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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澳門  體育
運動之興起

甘帝德*

一、序言

從十八世紀後期起，體育專業的復興與機構組織的建設落到了英國

的身上。如亨利·德·根斯特（1947年）和卡爾·定（1966年）所說，這一

現象是與一個欲征服世界的民族且正在擴張的工業化的社會相關聯。

可以說，在東方，英國人試圖塑造一種與他們留在歐洲的社會不

同的居留方式，企圖在世界的另外一端重新建立一個新英國，因此，

他們成功地將他們的方式和習慣移植到了這裡。此種情況亦發生在移

居在澳門和果阿的英國人身上。運動是其中之一。當時，要強健身體

並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甚至對運動不同的觀點之間，又有分明的衝

突。除了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深刻變化外，英國人對運動的看法也是

體育教育的一個里程碑，成為了一個在未來有著根本性及重要性的活

動。1 在由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東方各地，東帝汶除外，英國都留下了現

代體育的主要特徵：運動的組織和規條，另體育賽事作為一種表演性

質，這一觀念的確滲透到了社會各個階層。

二、澳門  體育運動之興起

因此，在十九世紀裏，英國式的體育運動在澳門的出現產生了變

化。在推動運動的特點，使得其稍後具有很強的軍事性質。它並以某

些不是經常性的競爭性比賽為特徵。

* 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1. 載理查德·克雷斯波：《體育活動：歷史總結》，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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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從1870-1880年代開始，體育運動吸引了澳門社會。除

了早期的戶外活動和渡假外，很快，十九世紀初期開始的花藝種植和

戶外遊樂活動也逐漸興起。初期，在一種自由形式組織下，出現了板

球、賽馬、槌球、划艇、足球和自行車等運動，這些運動項目很快贏

得了眾多的體育迷參與。尤其是自行車迷，他們在城市各處打著“偉

大自行車”的標語。這可是一大新聞，因為他們可以沿著“公共人行

道”拼命地蹬踩。這種運動立即遭來了批評，因為“ . . . . . .對心臟和主

動脈瓣很有害。這種鍛煉容易引起感冒和支氣管炎。參加者每時每刻

都會摔倒。還有，自行車車手的姿勢無標準且不雅。自行車的發明不

能被認為是很符合健康原則的。這種伸展腿和擠壓胸部和腹部器官的

運動是不是理想的。” 2 這些自行車愛好者對這些批評沒有理會，而

且，他們還直接從英國進口新式的和功能強大的“雷利自行車”，開

始了新的行駛路線。理想的目的地是環美幽美的黑沙海灘。這是當時

澳門上層社會經常踏足的海灘勝地。人們趨之若鶩，因為葡國的雜誌

向人們推薦它的功能。 

隨即這項運動具有了現代化的方式：出現了運動規則、明確的時

間和空間界定及由立法成立的機構（但相關立法還不完善及不太有

效）所規定的器械，並逐漸成為了公民生活的一部分。各種不同體育

形式的自行車手或各喜愛自行車運動的觀衆，為這一運動的普及作出

了貢獻。當地新聞媒體倍加關心，對報道有關消息和發表斷言樂此不

彼。於1910年9月9日的《求實報》：“......在所謂的現代體育中，運

動的種類繁多，應有盡有。我們很快會看到，必須節制某些激情，因

為有些項目幾近瘋狂的邊緣。過量和不適當的運動可能導致危險，甚

至發生災難。” 3

三、體育競技的開始

澳門有人居住的面積狹小（約3.5平方公里）有利於展開有組織的

和廣泛的比賽，將體育運動納入軌道。當時被稱為“體育競賽”。這

2. 載《求實報》，1910年9月9日號。

3. 同上，1910年9月1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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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競賽具有臨時性，因為十九至二十世紀之間澳門是一個社會政治和

經濟十分動蕩的時期，因為當時失去了某些特權、海盜猖獗、領海劃

定有衝突，並且成為革命人士的避難所和籌集資金的地方。在這情況

下，體育運動卻很興盛，因為參加者有軍人、文職人員和學生。 

據當時的期刊，這些“體育盛會或競賽”，即與同一事件相關的

活動的社會意義及比賽樂趣是由各種類型的活動構成：有瑞典體操、

田徑、撐杆跳、跳高、跳遠、短跑100米和150米綁腿跑、拋球、障礙

跑和摔跤（僅供水兵），花樣車技、後加速跑和拔河（8名參加者，最

大重量為640公斤）。特別是這最後一項運動的獎勵稱“澳門杯”，

由獲勝的組合獲取。這些刊物說，這些體育項目是由葡萄牙社團舉行

的，特別是軍人。他們也從事其他運動項目：擊劍（軍刀，劍與刺

刀）、擊棒、拳擊、射擊、騎馬和網球。後者廣泛為當地精英所進

行。游泳項目，如蛙泳、速泳、仰泳、400米、“捕鴨子” 和 “長距

離潛泳”深受當地報刊的好評，因為“ . . . . . .伴隨著適當的運動方式，

對身體十分有益。”4  游泳也有一些內在價值，如搶救和勇氣。像澳

門這樣的沿海地理位置，很重視這些價值特質。在此期間，也吸引了

一些善泳的華人青年參與。

足球是最為青年們廣泛接受的體育項目，但也是引起各種意見爭

議的項目。一些人認為，是年輕小伙子發育的最佳運動類型，另一些

人則認為 “足球是一種傷害和殘害球迷的最大的人為行為，根本談不

上健康，這不是一種應該建議的健身方法。簡單地說，它製造了許多

軟組織、肌肉和骨骼系統的損傷 . . . . . .。至少應該絕對禁止女孩從事此

項運動。那些為“足球美女”搖旗吶喊的人不想讓人們稱其為一種殘

酷的運動，但他們同意說，此項運動太劇烈了 . . . . . .。所有的物理、生

理和道德的理由禁止年輕的女孩從事此項運動。即使對男孩而言，我

不知道這種說法有什麼價值，即有了這一系列的健康注意和意外的驚

嚇，不失為解決他們性早熟的良藥。” 5

4. 同上，1910年9月1日號。

5. 同上，1910年9月1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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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足球愛好者對這種批評無動於衷，它還是走它的路。在

二十世紀初，當地一些有名的球隊，如軍人隊、澳門足球俱樂部，

“魔影”和南華隊舉行了有趣的比賽，幾乎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這

些“澳門小伙子”6進行了激烈的比賽7，且開始面臨香港的俱樂部-如
灣仔會所及西洋公司的挑戰。根據當時的報刊，華人在19世紀90年代

開始對足球感興趣，但不與葡萄牙人“大地之子”8 比賽。只有在下

個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1922年，才出現了一隊“華人小伙子”的球

隊。他們與 “水手隊（葡萄牙人）”交戰，並且以2-0獲勝。9 

十九世紀末期，少數仍然留在澳門的英國人繼續玩他們的板球，

但卻未吸引澳門人。但槌球這個項目，在自家花園可以進行。是一種

輕鬆的遊戲，小的空間即可，不論男女，可從這項目中贏得目光和歡

聲笑語，“心靈得失一瞬間” 1 0，但它卻消失了。在某段時期，它也

成為了聖若瑟學院學生所愛好的體育。

但是草地網球在英國人之間最流行。1892年12月26日成立了澳門

外國人草地網球俱樂部。11軍人、澳門上流社會及最歐化的華人則分

佈在軍事網球俱樂部、和諧網球俱樂部和九龍西洋波會。前兩個，與

英國人和鄰近的香港殖民地展開了比賽（總是伴有茶與蛋糕），所以

很好地印證了1910年8月21日《新生活》的說法： “......這是舉世公

認的體育之一。”

四、體育結社

縱觀本文，在涉及到十九世紀時，提到了一些旨在於社交、娛樂

和體育的機構。雖然這後二類機構在這個過渡期會發生機能重疊，但

它們旨在為會員及家人提供“娛樂和藝術愛好”。幾乎它們的價值體

6. 載《新生活報》，1909年1月31日號。　

7. 載《葡萄牙人報》，1913年6月12日號。　

8. 此語指不同種族通婚產下的子女。　

9. 載《自由報》，1922年3月16日號。

10. 載《未來報》，1899年7月12日號。　

11. 第一個網球場是由兩個英國公民於1884年建成的（參見《澳門之聲報》，1944年10
月23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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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要是來自於英國人的體育理想，成立了某項具有教育和社交性質

的業餘體育機構，但是葡萄牙在東方領地的康體機構不像大英帝國的

有關機構那樣。大英帝國的俱樂部是“ . . . . . .殖民地生活的一個重要機

構，因為它是英國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生活的避難所。”1 2 這些俱

樂部，由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團體舉辦，有類似的特點：專用大廳、私

人或公共場所、有積極成員（運動員）或消極成員（觀眾）。這使它

具有強烈的社交成分和經濟效益，大部分、特別是那些祇在短時期具

康體性質活動的機構，有些在一段時間後便消失了，另外一些合併

了，還有一些脫胎換骨，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僅舉幾個例子：武

官公司、崗頂戲院和大西洋國老總會在變成娛樂俱樂部時，就經過了

這樣的變化，因為“ . . . . . .社團希望和支持的文學和休閒俱樂部突顯出

衆、高尚與榮光，因為所有類似設施向其會員提供合法的娛樂和體育

場所。”13

在許多本文中涉及的這一過渡時期的團體，很少有規章獲批准及

發表的。表1中所涉及的是在19世紀規章得到批准而納入國家約束的團

體。

表1　十九世紀，規章獲批准的澳門社團

澳門 20.04.1859 崗頂戲院

20.04.1870 武官公司

06.06.1881 義安（音譯）俱樂部

26.09.1881 三立（音譯）俱樂部

30.01.1882 同我（音譯）俱樂部

13.04.1887 崗頂波樓

可以推斷，所有其他的章程未受到當地承認的，因而從未得以發

表的團體只是權宜之計（娛樂尚未成為一種常態的行為模式）和一些

猶豫不定的立法的結果。在此期間，至少葡萄牙的政府意識到了展開

12. 載理查德·卡什曼：《模式、球員與觀衆》，第1頁　

13. 載《進步報》，1888年12月21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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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娛樂，以實踐“其公民的道德、智力及身體發展”的必要性，意

識到了面對澳門人口和文化的異質性而存在的困難。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這方面的廣泛立法。僅舉幾例，例

一：“1868年10月22日的法令賦予了縣長批准娛樂、教育、互助和

慈善機構章程的權力，但並不延伸至殖民地。14 1870年6月15號法令

已經允許公民建立自己的協會，不需要當局批准，只要向警察當局報

告其宗旨和組織。15 1892年9月9日的法令現在已經延伸到葡國所有的

省份，其章程必須得到地方當局的批准。1894年2月9日法令擴大到全

國和所有的省，甚至聲明章程未獲批准的團體將遭關閉。”16 例二： 
“1907年2月14日的法律詔令再次指出文化和休閒團體的章程無需得

到許可或批准，但必須向縣長報告其宗旨及內部章程。無論如何，對

這些事業明顯的社會性質定性還是猶豫不定的。正是這些事業早就有

了結社生活，使其更加具有活力與意義。”

五、葡萄牙人和澳門附近的兩大都市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東方的兩大非凡的都市―香港和上

海。香港具有明顯的英國行政能力，上海有設在那裏的外國租界之間

的強烈競爭。這兩個城市吸引了葡萄牙人的重大移民潮。這是姍姍來

遲的自由主義革命造成的局面。此外，也因為內部政治動亂所造成的

經濟不穩定，因此澳門的葡國移民日漸少。

幾十年中，成千上萬的葡萄牙人流入了這兩個城市。那裏他們很

受歡迎，因為這些葡人會說三、四種語言。如同葡萄牙人一貫的特

性，他們帶去了他們的傳統、習俗、儀式及各種遊戲方式，因此，他

們很快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結社運動，正如格拉薩·格德斯斯指出的，他

們有著不屈不撓的意志“ . . . . . .盡可能和諧地融入新的國家，但不失去

自己的文化身份。”

14. 載《政府憲報》，1868年10月27日，第244期。

15. 同上，1870年6月17日，第133期。

16. 同上，1894年10月2日，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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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城市中，出現了幾個有娛樂性質的團體（見表2）：

表2　由葡萄牙移民在香港和上海創建的團體

香港 西洋公司 1865
九龍西洋波會 1927

上海 上海話劇俱樂部 1888
大西洋國老總會 1888
葡萄牙運動會社 1917

這些社團已經展開了出色的工作。有的是捍衛遊戲遺產，有的是

吸收新形式的娛樂和體育，如著名的上海話劇俱樂部。1888年10月

27日的《進步報》說： “......致最尊敬的塔利亞的追隨者。這大獲成

功，我們非常希望有人步他們的後塵，因為在所有的娛樂中，話劇無

疑是最純潔和有教育意義的。”

六、結論

葡萄牙的情況來看，所有在19世紀出現的創新運動均屬於競技活

動的領域或如何看待戶外鍛煉的方法。對於當時的葡萄牙貴族及資產

階級，新興的運動所須的技巧及力量滿足了他們顯示優越地位及高貴

身份的需求。

通過採取英國式的運動模型，形成了一種文化入侵，在殖民精英

沒有反對下，直至今天仍然輝煌。幾乎在世界範圍內，它慢慢取代了

最受歡迎的傳統體育。但在澳門，令人驚訝的是，許多遊戲項目儘管

有週期性，仍然經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