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
,

撰《澳门记 》
,

内将澳门喻为横披水面的
“

荷葵
” :

遥望如一叶荷葵
,

横披水面
。

追其茎
,

则有关焉
。

浙江杜臻于康熙二十二年 ( 1 6 8 4) 奉 旨巡视闽粤

两省
,

二十三年二月在澳
。

其《闽粤巡视纪略 》将澳门

喻为莲之
“

药
”

(莲子 )
:

诸岛虽为省会之案砂
,

而周 罗环匝
,

澳门独居其

中
,

如莲之有药
,

亦一奇也
。

清代乾隆六年 ( 1 7 4 1) 举人
、

山西暴煌于乾隆十

六年 ( 1 7 5 1) 任香山知县
。

在其编纂的《香山县志 》卷

八
“

壕镜澳
”

将关闸沙径喻为
“

莲根
” ,

将澳门喻为
“

莲

花座
” :

前 山南二十里
,

法路沙径
,

状如莲根 ;
弃人居澳

中
,

自名为莲花座
。

田明耀编纂的《香 山县志 》卷八收录张甄陶《论

澳门形势状 》一文
,

内将前山喻为
“

荷根
” ,

关闸沙径

喻为荷
“

茎
” ,

澳门周 围之大小十字门
、

九洲洋
、

鸡颈

头
、

金星山
、

马骆 州等喻为
“

花之瓣
” ,

而澳门则喻为
“

荷心莲蕊
” :

前山如荷根
,

山路一 线直 出如 茎
,

澳地如心
。

此

外如大 小十字门
、

九洲洋
、

鸡颈头
、

金星山
、

马骏洲
、

星 罗棋布
,

宛如花之瓣
。

澳夷 男妇共有二千余人
,

如

蟋螟蠕动于荷花莲蕊之中… …

清嘉庆六年 ( 1 8 01 )的《重修莲峰庙题名碑 》记录

了当时的澳 门形貌
,

亦将
“

壕镜澳
”

喻为
“

莲花
” :

(香山 ) 邑东南百 里
,

重岚 叠峨
,

岿然秀出
,

为凤

凰山
,

蜿蜒 曲折
,

趁南一路
,

为莲根
; 二十里

,

为莲花
,

即豪镜澳也
。

营地大街
、

关前街
、

草堆街三街会馆内有 《三街

会馆碑 》
,

碑文将澳门喻为
“

莲花
” :

澳门则如莲花
,

其地三 面环海… …

(二 ) 诗家描绘的澳门形胜

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的江苏天主教徒吴历
,

于

康熙十九年 ( 1 6 8 0 ) 冬在澳
,

寓大三 巴
,

后著 《三 巴

集 》
,

内有 《澳中杂泳 》三十首
,

其一云及
“

壕镜山形可

类花
” :

关头阅尽下平沙
,

豪镜山形可 类花
。

居客不惊非

误入
,

远从学道到三 巴
。

诗末原注
: “
山色紫黑

,

形类花朵
。 ”

康熙番禺诗人汪后来 ( 1 6 78 一 1 7 5 2) 是武举人
,

历官千总
、

守备
,

曾巡视广东边海
,

在《澳门即事 》中

将澳门地形喻为
“

莲花
” :

莲花 出水地形奇
,

为问何年借岛夷
。

却怪伏波征

戍 日
,

不将铜柱立江涯
。

汪后来又在《初至澳 门回柬吴都闽 》诗中言及澳

「丁“
势作莲花

” :

名驹借得不知穷
,

潦到生涯旅病 中
。

口腹 累人闺

仲叔
,

山川成癖米南宫
。

声传海市浮天 白
,

势作莲花

拔地红
。

井澳有 门天设险
,

只今翻为岛夷雄
。

道光二年 ( 1 8 2 2) 进士
、

高要诗人黄德峻于嘉庆

十五年 ( 1 8 1 0) 写了一首《澳门 》诗
,

首句便说
“
形胜似

莲花
” :

传闻形胜似莲花
,

孤屿南浮水一 涯
。

潮落海门分

十字
,

钟鸣 山寺礼三 巴
。

鲸鱿浪静通番铂
,

砺蛤 塘宽

占彗家
。

好是 葡萄新酒美
,

高台风月不须赊
。

也有诗人将澳门喻为
“
芙蓉

”
(莲花之别称 )

。

明

代香山诗人黄瓷便在 《登莲峰 》诗中写出气象瑰丽的

名句
: “
芙蓉千丈海中出

” 。

清代番 禺诗人苏鸿亦在诗

中将澳门描绘为
“

宛似芙蓉出水浮
” 。

也有诗人将澳门地形描绘为
“

莲叶
” 。

雍正七年

( 1 7 2 9) 武举人
、

顺德诗人潘宪励 曾写下 《澳门曲 》三

首
。

其中第三首末句便说
“

莲茎莲叶似蓬莱
” :

柑莞欲赎 罪难开
,

汉官番官不 爱财
。

东国共传有

声教
,

莲茎莲叶似蓬莱
。

另一位顺德诗人廖赤麟 ( 1 7 7 5一 1 8 2 3) 有《澳门

竹枝词 》十首
,

其第一首次句便将澳门喻为浮在海面

的
“

莲叶
”
和

“
出水

”

的荷花
:

波光错绮涨晴霞
,

莲叶形浮出水花
。

一角天开航

海径
,

果然无外是 中华
。

乾隆元年 ( 1 73 6 )
,

居于广州城南壕畔街 的南海

诗人冯公亮开设白兰堂诗社
。

其后曾来澳门
,

并写下

长诗《澳门歌 》
,

将
“

壕镜
”

喻为
“

莲花座
” :

豪镜由来荒僻滨
,

今成戎蛮贸易津
。

十字门中拥

异货
,

莲花座里堆奇珍
。

第三任澳 门同知张汝霖 ( 1 70 9一 1 7 6 9) 在七律

《寄棍青洲饭罢抵澳 》末句将澳门地形喻为
“

莲台
” :

楼船鼓 角晓风催
,

载到 厨烟 革一堆
。

山势不根浮

树 出
,

钟声微浊 带潮来
。

已同纳桔季西 至
,

扰见倾葵

户北开
。

一段海霞红蘸处
,

粉墙高下簇莲台
。

(三 )形家口中的澳门风水

形家
,

即堪舆家
,

又称地理家
、

地舆师
、

地师
,

俗

称风水先生
。

形家根据地形
、

环境
、

方位
、

山水
、

气象

诸因素
,

以相度地形凶吉
。

历代形家对澳门的风水大

都赞不绝 口
。

据王文达《澳门掌故 》一书所载
,

澳门地

脉属赣粤龙脉入海处之一
:

宋代名堪典家赖布衣… …弃官浪游
,

沿江 西追
“
龙

”

南下
,

至广东见
“
龙脉

”
分为两支

,

其一趋

向香港与宝安之 间
,

因名该地曰 九龙 ;
其一 则趋于

澳门莲峰山下
,

其地 冈陵环艳
,

田亩纵横
,

因取名



龙环及龙 田云
。

龙环遗址现在壕江中学球场处
,

龙田遗址则在

罗沙达街
、

巴士度街
、

飞良绍街及文第士街一带
。

因龙脉
“
趋于莲峰 山下

” ,

而莲峰山貌酷似莲花
,

故此地便称为莲花地
。

为强调其地风水佳胜
,

便冠

之以
“
宝

” 、 “

胜
” 、 “

福
”

等吉祥字眼
,

故又称
“

莲花宝地
” 、 “

莲花胜地
” 、 “

莲花福地
” 。

形家对澳门风水的直接记录似乎难得一见
,

但

藉着诗人的笔录
,

仍可窥见片麟只爪
。

例如清代香山诗人吴亮现在 《澳门 》 二首之二

的
“

十载兴衰客惯论
”

句末加注云
: “

指形家言澳

门为莲花地
,

当十年一消长
。 ”

可见风水先生早已

有
“

澳门为莲花地
”
之说

。

风水先生所说的
“

莲花地
” ,

是指永无血兵之

灾的福地
。

历史真乃巧合
,

澳门开埠至今的四百多

年间
,

中国虽经多次改朝换代及战争浩劫
,

但澳门

却能一一度过危机
,

不染血兵之灾
。

澳门近代名人郑观应 ( 1 8 4 2一 1 9 2 1) 颇好形家

之道
,

曾拜师学过堪舆学
,

亦曾亲身考察过风水
。

他的名著 《盛世危言续编 》 卷十五
“

杂著
” ,

收录

了他写的多篇有关风水的文章和信札
,

如 《望气寻

龙诀 》
、

《致王爵棠方伯论考地师书 》
、

《致陈盘溪

地师论风水书 》
、

《与欧阳伟南地师书 》 等
。

光绪

十一年 ( 1 8 8 5)
,

郑观应为其在澳门下环妈阁街龙

头左巷十号的新居留下 《题澳门新居 》 二首
。

其一

云
:

群山环艳水朝 宗
,

云影波光满 目浓
。

楼阁新营

临海镜
,

记曾梦里一相逢
。

作者于末句 自注
: “

先荣禄公梦神人指一地曰
:

此

处筑居室最吉
。

后至龙头井
,

适符梦中所见
,

因构

新居
。 "

诗中以
“
山

” 、 “

水
,, 、 “

云影
” 、 “

波

光
”

描绘新居环境之秀丽风光
,

末句借神人托梦
,

以形家之风水观念
,

道 出澳 门之 地
“

筑居室 最

d
才 ”

口
0

郑观应在 《题澳门新居 》 之二中更以形家兼诗

家的触觉
,

尽道新居环境之幽清祥端
,

并直呼澳门

为
“

莲花地
” :

三面云山一面楼
,

帆墙出没绕青洲
。

侬家正住

莲花地
,

倒泻波光接斗牛
。

比郑观应早二百多年的顺治进士
、

工部 尚书杜

臻 ?( 一 1 7 0 3)
,

曾奉清廷之命与内阁学士石柱巡

视粤闽沿海
,

有长篇七言古风 《香 山澳 》 传世
,

开

篇六句为
:

香山之 南路险峨
,

层峦叠峰号熊赢
。

漆镜直临

大海岸
,

蟠根一茎如仙芝
。

西 洋道士识风水
,

梯航

万里居于斯
。

诗中云及
“

西洋道士识风水
” ,

其实是作者的

风水意识透过
“

西洋道士
”
而折射出来

。

连
“

西洋

道士
”

也认为澳门利于居住
、

利于贸易
,

故不远万

里而选择
“
居于斯

” ,

足证澳门是一块风水宝地

矣
。

诗中第四句形容澳门的地形如一枝茎部蟠曲的

仙灵芝
,

这较之以
“

莲茎
” 、 “

莲花
”
喻澳门地形

更为别开生面
。

杜臻在 《粤闽巡视纪略 》 称澳门
“

形如灵芝
,

广二十里
,

长半之
。

正北一石埂贯大

海而属于前山寨
,

广十余丈
,

长六里
,

如芝之有

茎
。 ”

此言直可作为第四句诗之最佳注脚
。

光绪庚子年 ( 1 9 00 )
,

顺德诗人梁乔汉于澳门

设馆授徒
,

并于教余作 (镜湖杂泳 》 五十首
,

其诗

序尽道澳 门风水之来
“

龙
”

去
“

脉
” ,

指出澳门
“

向号莲花出水之地
”

的由来
:

近 自前山城 白石村来龙
,

脉沉海底
,

有随龙砂

由北 山岭 出
,

蜓坑数里
,

是名高砂
。

护降东海
,

到

头突起
。

青益 (洲 ) 山在西 北作迎龙
,

跌断
,

复由

砂 冈上
。

脉起红毛山 (又名金字冈 )
,

开帐 ; 再起

柿 冈
,

连复开帐
;
南走大庙及龙高庙

,

至风信庙
,

高耸转侧
,

出西 望洋山
,

结 马角庙
。

一路起伏活

动
,

是为正斡龙
,

发祖 自青盆山
。

其右边 由红毛山

帐角
,

施 出白鸽巢山
,

为右迎龙
。

对正青益山
,

为

顾祖 回 龙之局
。

其左边起莲峰山
,

在正北方为左迎

龙
。

东走望厦 冈
、

金 菊冈
,

转折南走猪头冈
,

起东

望洋山
,

出雀仔 园山至南湾花园
。

尽结一带
,

陇断

冈连
,

行度屈曲
,

皆为斡龙作护降东海之势
,

补其

空缺
,

是为枝龙
。

故全澳向号莲花出水之地
。

其发

脉处为莲峰
,

下为莲溪
,

外接高砂如莲梗
,

内烧众

山如蓬如叶
,

正结马角山则为莲花
,

石辫透露
,

如

附粤相衔
,

诚逼 肖矣
。

《镜湖杂泳 》 有多首诗作提及澳 门的山石地形

宛若莲花或花瓣
。

例如开篇之作即描写了龙脉结穴

处的
“

马角
”

(即
“

妈阁
”

) 正是
“

满山蟠结莲花

石
”

的真龙灵地
:

神母风帆择地来
,

灵祠马角郁佳哉
。

满山蟠结

莲花石
,

占尽真龙海岛迥
。

又如杂泳 第十五首描绘 了澳门数里之地宛如重

重的莲荷花辫
:

莲峰古庙接来龙
,

豪镜全窥入首踪
。

直戟坑蜒

经数里
,

平阳开放辫花重
。

(四 )佛家眼里的澳门净土

佛家眼里的净土
,

是充满祥和宁静
、

无灾无劫的

莲花世界
。

可以说
,

莲花是佛教的吉祥物
。

在中国影



响至深
、

信仰最广的佛家如来之一观世音菩萨 (又名

观自在
、

光世音
,

唐朝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简称观

音 )的造像
,

均以莲花为座
。

此座台便称为莲花座
、

莲

座
、

莲台等
。

澳 门有八座观音堂分布于莲花三岛之

上
,

最早的是建于明代天启七年 ( 1 6 2 8) 的望厦观音

堂 (即普济禅院 )
,

已有 37 0 年的历史
,

足证澳门人对

此信仰之悠久普及
。

信奉佛教的人
,

往往将佛家的修

行胜境比喻人间的佛国净土
,

以引发信徒参禅礼佛
,

共证菩提
。

澳门有不少诗联将澳 门喻为莲花地或莲

台
、

莲座
,

将澳门当作想像中的佛国胜境而加以描绘

和赞美
,

使澳门这块
“

莲花地
”
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

妈阁石刻诗中有一首署名
“

布衣
”

的五言七律
。

此
“

布衣
”

是否赖布衣 ?不可考
。

诗中充满禅味
,

将澳

门喻为佛家的莲花世界
:

古木涵江影
,

峰奇挚石 亭
。

鱼龙沽佛法
,

乌雀带

仙灵
。

水镜云磨 碧
,

山屏雨洗青
。

莲花开世界
,

烟 霭遍

南冥
。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 ( 1 7 9 0 )任香 山知县的许敦

元
,

在巡视澳门妈 阁庙时
,

写了《游海角石下 》诗两

首
,

其一描绘了海觉石周 围的美景
,

并将澳门喻为
“

莲花
”

似的吉祥
“

佛地
” :

石橙盘纤入
,

山阿结小 亭
。

莲花开佛地
,

蓬岛宅

仙灵
。

老树千年碧
,

中州四面青
。

鸿蒙原一气
,

天水共

冥冥
。

清代道光癸卯 ( 1 84 3 )
,

广东大鹏协副将
、

自号翰

墨将军的张玉堂
,

在澳门妈阁庙留下了拳书
“

名岩
”

二字及七律一首
。

其诗风格豪迈
,

出语不凡
,

飘然有

道佛之气
,

当然亦少不了
“

莲花
”

之语
:

何 须仙岛觅蓬莱
,

海觉天然古刹开
。

奇石欲浮漆

镜去
,

慈云常拥堂帆来
。

莲花涌座承甘露
,

榕树蟠崖

阴玉台
。

谨向名 山 留妙笔
,

淋漓墨泼破苍 苔
。

至光绪二十一年 ( 1 89 5 )
,

黎 中岳在庙内观音阁

题撰了一副木刻联
,

佛味更浓
,

且不忘
“

莲花座
”
上的

“

妙香
” :

南海善慈悲
,

杨柳瓶 中生
,

生意满 ;

西 方大欢喜
,

莲花座上妙
,

妙香来
。

此联与莲峰庙天后殿 陈子清撰书的木刻联稍有

不同
:

前者为赞颂西方佛家之联语
,

而后者则赞颂中

国沿海的天后女神
。

然两者均与
“

莲座
”
或

“

莲台
”

发

生了关系
:

德可配天
,

现莲台大造
;

仅咸奉母
,

惠镜海群生
。

类似的对联
,

在澳门三岛的庙宇中有十余副
。

或

曰
“

莲座
” 、 “

莲花座
” 、 “

座下莲花
” 、 “

座涌莲花
” ,

或曰

“

莲 台
” 、 “

莲华台
” 、 “

白莲台
” ,

或 曰
“

莲华妙法
” 、 “

莲

花说法
”

等等
,

通过各种方式将佛家的
“

莲花
”

与
“

澳

门
”

牢牢地连在一起
。

综上所述
,

可见澳门与
“

莲花
”
之缘是多个不同

文化层面的融合
,

其内涵丰厚而悠久
,

其影响深远而

广泛
:

史家从地貌角度指出澳门形似莲花
;
诗家既从

陆路上描绘澳门的莲花茎和莲花山
,

又从海面上描

绘澳门如
“

出水
”
之

“

莲花
” ,

依山而筑的白色建筑物

又如
“

莲瓣
”

拥
“

莲台 ,’; 形家从风水角度宣扬澳门为

吉祥宜居之
“

莲花宝地
” ;
佛家则将澳门视作佛门修

行的莲花胜境… …这些文化层面虽各有不同
,

渊源

名异
,

但将澳门视作
“

莲花
”

却是一致的
。

如是
,

澳门

开埠几百年来
,

不断受到这些不同的文化意识的浸

淫
,

其结果必然会将不同文化层面的
“

莲花
”
意念深

扎于澳门的土壤之中
。

澳门有众多的
“

莲
”

字地名
,

其

主因亦源于此
。

. . 口 . . .

. . . . . . . .

笔者从方志
、

史书
、

笔记
、

杂志
、

掌故
、

诗集
、

图册

甚至石刻
、

楹联中鬼集了廿七个澳门
“

莲
”

系地名
,

其

中有作为特指的局部地名
,

也有作为泛指的澳门雅

称
。

值得注意的是
:

可以用作泛指的澳门地名
,

有些

是属于史地书籍的用名
,

具史与性
;
有些只是文人骚

客在吟咏时运用借代手法
,

以小喻大
,

将专指的地名

转为泛指的文学性雅称
,

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

(一 )莲花山

此名属专指地名
。

清代乾隆九年 ( 1 7 4 4 )担任首届澳门同知的印光

任
,

曾与张汝霖合著《澳门记略 》
,

其
“

形势篇
”

有云
:

出 (前山寨 ) 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
,

… …茎尽处

有山拔起
,

附粤连蜷
,

曰莲花山
。

乾隆十年 ( 1 7 4 5 )二月
,

分巡广南韶连道薛硫巡

视澳门
,

并撰写《澳门记 》
,

内云
:

断亘沙堤如长桥
, 曰莲花茎

。

茎末
,

山 又特起
,

名

莲花山
。

又据王文达《澳门掌故 》所载
,

此山
“

所以名曰莲

花
,

除了在地形上它在莲茎的尽处
,

突然拔起
,

宛如

花球外
,

而它亦多奇石
,

千形百态
,

旧 日其山顶的岩

石
,

远望之如一位观音立在莲瓣上
,

其他岩石拱托如

云
,

更像是莲花盛开
。

《昔 日澳 门 》明信片集中有多幅莲花 山旧貌照

片
。

其中一幅摄于 1 8 9。 年
,

内有中葡说明文字
,

均提

及
“

莲花山
”
之名

:

从 马交石炮 台马路眺望螺丝山 (近处 )及莲花山

(远处 )
,

可见黑沙环海滩全景
。

另一张明信片说明文字为
:



从渔 翁街 远望黑 沙环 马路及位 于

莲花山的望厦城堡
。

岳铭于 1 9 7 8 年仲夏 出版 的 《壕江

溯源 》
,

内有作者所撰七律三首
。

其 《铜

马像二首 》之 一首句便有
“

莲花 山
”

一

名
:

莲花 山 下起仓 惶
,

骤 马悍 夷 气嚣

张
。

澳督有心扩地界
,

清兵无力保 家乡
。

村 夫奋臂断 首首
,

壮士从容赴 法场
。

为

解敌军攻寨急
,

挺身就义一肩当
。

莲花山因座落望厦村
,

故又名望厦

山 ; 又因葡人于 1 8 4 9 年在此修筑炮台
,

并派肤色黝黑的来 自葡国在非洲殖 民

地的雇佣兵把守
,

故又名黑鬼山
。

(二 )莲华峰

莲华峰即莲花 山之异名
。

华
,

读如

花
,

通花
。

此名见释纯谦之 《重游澳门普

济禅院与秉上人 》诗
。

释纯谦
,

字涉川
,

曾为广州海 幢寺住持著有 《片云行草 》
。

秉上人即澳门普济祥院秉机存禅师
。

诗

云
:

数载 曾经 望厦村
,

,

黄 花 晚 节喜 君

存
。

远钟声彻三 巴寺
,

番拍帆收十字门
。

万里潮音来有信
,

一轮蟾 影澹无痕
。

莲

华峰上披襟坐
,

共向清宵话故 园
。

(三 )莲叶峰

莲叶峰即莲花山之别 称
,

因山上 巨

石似莲叶而得名
。

此名见南海诗人黄呈

兰 ( 1 70 5一 ? )(( 云谷诗草 》之 《澳门 》诗
:

莲叶峰 头抹 紫 霞
,

烟 开 篆镜 百 蛮

家
。

星 占牛女仍分野
,

地尽东南尚有涯
。

海 市远通 门十字
,

蚕楼 高耸寺三 巴
。

怪

来异域乘潮至
,

争说 中原盛物华
。

(四 )莲峰山

莲峰 山是莲花 山之别名
。

此名见广

东花县诗人黄 秀松 写于 1 9 5 1 年的 《冬

夜怀龙思鹤先生 》诗
:

莲峰 山 下 一 诗 人
,

霭 霭风 光九 十

春
。

梅鹤双清超绝代
,

魔高十丈存其真
。

首句原 注
: “

公寓居莲峰山下
。 ”

诗

题 的
“

龙 思 鹤 先 生
”

自号
“

双 清 白

斋
” ,

能诗
,

曾任粤军总 司令许崇智

参谋
、

广 东茂名 县 县 长
,

晚年居 澳

门
,

与夫人刘均 皆为基督教信徒
。

御秒斗雏

近代粤人要求

的历史回顾
彭建新

一
、

在清末中葡勘界事件时
,

粤人奔走呼

号
,

主张乘勘界之机收复澳门

1 5 5 3 年
,

葡萄牙人进据澳门
。

但此后的明清政府还掌握

着对澳门的管辖权
。

1 8 4 9 年 因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

澳门总督阿玛勒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
。

1 8 8 7 年 12 月 1 日
,

清

政府被迫与葡萄牙签订了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
。

条约承认了

葡萄牙
“

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
” ,

从此
,

葡萄牙对澳门实

行殖民管治有了法律依据
。

但在条约中
, “

中国虽承认其永居

于澳门及其附属地
,

并承认其有管理之权
。

惟关于澳门境界
,

未曾划明
” 。

①所以
,

便发生了后来的界务之争
。

1 9 0 9 年 2 月
,

中葡双方决定派员 (中方代表为高而谦
,

葡方代表为马沙铎 ) 在香港开展澳门界址谈判
。

广东各界人士

十分关注
。

广州的商人团体
“

粤商自治会
”

发电摄政王载沫和

外务部
,

要求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与葡国谈判
, “
稍一拘

情
,

全粤受害
,

势必誓死力争
。 ” 2 月 17 日

,

广州爱国人士

集会
,

要求政府迅速派人勘定澳门围墙界址
。

3 月 8 日
,

香山

县 (今中山市 ) 士绅杨瑞初
、

陈赓虞等在北 山集会
,

成立
“

香

山县 勘界维持 会
” ,

宗 旨是 搜集 界务证据
, “
以为政界 之

助
” ,

以维护领土完整
。

会议选举前清举人杨应麟为会长
。

该

会成立后
,

即致电北京
,

电文 中说
: “

中葡划界
,

葡欲无厌
,

稍任混越
,

全粤堪虞
,

请电粤督
、

外务部
,

坚持陆界
,

旧址尺

寸勿让
;
水界非葡所有

,

尤宜保守
。

张相督粤
,

力筹挽救
,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