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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澳門近代體育的
形成與發展

湯開建*

20世紀初期的中葡歷史有許多近似之處，“葡萄牙與中國兩個末代

王朝是同時誕生和滅亡的。1640年開始執政的布拉甘薩王朝1910年被

共和國推翻，滿人在1644年建立的清王朝在1911年垮臺。”1這兩場頗

具歷史意義的革命並沒有給這兩個國家帶來繁榮與富強，在很長一段

時間內，兩國均陷於內部紛爭的混亂局勢中。這一時期又爆發第一次

世界大戰、20年代世界性的工人運動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這一系

列重大事件的影響，中葡關係發展極不穩定。而處在中葡關係夾縫中

生存的澳門基本上是隨著中葡關係的變化而變化。民國初期的澳門界

務問題長期未能達成共識，界址未定，雙方爭拗不止，乃至頻頻發生

衝突。再加上一戰後世界性的工人運動的影響，粵港澳地區的工人運

動也直接衝擊澳門。民國初期的十餘年中，中葡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

態，故澳門社會發展亦受影響。1925年後，中葡關係開始緩和，中國

政府認為“外交尚未統一，收回澳土似不易”。2因此提議修訂《中葡和

好通商條約》，並於1928年簽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隨著新的友好通

商條約的簽訂，中葡關係由緊張趨於緩和，並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

澳門進入了歷史上又一個“黃金時代”。抗戰爆發後，由於在中日戰爭

中葡萄牙所持的“中立”態度，澳門成了中國境內唯一不受戰爭侵襲的

“福地”，也就成了中國內地及香港地區人民的避難所。特殊時期的特

殊原因導致了澳門社會的特殊繁榮。隨著戰爭的結束及中國方面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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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16章《兩個共和國》，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及東方基金會，

1999 年，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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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回澳門”運動，中葡關係再度緊張，澳門社會又處於百業蕭瑟之

狀。1946年，澳門總督戴思樂（Gabriel Maurico Teixeira）以葡萄牙總統

代表身份赴穗官式訪問，並一再表示願意和中國和平相處的誠意，遂

使當時廣東與澳門的緊張局勢得以緩和。3故在40年代末，澳門社會又

呈發展之態勢。民國時期澳門近代體育的發展就是在這一大背景的趨

勢下進行的。

一、澳門近代體育制度的建立及

官立學校體育的發展：1910 — 1924

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爆發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革

命。這一革命亦獲得在澳葡萄牙人的積極支持和回應。10月11日，澳

門市政廳慶祝共和國成立，10月15日，在市政廳首次升起葡萄牙共和

國國旗。隨後，還把在今西灣一帶剛剛開闢建成的道路命名為“民國大

馬路”，並決定對澳門華人少年施行教育，設立“民主學校”。隨著共和

革命的勝利，封建專制制度的崩潰，政府首先宣佈將教會和國家分

離，並頒佈一系列關於“民主、自由”的法令。澳葡政府亦隨之推行一

系列改革措施，如頒佈新聞自由法，提出中學教育改革方案，進行人

口普查及澳門賭場、工廠的調查等等。4

隨著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葡萄牙共和國的建立，隨著近

代西方體育在歐洲的確立、發展及向亞洲各國的廣泛傳播，作為葡萄

牙共和國的一個海外殖民地的澳葡政府開始意識到體育運動對國民素

質的提高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於是，決定要建立一個機構，來對澳

門的體育運動進行指導。1911年1月6日，澳葡政府宣佈：正式成立澳

門運動會，並由代理總督馬楂度（Alvaro de Mello Machado）頒佈第15

號諭令。5 諭令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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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福麟《澳門四個半世紀》，澳門松山學會出版，1995年，第7章，第156-159頁。

4.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

澳門基金會， 1995 年，第 44-49 頁。

5. 《澳門政府憲報》1910 年 1 月 6 日第 1號第 11 簿，第 15 號諭令：“派定會員設立澳

門運動會”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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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本省的體育運動文化的發展，決定每年1月31日國慶日時6

舉行一次體育運動比賽。現成立一由澳門政府秘書處負責領導下

的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利宵中學和其他主要學校的體育老師，一

名醫療部門的官員，以及每支軍隊抽出的一名軍官組成。比賽由

委員會組織。比賽項目由海軍部門的一名軍官選擇匯總後，最終

由委員會決定。

澳門總督府，1911年1月6日

代理總督：Alvaro de Mello Machado

這是澳門歷史上第一份關於發展體育運動的正式官方檔案，這份

檔案在澳門體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1911年建立的“澳門

運動委員會”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個由政府出面組織的對澳門體育進行

監管的行政機構；7 二、它標誌著澳葡政府在共和制度建立後開始對發

展澳門體育運動的重視；三、它標誌著澳門近代體育制度的初步建

立。遺憾的是，這一體育運動委員會的成立根本沒有將佔澳門人口絕

大多數的華人置於其中，所有委員會成員中無一華人參加，這完全可

以說明澳葡政府對華人的歧視。

1911年1月6日澳門體育運動委員會的成立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

是“決定每年1月31日國慶日舉行一次體育比賽”。每年由政府出面組織

一次全澳的體育比賽，這一決定無疑對澳門近代體育的形成與發展起

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11年11月29日，由澳門振興學會（APIM）在塔石

球場舉辦的一次“學校學生運動會”8 應該就是對澳門政府這一決定的回

應。雖然，運動會僅局限於學校學生，但據有關資料，這次運動會上

還有“軍樂隊助興”，9 想必具有一定的規模。由於20世紀初期葡萄牙革

命和辛亥革命引發的中國和澳門政局不穩，粵澳之間由於曠日持久的

–––––––––––––––

6. 1 月 31 日為葡萄牙舊國慶日，為葡萄牙人民起義的紀念日。

7. 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澳門基金會， 1996 年）之《文化篇．體育》第

453 頁認為：“1955 年以來，澳門政府沒有任何的體育監管機構。為了適應澳門體

育發展的需要，於 1955 年才成立體育委員會。”這一觀點明顯是錯誤的，澳門第一

個政府體育監管組織乃是 1911 年建立的“澳門運動會”，而第二個組織則是“學校

運動場委員會”（詳後）。

8.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58 頁。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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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界談判和民國初年雙方爆發的“葡艦越泊灣仔”、“青洲填海”及“銀

坑炮轟中國軍隊”等幾個事件，粵澳關係十分緊張，10 再加上第一次世

界大戰戰爭陰影的影響，民主革命勝利後的澳門社會經濟仍處於百廢

待興之局面。因此，1911年澳門體育運動委員會的成立，原決定由政

府出面每年組織一次全澳體育比賽之事很可能出於政治和經濟方面的

原因，實際並未能付諸實行。

但是1911年葡國革命後，澳門的教育事業則有很大的發展，官立

葡文教育在舊有的體制中進行變革並有所發展，教會教育雖然仍由政

府資助，但逐步向私立學校方向發展；華人私立教育則由過去的學塾

紛紛變為學校；11 據1921年的《澳門年鑒》，澳門發展公共教育包括中

學、小學達125所，其中政府學校2所（利宵、商業），政府資助學校7

所，市政學校10所，教會學校4所，學生總數5477人。12 在這一時期澳

門的各種類型的學校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近代化的任務。當時澳門的主

要學校大多配有專職的體育教師，並開設體育課，各種體操、田徑、

球類活動亦在各學校展開。13 利宵中學在20世紀初是澳門的最高學

府，該校體育活動十分活躍，1 9 2 2 年，由該校“學苑（學生會

Associação Escolar A Academia）”組織了一“校際體育活動周”活動，

在澳門官立學校間開展校際體育比賽。14 1922年舉辦的校際體育運動

周，參賽學校有：商業學校、聖若瑟修道院、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

男子中心中學及國家中學（即利宵）並設立3個獎項：一是“學校杯”，其

中包括：自行車賽、越野賽及摔跤比賽；二是“足球杯”；三是“網球

杯”。而後兩項比賽，“足球杯”和“網球杯”則“在隨後的幾年一直在校

際間舉行”。15 為了鼓勵校際體育運動周舉辦體育運動比賽，澳門“視

––––––––––––––– 

10. 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編《粵澳關係史》第 7章第 2節，中國書店， 1999 年，

第 383-409 頁。

11. 參閱劉羨冰編著《世紀留痕：20 世紀澳門教育大事志》， 2002 年，第 27-34 頁。

12.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99）》，第 154 頁。

13. 參見拙文《明清時期西洋體育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載《世界漢學》第三期。

14.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微縮膠卷）AH/A2/P-8660 miz.A1023 ，督署秘書處 112 號

檔， 1922 年 4 月 12 日（原文為葡文）。

15.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AH/A2/P-8637miz.A1022 ，澳門督署秘書處 301 號文件，

1922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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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Inspecção de Instrução Pública）”還專門為運動周網球和足球比賽

製作一獎盃。16 當時華人學校體育也有長足進步，除了各校均開設體

操課外，其他運動項目也有開展。如1914年由澳門樹學會創辦的“澳門

英文學校（M.E.C）”，該校不僅有大量的體育器械供學生運動用，而且

組織“足球隊、乒乓球隊”。當時澳門尚少懂乒乓球者，而該校之乒乓

球隊則為澳門之創舉。17

正是由於澳門學校體育運動發展十分迅速，甚至出現許多運動過

度而損傷青少年身體的現象。當時即有輿論批評學校，在進行的運動

和競賽中“無條理和過度熱衷”，出現“對青少年不適宜的訓練和過度

運動”，18 當然，這些批評意見並未能影響澳門學校體育運動的發

展。

由於學校體育運動發展很快，澳門原有的運動場地明顯不足，

1919年澳門政府將澳督府花園部份暫借給“中心學校女部學生”作運動

場地；19 1920年，“學校遊園會籌備委員會”負責人喇拿尼（Fernando de

Lara Reis）申請使用塔石運動場。20 1921年，喇拿尼還倡議舉辦學生遊

園會，並為興建助學會游泳池募捐。21 1922年喇拿尼再向政府報告申

請，在望廈中學內興建運動場。22 1923年，喇拿尼向政府申請在塔石

運動場內興建一足球場。23 這一系列體育運動的場地及設施的興建，

可以反映，從1910—1923年十餘年間，澳門官立學校體育運動確實發

展十分迅速。雖然這一時期的學校之外的體育運動亦有表現，但沒有

形成一定的組織和規模。如1911年7月成立的“軍人聯誼娛樂體育中心”

––––––––––––––– 

16. 同上。

17. 王文達《澳門掌故》載於《澳門教育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326 頁。

18.《澳門政府憲報》第 9 期， 1924 年 2 月 28 日第 71 號法令《通過助學會體育運動場

規章》。

19.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29 頁。

20. 同上，第 146 頁。

21. 同上，第 147 頁。

22.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AH/AC/P-08648 市政廳 243 號檔， 1922 年 4 月 3 日。

23.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 36 號卷宗第 S-C 號文件，轉引施白蒂《澳門編年

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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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就被取消，24 同年8月成立的“澳門外人法律網球俱樂部”就被

視為非法。25 1916年左右雖然在澳門已出現華人足球隊及乒乓球隊的

活動，但始終局限在極少數人的規模。因此，我們可以說，澳門近代

體育形成初期是以澳門官立學校體育為其最主要的內容。

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澳葡政府根據這一體育發展的走向，頒佈了

澳門近代體育發展的第二份重要文件，即1923年10月13日第51號法

令：《通過教育局體育運動場規章》。26 茲錄文如下：

根據1923年10月13日第51號法令：澳門政府已將青年學校體育運

動場—塔石球場移交給澳門教育局，並制定相應的必要規章。

的確，國家有諸多職能，其中人們的教育是民主國家的主要責

任。體育作為教育的一個重要分支，應當給予關心和指導。

有意見嚴正指出，漠視對青少年的不適宜的訓練和運動過度的錯

誤，主要是在進行的運動和競賽中無條理和熱衷過度，常常損害

青少年的身體。

據有關運動方面的記錄顯示，在那些體育愛好者、運動員和競賽

選手中，已有許多人心臟肥大，嚴重身體損傷的案例出現，甚至

因結核病而導致早夭。如上述指出的錯誤重複出現，是應受到譴

責的。

基於以上原因，澳門總督在聽取了政府委員會的意見後，批准

執行教育局體育運動場規章。是為本法令組成部分，由政府秘

書處簽署。

澳門督署，1924年2月28日

澳門總督：R.J.Rodrigues

將體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來予以支持和發展，但又高度重

視過度熱衷運動帶來的副作用。因此，澳葡政府除了全力支持學校體

育的發展外，還要求教育當局對當時“過度運動”的現象予以限制。這

–––––––––––––––

24.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22 頁。

25. 同上，第 56 頁。

26. 前揭《澳門政府憲報》1924 年 3 月 1 日第 9 號， 1924 年 2 月 18 日第 1 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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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這份文檔所表現的澳門體育史上的特殊意義：即，民國初年的學

校體育運動發展過熱。澳門政府將當時唯一稍具規模的運動場—塔石

球場撥給教育局，作為專門的“學校運動場（C.D.E）”一方面反映當時

澳門政府對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視，另一方面，又可證明，澳門學

校體育運動已達到了一定的水準與規模。該章程第三款闡述了建“學校

運動場”的目的：

學校運動場（C.D.E）的基本目的是在校青少年的體育教育。通過

體操和競技運動，塑造健全體魄的民眾，以應對生活的挑戰和保衛

國家。

1.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學校運動場委員會在學校中注意發展拳

擊、摔跤、劍術和棍術的興趣。

2. 為促進體育運動的發展，學校運動場委員會應組織各種比賽活

動，並予優勝者設立獎項。

3. 作為良好教育的組成部份，學校運動場委員會應不時舉辦一些

有助於社會生活以及會員與家庭之間良好關係的其他各項活動。27

這是澳門政府第一份關於學校體育教育的正式文件。在澳門教育

局的領導下推動和指導全澳學校的體育教育和學生體育運動。值得注

意的是這份文件關於“學校運動場委員會”的會員規定中有“可授予不同

民族或外籍成年人士榮譽會員”28 一項。可知，這一學校運動場除了葡

萄牙人外，是可以允許華人參與的。

1924年“學校運動場委員會（即學校體育總會）”的成立，更快地推

動了學校體育運動的發展，足球、網球、曲棍球、旱地冰球、拳擊、

摔跤、擊劍、棍術、自行車及各項田徑運動均在澳門官立學校中蓬勃

開展，田徑主要項目則有100米、400米、1500米、障礙跑、競走、跳

遠、撐杆跳高、鉛球等。29 在官立學校中，開展體育運動最有成就者

–––––––––––––––

27. 前揭《澳門政府憲報》1924 年 3 月 1 日第 9 號， 1924 年 2 月 18 日第 1 號法令。

28. 同上。

29. 梁洪波《澳門田徑發展史》（一），載《田徑》2002 年 1 月頁 6-12 ，據梁氏稱：這

些資料從收集歷史資料及訪問資深體育工作者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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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利宵中學。該校不僅有實力雄厚的“利宵曲棍球隊”及“Melco”少

年足球隊，其擊劍隊也是澳門最具代表性的運動隊。30 利宵中學體育

運動的發達除了當時澳門官立學校普遍提倡體育運動這一因素外，還

有兩點是必須指出的：一是利宵中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中澳門最高學

府，1917年時被升格為“葡萄牙國家中學”，31 曾一度還被人稱之為“皇

家大書院”。32 正因為其特殊地位，故該校倍受澳門政府的重視，在資

金投入及教師人才的配備上應當有特殊的眷顧；二是該校早期的體育

教師如 João dos Santos Ferreira 等人，為該校體育人才的培養作出了

很大的貢獻。33 澳門著名的足球運動員 Morais Alves Lus Madeira、

Euricles Brito de Silva 及電燈足球隊的創始人李仁基（Henrique de Barros

Pereira）等，澳門曲棍球天才Albertino de Ameida、Augusto Jorge、

Alfredo Nery、Alex Airos 等都是利宵中學培養出來的，34 故時人稱利

宵中學“實際上已成為生產澳門土生葡人著名運動員的工廠”。35

1922年，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新學制（《壬戌學制》）”，

並於次年公佈“新學制課程標準”，正式宣佈廢止學校“兵操課”，將

“體操科”改為“體育科”。36 國內教育體制的改革，勢必影響澳門華人

學校的體育教育。故在這一形勢下，澳門華人學校體育在民國建國後

的頭十幾年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澳門華人

學校雖然也有多種體育運動專項的出現，但由於得不到政府的支助，

華人私立學校的經濟財政狀況還無法支持較有規模的體育運動。因

此，可以說，1910年葡國革命後澳門的頭十幾年的體育運動主要參加

–––––––––––––––

30. José de Carvalho e Rêgo,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199-200、 PP.219-220.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dos Desportos de Macau, Fundação Oriernte,

1996 。

31.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09 頁。

32.《鏡海叢報》1894年 10月 31日第 15號，澳門基金會、上海社科院聯合影印本， 2000

年。

33.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 PP.235-237 。

34.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93、 PP.127-128、 PP.171-172、 PP.199-

200 、 PP.235-237 、 PP.241-242 。

35.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 PP.199-200 。

36. 何啟君、胡曉風主編《中國近代體育史》第 2 編第 5 章第 4 節第 117 頁，北京體育

學院出版社，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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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是葡人和土生葡人。澳門官立學校對體育教育的重視，學生體育

運動的普遍展開及經常性的舉辦校際間的體育比賽，則為20年代末30

年代中澳門體育運動的全面發展和整體水準的提高準備了大批人才及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澳門近代體育的“黃金時代”及

各項運動的全面發展：1925 — 1936

20世紀20年代的頭幾年是澳門歷史上極為動盪的日子。1922年，

澳門發生“5．．．．．29”葡兵殘殺華人事件。該事件引致的嚴重後果即是數萬華

人憤離澳門，在澳華商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全澳陷入一片癱

瘓之中。澳門華人行動並獲廣東政府及全國人民的支持，粵澳關係十

分緊張。3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5年7月省港工人大罷工爆發，雖

然澳門沒有大規模捲入這場風潮，但對澳門的衝擊與影響也不小。38

從1922到1925年三、四年間，澳門一直處在風雨飄搖的政治風浪之

中，經濟十分蕭條，故體育事業也談不上有什麼發展。

1925年後，澳門政局漸趨穩定，特別是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與葡

萄牙政府簽訂的《通商友好條約》公佈後，中葡關係日漸緩和。由於澳

葡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政府對澳門華人採取“誠

信相孚”39 的政策，對澳門廣大華人“其行政設施皆本友善之精神，務

以適合華人性質及風俗習慣為宗旨”，40 澳門華人社會內部的反葡、仇

葡的情緒也逐漸平息，緊接著粵澳長期爭執不休的勘界問題也不再提

及，雙方進入和平共處時期。再加上1929年陳濟棠主掌廣東大權後，

經濟上採取對外開放政策，極力爭取港澳商人投資，粵澳經濟聯繫十

–––––––––––––––

37. 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7 章第 3 節，第 410-411 頁。

38.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83 頁：“由於廣州發生暴動，大量

難民湧入澳門，澳門人口首次突破 10 萬人，劇增至 193175 人。”時在 1924 年末。

還可參考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7 章第 3 節第 420 頁。

39. 陸翼南《葡人治澳之政績》，載《澳門年鑒：1927 年》，澳門歷史檔案館藏鉛印

本， 1927 年，第 104 頁。

40. 陳席儒《澳門年鑒書後》，載《澳門年鑒：1927 年》，第 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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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密切。41 這也促使了澳門經濟的發展與繁榮。1926年11月7日，澳門

首屆工業展覽會在望廈開幕，參觀人數達289,537人，其中有5萬人為

外來觀眾。42 這一盛況空前的工業展覽會在澳門的開辦，也正是澳門

社會經濟繁榮的力證。澳門著名大律師、作家飛歷奇（Henr ique  de

Senna Fernades）有一段話可以說明：

1927年，澳門普遍洋溢著一股樂觀的氣氛。整個世界繁榮的光輝

映照此地。外港碼頭尚未顯示出喧囂的蠢動，領導人的報告早已

預計到沿岸船隻的繁榮，簡直有夢想不到的壯觀場景。捕魚業欣

欣向榮。港務廳註冊的船有4千艘以上。人們開口必談澳門的現代

化，將它從中國內陸閉塞孤立狀態中解放出來，變成一個美國式

的充滿活力的都市。43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反映在體育方面則是澳門體育的全面

發展。而這一時期澳門體育的全面發展又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獲得證

明：

（一）澳門體育運動已從過去比較單一的學校體育走向
了全社會的體育運動

民國初期，澳門的社會體育除了上層社會少部份人流行網球運動

外，44 其他各項運動項目大都為學校體育。到20年代中期以後，這種

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當時成立的各種體育機構來看，不僅有一

批以聯誼、娛樂為目的的體育運動俱樂部的出現，如1926年成立的軍

人網球俱樂部和文員網球俱樂部；45 而且還有一批專門行業體育會和

專業球隊出現，如1926年成立的“澳門祖國體育運動中心”，就是以港

–––––––––––––––

41. 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第 180 頁，廣東省檔案館， 1985 年。

42.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202-203 頁。

43.（葡）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des）《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3 期， 1995 年，第 117 頁。

44. 1911 年 9 月 1 日法國人李革（Charles Ricou）及美樂爾（Artur Milier）成立的“澳

門外人法律網球俱樂部”。（參見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56

頁）；據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AH/A2/P-4819 督署秘書處檔案，在 1915 年間，澳門有

兩個冠以“和諧”與“幸福”之名的網球組織要求建網球場進行網球比賽。

45.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97 及 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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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人員組成； 4 6 1 9 1 8 年即建有運動房、1 9 3 5 年正式建立的“紅黑

（Negro Rubro）體育會”，就是由消防人員組成，47 這些均是當時成立的

行業體育會。再如1926年成立的澳門曲棍球俱樂部、1927年成立的澳

門旱地冰球俱樂部則是當時成立的專業球隊。48 不僅在專業、行業單

位中出現體育會，連澳門街坊民眾也開始組織體育會，如1933年成立

的雀聯體育會和公娛體育會，就分別是由澳門雀仔園坊眾和柿山坊眾

組成，甚至連歷來保守的天主教組織也開始組織體育會，如1933年成

立的“中青體育會”，即是由天主教青年信徒們組成。49 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還有以商業贏利為目的具有博彩性質的體育運動機構出現，如

1927年成立的“澳門國際跑馬娛樂俱樂部”和1932年成立的“澳門賽狗協

會”。50各種行業、各種類型、各種層次及各種目的體育組織如雨後春

筍般誕生於澳門這一極為細微的土地上，僅1925年8月至1926年11月一

年多的時間㝯，就有九家體育組織誕生，足以說明這一時期澳門體育

運動發展速度之快及體育組織發展的繁榮與多元化。特別是雀仔園、

柿山街坊民眾組織的體育會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初，這正是澳門體育

運動從上層社會走向全社會普及化的表徵，這在澳門體育運動發展史

上是頗具意義之事。

（二）澳門體育運動已從過去由葡人壟斷體育事業的“清
一色”局面變成葡華“平分秋色”的局面

民國初年澳門總人口為74,866人，其中葡人為3,526人，華葡比例

為21：1。51雖然從人口比例上，華人佔絕對優勢，但在體育事業的發

展及參加體育運動的專業人口數上，葡人則遠遠高於華人，除極少數

–––––––––––––––

46.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第 120 頁；及《澳門編年史：20 世

紀（1900-1949）》，第 203 頁。

47. 前揭《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 112頁及澳門政府檔案 AH/A2/P-4819

督署秘書處檔案。

48.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204 及 228 頁。

49. 袖珍體育章回小說《皇朝興滅記》第 21 回，載鐵面人編《體育年刊》， 1950 年，

無頁碼。

50.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85 及 258 頁。

51. 同上，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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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參入到一些傳統國術及乒乓球運動外，澳門體育基本上由葡人壟

斷。據各種資料粗略統計，1925-1936年年間，澳門新成立各類體育組

織為42家，其中17家為葡人，23家為華人，2家為葡華混合。又據目前

掌握資料，1925年以前，僅有幾家華人的國術組織及乒乓球隊。52而在

1925年—1936年11年間，純粹華人體育組織已超過23家，（實際上還有

很多華人體育組織遺漏統計），而且華人組織越往後發展越快，從數量

上大大超過葡人體育組織，完全打破了葡人壟斷澳門體育的格局。其

中最著名的早期華人體育會就是1925年由蔡克庭、蔡克漢兄弟組織的

澳門“南華體育會”。53該會主要開展以足球為主的各種球類運動與游泳

等，54其中尤以“南華足球隊”馳名，出現了著名足球健將蔡克漢、何康

聲、吳漢卿等。乒乓球則是華人較早普遍接受的體育運動，最早崛起

的有陶英、振僑、僑英、華人、冠南、華南等一批華人乒乓球隊，55其

中是陶英與華南最具實力。這一時期華人組織的體育會不僅數量多，

而且具有較高的品質，許多項目的體育水準及競技比賽中的表現已不

遜於澳門葡人。澳門華人體育運動之所以出現如此迅速的發展，其原

因首先是“5 . 29事件”及“省港大罷工”運動勝利後，華人在澳門的政治

地位及社會地位大幅上升；二是隨著粵澳關係的緩和，澳門經濟穩定

發展，在20世紀澳門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華商經濟實力也大大增加；

三是從維新運動以來，澳門華人逐步發展包涵有體育教育的新式教

育，使澳門華人的文化素質及身體素質也大大提高，在這些新式教育

中，也為澳門華人積累了一批體育人才。正是由於上述多方面的原

–––––––––––––––

52. 華人國術組織最早應當是“澳門精武體育會”，該會具體成立時間尚未查到，估計

應與 1919 年香港精武會同時成立（詳見後），“柿山結義堂”1922 年開設國術部，

是澳門開設的最早武館之一，參見〈澳港柿山結義堂國術健身會〉。 Http://www.

geocities.com/macaukwngfu/ 。前揭《皇朝興滅記》第五回載：民國 11 年（1922）

羅定、陳振興、梁植芝組織“天山”乒乓球隊，民國十二年舉辦單人賽。同年該隊

即自行解散，不久又有梁植芝組織“振僑”乒乓球隊和官永樂組織“僑英”乒乓

球隊。

53. 上海圖書館藏南華體育會編《南華體育會兩年來工作記》（香港， 1933 年），載有

蔡克漢及蔡克庭兄弟的照片及介紹。

54.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AH/AC/P-10314（A1071）民國 14 年（1925）8 月 1 號《澳門南

華體育會章程》。

55. 陳公善《澳門乒乓少林寺—陶英乒乓隊略史》，載鐵面人編 1950 年《體育年刊》及

前揭《皇朝興滅記》第 7-12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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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才會出現廣大華人積極投身到發展澳門體育事業的運動中，也才

會出現華人體育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局面。

（三）澳門體育已從過去僅擁有個別零星的運動項目到絕
大部份體育項目均開始傳入澳門並獲一定程度的推廣發展

民國初期，澳門社會除學校體育外，社會上流行的主要是網球運

動，乒乓球、足球運動雖已出現，但並未獲得推廣。到20世紀中期以

後，不僅網球、乒乓球、足球等項目已獲較大程度的普及與推廣，澳

門最具特色的體育專項曲棍球與旱地冰球等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

準。56這一時期澳門體育不僅上述幾種球類運動發展良好，而且田徑、

游泳、自行車、射擊、拳擊、劍術、棍術及武術等方面體育項目均已

在澳門社會展開。甚至連航空、賽車、賽狗等競技、表演活動亦經常

舉行。57這一時期籃球、排球、羽毛球、高爾夫球及小型足球雖已傳入

澳門，但整體發展水準不高。這一點對於一個面積僅十幾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十萬的小城來說，足以說明其體育事業已經走上繁榮之路。

同時還可說明，民國時期的澳門仍然充當著歐風東漸之橋樑的角色。

曲棍球、旱地冰球、西洋拳擊、西洋擊劍、自行車、遊艇這類體育專

項在當時中國內地任何一座小城不可能出現，就是在一些省會城市也

是十分罕見之事。特別是在歐洲還剛剛興起的航空運動在20年代的澳

門就已多次舉行，這不能不說明，澳門這座小城在中西交流中所具有

的特殊地位。

（四）澳門體育已從過去單一的埠內校際競賽而逐漸走向
埠外的埠際間的比賽，甚至走向國際比賽

民國初期，澳門已開展的體育運動項目的競賽均限在埠內的校園

和部隊的營地中，1925年以前尚未發現埠際間的體育競賽活動。1925

–––––––––––––––

56. 1935 年 5 月，有幾支外國著名曲棍球隊訪澳，但均被澳門隊一一擊敗。澳門“曲棍

球之父”O’Costa 被稱為“精彩 11 號”。（參見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79）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205 頁稱：“30-40 年代的（澳門）

女子旱地冰球隊曾名震四方。”

57.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關於這一時期的各類體育活動均有較

詳細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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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各項體育運動的埠際間競賽均已展開，有粵澳之間，有港澳之

間，還有省港澳三角埠際賽。正如《廣東省志．體育志》所言：“民國時

期，特別是二、三十年代，粵港澳體育交往頻繁。廣東歷屆省運會、

全省水上運動會，香港都派隊參加，澳門有時也派隊參加。三地足

球、籃球、排球、網球、棒壘球、象棋等項目都常有交往。”58我們現

在查到的最早的一次粵港澳埠際賽是1928年粵港澳水上運動會， 這一

次澳門派隊參加，1929年在廣州舉辦的粵港澳埠際乒乓球賽，澳門派

隊參加。1928年在澳門舉辦的足球公開賽，則有中山縣翠微鄉足球隊

參加。59而且有些比賽則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定期賽事，如由澳門乒聯與

香港乒聯決定從1931年起舉辦“港澳埠際乒乓球賽”，一年一度，輪流

在澳門、香港舉辦。60這一比賽除中間中斷幾年外，一直堅持到70年

代。更有甚者，澳門個別體育項目在這一時期已經走出澳門，走向廣

東，甚至全國，並在廣東省及全國比賽中獲得好的成績。從廣東省第

12屆運動會起，澳門一直派乒乓球隊參加，在第12、第13、第14屆省

運會上，澳門乒乓球隊一直保持冠軍稱號。1935年在上海舉辦的第6屆

全國運動會，澳門派乒乓球隊參加，並奪該項目之錦標，61使澳門體育

在全中國有了第一次光榮的“亮相”。澳門曲棍球隊則更是頻繁地舉辦

埠際及埠外比賽，由於澳門曲棍球隊實力強，球藝高，故來澳訪問的

外埠球隊特別多，德國、蘇格蘭、英格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印

度、韓國、日本、新加坡等著名球隊連連訪澳，但均敗於澳門曲棍球

隊，至於香港各俱樂部之曲棍球隊則經常來澳門比賽，但亦被澳門隊

擊敗，計有香港大學隊、K.C.俱樂部、Duech隊、娛樂隊、軍人隊、

Khals 隊、香港土生葡人隊等。62 1935年在吉隆坡的遠東國際運動會

––––––––––––––– 

58. 廣東地方史志編撰委員會編《廣東省志‧體育志》之《概述》，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5 頁。

59. 前揭《廣東省志‧體育志》第14章第2節《粵港澳體育交往》，第975-977頁及《民

國日報》民國 18 年（1929）7 月 27 日。

60. 前揭《皇朝興滅記》第 15 回及第 19 回。

61. 參閱前揭《皇朝興滅記》，陳公善《澳門乒乓少林寺—陶英乒乓隊略史》及前揭鐵

面人編 1950 年《體育年刊》中的《一年來澳門體育‧乒乓球》

62. 前揭鐵面人編1950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的澳門體育·曲棍球》及前揭Figa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23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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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澳門曲棍球隊擊敗當時遠東最優秀的曲棍球隊—馬來西亞。63一座

不足10萬人的小城，其乒乓球能在一個4億人口大國的全運會上奪冠，

其曲棍球能在亞洲的國際比賽獲勝，這不能不說明這一時期澳門體育

事業的發達與輝煌。

（五）澳門體育場地與體育設施較民國初期則是大大地增

加和拓展

20世紀以前，澳門公共體育場地僅塔石球場一處，屬於私人性質

的網球場有一兩處。20世紀中期以後，不僅是公共體育場地獲得了很

大的發展，私人體育場所則更顯繁榮。塔石球場1924年改名為學校運

動場後，場內設施大大增加，首先是增建一耗用31000公斤水泥的現代

化足球場。64望廈中學內亦興建起一大型球場，65 1930年興建的利宵中

學體育館則是當時澳門最為現代化的體育場館，館內各類設施均十分

先進。66屬於私人性質的足球場則有南華足球場、章魚（隊）足球場、協

和（隊）足球場。此三家足球場均設在沙崗。67另外，澳門體育俱樂部

（士砵亭）、警員體育會及利宵中學、聖若瑟中學均建有自己的足球

場。68網球場除建於西灣的“陸軍”和“文員”兩個設備一流的網球場

外，69塔石球場內還建有三個網球場（其中一個水泥球場，亦用作旱冰

運動）；70後又在柯高馬路處建一網球場，還有許多私人寓所內附設有

網球場。71 1933年協和體育會（Sociedade da União Recreativa）大廈啟

用，其中設有“足球場、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籃球場、曲棍球場和一

––––––––––––––– 

63.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第 172 頁。

64.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66 頁。

65.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AH/A2/P-8648督署秘書處1922年 4月3日及AH/AC/P-08660

市政廳文件第 112 號 1922 年 4 月 12 日。

66.（葡）施愛萍（Albina dos Santos Silva）等編《教育影集：澳門教育日誌》第7冊，

澳門教育暨青年司， 1997 年，第 98-99 頁。

67. 前揭鐵面人編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足球》，無頁碼。

68. 前揭 1950《體育年刊》之《員警體育會》、《僑校體育概況》及前揭 F i g u r a 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199-200。

69.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網球》。

70.《澳門政府憲報》1924 年 3 月 1 日第 9 期《通過教育局體育運動場之規章》。

71.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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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會員子女使用的兒童樂園。”72雖然1921年澳門助學會與1933年澳門

娛樂聯合公司兩次準備修建的游泳池均未成功。73但澳地三面濱海，適

宜游泳。每年夏季，南灣新口岸一帶私人團體所設泳棚達十餘座，其

中尤以華人華南泳棚、“澳僑”游泳棚 74及葡人在㞛仔北安海灣“翡翠

宮”泳棚最為著名。75另外，19-27年澳門“賽馬場”和1932年“賽狗場”的

修建，76亦為澳門的娛樂體育活動增添更多的樂趣。

1925-1936年間新成立的體育組織有46個，其中有幾個體育組織需

要我們予以重點關注，它們在1925-1936年間澳門體育事業的發展中曾

產生過重大影響。

1 、澳門南華體育會

南華體育會最早發起在香港，1908年成立華南足球會，1916年更

名為南華體育會77。南華足球會當時參加全國及遠東運動會，多次奪

標，威名大振。其中有足球名將蔡克漢為澳門人，遂與其弟蔡克庭在

澳門組織發起，成立“澳門南華體育會”，並於1925年8月1日在政府註

冊，會址塔石街63號，78開展足球及其他球類、游泳運動。以稍具規模

的體育組織而言，南華體育會是澳門最早的華人體育組織。同時也創

建了澳門第一支華人足球勁旅——“南華足球隊”，與另兩支葡人足球

隊：士砵亭隊（O Sporting）和澳門體育運動協會（A.D.M）並稱20年代澳

門足球“三雄”79。澳門南華體育會的成立，標誌著澳門華人體育的崛

起，從該會章程看，從成立時起，即已開展“足球、籃球、排球、網

–––––––––––––––

72.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第 160 頁。

73.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47 頁及飛歷奇《澳門電影史：有

聲影片時期》，第 160 頁。

74.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游泳》。

75.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史：20 世紀（1900-1949）》，第 122 頁。

76. 前揭《澳門編年史：20 世紀（1900-1949）》，第 208 及 258 頁。

77. 陳喬之、湯開建編《港澳大百科全書（香港卷）》《南華體育會》，花城出版社，1993

年，第 80 頁。

78. 前揭上海圖書館藏《南華體育會兩年來工作記》及澳門檔案AH/AC/P-10314（A1071）

《澳門南華體育會章程》。

79.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澳門足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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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檯球、乒乓球、游泳及各種棋類”運動80，亦可說明，南華體育會

一成立，就展示了澳門華人體育朝著全方位的方向發展。可惜的是，

該會存在的時間不長，到1930年，由於該會人才的分散，實力漸衰，

遂併入華南體育會81。

2 、澳門體育運動俱樂部

澳門體育運動俱樂部，葡文稱O Sporting Clube de Macau，俗稱

“士砵亭”。於1926年9月11日成立，是葡萄牙體育俱樂部的第25分支，

創辦人Major Acácio Francisco Leão Cabreira Henriques，會址助學會

大廈一層。該會展開足球、排球、自行車、游泳及田徑運動，其中尤

以足球聞名。82該俱樂部之前身當是“澳門足球俱樂部”，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結束時即已存在，而到60年代，該組織仍然活躍在澳門體壇。可

以 說 是 澳 門 體 育 史 上 存 在 時 間 最 長 、 影 響 最 大 的 體 育 組 織 。 在

1924-1925年間，“士砵亭”足球隊曾一度稱雄於澳門，而自行車、游泳

及其他田徑活動也開展得十分活躍。後澳門體育運動協會（A.D.M）併

入“士砵亭”後，由於缺乏競爭機制，合併後的澳門體育運動俱樂部反

而走向衰落，最後導致停辦，直到1950年又開始復辦。83

3 、華南體育會

華南體育會成立於1930年夏，會址：監牢斜巷4號，84創辦人鄭樹

芳，俗稱“肥仔芳”。為澳門殷商，出於對體育的熱情與愛好，積極支

持澳門體育事業，大約在1929年間，合併華人與南華兩體育會，成立

“華南體育會”，85將當時較具規模的華人體育會並為一體，成為當時澳

門最大的華人體育組織。成立時有會員100多人，到戰後，會員達數千

–––––––––––––––

80.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AH/ACP-10314（A1071）《澳門南華體育會章程》。

81. 前揭《皇朝興滅記》第 11 回。

82.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澳門體育組織名單。

83.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澳門體育組織名單。 1950 年。

84.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華南體育會》及 1938 年《澳門指南》第 5 編《會所

及娛樂》，第 47 頁。

85. 前揭《皇朝興滅記》第 10-11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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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86該會主要體育項目為乒乓球、足球及游泳三項，其中乒乓球隊為

澳門實力最強的兩支勁旅（華南、陶英）之一。在澳門乒壇及全國乒壇

獲譽不少，乒乓健將除楊錦燦、鄭國榮、官永普、黃永年、黃玉牆、

李錦庭、李兆洪、梁國雄、胡錦均、梁國文外，還有一支著名的女子

乒乓球隊，其名將有梁福嫦、鄧碧蓮、梁藕雙、鄭靜軒等。第六屆全

國運動會華南會與陶英隊合組澳門乒乓球隊為澳門體育界爭榮譽，榮

膺錦標；1935年廣東省13屆運動會，華南隊鄭國榮和楊錦燦分別獲男

子乒乓球單打冠亞軍。華南會的水上運動在澳門也開展得有聲有色，

培養游泳人才甚多。87

4 、亞爾古英雄體育會

亞爾古英雄體育會，葡文稱O Argonawta。1931年創建，會址：荷

蘭園大馬路27號1層，1933年時會員120餘人，後發展到300人。88創辦

人Anísio Rómulo Luís。89該會是當時一家唯一被法律肯定的全面發展

體育運動的體育組織，也是1931—1933年間內較大推動和發展殖民地

體育運動的唯一組織“。該組織經費主要來源於香港、廣州、中山及鄰

近國家的捐款，且經常率領體育隊出訪香港、廣州及鄰近地區，為宣

傳澳門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年曾要求政府給予每年1000葡幣的常額

支助來平衡該組織大量出訪工作帶來的財政赤字，但未獲批准。90該會

擁有一支實力極強的足球隊，在30年代，亞爾古英雄隊與另一支葡人

球隊黑豹隊（O Tenebroso）成為澳門足壇的中流砥柱，挽回了“澳門體

育運動俱樂部”衰落後葡人足球的頹勢，91在當時的南中國地享有相當

的聲譽。

–––––––––––––––

86.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華南體育會》。

87.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華南體育會》。

88.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AH/A2/P-1434miz.A1207 澳門市政廳第 410 號 1933 年 6 月 23

日文件。

89.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體育組織名單， 1950 年。

90.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AH/A2/P-1434miz.A1207 澳門市政廳第 410 號 1933 年 6 月 23

日文件。

91.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澳門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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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澳門員警體育會

澳門員警體育會，創建於1934年，創辦人為員警廳長鮑立德（Lus

Augusto de Matos Paletti），會址：員警公共安全大廈，會員大約有620

人。92該會是一間全面發展體育運動的體育組織，30年代中期以後直到

50年代，在澳門體壇一直具有“無尚之威名”。該會各類體育人才齊

備，體育設施在澳門堪稱一流，下轄各枝技藝精湛的體育隊伍，在足

球、小型球、籃球、乒乓球、游泳等項目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除此

之外，田徑成績也尤為突出。該會參與的單車、長短途賽跑、跳欄、

拔河、接力賽跑、舉重、跳高、跳遠、拳術各類體育項目在澳門各次

比賽及埠際比賽中，均獲超卓成績。在30-40年代，該會還主辦了一系

列體育賽事，包括田徑、游泳及各類球賽，每次精彩的比賽，其激烈

程度均引起觀眾極大的興趣，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在社會平均

發展的體育運動中，首推小型足球和足球。外埠來澳比賽的球隊，無

不以擊敗員警隊為榮，但在對外的無數次賽事中，員警隊則是勝多敗

少93。該會的足球隊，初期創辦即有葡人歐巴度、嘉士佳等人，盛時則

有嘉華路（葡）、馬蘭地（葡）、譚光華、陳利（葡）、蘇觀奇、盧漢臣等

名將；太平洋戰爭期間，由Alberto Ribeiro da Cunha領導體育會期間，

更有香港南華隊名將，侯榕生，劉慶才，黎兆榮，劉松生，劉松坤、

Mac Sio On及Tze Kang Kung等加盟，更使員警隊進入鼎盛。該會著名

田徑選手則有Manuel de Oliveira Pacheco、António Colaço、Alberto

Dias Ferreira, Alexandra Mendes等。94

三、抗戰期間澳門體育的“非常”

發展及戰後的沉寂：1937-1949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內地進入了八年抗戰的苦

難大動盪時期。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中，葡萄牙政府奉行中立政策，澳

–––––––––––––––

92.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體育組織名單， 1950 年編。

93. 前揭 1950《體育年刊》之《員警體育會》。

94. 前揭 1950《體育年刊》之《員警體育會》及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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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政府自然在中日戰爭中也持同一立場。95澳門也就成了中國境內沿海

地區唯一沒有遭受戰火破壞的“福地”，也就成了中國內地居民躲避戰

火的最佳避難所。一批一批的難民紛紛湧入澳門。從1937年起，就有

從上海撤退的葡僑和鄰近地區的難民潮，根據1939年的數據，一天最

多要進入澳門的難民達2萬人以上。到1941年香港淪陷，香港難民又大

批湧進澳門。大批難民進入澳門，導致澳門人口驟增。96 1937年澳門

人口總數為164,528人，到1937年10月後，澳門人口達到245,194人，97

到1942年，澳門人口達歷史之高峰，估計最高時已達40萬。98一個十幾

平方公里的小城，容納如此眾多的居住人口，物質資源的嚴重短缺就

成了影響最大的問題，糧荒、饑饉、瘟疫嚴重地威脅著澳門。99但是，

另一方面，由於上海、廣州、香港大批避難者的遷入，而能遷入澳門

者，大多是經濟條件較好、文化素質較高的人員。這樣，在這座小城

中就彙集了相當數量的各種類型人才。據統計，抗戰期間遷入澳門的

中學就有17所，學生過萬人，還有覺民、德基女子、維德等小學，其

中不乏廣東名校。100而大批優秀師資也隨學校進入澳門，使澳門教育

事業呈現出一片興旺景象。而澳門體育亦同澳門教育一樣，正因為各

地優秀的體育教師、學生及運動員進入澳門，也帶來了這一非常時期

澳門體育事業的“非常”繁榮。這一時期澳門體育事業的繁榮發展主要

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華人學校體育事業的繁榮

1937年前澳門華人學校的體育運動雖已開展，但由於當時澳門華

人教育事業受社會發展的局限，整體水準遠遠落後於鄰近的廣州、香

–––––––––––––––

95. 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8 章第 1 節，第 438 頁。

96.（葡）Ricarão Pinto 著，鄧耀榮譯《中立區的炮火》，載澳門新聞司編《澳門雜

誌》1997 年第 2 期，第 74-78 頁。

97. 前揭《澳門四個半世紀》第 6 章《八年抗戰時代》，第 142-143 頁。

98.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第 3 章，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07 頁。

99. 前揭《中立區的炮火》，第 93 頁。

100. 黎子雲、何冀雲《澳門遊覽指南》，澳門， 1939 年，第 66 頁及前揭《澳門教育

史》第 3 章，第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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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雖然也有像粵華、崇實、陶英這些具有相當水準和聲譽的學校，

但還有相當多的學校到30年代時還是舊式的“卜卜齋”教育。可以說，

先進與保守共存，尚處在從封建教育過渡到現代教育的晚期。 1 0 1因

此，這一時期華人學校的體育教育同官立學校的體育相比，除了陶英

的乒乓球運動外，還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可以說基本上是官立的葡人

學校體育運動佔絕對統治地位。抗戰爆發，隨著大批廣東地區中、小

學遷入澳門，澳門華人學校的體育事業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優秀體

育師資的輸入，中、小學學生的基數數倍的增加，再加上入澳學生自

身的基本素質明顯高於本澳華人學生素質，因此，這一時期澳門華人

學校的體育教育發展十分迅速。

而大批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進入澳門，特別是嶺南、中德、培

正、培英、廣大等名牌學校的體育教師投身到澳門的體育事業中，則

是這一時期澳門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原因。如梁松、李朝炷、鄭祖琦

本身就是廣東省著名的體育教師，梁碧霞、謝不凡、韋國基、張鐵

軍、高朝宗、黎保標、黎勁雄都是受過專門訓練的童子軍體育教練，

而其他學校體育教師也大都具有專科或本科高等學歷。102這一大批高

素質的體育教師、教練進入澳門，無疑是全面改變了澳門華人學校體

育發展的格局。體育運動在澳門華人學校中蓬勃發展。

1 、中德中學

在郭秉琦校長的領導下，積極倡導體育，先後聘請廣州體育教師

余兆鸞、梁松、李棣華、崔景星等先生為體育教練，並投入大量的體

育經費，設有：單雙杠、浪橋、沙池、籃球場、排球場、鉛球、鐵

餅、棒球等設施，後改建三合土標準籃球、排球場，並建燈光球場，

耗資達兩千元。學校規定，每學期各班分發籃球兩個；歸自己班保

管，讓學生自由練習，故該校籃球運動表現十分突出。103

–––––––––––––––

101. 前揭《澳門教育史》第 3 章，第 106 頁。

102. 前揭《澳門教育史》第 3 章，第 113 頁。

103.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華僑體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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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教中學

為澳門舊有的中學。該校素重視體育設施的建設，設有籃球場、

排球場、乒乓球室、單雙杠、軟墊、輕板、滑梯等各種器械及其它體

育用具，訓練則主要是以球類、田徑、器械為主；該校對球類興趣最

濃，故組有男、女籃球隊。104

3 、培正中學

該校對體育課程訓練甚為重視，設備完善，有足球場一所、籃球

場三所、排球場二所、羽毛球場一所，還有單、雙杠，跳高、跳遠沙

池兩座，足供學生體育活動之用。該校女子籃球隊甚為有名，多次在

埠內的比賽中獲勝。105 1949年時，該校體育主任李平在培正舉辦校際體

育活動，為華人與葡人球隊的友好關係的加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06

4 、廣大附中

該校體育部主任黎保標是一位極負責任、學術造詣很深的體育教

師。他不僅注意完善學校體育設備，而且十分注重學生嚴格的體育訓

練，使得該校每學期的班際賽及個人項目的比賽中，均有優異成績報

出。107

5 、協和中學

該校體育素負盛名，曾培植不少優秀人才。壘球一項，尤稱發

達，為廣東全運會歷屆盟主，戰時籃球隊曾顯赫一時，極得港澳人士

好評。校主任廖鳳潔女士極力倡導體育，該校除依照教育部規定每週

授課兩小時外，每日均設有早操，下午課後還有一小時課外活動，管

理嚴密，學生不得缺席。該校體育主任即著名教練梁松。該校體育設

–––––––––––––––

104. 同上。

105. 同上。

106. Figuras Desportivas do passado, pp297 。

107.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華僑體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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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包括有足球場、籃球場、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及沙池，還有各種田

徑賽器械，並經常性舉辦全校班際乒乓球、壘球、籃球賽。108

6 、嶺南中學

該校體育設備完善，有足球場一所、籃球場一所，其他體育器械

完備。該校體育教師張錦旋對學生管理十分嚴格，訓練出來的學生中

的體育人才相當優秀。109

7 、粵華中學

該校體育活動開展較為普遍，在體育主任瞿耀權先生的領導下，

每天施行課外運動，學生自由選習一項運動練習，分球類組、田賽

組、器械組和舉重組。該校體育設備堪稱完善，有籃、排、壘球場，

田賽場、器械場、健身房和舉重室，後又建築體育館和標準足球場、

徑賽場，學生組有籃球隊、排球隊、壘球隊、小足球隊和健身隊；教

職員也組織有籃排球隊，經常在校內外舉行各種友誼比賽。110

8 、聖羅撒女中

雖然是教會學校，但學生來源主要是華人。該校主張體育普及

化，聘黃壽山先生為體育主任，對該校體育之提倡不遺餘力。體育設

施建設方面，校內有水泥大運動場一所，其中有女子籃球場二所，排

球場一所，壘球場一所，1937年又增建一巨型草坪田徑場，可容千餘

學生運動。每年必舉辦全校運動大會，該校籃球隊在澳門歷次公開籃

球賽中，皆榮獲女子組冠軍。111

9 、聖若瑟中學

雖然是教會學校，但學生來源主要是華人。該校歷來注重體育教

育，校內設備主要有籃球場三所、足球場一所、還有乒乓球室、跳

–––––––––––––––

108. 同上。

109. 同上。

110. 同上。

1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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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跳遠之沙池、單雙杠、滑梯等，該校體育教師主要有鮑馬壯、黎

北古、羅賢海三位。學生組織有健身班、籃球隊、足球隊、乒乓球

隊，而且均具有一定實力。112

上述各校體育發展情況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份，但可反映這一時

期，澳門華人學校的體育事業已較20年代初期的發展水準大大提高，

出現了一次短暫的繁榮。

（二）體育組織及體育專項的增加與發展

20年代中後期到30年代初期是澳門體育組織大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此期間，成立的許多體育組織，雖然曾在澳門產生過很多的影響，

但很快就因多種複雜的原因而消失或合併，從而又出現了新的體育組

織。如南華體育會，應是澳門華人體育會中最老牌的體育組織，但由

於人事的原因，到20年代末，該組織基本上已銷聲匿跡，很多體育人

才則併入其他組織。像這樣的體育組織很多，如華人體育會、振僑體

育會、僑英體育會、幻影體育會（O Fantasma）、戰鬥體育會（O Grupo

Militar）等。113然而，在1937年後，由於澳門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進

入澳門的大、中、小學的學生及教師還有其他各類上層文化人士也大

批增加，故愛好體育運動的人口數字也必然增加。因此，各類新的體

育組織也隨之誕生。

1937-1949年新增加的體育組織達101家，其中漏載的華人小體育

組織還應當不少。這101家體育組織中明確為葡人體育組織者僅16家，

約為華人體育組織的六分之一。可以反映，這一時期澳門體育事業的

“非常”發展，主要表現在華人體育事業的發展。再從上表各體育組織

進行的體育專項來看，這一時期新發展的澳門體育運動主要是小足

球、籃球、排球及國術，其中特別是小足球，更是這一時期最為熱鬧

及最為普及的體育運動。如果說澳門體育運動20年代中到30年代中最

具代表性的運動項目是乒乓球的話，那麼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最具代

–––––––––––––––

112. 同上。

113.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澳門足球。



515

表性的運動項目就是小型足球。而乒乓球及小型足球在澳門的發展與

普及則與澳門的地理、人口及經濟發展條件亦有很大的關係。

這一時期雖然新成立的大大小小的體育組織達百餘家，但其中最

具影響的體育組織主要有如下幾家：

1 、澳門電燈公司體育會

澳門電燈公司是一家英資公司，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該公司職

工人 員眾多， 公司經 濟財力雄 厚，而 且公司總 裁嘉利 仁（F r e d e r i k

Johson Gellion）、副總裁李比度（Albereo de Barros Pereira）也都十分

熱心於體育事業。1937年，嘉利仁創辦“電燈公司體育會”，擁有會員

達1000餘人，成為澳門最大規模的體育會。114嘉利仁先生還投鉅資完

善體育會的各種設施，電燈體育會內設有足球場、網球場、籃球場、

桌球室、羽毛球室及乒乓球室，各種設施應有盡有。在網羅人才方面

更是不遺餘力，李比度、李仁基兄弟主理電燈體育會時，初期的足球

人才即有羅洪禧、潘志華、梁瑞華、姚志強、林漢光、殷里基、俾利

喇等；中期又有夏仙、何滿堂、張金海、李國威、鐘景生、梁相偉、

趙富等，到40年代末則有鐘標、施興利、黃錦文、李振發、杜連佳、

何成、姚志強、湯堯、關光、何滿堂、黃湘友、梁鏡遠、蔡光等。電

燈足球隊自成立到40年代末一直是澳門足壇的一支勁旅，參加多次埠

內及埠際比賽，均獲優異成績。具有良好的人才，雄厚的實力，高深

的藝術來替本身球隊博得顯赫的功名。電燈足球被時人譽之為“球國雄

獅”。其他小足球、乒乓球、籃球、游泳等方面均有很強的實力。115

2 、南中體育會

澳門乒乓球聯會在1 9 4 1 年前一直領導澳門乒乓球運動的正常工

作。1941年後，一是因為戰爭的關係，二是因為人事問題，乒聯會內

部分裂，無法開展正常工作。116澳門乒乓球運動元老人物陳公善先生

–––––––––––––––

114.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嘉利仁先生》。

115.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電燈足球隊》。

116.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37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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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體育人才，繼續廣大澳門乒乓球運動，遂聯絡體育界名流容

根、容烽、羅國深、楊熾、劉肇華、黃晃等重組南中體育會，並於

1945年7月15日正式註冊成立，其班底即陳公善原來創辦的“陶英乒乓

球隊”。會址在大三巴百樂門溜冰場。首任會長陳公善、副會長容根。

該會設有籃、排球場，乒乓球室、音樂室和圖書館，會員300餘人。發

展運動專案有乒乓球、排球、籃球、小球、田徑、游泳及國術，其中

尤以乒乓球為重。在戰時乒乓球運動中，南中乒乓球為其中堅。在三

烈士獻金杯賽、香港慈善賽及澳門慶祝青年節大會乒乓球團體賽中，

俱獲冠軍。117但1948年上海隊訪澳時，南中隊敗於上海隊。118

3 、旅澳體育教師聯合會

抗戰爆發後，原廣東各學校紛紛遷入澳門辦學，一批廣東各學校

的童子軍教練及體育老師也隨校入澳，其中著名者有梁松、李朝炷、

鄭祖琦、梁碧霞、謝不凡、韋國基、張鐵軍、高朝宗、黎保標、黎勁

雄等，在他們的發起與倡導下，旅澳體育教師聯合會正式成立。該會

成立後，以推動澳門華人體育運動全面發展為宗旨，在各華校組織發

展體育事業，並經常性地組織各校內的體育比賽及校際之間的乒乓球

賽、籃球賽、小球賽等，培養了一批各類體育運動人才。由於來澳體

育教師中多籃球高手，故在該會的發起下，又組織全澳籃球聯會，對

澳門籃球運動的發展貢獻尤多。119戰後，該會會員大都散去。又有何

培根，黃壽山、李平、鮑馬壯、黎保標、李朗森等組織澳門體育教師

聯誼會，繼續發展澳門學校之體育事業。120

4 、澳門籃球聯合會

澳門籃球運動興起在30年代中，華南、毅社、雀聯、南灣、員警

等體育組織均設有籃球隊。戰前，澳門籃球運動已開展得如火如荼，

–––––––––––––––

117. 陳略等編《南中體育會成立紀念特刊》，南中體育會， 1945 年，第 4 頁；及 1950

年《體育年刊》之《南中體育會》。

118.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49 回。

119.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籃球》、《僑校體育概況》。

120.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何培根《本澳應有籃聯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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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後，各地籃球高手紛紛來澳，籃球水準日見提高，1938年，由

梁鑒波、郭秉琦、羅唐生、方肇麟等發起成立“澳門籃球聯合會”，入

會者甚多。戰時舉辦多次公開賽，成績斐然。抗戰勝利後，來澳球員

大半離去，人才星散，故暫時停辦。121 1950年又開始籌備成立，後改

名為華人籃排球協會。

5 、澳門小球協會

1937年隨著大批內地體育人士入澳，小型足球之風漸起，形成各

地區性球隊，計有沙崗隊。媽閣隊、進教圍隊、雀聯隊、新橋隊、鯉

魚井隊、三巴門隊、望廈隊、關閘隊等，葡人則有紅毛山隊。122香港

淪陷後，不少球員來澳，澳門小球發展更快，遂由方肇麟、曹繼道、

梁鑒波等人於1940年發起成立“澳門小球協會”，推出雀聯、良友、沙

崗、聯義、公娛、星星、精武七個團體為該會籌辦委員，推出理事11

名，由鄭雨芬出任協會會長，由梁鑒波負責協會總務。參加籌辦單位

的共33個小球隊。123在籌辦同時，即舉辦了首屆“港九澳埠際小型球

賽”，澳門隊獲勝。之後，連續舉辦四次比賽，即1940年夏季舉辦舄舄

杯會員聯歡比賽，參賽24隊；1940年秋季主辦布英沙督察杯特別賽，

參賽15隊；1941年夏，舉辦蒙德宏督察廳長杯公開賽，參賽36隊；

1943年春夏間，舉辦戴思樂杯公開賽，參賽24隊。 124爾後受戰爭影

響，小球協會解體。戰後，李仁基博士重組小球總會，小球運動開展

得頗有成績，並開展了多次全澳比賽。125

6 、澳門排球總會

40年代以前，澳門排球運動甚少開展。抗戰爆發後，由於澳門體

育人口的增加，喜好排球運動者漸多，排球運動亦漸漸興起。香港東

方體育會負責人施利華遂發起成立澳門排球總會。總會於1944年10月

–––––––––––––––

121.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籃球》。

122.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小足球》。

123.《澳門小球協會三周年紀念手冊》，澳門華僑報社， 1943 年，第 13-14 頁。

124. 前揭《澳門小球協會三周年紀念手冊》，第 40-46 頁。

125.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小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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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正式成立，由布英沙局長擔任名譽會長，施利華任會長。總會成

立即籌辦第一屆澳門排球慈善聯賽，共有毅社、中青、西洋甲及聯舊

等十隊參加，最後由紅星隊獲冠軍。此次慈善義賽共籌得194,104元。

1945年又舉辦全澳排球聯賽。126抗戰勝利後，由於排球球員的散失，

排球運動在澳門又漸趨冷落。

7 、中華乒乓球總會

1937年前澳門乒乓球運動已達高峰，並成立有乒乓球聯會。抗戰

爆發後，乒乓球聯會會務停頓，戰時曾成立“復興乒乓委員會”，亦曾

舉辦公開賽。1949年，在陳公善、容根、官永普、梁堂、馬漢榮等人

發起下成立“澳門中華乒乓球總會”，推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

大豐銀號司理的何賢先生出任名譽會長，陳公善任理事長。127何賢為

澳門殷商，對澳門體育事業贊助良多，先生尤喜乒乓運動，總會成立

後，何賢斥鉅資組織澳門隊赴新加坡比賽，同時還舉辦何賢杯高級男

子團體乒乓球賽，及周有杯初級團體賽、高級男子單人賽。128 1949年

參加港澳埠際乒乓球賽，男子隊獲勝，女子隊敗於香港。129該會後改

名為澳門乒乓球總會。

（三）頻繁的埠際體育文化交流

1937年以前澳門埠際比賽主要出現在乒乓球、曲棍球、旱地冰球

等幾個少數項目上。1937年後，各類運動的埠際比賽開始經常性地定

期舉行，特別是港澳兩地，一水相依，關係密切，兩地政府之感情和

兩地人民之友誼，藉體育賽事得以增進與發展，故港澳之間，各類賽

事尤多。而且賽事規模越來越大，水準亦越來越高。各類運動埠際比

賽的發達，頻繁地與外埠間進行的體育文化交流亦可反映這一時期澳

門體育事業的繁榮。

–––––––––––––––

126.《澳門排球總會特刊》，澳門排球總會， 1945 年，第 3-7 頁。

127.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中華乒乓球總會名譽會長何賢先生》。

128.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乒乓球》。

129.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67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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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澳埠際足球賽

港澳埠際足球賽始於1937年4月18日，在澳門舉行。當時的澳門雖

有足球總會，但足球整體水準較香港距離甚遠，但香港隊由於輕敵，

僅派二流隊員參賽，故澳門隊首戰告捷。1938年5月8日，澳門再接再

厲，再次擊敗香港，使香港球壇大為震驚。之後，1939年、1940年兩

屆香港隊奮起反擊，連勝兩屆。1941年港澳雙方在澳門決戰，結果澳

門隊再勝。太平洋戰爭前，港澳埠際足球賽共舉辦5屆。澳門勝3輸2，

反映澳門足球水準的大大提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失陷，埠際

賽被迫中止。戰後1947年恢復，到1949年止，共舉辦3屆，結果是1勝2

負。130香港足球在遠東地區素稱勁旅，澳門一彈丸之地，竟能與香港

隊抗衡，戰前5屆，勝出3屆，雖主因是內地體育人才進入澳地，但澳

門本土足球運動自20年代蓬勃展開以來，極力向香港學習，每年均舉

辦各種銀牌公開賽，且經常邀請香港隊來澳作友誼比賽，故澳門中西

球員球藝均有長進。特別是1935年足球總會成立，合中西球隊之優異

者於一體，澳門足球更上一層樓，再加上內地人才入澳，故在港澳埠

際足球賽中，澳門能獲得如此的好成績，以創澳門足壇的光榮史。

2 、省港澳埠際乒乓球賽

省港澳埠際乒乓球賽始於1929年，澳門派隊參加，但未見成績。131

港澳埠際乒乓球賽始於1931年，這次比賽在澳門清平戲院舉行，港紳

何東爵士、港紳何世耀均出席是屆比賽，當時澳門乒乓球隊實力較

弱，故第一次埠際比賽，所有獎品全被港隊囊括。1932年舉辦第二屆

埠際比賽，在香港舉行，雖然這一次澳門隊已有乒乓名將鄭國榮、胡

錦英、陳國維、梁文煥、楊錦燦、馮茂生等，還招收了上海隊名將黃

安邦、劉英池二人，但最後還是鎩羽而歸。 1 3 2比賽開展兩屆以後停

辦，之後於1937年舉辦港澳慈善乒乓球賽和穗港澳埠際男女子乒乓球

賽，前者在澳門、後者在香港舉辦，在這兩次比賽中，澳門均獲冠軍

–––––––––––––––

130.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港澳埠際足球比賽略史》。

131.《民國時報》民國十八年（1929 年）7 月 27 日。

132.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15 回及第 1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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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27 、 28 回及第 36 回。

134.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44 、 47 、 49 、 50 、 61 、 63 、 67

回。

135.《澳門小球協會三周年紀念手冊》，第 49-65 頁。

136.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小足球》。

137.《澳門工商年鑒》第 5 編，華僑報社， 1969 年，第 43 頁。

138.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小足球》。

寶座。1940年12月，即香港淪陷前一年，港澳乒聯再次舉辦埠際賽，

在香港青年會舉行，結果澳男女兩隊慘敗。133 1941到1946年，因戰爭

原故，埠際賽停辦。1947年3月恢復，在澳門塔石利宵健身室舉行，澳

門隊以4：3險勝。1947年12月25日，在香港再次舉辦。這一次澳門隊

以6：1大獲全勝。1948年埠際賽未舉辦。但當年有上海隊及新加坡星

華隊來澳的兩場賽事，前者以13：12獲勝，後者則以3：2獲勝。1949

年的三場賽事，一是澳門隊赴新加坡與馬華聯軍對陣，結果以8：1大

獲全勝。二是穗港澳三角埠際賽，澳門隊以0：7負於香港，後以穗澳

聯軍勝香港。三是港澳埠際賽，男女兩隊比賽，結果男子隊勝，女子

隊負。埠際乒乓球賽1949年應是最熱鬧的一年。134

3 、小型足球港澳埠際比賽

1940年，澳門小球協會成立後，除舉辦全澳公開賽外，為提高澳

門小球球藝，曾多次邀香港著名球隊來澳比賽，如邀香港明星隊來澳

作表演賽，為小球協會籌募經費，結果以澳門華僑報隊勝；邀香港星

島隊來澳舉辦慈善賽，為貧民募集寒衣，結果以香港星島隊獲勝；邀

請香港東方隊來澳舉辦義賽，再為貧民籌賑款，結果東方隊以2：0勝

澳聯隊；邀香港光華隊來澳，為賑濟葡國風災，光華隊1 勝1 平。 1 3 5

1945年，小球協會解體後，仍有不少香港勁旅來澳比賽，“客隊多鎩羽

班師”。136 1948年正式設立港澳埠際小球賽，澳門以4：0勝香港。137

1949年12月上旬，香港記者小球隊來澳，與澳門記者小球隊作一場非

正式港澳埠際賽，雙方實力相當，最後澳隊2：1勝香港隊。138

4 、省港澳員警軍隊間體育比賽

省港澳三地員警體育交流始於30年代初。1931年5月21日，廣州員

警足球隊訪澳，與澳門中西選手聯隊比賽，廣州隊勝；1931年9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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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澳門西洋足球隊（即澳門無畏員警聯隊）訪穗，與廣州員警聯隊

作友誼賽。1932年1月7日，廣州員警足球隊訪澳，4戰2勝1平1負。

1937年4月7日，廣州員警足球隊訪澳，先後與西洋隊、炮兵隊、員警

隊比賽。139 1937年又有澳門炮兵足球隊來穗比賽。140戰爭期間省港澳

員警與軍隊間的交流中斷，戰後，雙方軍警的體育交流又有恢復。

1945年9月，香港英軍足球隊訪澳，以4：2戰勝澳門混合隊，1946年澳

門員警隊赴港，以5：2勝香港隊，1947年港澳員警隊比賽，又以3：2

獲勝。141從1948年起又定期舉辦“澳港員警足球埠際賽”，第一屆於當

年3月28日在澳門蓮峰球場舉行，結果是香港以1：0獲勝；第二屆於

1949年4月13日在香港舉行，這一次雙方以2：2賽和。142

（5）曲棍球埠際比賽

1933年後，澳門曲棍球已進入黃金時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

亞、韓國、日本及德意志、蘇格蘭、英格蘭、加拿大、澳洲各隊紛紛

來澳比賽，但多被澳門隊擊敗。1937年後，外埠球隊來澳比賽者仍很

頻繁，據當時人記錄：“從1938年起，每個星期日，孩子們吃完午餐便

去球場看打曲棍球，那是澳門曲棍球俱樂部經常會同許多香港球隊舉

行比賽”，143如香港大學隊、香港土生葡人隊、K.C俱樂部、Dutch隊、

Recreio隊、Khals隊及軍人隊。1938年，還有印度曲棍球隊訪澳，雙方

打成平局，同年又一支香港強隊來澳比賽，澳隊以0：1失敗，1939

年，港澳埠際曲棍球賽仍在舉辦，雙方戰成平局，1940年港澳埠際賽

中澳門隊報了一箭之仇，勝於香港隊。144戰後，每年均有外埠球隊來

澳比賽，澳門亦多次派隊赴港等地訪問；1949年來澳比賽的有香港大

學隊、荷蘭隊、印度隊、陸軍隊、港聯隊，比賽結果均為澳門隊獲

勝。145

–––––––––––––––

139. 前揭《廣東省志·體育志》第 14 章《國際、粵港澳體育交流》，第 975-978 頁。

140. 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7 章，第 436 頁。

141.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 do Passado, PP.103, 159-160 。

142.《八回大戰十四年長》，載於《港澳員警足球埠際賽特刊》， 1961 年 3 月 19 日。

143.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144.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 do Passado, PP.97 、 179 、 285 。

145.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曲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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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7 章，第 436 頁。

147. 前揭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第 180 頁。

148. 前揭《廣東省志·體育志》第 14 章，第 978 頁。

149.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 do Passado, PP157, PP173-174 及前揭 1950 年《體育年

刊》之《澳門僑校體育概況》。

150. 曹嘯虹《記體會球隊訪澳記詳》，載《中國新聞記者體育會會刊》（香港）1950年，

第 15-16 頁。

（6）其他體育項目的埠際比賽

1934年10月，在廣州舉行省港澳象棋比賽。146 1935年，“澳門與香

港葡萄牙居民體育交流十分活躍，有桌球冠軍賽和對於澳門來說尚屬

新奇的比賽項目：羽毛球賽。”147 1936年2月12日，廣州市民體育會網

球隊訪澳，先後與飛星小球隊、葡警隊、協和隊比賽，廣州隊獲勝。148

1949年香港W.M.C.Y隊來澳，在聖若瑟修道院運動場與澳門土生葡人

隊比賽，港隊以42：24獲勝。1949年，培正中學女子籃球隊赴港，先

後與香港勁旅南華女子隊及全港校際女子冠軍德明隊比賽，表現甚

佳，最後敗歸。1946年，澳門葡軍擊劍隊在澳門同駐港英軍舉行了重

劍、佩劍及花劍比賽，葡方Branco及其兄弟Cruz上尉獲勝；同年，日

本組織重劍隊、佩劍隊及花劍隊來澳，葡方Branco獲勝。149 1949年11

月香港中國新聞記者體育會派出籃球、足球及乒乓球三支球隊訪澳，

以求聯絡同業感情，並切磋球藝，比賽四場，三敗一勝，顯現澳門新

聞界同業的體育實力頗強。150

（四）澳門體育界在抗戰時期的慈善救災活動

澳門政府在中日對抗中雖然是保持“中立”立場，但澳門人民的愛

國熱情並沒有因政府的中立而中立，澳門城內的各項抗日活動開展得

如火如荼。其中表現最活躍者，即1937年成立的“澳門學界音樂界體育

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四界救災會’）”。該會於1937年8月12日澳門柿

山孔教學校成立，體育界是其中重要之部份。首屆理事會共十一人，

其中體育界知名人士3人，梁榮光、蕭炳炎均為體育界知名人士，楊錦

燦則為乒乓健將。救災會下設體育部，正副主任由梁榮光、蕭炳炎擔

任。體育部下設8股：

1. 排球股：主任李文巨，副主任李偉堂、林寬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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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黃慰慈主編《濠江風雲兒女—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國事蹟》，第 10-11 頁。澳門

星光出版社， 1990 年。

152. 前揭《濠江風雲兒女》，第 243-244 頁。

2. 籃球股：主任麥荊雷，副主任郭建勳、區華；

3. 足球股：主任何佑勝，副主任鄭洲、胡雨生；

4. 游泳股：主任梁潤漆，副主任吳啟洪、黃永年；

5. 小球股：主任葉炎堂，副主任劉國釗、麥錦堂；

6. 乒乓股：主任陳公善，副主任鄭國榮、郭冠英；

7. 場務股：主任鄭佩才，副主任劉狄青、葉碩友；

8. 國術股：主任黃大坤，副主任陸敘華、蔡妹；151

到第二屆理事會後，體育界增加到4人，即增補李文巨為理事，而

楊錦燦則任救災部財務部主任之職。152四界救災會成立後，各界人士

均以巨大的愛國熱情投入到當時的抗日救亡工作中，而體育界人士進

行的主要工作是籌募、宣傳、動員和慰問。其中特別是舉辦體育義演

籌募款項方面，為當時的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體育界人

士在當時的籌募活動中除了參加售旗、售花、售紀念章、義賣、勸捐

等活動外，更主要的是舉辦跳舞會、水藝會、各類球賽及埠際體育比

賽進行募捐。

1937年9月初，該會以遊藝和乒乓球賽形式進行首期籌款活動。9

月4日晚在清平戲院主辦遊藝大會，體育界有禤境洲國術團、公娛體育

會、協華體育會參加表演擊技，其中有禤達光表演楊家刀，禤洪光表

演李家雙銅鎚，禤彥光表演雙龍英槍，陸敘華表演八卦左棍，麥寶洪

表演且碌，陳炳然表演梅花凳，何樂田表演黃忠大刀，禤彥光、禤鎮

光表演雙刀對纓槍，鍾傑表演七星拳，黃大坤表演龍虎棍，許□表演

大扒，陸敘華表演跳豹拳，□順有女士表演雪裡藏梅，冼渭就表演齊

眉棍，陸敘華、何啟兆表演白臘棍柝，禤彥光表演雙鞭，何樂田表演

梅花挑，麥寶洪表演拋吸，梁中天表演浮水棍，禤彥光、禤鎮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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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對槍，禤境洲表演九龍槍。是次表演十分精彩，獲善款達一千餘

元。153

1937年9月4日至6日，該會假澳門域多利總會舊址舉辦港澳埠際乒

乓球賽。香港乒聯派來男女健將有朱繼枝、潘少芳、馮國浩、蕭少球

（以上為男）、楊渭濱、潘影鴻（以上為女）等，澳門乒聯則以男乒高手

陳國維、楊錦燦、陸那烏、雷學欽及女乒高手鄭靜軒、梁藕艭等相

對。三場比賽各有勝負，共籌款1949元。154

1937年10月10日，該會又舉辦港澳排球賑災賽，假望德女中球場

舉行。香港代表隊對澳門華南隊，李文巨任裁判，最後港隊以21：12

獲勝。這次排球賽，澳門華人代表梁後源先生參加。雙十節這一天，

該會還舉辦獻國旗國花籌款活動，共組十隊，其中一對即由鄭樹芬夫

人率領澳門女子乒乓球選手梁詠秋、何瑞芬、梁藕艭、郭靜軒、陳佩

英等參加，三日各隊共募款1600餘元。155

1938年9月4日至5日，該會與婦女慰勞會、澳僑體育會舉辦水上遊

藝大會，香港鐘聲慈善社派出男女游泳隊來澳比賽及表演，十分精

彩，共籌款1670餘元，分別寄給了“非常時期難民救濟會廣州分會”和

“戰時兒童保育會香港分會”。156

除四界救災會體育界人士的抗日救國活動外，還有澳門小球協會

1941年舉辦港澳埠際小球義賽，為全澳宿露街頭貧民募集寒衣，是次

比賽澳督戴思樂、員警廳長蒙德宏、督察長布英沙均參加香港星島隊

來澳，澳門無畏員警聯隊迎戰，港隊以2：1獲勝，籌款達3000餘元。157

1942年中德中學校長郭秉琦發起成立“中華排球聯合會”，為救濟

難民，舉辦排球義賽。158 1942年，當時任警察局兼市政局長的布沙英

–––––––––––––––

153. 同上，第 120-121 頁。

154. 同上，第 14 頁。

155. 同上，第 129 頁。

156. 同上，第 17 頁。

157. 前揭《澳門小球協會三周年紀念手冊》，第 55-58 頁。

158.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澳門僑校體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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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 41 、 42 回。

160. 前揭 Figuras Desportiva do Passado, PP.239 。

161.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籃球》。

162.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排球》。

163.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桌球》。

164.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足球》。

165.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一年來澳門體育·小型球》。

166. 前揭 1950 年《體育年刊》之《澳門乒乓少林寺陶英乒乓球隊略史》。

167. 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8 章，第 496-500 頁。

主持難民營的工作，為充裕救濟經費，發動三角團體乒乓球賽，為難

童籌款，參加三團體為華南、華僑及青年隊。賽後還舉辦乒乓球拍義

賣。結果青年隊獲冠軍。159在1941-1945年戰爭期間，澳門員警體育會

協葡萄牙澳門紅十字會主席Fernando de Sena Fernandes Rodrigues多次

組織曲棍球和小足球賽，為來自香港及上海的葡裔難民募捐。160

抗戰勝利後，由於中國內地，特別是廣東省遷入澳門的各類機關

和學校大都遷回原地，因此，大部份來澳避難的體育教練、運動員及

學生都離開澳門。太平洋戰爭後，亦有部份香港體育人士來到澳門，

光復後，他們也返回香港。故到戰後，澳門人口銳減，從戰時最多的

40萬人減至15萬人，澳門體育界也出現了人才嚴重缺乏的局面。特別

是幾大球類更是如此。如籃球，“直至勝利後，留澳球隊大半復員歸

去，人材星散，發展殊難”；161排球則“戰後各人復員，人才星有”；162

桌球“勝利後，因乏維持機構，中落多年”，163有些則因戰爭的影響，

導致領導機構的停辦。如足球，“至太平洋戰爭爆發，足球總會停頓，

因是影響”；164小球則“嗣以戰事影響，小足球協會解體”，165這兩機構

直至40年代末才恢復工作。例如，乒乓球最有實力的陶英隊“在此期間

（戰爭期間）完全停止進行”，“因戰時停頓，致令造成人材中斷之機

會”。166 一方面體育人才的嚴重缺乏導致澳門體育運動無法向前發展，

另一方面，抗戰勝利後，由於廣東及中國政府兩次提出的“收復澳門”

行動，甚至對澳門實行全面封鎖，澳門出現“糧肉價格漲三數倍，工業

品價格狂跌，社會秩序紊亂，居民紛紛遷回內地或移居香港”的局面。
167澳門經濟不景氣，粵澳關係極度緊張，故1945-1947兩三年間，澳門

體育事業出現一片“沉寂”之局面。由於澳葡戴思樂總督及政府不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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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前揭《粵澳關係史》第 8 章，第 501 頁。

169. 當時致力重振澳門體育事業的體育界名流主要有陳公善、容根、方肇麟、李偉

堂、何培根、麥荊雷、陳成、黃壽山、鮑馬壯、李平、黎保標、梁松、韋頌、區

華、周權等，而大力支持澳門體育事業的中西鉅賈則有嘉利仁、馬爾架、李比

度、何賢、高可甯、周有、盧榮錫、黃文生、馮華、葉子如等。

170. 僅 1949 年左右成立的新體育組織就有“中華乒乓球總會”、“健華體育會”、“澳

門水上活動俱樂部”、“澳門土生葡人體育會”、“澳門體育教師聯誼會”及“賓

非加（Benfica）體育會”等。

出緩和關係的努力，以及澳門同胞對1947年兩廣地區嚴重水災的大力

支持，到1947年底，粵澳關係暫時緩和下來，168同年，柯維納（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na）任總督後，推行一系列振興澳門經濟的措施，

澳門經濟亦漸有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澳門本土的體育界名流在中西

巨賈的支持下極力恢復澳門體育事業，169故在40年代末，澳門體育運

動又呈現出繼續發展之勢。170

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澳門理工學院李長森先生、復旦大學趙利

峰先生以及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田渝、彭蕙、賓靜和王

華豔各位小姐參與了本文葡文檔案的翻譯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