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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 十四卷，總 第五十四 期，20 0 1 No. 4 ， 1 3 2 5 － 1 3 4 4

高美士老師與中國文化的教育傳播

A nt ó nio A res t a ＊

高美士（1 907－1 97 6）為豐富多彩的當代葡中文化對話的最高代表之

一。他植根於幾個世紀以來葡萄牙漢學學派1 的傳統。淵博的漢學家，例

如曾德昭（Alvaro Semedo ）、安文思（Gabr ie l de Magalhã es ） 、 江 沙 維

（Joaquim Afonso Gonç al ves ） 、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 lva）及戈振東

（J oaquim Gue rra），在他們的著作中為我們留下了對中國文化與文明多方

面認識的結晶。

一、生平簡介

高 美 士 於 1 9 0 7 年 7 月 1 1 日 在 澳 門 出 生 2 ， 其父 為沙 維爾 ·高 美 士

（J o a qui m Franc isco Xav ie r Gomes ） 3 ， 母 為 莎 拉 （Sara Carol ina d a

Encarnaç ã o）4 。其家庭具有文化修養、關心時事、經濟富裕、有細膩的音

樂與藝術感，酷愛中國傢具及瓷器。

＊教員、研究員
1 ．安文哲《葡萄牙漢學回顧》，《文化雜誌》，第32期，第2系列，1 997年7－9月，第9-

1 8頁 。
2．當時的總督是高地烏（Pedro Cout inho），主教是鮑理諾（D．Joã 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議事廳主席是佩雷拉（Francisco Xavier Pere i ra）。

3．小學教員，崗頂男校小學校長。

4．小學教員，女校小學校長。
5．高若瑟（1 880－1 976），1 903年在澳門晉鐸，澳門主教（1 920－1 940），東方首主教（1 940－

1 9 6 2），紅衣主教（1 962）。

他在雙親 的監護下 完成小學 教育後， 進入利宵 中學並以 優秀的成 績

結束了七年級的學業。在這段漫長的智力、科學及道德培養的過程中，

幾位 老師 ， 主要 是 高若 瑟 （José da Costa Nun es）5 、 庇 山 耶（Cam i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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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 sanha）6 、 文 第 士（Manuel da Si lva Mendes）7及文 博爾 多 ·塞 維利 諾 ·

德·阿維拉爾（Humber to Sever ino de Av elar）8 對他的性格及智力的形成起

了決定性的影響。

正是在利宵中學的首份學報《學苑》9 上，高美士發表了他的關於富

蘭克林（Benjamim F r a nk l in）的處女作。說是從此他展開了筆耕的生涯，

亦不 以 為 過 。

6．庇山耶（1 867-1 926），1 894年起，在利宵中學任哲學教員、律師、澳門法區物業登記局

局長、葡萄牙最偉大的象徵派詩人。

7．文第士（1 87 6－1 9 31 ），1 901 年起，在利宵中學任教，擔任校長（1 904－1 90 7及1 9 09－

1 91 4）、律師、道家哲學學者、著名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他的收藏品構成澳門賈梅士博

物館藏品的最珍貴部分）。

8．利宵中學校長（1 91 9－1 920及1 925）。關於這位教員，請參見雷戈（José de Carvalho e

Re go）《昔日人物》，澳門文化司署，1 994年，第1 9 1 －1 9 2頁。

9．文德泉蒙席說：“在德爾加多（Borges Delgado）校長的倡議下，學生們按照科英布拉大學

的方式身著長袍與披肩，成立了“學苑”學生會、學生合唱團、無伴奏合唱團及一個話劇

團。無伴奏合唱團及學生合唱團曾在香港及廣州表演。1 920年1 0月5日起，開始出版月

刊《學苑》，參見《利宵中學》，教育司，第三版，1 986年，第1 1 9頁。

學校的生活，尤其是對20年代的澳門的回憶在其腦海中縈迴：“我不

記得有哪位教員上足規定的課時。文第士、庇山耶、文博爾多 塞維利諾

·德·阿維拉爾老師及馬特烏斯·德·利馬（Mateus de L ima）工程師例

外，其他教員都是臨時的，或確切地說是趕鴨子上架，都是陸軍、海軍軍

官、醫生、神甫等 等。……當時最 常用的交通工具是 人力車，前一苦 力

拉，後一苦力推。但喇拿尼士（L ara Re i s）卻騎自行車去授課。當時澳門

的汽車不多。後來學校的老師中也祇有阿爾馬斯（Sant as Almas）老師有一

輛橄欖綠色的貝克（Bu i c k ）牌汽車，那簡直是他的性命。這輛車在它主人

的手上，卻不是甚麼快速交通工具。這輛車和令人懷念的沙明度（Padre

Sarmento）神甫的那輛雪佛萊（ Chev r ole t）均是澳門馬路上兩輛蠕行的交通

工具。這二人開車的慢悠悠簡直令人難受。馬特烏斯·德·利馬及庇山耶

擁有私人人力車。但當時在席爾瓦（Luís Ai res da Si lv a）的倡議下，最後還

是引進了摩登的上海人力車。這些車線條漂亮，車身油亮，輪子低，有輪

胎，因此容易拉行。庇山耶和馬特烏斯·德·利馬的那兩輛車，輪子高，

實心輪，油漆都老化開裂了。說實在的，早就該進博物館了，不應該接送

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當時澳門仍未有快捷的交通工具，因此老師們遲

到已是司空見慣。更甚是上一節課以上的教員，在課間休息時，聊天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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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把學生拋到了腦後。……庇山耶在下課鈴響前一刻鐘或十分鐘才姍

姍而來。最後一節課時，學生們常常飢腸轆轆，因為庇山耶老師要到校工

第六、七次來通知他早該下課了，他才放我們吃午飯。”
1 0

根據文德泉蒙

席
11

收集的專訪，庇山耶老師不會不引起學生們的注意，因為“我們深知

很多學生在倫理上深受這位哲學老師影響。他在課堂上毫無保留地向學生

們灌輸他的思想。”

儘管他已在華務科 1 2 註冊，準備從事翻譯這一職業，高美士也體察其

父母希望他從教的心情。他當了20年的小學教員。曾出任伯多祿官立小學13

的校長和初級教育學監。1 951 年，柯利維（Albano de Ol iveira ）總 督 曾 這

樣稱讚他說：“小學教員高美士值得讚揚。在擔任過的職務中，他表現出

聰敏過人，工作努力，勤勤懇懇。此外，他還發表了數份有關中國問題

的文章，顯出了這位勝任、博學的研究人員的才能，為進一步聯繫葡 中

兩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14 他 在 利 宵 中 學 及 郵 電 司 擔 任 過 教 職 ， 講 授

中文 課 程 。

他非凡的知識及隨和的人品使他積極參與他那個時代的社交及文化生

活。從他所參與的各項工作可為明證15。 他 遵 循 一 則 古 老 而 崇 高 的 格 言：

“服務於人，不取於人。”也就是說，無私地為社團服務，不利用職權謀取

私 利 。

1 0． 《 高 美 士 自 述 》 見 《文 化 雜 誌 》 （ 官 龍 耀 主 編 ）， 第 1 5期 ， 1 9 9 1 年7-9月 ，第 1 9－ 2 0頁 。

1 1 ． 《 利 宵 中 學》 ， 第 三 版 ， 教育 司 ， 1 9 8 6年 ， 第 3 6 8 頁 。

1 2．何思靈（Cel i na Ve i ga de Ol i vei ra）《葡中關係格局中的漢語學校（A Escola de Lí ngua Sí nica

No Contexto das Relaç õ es Lus o － Chi nesa s ）》，《文化雜誌》第1 8期，第2系列，1 994年

1 －3月，第 21 7-21 9頁。華 務科於 1 88 5年從 華政 衙門（Pr oc ur a t u r a） 分出， 先後出 任廳 長

的有伯 多祿（ 1 885－ 1 892） 、馬葵 士（1 892－1 898）、 宋次生 （1 898 -191 1 ）、 左治 （1 91 1－

1 920） 、 查 加 斯 （ 1 920－ 1 928） 及 席 爾 瓦 （ 1 928 -1 945）。

1 3． 儘 管 它 成 立 於 1 8 4 7 年 ， 1 9 7 4－ 1 9 7 5年 間 才 出 現 這 個 名 稱 。 曾 數 易 其 名 ， 但 從 未 關 門 。

1 4 ． 《 澳 門 政 府 公 報 》 ， 1 9 5 1 年 7 月 1 4日 訓 令 。

1 5．他出任過的職務繁多：音樂社籌委會（Comissã o Instaladora da Academia de Mú sica）秘書、

澳門電台（Emissora de Radiodif usã o de Macau）台長、賈梅士學院（Inst i t uto Luí s de Camõ es）

創始人、文化 保護委員會（Comissã o de Defesa e Va lor i zaç ã o do Pa tr imó n io Ar t í st ico e

Hi st ó r i c o）秘書、國民聯合會省委員會（Comissã o Provincial da Uniã o Nacional ）書記、海

外歷史研究中心（Cent ro de Es tudos Histó r icose Ult ramar i nos）委員、賈梅士博物館（Museu

Lu í s de Camõ es） 館 長 、 澳 門 扶 輪 社 （Rotar y Cl ube de Macau）主 席、 澳 門 國 立 圖 書 館

（Biblioteca Nacional de Macau）館長、澳門文化協會（C í r culo Cul tural de Macau）秘書、澳

門市政廳行政小組委員會 （Comi ssã o Adminis t ra t i va do Leal Senado）副主席、市政土地委

員 會（Comissã o de Ter ras）委員、澳門體育會（Assoc i ç ã a o Despor t i va Macaense ） 秘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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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酷愛音樂，曾修讀巴黎萬國學校（Escola Universal de Paris）的樂譜、

音樂理論及音樂史的函授課程。

他在出版界的多種撰文 1 6 使他享負正派、博學、縝密及多產研究者的

盛名。文德泉蒙席曾說：“高美士是本澳400年歷史中最佳及最多產的澳

門史學家，但他卻十分謙虛，隱身於檔案的舊塵中，很少在聚會或娛樂中

見到他的身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隱士 17 。”

1 6．主持過《賈梅士學院院刊（Bole t im do Inst i t uto Luí s de Camõ es）》和《澳門檔案（os Arquivos

de Macau ）》，擔任過 《復興雜誌》編輯部主任、 《澳門新聞報（Not í c ias de Macau ）》 秘

書和《情報通訊社（Agê ncia Noticiosa de I nfo rmaç ã o ）》通訊員。為許多報刊撰寫文章：《葡

萄 牙 世 界 （Mundo Port ugu ê s ）》 、《澳 門 之聲 （Voz de Macau）》、《 澳門 雜 誌（Revista de

Macau）》 、《周報（Semana）》 、《聲報（A Voz）》、《新聞（ Nov i dades）》 、《米紐郵

報（Cor reio do Min ho）》 、 《 晨報 （D i á r io da Manh a）》、 《 科 英 布 拉 日 報 （Di á rio de

Coimbr a）》、《保衛 報（A De f esa）》、 《正月初一報 （O Prim ei ro de Janei ro）》、《海 外

總局局刊（Bolet im daAgê ncia Geral do Ult ramar）》、《洛倫索馬克斯消息報（Not í cias de

Lourenç o Marques）》 、 《 埃爾 瓦 什 報（Jornal de El vas）》、《亞速爾郵報（Correio dos

A ç o r e s）》、《洛倫索馬克斯衛報（Lourenç o Marq ues Guar dian）》、《盧安達日報（Di á r i o

de Luanda）》 和華 文 《 復 興 報 （Fok Heng Pou）》。

1 7． 《 利宵 中 學 》 ，第 473－474頁。

1 8． 安德 拉德 （Fernando Costa An drade） 主 編 《 回 憶 與 見 證 》 ， 教育 暨 青 年 司 ， 1 9 9 9年 ， 第

66－ 67頁 。

1 9． 同 上， 第 1 39－ 1 40頁 。 強調 處 由 作者 所 加 。

其同 代 人 將 其 視 為 在澳 門 生 活 的 葡 萄 牙人 的 象 徵 。 馬 若 龍 （Carlos

Marrei ros）1 8 呼籲紀念他：“他住在大砲臺斜巷，其住宅旁有一個小花園。

論及人品，他是一個和藹可親，但寡言的人，不浪費時間。他珍惜時光，

他會演奏數種樂器，授課，研究澳門地理，曾任綠邨電台台長，在中學任

教，還是音樂社（Ciclo de Cultura Musical）的主要負責人。他曾邀請一個

一流的樂團來澳門演出。各種繁多的活動使他變成了一個大忙人，他沒有

時間與人長談。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卓越的澳門研究者。令人惋惜的是，

高 美 士 未 能 進 入 葡 萄 牙 文 學 藝 術 先 賢 祠 。 ” 他 的 另 外 一 個 學 生 施 綺 蓮

（Edi th Silva）1 9 也說：“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是高美士。他是我五年級的英

語老師。他鼓勵我選修漢語。他說：“我們澳門人都會說漢語，但不會讀

寫。在我們的故鄉，我們是文盲，這番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決定學習漢

語。他是有道理的，因為除了我們所接受的葡萄牙教育，我們的血管中也

流淌著中國血。當時學習漢語者達1 2人。我們作聽寫、翻譯 、表演。有幾

個同學因為學習困難而放棄了漢語。由於不是必修課，我也有過放棄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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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我的父親與高美士老師是知交，他鼓勵我學下去。虧得我堅持了下

來，後來漢語派上了用場。我可能是第一個完成三年漢語課程的學生。”

高美士生前未得到應有的承認。如同克羅斯（Eç a de Quei ró s ）所言，

在一個滿是所謂高等專科畢業生的國度中容不得不是高等專科畢業生 的

人，決不會給予他們應有的評價。儘管如此，他獲得了葡萄牙政府頒發的

殷皇子勛章。法國政府向他頒贈了一級教育勛章。

高美 士於 1 9 7 6年逝 世 。

1 9 7 7年，在賈梅士博物館的大廳內豎立了一座他的胸像。 1 9 8 4年，

在加思欄花園又為他安放了一尊半身像。這兩件藝術作品均出自雕刻家阿

孔尼（Oseo Ac c on c i ）之手。1 986年，設立了高美士獎。1 989年，以他的

名字命名了一所學校 —— 高美士中葡中學。 1 99 3年，澳門文化司署與一

批人士成立了“高美士文社”。主要倡導人有官龍耀（Luí s Sá Cunha）、

馬若龍（Carlos Mar r e i ro s）等。

澳門政府從未想到為其授勛，即使追授的舉動也無。

二、教育傳播中國文化

但主要的是尋找驅動其思想，尤其是傳播中國文化的主線。

首先是他的工作的教學成分，因為從學校到創作，以及所參與的社會

活動，他從來扮演的都是教員的角色。一位高尚的教員，也就是說，一位

知識淵博、感情細膩的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以平等的方式教書育人，

毫無家長式的態度。他本人便是一個榜樣，他在學術之路上治學有方，博

學周密，但和藹近人。

他一方 面努 力探 索澳 門所 處的 中國世 界， 另一 方面 也竭 力理 解另 外

一個世界，揭開圍繞著文化及人類 認識的環節。正是這些造成了不安 及

誤 解 。

他將此視為不可推卸的己任，促進了澳門人及來自葡萄牙的葡萄牙人

之間的相互瞭解，使他們在歷史的迷宮中尋找共同根源及親情。但更重要

的是，鼓勵人們嚴肅地探求對中國文化及文明的認識。似乎恰恰相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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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新殖民主義傾向的文學東方主義確立了一些誘人，但脫離活生

生現實的思維形象；另外一方面，不幸產生的歷史誤會及某種隔代遺傳的

懷疑從未在感情上促進對對方的認知。

就此意義而言，高美士的工作是多麼的重要。他未濫用感情心理、社

會一政治偏見及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高美士研習了神話、風俗習慣、傳

統、心理、人物及歷史，因此創造了一種表達模型。他身體力行並促進了

澳門各個社團之間的瞭解。此外，他具有不同凡響的文學造詣。從下述引

文可窺見一斑 20 ：“在中國，秋天為最佳季節。而在一年最迷人的時節裏

——主要是立秋（七月），天氣已轉好，萬里無雲，晴朗明媚。陽光下，

田野充滿生機，果園枝 頭累累。從樹上採摘下 那紅彤彤，密汁飽滿的 柿

子，讓人一飽口福；廟門口那棵神秘的槐樹給院子帶來了一片清香，花園

裏，那些亭亭玉立的向日葵迎著太陽，接收那滋潤它們的光芒……”白妲

麗 （Graci ete Bat a lha）
21

細膩地評論說：“……在他那澳門人對人生的認識

中，尤其是在對中國神話及迷信的描寫內，表面真誠的敘述裏混合著一種

歡快的幽默。”正是這種表面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節為這種明確而可靠、充

滿豐富文藝意義及價值的教育傳播工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在此價值

觀念中，可以看到社會化（杜肯 Emile Du r k he i m）及孔子的傾向，因為價值

脫離了社會環境並啟示了一種理論道德。他的著作注重發掘外界與人物之

間的潛能，強 調不同文化之 間的對話。總 之，是正面描 寫。可以用巴 德

（Roland Bar thes）22 的話概括之：“智力：不是權力，少許的知識，少許的

智慧和最大的可能有的風格。”這或許便是高美士的知識象徵。

這樣才可以解釋為何蒙特羅（J ．J ．Monte i r o）
2 3

以下列詩句回憶高

美 士 ：

2 0 ． 《 鬥 蟋 蟀 》 ， 《 復 興 雜 誌 》 ， 第 6 卷 ， 第 3 期 ， 1 9 4 5 年 9 月 ， 第 1 7 2 頁 。

21 ． 《 澳 門 ： 事 實 與 傳 說 》 之 序 ， 澳 門 半 月 出 版 社 ， 1 97 9年 ， 第 6－ 7頁 。

22． 《 課 本 》 ， 70年 代 出 版 社 ， 1 97 9年 ， 第 42頁 。

23．蒙特羅（José J oaqui m Mo nt ei r o 1 91 3 -？）為民間 漢學的重要人物。或 許是這個領域內唯 一

的 葡 萄 牙 作 者 。 從 1 937年 起 在 澳 門 居 住 ， 後 以 詩 人 著 稱 。 發 表 了 四 部 作 品 （ 《 澳 門 行 》 ，

1 9 39年 ；《 一 個 士 兵 的 故 事》 ， 1 9 5 2 年 ， 第二 版 ， 1 9 6 3 年 ，第 三 版 ， 1 9 8 3 年 ；《重返

澳 門 》 ， 1 9 5 2年 ； 《 澳 門 內 視 》 ， 1 9 8 3年 ） 。

“……………………………

不押韻的貧乏詩句，

充滿了我的繆斯那種平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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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步入了一個迷宮，看看是否可以見到

這個撲朔迷離的中國的斯芬克斯！

我找到了她，但她未透露任何秘密，

祇是向我講述了

其他作家嚴肅地

寫過的那些東西 。

毫無掩飾，在它們的指引下

我來到了著名作者的面前，這是它們的名字，

這些人可以信賴，可以查阅，

英索（J aime do Inso），林安當（R e go）和高美 士。

我仔細地閱讀他們，

進入了這個無垠中國的腹地，

然後，我成了詩人，獻身繆斯，

譜寫了許多形式千變萬化的作品。 24

…………………………………………”

或許更令人尋味的是巴雷拉（Ni inél io Barreira）寫 下 的 這 段 獻 詞 25：

“紀念我的大師 —— 高美士老師，是他幫助我瞭解並認識了中國現實的某

些迷團。”

毫無疑問，翻譯是其腦力勞動的重要部分。里蔻（Pau l R i c oeur）26 說

“向無數的讀者敞開是作品意義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這一多

重閱讀的機會是作品自身語義的一種辯證的補償。因此作品意義的確定如

同作品本身一樣高深莫測。讀者的 權利與作品的權利形成一種重要的 爭

鬥，是它帶來了翻譯的全部動力。詮釋開始之處便是對話結束之時。”

24．《澳門內視》，旅遊司，澳門，1 983年，第352－353頁。

25．巴雷拉《澳門：澳門人與物》，澳門文化司署，1 994年。正頁獻詞。

26．《翻譯理論》，波爾圖出版社，1 995年，第81 頁。

曾德昭的《大中國誌》可以說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如同高美

士指出的那樣：“導致我們翻譯曾德昭神甫本書的原因是方便那些渴望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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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中國誌》這一重要書籍的人士。從事早期葡中關係研究的人在寫作

時常常引用它，但無法得以一閱。無論是這本書的意大利文初版，還是以

後的西班牙文 、法文或是英 語譯文都是可 望不可得的珍 本。即使偶有 出

現，舊書商的索價高得驚人。據信，本書的葡語原版從未問世。……我們

用來作為翻譯藍本的意大利文版這冊書有作者敬贈羅馬公教教廷法庭紅衣

主教副庭長巴爾貝利諾（Francesco Barberino）王子閣下的字句，批准出版

人是博爾集（Pier－Bat ista Bo rg h i），批准日期是1 6 4 2年 1 2月 8日。”27

安文思神甫所著《中國新誌》一書亦然。“原書以葡語撰寫。儘管作者

未能完成這一 著作，鑒於對 書中所涉及問 題的興趣，它 被譯成法語並 於

1 688年由巴爾賓（Cla ude Barb in）在巴黎出版。”
28

將這兩本原以葡語撰寫的著作再譯回葡語是對葡萄牙漢學和傳播中國

歷史及文化的卓越貢獻 29
。

某些中國經典作品的葡譯，例如《孝經》、《三字經》、《四書》及《道

德經》為葡萄牙文化瞭解中國人的思維開闢了新路。這些題材的選擇反映

了一位教師企圖在一複雜的教育範疇內向學生／讀者灌輸不同文化價值的

精 神 。

《孝經》從1 9 44年3月起連載於《復興雜誌》並有譯者充滿真知灼見的

評論：“如同在其他語言中無法找到準確表達我們葡語中 saudade（鄉愁，

眷戀）的詞，在歐洲語言中無法以一個詞來囊括‘孝’字所具有的感情及

義務觀念。大部分有名的漢學家約定俗成地將其譯為piedade f i l ial 。孝不是

悲憫，不是憐憫，也不是對宗教事務的狂熱，它是子女對父母幾近崇拜的

虔誠。它包含了深深的敬重，內心的奉獻，深摯的愛，絕對的服從，完全

恭順的情感。這是一種可以作出任何犧牲的愛。可以替父受極刑，可以將

自己的肉割下煮熟 ，供病危的父母 食用。據說，《孝 經》的作者是曾 參

（Tchâ ng－Tc h’á m，公元前505－437）。他是孔子 著名的弟子之一。”30

27．《大中國誌》序言，第15-16頁，第二版，教育暨青年司 澳門基金會，1 9 94年。

28．《中國新誌》序言，第37頁，第二版，教育暨青年司 澳門基金會，1 99 7年。

29．曾德昭及安文思的重要性可見李弘琪（Thomas H．C．Lee）《中國與歐洲-1 6-1 8世紀的形象

及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 991 年。

30．《復興雜誌》，第3卷，第3期，1 94 4年3月，第3 7 9頁。這一葡中雙語的譯作值得再

版，因為是不易獲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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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是中國文學的豐碑。通過譯文，葡萄牙文化才接觸了它。“以

前的中國學生在學習完《孝經》後，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需要熟記一套

《四書》。《四書》為《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在

長城的建造者秦始皇於公元前2 1 3年焚書坑儒後，中國經典著作本來不會

流傳後世，虧得這位暴君不久去世，幾位倖存的知識分子憑藉記憶重新記

錄了上述著作的全文。”31

《三字經》是一本“在中國成立民國以前作為中國兒童啟蒙手冊的小

書。因為每句由三個字構成，故稱《三字經》，意即三個字。當時孩子們

要死記硬背這352個句子。它結構嚴謹，歷史掌故繁多，先哲警句比比皆

是。此書婦孺皆知，以至於天主教及基督教傳教士企圖利用它的書名及寫

作方式加以改編，用來傳播他們的教義。……此書作為啟蒙課本在中國使

用了600多年。雖略有增改，一版再版。”32

《學生詩》倡導死記硬背的古代學習方法。從以下詩句可見一斑：

“……………

昔日窮秀才，

今 坐 四 馬 車 。

鄉 親 見 之 嘆 。

需教育子女，

學習誦 《詩 經》 。

磨鏡鏡更明，

淘砂 才 得 金 。

芸芸眾學子，

還需孜孜學。 33

………………”

對這首科舉制度正統及形式主義文學的讚歌可作一現代解讀。它強調

了學習過程中的等級。在利宵中學裏，幾十年如一日地恪守此學規，對此

高美士深有所知。

31 ．《復興雜誌》，第3卷，第5期，1 9 4 4年5月，第59 4頁。另一值得再版的經典作品。

32．《三字經》，第二版 ，教育暨青年司，1 9 9 7 年 ，第 1 7 頁 。此版由安文哲及歐禮諾

（ Aurel i ano Barata）編輯，李向玉作序。

3 3．《復興雜誌》，第3卷，第2期，1 9 4 4年2月，第2 3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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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世紀由兩位中國官員撰寫的《澳門記略》“是漢語中出版的關於澳門

問題最重要的書籍。它包含了大量資料，或是證實或是否定了已知信息。

書中轉引的中國官方文件今日通過其他途徑已無法得知。……因此，本譯

文由於我們漢學知識的不足，遠非成熟之作。我們熱誠地希望對因孤陋寡

聞或不甚體察而犯有的 錯誤加以指正。我們已 竭盡全力來適應正統、 簡

潔、枯澀的漢語文體，未進行一種矯揉造作，令人生厭的翻譯，但做到了

幾近賣弄般的嚴格，因而文字深奧，可能令讀者生厭。對詩句我們採取了

意譯。註釋方面，也祇是添加了為理解原文必不可缺的註腳。”34

通過這 些翻 譯， 高美士 傳播 了中 國文化 ，開 創了 一個平 行的 學習 網

絡，促進了瞭解中國文化的願望。同時創設了一種本地知識結構，滿足了

不同利益的需 要。顯然，這 是一種補救的 辦法，因為澳 門是個特殊的 情

況。它是葡管中國領土，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葡中無外交關係。

澳門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高美士的工作創造了聯繫雙方的紐

帶，以知 識來鞏固 一種認 同一一澳 門認同 。

沒有他的解釋及權威的評論，葡萄牙社團中的大部分人無法理解某些

澳門的中國傳統。僅以講故事人為例：“夏季裏，在澳門經常可以看到，

白天在樹陰下，一群群不同年齡的華人或是蓆地而坐或是蹲在地上，專心

致志地聽人講故事。那些講故事的人衣衫不整，看得出以前他們是穿戴絲

綢的人。這些東一堆西一堆的人遍布街頭巷尾，對不知這種露天聚會原因

的人來說，可以懷疑是不法集會。實際上，這不過是普通百姓圍繞著幾個

靠講故事糊口的人，在聽他們講故事而已。在中國，許多人願意參與這種

說書集會，可省去閱讀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之勞，還因為百姓喜歡聽他們

評述主人公的經歷。這是書籍無法提供的樂趣。中國文字雖複雜，但行文

簡潔，閱讀是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在城市中，說書這一職業一般是由

落第秀才擔任的。以前，澳門一度有過30個左右這樣的人。他們就是靠說

書為生。……為了滿足百姓的愛好，當時設在爛鬼樓的中國商會聘請了兩

位有名的秀才陳卓（Tch’â n－Tcheok）和 常 氏 （Sé ong－Si），每天 晚上7點 開

始在商會講《夜雨秋燈》，《民言論》及《惡道書》。”
35

34．《澳門：事實與傳說》之序，第8－9頁，第二版，澳門半月出版社，1 979年。

35．《澳門：事實與傳說》，第二版，1 97 9年，第80，81-82頁。

他對漢語學習的關注也體現在辭書的編寫上（《粵葡辭典》、《葡粵辭

典》、《葡英粵辭典》及《漢語基礎知識》）。這些辭書滿足了鼓勵學生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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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全部現實的需要。不掌握兩種語言—— 葡語和漢語，如何能理解澳門多

元文化的現實？1 955年起在葡語學歷 36內出現的開設漢語課程的可能，到

80年代才成為現實。實際上，這是伯多祿教育工作的繼續。

我們可 以將中 國“學 而優則 仕” 的情況 同高美 士的教 學藝術 作一 比

較。眾所周知，Mandarim（中國官員）這個字是葡萄牙人創造的，指發號

施令的人。這個詞很快在國際上流行開了，因為它的含義十分恰當。在思

想史的著作中，葡萄牙人寫下了不少對其分析思考的篇章
37
， 但 這 一 文 人

的論述很少傳播到學術知識界之外。有關帝國時代中國教育的當代書目
38

的情況亦然。

36． 參 見 附 錄 重 要 未 刊 文 獻 。

37．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 1500？－ 1 568？）在 《天堂及印度香藥談》中這 樣

敘 述 華 人 ： “ … … 那 裏 給 文 人 學 位 ， 榮 譽 有 加 。 是 他 們 左 右 國 王 ， 統 治 國 家 ， … … ” 影 印

版 ， 官 印 局 ， 第 1 卷 ， 1 9 8 7 年 ， 第 26 0頁 。 然 而 ， 關 於 中 國 教 育 制 度 的 最 詳 盡 的 描 寫 可

見曾 德 昭 （ 1 586－ 1 658） 《 大 中 國誌 》 ， 1 994年 教 育 暨 青 年司 及 澳 門 基 金會 刊 行 的 安 文 哲

序 言 版 ， 尤 見 第 7 3 1 1 7 頁 。 此 書 由 高 美 士 翻 譯 。 其 他 值 得 一 提 的 作 者 有 ： 佩 雷 拉

（Gal iote Pereira） 《 論 中 國 （Tratado da Ch ina ，1 5 53年）》、 阿馬羅．佩雷 拉（Amaro

Perei ra）《中國簡訊（Enformaç ã o da China，1 562年）》、加斯帕爾·達·科魯斯（Gaspar

da Cruz） 《中國 情況（Tra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isas da China，1 569

年）》 、桑 德（Duar te de Sande）《中華 王國 優點 論（Um Excelente Tratado do Reino da

China，1 590年）》、何大化（Antó nio de Gouveia ）《遠方亞洲 （ sÁ ia Ext rema ，1 664年） 》

或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 hã es）《 中國新誌（Nova Relaç ã o da China， 1 688年）》。 關

於這個問題，可見巴斯托（Abí l io Basto 1 889－ 1 97 6）著《中華帝國時代的考試（Os Exames

na China Imperial）》， 安 文 哲 編 輯， 前 言 及 註 釋， 澳 門 基 金 會， 1 9 9 8年 。

38．例如馬士（Robert Marsh ）《官員：中國精英的流動1 600-1 900年（ The Mandarins：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 600－1 900），紐約，克倫科自由出版社，1 961 年；李弘

琪 （Thomas H．C．Lee）《宋朝官學教育與科舉（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香 港 ， 1 9 85年 。 必 讀 書 是 吳 敬 梓 的 《 儒 林 外 史 》 ，

北 京 外 文 出 版 社 ， 第 3 版 ， 1 9 9 1 年 。

3 9． 《 罷 狀 元 》 ， 《 復 興 雜 誌 》 ， 第 1 期 ， 1 9 4 3年 1 月 ， 第 39－ 4 5頁 。

在 一 篇 短 文 中
39
，高美士以明快的筆調，批判而幽默地編寫了一個科

舉的小故事。“科舉制度最奇特之處不在於全中國人踴躍參加國家考試，

而是在於考試的性質，祇要求參考者完全掌握經典作品——這是中國文化

的集成——，寫得一手好字，具有作詩吟賦的才能，可以按照考官出的題

目即興作手法誇張的詩歌。這些人才能平庸，一旦中舉，馬上授以公職。

在有空缺的情況下，主要是出任公差吏（conchalim） 。然而，令人不解的

是靠賣弄文字取勝的人如何能僅靠引用孔孟的倫理——哲學警句來管理這

1335



樣一個龐大帝國的複雜公務。”40 敘述 完 這 個 漫 長 的 獲 得 學 位 的 過 程 後 ，

他講述了一個貧窮、無文化的牧童林秋生（L am－T c hi u －Seong）的故事。

一天，“他得到了一本臨帖（石印的書法臨摹本）。林對眼前這些漂亮、

挺秀的字入了謎，產生了臨摹毛筆字的願望。” 41 這個窮牧童靠著自己的

不懈努力，一級一級考了上去，最後要去參加殿試。“開始點當年中了狀

元的考生名單，頭一個便是林。他從通往金鑾殿的石階上站了起來，激動

得發抖，因為他不敢相信這天大的喜事。……他如夢方醒，按照禮儀去給

皇帝行九叩大禮。林瑟瑟發抖，因為他不識那種場合的禮儀。但他聽說過

抬頭直視皇帝龍顏是大不題的事情。……他產生了一股倒霉的好奇心……

更倒霉的是他的目光觸及了正在觀察他的皇帝的眼神。這一冒犯，同治頓

時龍顏大怒，下令將其斬首，理由是他無視朝規。……後來，雖然皇帝減

了他的刑，但還是剝奪了他的狀元資格。皇帝認為，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

不配獲得可以在朝廷中入仕的臣子。” 42 這個例子或許是太長了一些，但

不難看出高美士在傳播中國文化時所具有的育人、講史、美學及心理學方

面 的 匠 心 。

高美士的工作可被視為一個巨大的轉折，在認識論上開創了某種反映

不同日常現實的撰史方法 。

他的傳播中國文化的工作在葡萄牙漢學及葡萄牙文化上留下了甚麼影

響？他的影響涵蓋三個方面。首先，以一種無可懷疑的文化財富豐富了葡

萄牙教育史，促進了不同教育思維、理念及實踐的比較研究；其次，保持

了對漢學的興趣，促進了學者的研究；最後，他吸引了一大批讀者，陶冶

了他們的情趣及求知慾。沒有人像他那樣輕車熟路地以傳播中國文化來探

索葡中 關係史 。

湯 瑪 士（Tu l io Lopes Tomas） 4 3 老師十分公正地說：“高美士，單槍匹

馬，代表了澳門文化歷史的一個時期：他隻身一人及其所取得的成績。當

時沒有現在的宣傳推廣手段，因此，他的作品永垂不朽。但需要有人，最

好是他的同胞，整理出版他的遺作。這部分毫不遜色於出版部分。”

40．同上，第39頁。

4 1．同上，第43頁。

42．同上，第45頁。

43．利宵中學校長（1972- 1 975），教育司司長，出版家及數種物理及化學課本的作者。參見

高美士《澳門書目》，澳門文化學會，1 9 8 7 年，第2 7 -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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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士無意中實現了他的老師庇山耶在一次關於中國文學的演講上提

出的願望：“……呼籲所有因幸運或職業來到這個遙遠又狹小的葡萄牙領

地—— 一個真正令人起 敬的囚牢—— 的年輕的 葡萄牙人利用幾年的工 餘

時間來從事漢語及中國 文化的多方面學習。通 過這種學習可以為祖國 服

務，也可以享受極大的情趣。”
44

44．1 91 5年3月21 日《進步報》，參見皮雷斯（Da n ie l Pi r e s ）編《庇山耶－散文家與翻譯家》，

東 方 葡 萄 牙 學 會—— 澳 門 文 化 學 會 ， 1 9 9 2 年 ， 第 1 6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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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士書目

語言

《粵葡辭典》， 1 9 4 1 年

《葡粵辭典》， 1 9 4 2年

《千字文》， 1 9 4 4年

《關於“道”》， 1 9 5 1 年

《中國格言》， 1 9 5 3年

《葡英粵辭典》， 1 9 5 4年

《漢語基礎知識》， 1 9 5 8年

葡譯

《學生青年詩歌》， 1 9 4 4年

《孝經》， 1 9 4 4年

《三字經 》， 1 9 4 4年 （第二 版， 1 9 9 7年 ）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1 9 4 5年

《澳門記略 》， 1 9 5 0年（第 二版， 1 9 7 9年 ）

《老子道德經 》， 1 9 5 2年（第二版， 1 9 9 5年 ）

曾德昭《大中國誌》， 1 9 5 6年（第二版， 1 9 9 4年）

安文思《中國新誌》， 1 9 5 7年（第二版， 1 9 9 7年 ）

沙拉比亞（Eduardo Sarabia）《漢字的起源》，1 975年

漢 譯

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使命·啟示》，1 959年

約翰·巴路士（Joã o de Barros）《葡國魂釋義》，1 972年

漢語著作

《葡國史略》， 1 9 5 5年

主編著作及前言

文第士 《文 集》， 4卷 ， 1 9 4 9年

文第士《新文集》，3卷，1 963－1 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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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

《中國曆書》， 1 9 4 3年

《中秋節》， 1 9 4 3年

《中國日曆》， 1 9 4 3年

《契丹六十甲子》， 1 9 4 3年

《中國軼聞》， 1 9 4 3年

《罷狀元》， 1 9 4 3年

《風水》， 1 9 4 3年

《中國武術》， 1 9 4 3年

《中國傢具》， 1 9 4 3年

《中國青銅器名稱及其裝飾》，1 9 4 3年

《中國絲綢及刺繡》， 1 9 4 3年

《中國日曆中的人物》，1 9 4 4年

《中國遊戲》， 1 9 4 4年

《中國建築》， 1 9 4 4年

《中國雕塑》， 1 9 4 4年

《中國元旦節》， 1 9 4 4年

《元旦節慶》， 1 9 4 4年

《龍舟節》， 1 9 4 4年

《鬼節》， 1 9 4 4年

《立春》， 1 9 4 4年

《燈節》， 1 9 4 4年

《清明節》， 1 9 4 4年

《中國繪畫的發展》， 1 9 4 4年

《中國節日》 ， 1 9 4 4年（第二版， 1 9 5 3年 ）

《景德鎮瓷器》， 1 9 4 5年

《中國裝飾圖案的象徵》， 1 9 4 5年

《中國的收養制度》， 1 9 4 5年

《東莞縣的雌雄路》， 1 9 4 5年

《淡水廟梨樹的奇聞》，1 9 4 5年

《蓮溪廟》， 1 9 4 7年

《人力車的辭源》， 1 9 4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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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 1 9 4 7年

《中華民國》， 1 9 4 8

《大米》， 1 9 4 9年

《茶文化與茶貿易》， 1 9 4 9年

《中國短篇小說》， 1 9 5 0年

《蓮花》， 1 9 5 0年

《澳門中國傳說》， 1 9 5 1 年

《華風國粹 》， 1 9 5 2年（第 二版， 1 9 8 6年 ）

《中國藝術》， 1 9 5 4年

《雷公轟：當鋪》， 1 9 8 3年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著名畫家吳漁山》， 1 9 4 3年

《為人遺忘的在中國沿海鎮壓海盜一頁》， 1 94 5年

《古代 澳門 軼聞 ，2卷。 》， 1 9 4 5年及 1 9 5 2年

《澳門的砲仗工業》， 1 9 4 9年

《澳門及中國的漁業》， 1 9 4 9年

《葡萄牙與中國藝術》， 1 9 5 0年

《 1 6 2 2年 6月 2 4日 之 役》 ， 1 9 5 0年

《澳門的一座中文圖書館》， 1 9 5 0年

《已消失的馬交石村》，1 9 5 0年

《澳門歷史檔案》， 1 9 5 3年

《澳門歷史掠影》， 1 9 5 4年

《澳門議事亭》， 1 9 5 5年

《澳門議事亭特許狀》， 1 9 5 7年

《往昔賦予澳門的優待及特權》， 1 9 5 7年

《通過馬六甲的葡萄牙與澳門關係》， 1 96 0年

《澳門手稿目錄》， 1 9 65年

《澳門歷史諸頁》， 1 9 66年

《葡人初抵中國》， 1 9 66年

《1 6世紀葡萄牙在中國北方的短暫貿易》，1 9 6 7年

《兩次遣華使命的失敗》， 1 9 6 7年

《1 6世紀葡萄牙在華貿易之坎坷》， 1 9 6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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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起源三異說》， 1 9 6 9年

《澳門之始》， 1 9 6 9年

《澳門諸名》， 1 9 6 9年

《對西班牙主權的承認及澳門市之始》， 1 9 7 0年

《澳門書目 》， 1 9 7 3年（第 二版， 1 9 8 7年 ）

《賈梅士博物館》， 1 9 7 3年

《菲利佩二世時代的澳門》， 1 9 7 4年

《澳門：事實與傳說》， 1 9 7 9年（第二版， 1 9 8 6年 ）

《澳門 —— 歷史悠 久的城市》， 1 9 9 7年 45

高美士著作展覽目錄

《高美士圖片資料展》，澳門文化學會， 1 9 8 7年

《高美士》，澳門理工學院，日期不詳

45． 遺 著 。 由 安 文 哲 及 何 思 靈 編 輯 。 搜 集 了 作 者 在 報 刊 上 發 表 的 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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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未刊文獻

“致澳門殷皇子中學校長4 6先生

事由：建議鼓勵學生參加漢語課程

尊敬的先生：

為滿足您口頭向我提出的提供促使利宵中學學生們參加貴校漢語課程

學習的建議，我匯報如下：

根據 1 9 5 1 年 1 2月 7日第 385 5 2號法令第 53款的 規定，在 殷皇子中 學

內設立了漢語課程。祇有本校學生可以註冊，但不是必修課。

我以為，這科學生的稀少不足為奇。如果某科不是必修課，很難找到

自願、努力學習這科的學生。

我相信，如果中學課程的其他科目也是選修課的話，沒有一個兒童會

註冊。因為他們不會嫌時間太多，他們要玩耍、踢足球、打曲棍球、打桌

球、看電影。眾所周知，不幸的是在澳門供孩子們玩的場所太多，父母們

對孩子們學習的情況也不太關心。很少有父母或監護人到學校來詢問子女

或被監護人的學習情況 。

既然漢語是選修課，很難有學生願意費力再多學一門。學習語言必定

要努力，會增加學業的負擔。

所以，我根據您的指示，儘量放寬對人數不多的漢語課學生的要求，

以減少他們的負擔。儘管不是培養漢學家，但我要求他們要付出一定的努

力，因為學習漢語需要死記硬背，需要溫習功課。不可像其他課程那樣，

僅憑智力和好的記憶力，高聲朗讀一兩遍課文便可。因為學習、記憶漢字

要多練，多次書寫直至記住為止。正是這一小小的努力（祇要在課前溫習

1 5至20分鐘即可，因為每課僅學8個新字）令他們生畏，對漢語不感興趣。

46．當時的校長是洛巴托（Dr．Pedro Guima rã es Lob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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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提高中學學生對漢語學習的興趣，我認為您可以向上級單

位建議採取如下措施：

1 ．在何東中葡學校招聘教員時，除了法定的要求外，將中學漢語文憑

列為必要條件。

2．在接受政府資助的中文學校中教授葡語的教員必須擁有中學漢語文

憑，由神甫擔任教學的情況例外。

3．選修中學漢語課程的學生在郵電學校免修漢語。

4．具有中學漢語文憑者，除了法定的要求外，可在民政廳華務科翻譯

班二年級註冊。

5．無中學漢語文憑者，不得參加翻譯招聘。

6．具有中學漢語文憑者，在競爭需要與華人接觸的公務員位置時，在

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優先錄取。

無此獎勵，中學生不會再多學一門語言，例如漢語，增加學習負擔。

這是他們不願學習漢語的原因。

在無法 實施 上述 鼓勵 的情 況下 ，建議 對目 前的 教學 大綱 進行 徹底 的

改 革 ， 將 漢 語 列 為 同 體 育 及 音 樂 一 樣 的 必 修 課 。 在 漢 語 課 上 ， 不 像 體

育 課 作 運 動 ， 也 不 像 音 樂 課 學 唱 歌 ， 僅 從 事 漢 語 會 話 訓 練 ， 不 必 學 習

漢 字 。

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增加學生們的負擔，因為漢語課令他們厭煩的是學

漢字要十分努力。

此外，中學生畢業後大部分成為澳門公務員，繼續深造的人不多，比

在本地出生及居留的人掌握更好的口語知識會有更好的素質。來自葡萄牙

的學生可免此課。

無論如何，漢語課必須安排在下午。根據我兩年半的經驗，它必須是

必修課，因為在家庭、學生的話題裏及報刊上，曲棍球及足球的誘惑超過

學生的毅力。他們喜歡在課後奔跑於操場，而不願閉門讀書。

或許會問，澳門學生學習漢語是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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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論此事的政治重要性，祇要看看郵政司便可發現澳門公務員有學

習漢語的必要。在剛剛成立的郵電課程中，便設立了漢語課。

匯報 簡單 至此 。

為 國 服 務 。

高美士

1 9 5 5年 3月 3日 於 澳 門 ”

資料來源：澳門利宵中 學檔案室。 1 9 5 5年 收文簿，第36函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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