先生，我說這

並不是我們來這裡要做的……”3 1 。

27．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八十六頁。

28．在平托《漫遊之旅》的第二十六章中提及詞語G u l p h of Nan q ui n。該作品於一五五三年由根特翻

譯為英文。 於 一六六三年及一六九二年再版（參閱萊維《Por t ug ue s e Voy ages》第七十八頁，一

四九八年至 一六六三 年，倫敦， 一九五三 年）。笛福 可能亦取 得該葡文作 品的譯本 ，而該作 品

就像許 多其 他作 品一 樣， 內容 均是描 述葡 國人 在中 國海 岸的 遊歷 。

29.笛福，《F a r t h e r ……》 第三百七十三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

30 .同 上 ，出 處 同 上 （ 資 料 與 題 材 有 關 ） 。

31 ．同上，出處同上（資料與題材有關）。笛福將葡語（“ S e i g n i o r ”）一詞與西班牙語混淆。從《魯

賓遜漂流 記》第一 冊開始， 由於近似 性及某些 外來語的 因素，他 都以該詞 來表達。 魯賓遜在 巴

西曾學習葡語，而葡語在東方海岸亦廣為使用。參閱蘇利範著《The Age of D i scover y 1 400－1 550》

（中譯《 大發現時 期1 40 0-1 55 0》）朗 文，倫敦 ，一九八四年 ，第二十 三頁， “一五五 零年建 立

了利潤豐厚的外國生 意，每年載運一船貨 品 一著名的黑 船一 由果亞運送歐洲 貨品到澳門的葡 萄

牙人基地， 再裝載中國 絲綢，運 到福崗售賣 ，交換所 得一 般為白銀。 葡萄牙人是 最早的世界 貿

易商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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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及海盜和海上“不遵守法律的人士”後，葡國領航員表示知悉亞洲及歐洲

的現時情況，因此，英國航海家把他當作為“經驗的智者”。葡國領航員還通知魯

賓遜可直接與中國居民通商，避免了歐洲敵人攻擊他們船隊的危險：“Qui nchang
32
，

傳教士一般從澳門來到這裡登岸，向中國人宣傳基督教，從未有歐洲船隻在此登陸

……有時候他們在那裡做生意，因為有日本人希望購買中國貨品”33 。還有，笛福

提及中國的傳教工作是由澳門開始。葡國領航員表示只有他才熟悉中國海岸及如何

進行通商，而且亦通曉日本的情況，這樣，他便使魯賓遜的朋友放下思想包袱“如

釋重負”34，換言之，就是其背上的重擔，因此，他成為英國船員的朋友。該領航

員使我們想起魯賓遜小說的葡國船長，因為該船長在非洲海岸救了魯賓遜一命，並

帶了魯賓遜回到巴西。同時當英國航海家需要船長幫助的時候，他表現誠懇並樂於

助人。在中國，這個葡國人物同樣表現出樂於與英國人結伴而行，前往世界各地遊

歷，英國人稱他為“永垂不朽的老船長——一 位 葡 萄 牙 人 ” 35 。

勇敢的“葡萄牙領航員”為英國船員與日本航海家製造多次接觸的機會，隨

後，他們一起前往北京，那裡亦有他的朋友。在中國首都：“由於我們希望晉見

皇帝，因此我們把葡萄牙領航員帶上，付款給他與我們同行，並為我們作傳譯。

他能聽懂該國語言，又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和一點點英語。事實上，無論到哪

裡，這個老人家都是我們最有用的工具，因為我們到北京不到一星期，當時他笑

說“哎，英國貴族……” 36。英國人認為年老、充滿好奇心及精力充沛的葡國人

是他們航程中必不可少的好伙伴，因為他熟悉中國各地的情況，並精通拉丁語及

葡語。魯賓遜由於長期逗留巴西，因此亦諳上述語言。領航員亦精通法語、英語

及“國家語言”。在北京講普通話，而在澳門地區則講廣東話。笛福是否不清楚

這一情況或者這個葡國人是否真正通曉多種語言呢？魯賓遜在許多葡國人居住的巴

西生活，使他獲益良多，而他的生活經驗亦是非常難能可貴。他喜歡遊歷因而到

處旅遊冒險，並決定酬謝從澳門一直倍伴著他的領航員“這個人，坦白說……在

任何情況下都是他最需要的人……”37 。葡國人總是樂於助人，包括向英國船員

傳達一些有關中國民族手工藝的資訊“葡萄牙領航員愛說笑話……他說給我看我

國的珍品。……一所用“中國製品”建造的房子，正如在英國所用的名稱，在我

們的國家（葡萄牙）叫這種所謂“中國製品”為瓷器”3 8 。 葡國人親自向英國人介

紹一所世上罕有的擺放著琳琅滿目的瓷器的房屋。領航員並解釋這詞在英語及葡

語的區別，就像理解不同的文化及modus v i v endi“……英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

思，我明白”，他說，“但中國人對你所說則有別的理解”39 。

32．葡 國航 海 家 、 中 國 人 及 日 本 人 對 該 港 口 一 詞 的 發 音 均 有 不 同 的 方 式。 因 此 ， 笛 福 對 該 詞 的 三 種

發 音 都 表 示 理 解 ， 並 指 出 這 是 由 於 不 同 文 化 對 同 一 地 點 都 有 著 本 身 的 發 音 方 式 。 參 閱 笛 福

《 F ar t her … … 》 ， 第 三 百 七 十 七 頁 。

3 3．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三 百 七 十 七 頁 ， 並 參 閱 第 三 百 八 十 一 頁 中 作 者 提 及 葡 國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傳

教 ， 同 時 由 於 英 國 國 教 為 基 督 教 ， 因 此 ， 受 到 《 Romish p ri e s ts》 批 評 。

34．笛 福 ，《 Fa r t h e r … … 》， 第 三 百 八 十 頁 。

35．同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三 百 九 十 七 頁 （ 資 料 與 題 材 有 關 ） 。

36．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三 百 九 十 頁 。

37 ．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三 百 九 十 一 頁 。

3 8．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三 百 九 十 三 頁 。

3 9．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三 百 九 十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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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出發，前往英國的途中，當英國船隊被敵人攻擊時，“葡萄牙人”又一

次顯示他的冷靜及靈敏的思考能力，因此魯賓遜指出：“年老的領航員是我們的船

長，也是我們的工程師……”40 。魯賓遜在澳門所遇到的葡國人的角色是航程中不

可或缺的人物，並得到高度的重視及讚賞，由於他不單止是航行的專家，也是在貿

易往來和航程中出現實質問題的解決能手。

魯賓遜及鐵鈎船長的冒險歷程中，不能缺少樂於助人及經驗豐富的葡國人的

參與，並在世界各個角落給予他們援助。魯賓遜表示非常喜歡葡國人及在澳門所

遇見的領航員。雖然在海上葡國人是英國人的敵人，因此，在初期他對葡國人的

印象是負面的。在巴西的旅程後，海盜鐵鈎（博）經過霍爾木茲及菲律賓返回香料

之路的東方，而在該地進行通商已經不是奇聞，“由於葡萄牙經常有船隻從中國

的澳門回來，帶同中國商人賣給他們的香料。中國商人同樣地經常用中國貨品換

取荷蘭香料”41。小說作者敘述當時他們的競爭者葡國人在澳門地區已有直接及間

接的貿易伙伴，因此，一如巴西及非洲的情況，不利於鐵鈎的船隊進行貿易。

英國船長指出在果亞學懂了“一切醜惡事，從葡萄牙人當中看到最不誠實、最

墮落、最自大、最殘酷的一面——一個自稱信奉基督的國家”42 。鐵鈎把在旅程

中所遇到的民族與葡國人相比，顯然減少了對葡國人的批評，因為在葡國人腦海中

只有盡量賺取更多的金錢。因此，我們從作品中可覺察到葡國人的形象及他們常到

的地方的變化，就如印度的情況。為何有如此的變化呢？鐵鈎是英國海盜及隨後是

葡國人的敵人，葡國人對他的攻擊曾否作出自衛呢？羅馬教皇的宗教應否反對亨利

八世呢？笛福希望強調在東方海岸是沒有法律可言，這正如發生在魯賓遜身上的情

況。作者可能只想向我們提出葡國人的另一個觀點，因為每一個社群都有他們的觀

點 。

身為記者的笛福可能曾翻閱有關印度賄賂情況的評論及資料，在今天賄賂被視

為導致東方王國沒落的原因之一，因此，貿易往來隨後轉向大西洋發展。魯賓遜及

鐵鈎亦曾到達大西洋。前者欲以工作致富而後者則欲以搶掠致富。上述兩個人物的

不同興趣可能逐漸得到過濾並影響他們所建立的形象，而在葡國及澳門均有反映該

形象。

40 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四 百 二 十 四 頁 。

41 同上，《 Cap ta in S ingl eton》，第三百零八頁。

4 2 同 上 ， 出 處 同 上 ， 第 七 頁 。

外國事物的題材亦與經濟問題有關。然而，我們感興趣的只是，透過人類學及

文學中的各種現象所反映的澳門人、中國人及葡國人的觀點。不過當描述中國的地

貌、民族及風俗習慣時，由於讀者或評論家不諳所有藝術的表達方式，以致對“外

國事物”的認知存有顯著的偏差。無可避免的是，不論相近／類似，抑或差距／差

異，這種論證歐亞之間差異的方法，始終都是以類推和比較來評定價值論的。同

時，透過對其他人的無知和野蠻行徑，也嘲諷了自詡文明的“我”。這種外國主義

－東方主義也成了一種教化的武器，從而產生“我”的社會及政治縮影的反面教

材。由此，我們可談談涉及哲學的外國事物。而我們還可提及“人類學、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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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肖像、修辭學、語言學及文學美學等的外國事物”43 。例如，談及在澳門一

些有關外國事物的繪畫中，英國畫家錢納利的作品（倫敦，一七七四—— 澳門，

一八五二），作品中展現了典型的澳門人物及與她有關的所有異國風情的生活體驗

及周圍事物。

外國事物的差異亦是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在人類學的研究論文中以盡可能如實

重現或描述外國事物為目的。在外國事物中，除了追求人類學的趣味外，我們還可

提及遊客及“exot a”的趣味，這就如西格倫自身受到啟發而追尋“plaisir de sent i r

le Di ver s”44 。同樣，我們亦可從錢納利的作品中發現，其作品是以日積月累的多

元文化知識為基礎，再借助色彩斑斕的意象，使其作品充滿異國情懷。

憑經驗來看中國文化，會發覺它別有天地，這個發現是多方位的，是一種情感

欣賞成果的擷取。然而，以客觀身分是難以洞悉其中奧秘。托多羅把“e xo t op i e”

的發現過程稱作為“af f i rmat ion de l’e x ter io r i té de l’aut re qui va de pa i r av ec sa
r econnai ssance en tant que suj e t ”45。另一種與“本國”文化相距甚遠的“外國”文

化的出現，就是本次研究的對象一一 東方學。它是一項要求理解其所有複雜性的

跨學科研究。外國事物的概念融合了從地域及虛幻的旅程中賦予人類的經驗，並反

映了每一種文化在互相影響下的不同形象。在葡國文學中亦反映了有關中國的形

象，反過來亦然46 。

魯賓遜及鐵鈎船長的澳門之旅，不論是真是假，總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同時，

該旅程創造了變化萬千的時空及人物的神話，作者偶爾使用誇張手法處理，偶爾以

感性認識等多種手法來描述。外國事物可能只是西方文化的對立反映（在《The

f ar t her Adventu r es》中的中國）或是另一種文化的反映（在《The far t he r A d ventures》

中的澳門）。該反映是基於對不同種類的文化及modus v iv end i進行觀察，並嘗試將

之解碼。除了無數記叙著作及活靈活現的象徵手法的著作外，從十五世紀的大發

現、遊記以至現今的旅遊指南及各種民族的特色膳食均反映了外國風情。

外來事物與前往另一個地方的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有時純粹是藝術創作及

幻想虛構的成果（《Far t her Adventu res》及《Captain S ingl eton》）。有時，它則是帝

國主義思想推動下，實現擁有外國事物的夢想的成果。翻譯當地語言是與外國文化

交流的前提之一。在《The Fart her Advent ure s》47 裏葡國領航員曾提出這個問題。

43 .在 布 埃 索 著《 遊 記 文 學 、 故 事 、 歷 史 及 神 話 》 中 的 第 五 百 六 十 六 頁 內 之 《 在 葡 國 文 學 中 的 異 國

情 調 或 “ 各 種 美 學 ” 》 一 文 ， 科 斯 梅 出 版 社 ， 里 斯 本 ，一 九 九 七 年 。

4 4 ． 塞 加 倫 ， 第 三 十 頁 。
45． 托 多 羅 著《La Conquet e de l ’Amer iqu e 》，E d i t i o n s du S e v i l ，巴 黎 ， 一 九 八 二 年 ， 第 二 百 五 十

四 頁 。
46．參閱《 文 化 雜 誌 》 第 二 十 三 期 （ 第 二 組 ） 內 霍 啟 昌 撰 寫 《 葡 國 人 在 清 朝 的 最 早 形 象 》 文 ， 澳

門 ， 一 九 九 五 年 ， 第 五 頁 至 十 二 頁 。 同 時 亦 參 閱 同 一 雜 誌 內 洛 雷 羅 撰 寫 《 在 葡 國 大 發 現 文 化 中

之 中 國 形 象 》 一 文 ， 第 十 三 頁 至 十 八 頁 。

47． 笛福 ，《F a r t h e r ……》 第三百 九十 五頁 。
4 8.參閱 布 埃 索 著 《 十 六 世 紀 外 國 語 言 之 研 究 》 ， I C AL P ， 里 斯 本 ， 一 九 八 三 年 。

另一種文化的美學特徵及標誌亦在小說主角人物到達中國海岸時出現，我們透

過列舉地名、稱號、短語、模仿異地語言的聲音 48 及其他性質的標記，便可讓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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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不同於他們的詞彙世界。例如衣服、外貌輪廓、手勢、事物的特徵及喜好。正

如我們在整篇文章的分析中，外國事物是以明確或含蓄的比喻、模仿技巧或脫離現

實的手法來表現，就正如荷里活西部電影的北美印第安人。總括來說，有關外國風

情的文章都是以虛構情節來堆砌的，以便達到其既定的目的，然而，在某些情況

下，又會如實反映當地的情況。創造這些象徵性的題材及人物有助於讀者理解異地

文化，有時該題材更與讀者的“期望”不謀而合。（cf ．l ser ．The Act of Reading：

《AT heory of Aes t het ic Response》）（中譯《讀書：美學反應理論》）。透過前往世界

各地的使命，人們在曾踏足的土地上展現外來的物質、人力資源以及語言。在澳門

及中國其他地方，相繼發現了中國以外的異國風情的事物。葡國的領航員就是以這

個宗旨為己任。

以形象生動的象徵手法來進行描寫的著作可改變讀者的思維方式及拓寬其知

識的範圍。英國的 homo v iator在描述新的現實情況中，特別注重一些不利於外國

文化 49 的細微情況，因此，他認為有需要改變讀者的思維方式及對外國事物的想

法。笛福的有關外國事物的文章是一個概念的工具，並能在面對舊大陸的信條

時，幫助讀者理解在新世界中產生的疑問、恐懼及威脅。許多與外國事物有著密

切關係的題材都是有系統地迅速得到發展的，特別是從伊比利亞的對外擴張到大

發現的新時代，甚至今時今日，這個題材都能在歐洲文學中得以發揮。從十五世

紀到十六世紀，隨著多次的新發現，知識不斷地傳播及吸收，提高了人們理解及

思考各種現實情況的能力。由於外國事物的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及文化得以逐

漸改變。透過上述我們所分析的作品得知，Jamais vu將會逐漸蛻變為deja vu。

因此，我們的結論為，透過笛福的作品所表現的中心思想，反映了葡國人及澳

門的形象都是積極進取的。澳門也將繼續成為融匯外國多元文化知識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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