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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楊允中＊

一、獨具特色的澳門文化模式

澳門是南中國海岸珠江口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她人口不足五十萬，却創造了

一筆筆値得重視的歷史遺產；她面積不足十七平方公里，却在中國近代史以及中

外關係史上留下了一頁頁豐富史料。她恰似一座歷史博物館，擁有不少可資做爲

歷史見證的天然展品；她猶如一部簡明百科全書，記錄了幾個世紀來許多珍貴的

社會歷史現象。澳門旣古色古香、情調質樸，又絢麗斑爛、五光十色：東方與西

方融爲一體，傳統與現代共冶一爐。憑藉這令人陶醉的獨特景色，澳門贏得了傳

統旅遊城市美譽，年復一年，成爲數百萬中外遊客尋幽探勝、度假消閒的理想目

的地。八十年代以來，由於中國推行對外開放政策和旅遊設施日趨完善，澳門更

成爲溝通香港與珠江三角洲、溝通中葡兩國之間以及中外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一條

重要渠道，在極具潛質的澳穗港旅遊大三角戰略佈局中佔據重要地位。

文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的集合體，每個社會都有與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

適應的文化，並隨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不同民族的文化是通過不同的民

族形式表現出來的，形成其民族傳統，因而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性。澳門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自一五五七年起長期處於葡萄牙管治的特殊地位。

構成居民主體的始終是華人，確切地說是漢族人，處於權力中心的是葡萄牙人；

前者向來以勤勞勇敢智慧著稱於世，後者勇於探索開拓。幾百年來，雖然澳門社

會性質歷經重大變化，但社會文化的主調仍然是具華南文化圈特徵的中華民族傳

統文化，然而却揉合了葡萄牙與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具有較強烈的南歐文化特

徵。澳門文化這一特色，旣同中國大陸傳統文化有別，更遠不同於葡萄牙和歐陸

文化本身。可以說，澳門文化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後期由西漂流而東的歐陸文化，

與構成東方文化主要發祥地之一的華夏文化，長期互相接觸、互相滲透、互相溶

合、互相吸收的結果，在這二元文化模式或多元文化模式中，兩種主要文化成份所

處的地位、作用各有不同，提出兩種文化交滙絕不意味着不存在互相排斥的一面或

可以等量齊觀，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它們都有輕重之別、主次之分。正如一幅鑲

着花邊的錦緞，主要靠其本身質地見優，但合襯的花邊却進一步提高其名貴程度

，兩者相得益彰。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前任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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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東西方文化在遠東的最早交滙點之一，經過四個多世紀的歷史演變，

可以說，獨具特色的澳門文化薈萃着東西方文化的精華。由於具有五千年文明史

的中國是東方文化發祥地，而葡萄牙文化向來屬於具南歐特徵的歐陸西方文化體

系，故此用“中葡文化交滙”或“東西方文化交滙”來表徵澳門文化模式，都是

可以接受的，表述的文字略有不同，這一概念的內涵却是基本一致的。對於獨具

特色的澳門文化模式給予科學的界定，從理論上進行探索與闡述，從而使這項重

要的旅遊資源得以適當保護與合理開發，爲澳門經濟增添活力，爲澳門社會增加

物質財富，提高澳門作爲開放性國際城市的形象，以造福子孫後代，是當前需要

重視與強調的一項理論課題。

二、澳門文化模式的組成要素

文 化 模 式 （C U L T U R E PAT T E R N） 係 指 “ 諸 文 化 特 徵 協 調 一 致

的組合狀態”①，指某一文化的諸成員所普遍接受的文化結構，也是長期存在着

的一種文化結構，包括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也包括民俗民風的各個方面，由交

際習俗、勞動傳統到服飾、禮儀等等。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葡萄牙人

踏足之前的澳門，原爲一個濱海漁村，當時居民結構單一，是傳統的中華民族文

化範疇；隨着葡萄牙人的出現，澳門社會經過四個半世紀的演變，其文化模式係

由若干明顯的特徵所組成，或者說中葡文化交滙具有若干明顯的表現形式。

1、中葡民族混居，並形成具有兩種血統的土生葡人階層。澳門約五十萬常

住人口中約有五十個民族成份，流動人口幾乎包括世界各大洲各國度的不同種族

和民族，做爲主體居民的華人（漢族）和處於權力中心的葡萄牙人，則是社會的

基本色調，這兩個民族的關係中需強調的幾點是：

a）歷史上的冲突和對立，特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廿世紀七十年代中期，

亦即葡萄牙殖民勢力在澳門擴張與鞏固時期，主要集中在異族上層統治者與本土

基本居民之間的矛盾上。就整體來說，相當數量的葡萄牙後裔居民與本地華人是

世世代代和睦相處的。

b）早期華人世代聚居在竹仔室、火船頭、白鴿巢以西海邊一帶，葡萄牙殖

民者則聚居南灣沿岸，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鴉片戰爭前後，華人聚居的沙梨頭、

龍回、望厦等村落以及氹仔、路環兩島被強行劃入澳門政區，葡人聚居區仍限於

澳門半島西南隅及花王堂、望德堂等天主教堂周圍一帶的中心區域。近代至目前

，華人與中下層葡藉人士之間基本上和諧混居，並未按民族固定成明顯不同的居

住 區 。

①參見《簡明不列顚百科全書》第八卷第260頁。

c）中葡通婚例子較爲普遍。早期由於相互間地位不同及華人傳統思想較保

守，通婚事例不多，近一世紀以來互相通婚現象日漸普遍。據估計，目前總數約

1 2000名土生葡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含有不同比例的華人血統，有的含華

520



人血統已達四五代之久，有的遷至葡國本土定居或移民到世界各地。一九八五年

全 澳 註 冊 32 54對 婚 姻 登 記 中 ， 葡 中 配 偶 佔 41 5對 ， 中 葡 配 偶 佔 25 6對 ，

兩者共佔結婚總數的20．6％②。

d）由於一九七八年以來華人新移民大量湧來澳門，土生葡人佔總人口比重

已由七十年代初的4％下降到目前的2．5％左右。

e）華人名字西化與葡人名字中化並行。部份華人，特別是在教會學校讀書

的青少年，外文譯名的前面習慣加一個洋名（或只用洋名加譯音的姓）。葡籍人

士的中文譯名也普通中式化，通常取三個漢字，第一個字則與中國人的姓吻合。

2、兩種語言文字並用。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礎部分之一，也是傳播與

交流文化的主要手段。澳門實際上是雙語制社會，主要標誌有：

a）葡文是迄今爲止的法定官方語言，澳門法律的解釋以葡文爲准，但社會

上流通最廣的則是廣東話，亦即漢語（中文）的廣東方言。學校教學語言大多採

用廣東話（部分教會學校採用英語），只是少數官立（官制）學校採用葡語，官

方雖力圖強行推廣葡文，但長期收效甚微，華人社會除因經商、置業、訴訟等事

由同政府打交道時接觸葡文（多係委任故爲第三者的律師代辦）外，一般情况下

是“當佢冇到”的。

b）証件上名字、公司名稱、街道名稱、建築物名稱均中葡文字並用，但兩

種文字含義有時並不完全對應相同，有的係翻譯不確切，有的是受傳統習慣影響

被加以變通。

c）源自英或葡文的音譯外來詞彙大量流通，從宣傳媒介到各級學校，無一

例外。部分青少年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中文固有詞彙，那些是外來詞彙。至於“識

Do”（廣東話“識做”的變態）、“亞SI R”（把廣東話眤稱的“亞”加在英文

SI R前面使用）一類，則確實有些不倫不類。

d）土生葡人一般可操較流利的葡中（廣東話）兩種語言，成爲政府事務中

溝通葡中人士、溝通政府高層與廣大居民對話的主要媒介，但土生葡人中保持葡

語爲母語的人數比例日漸縮小，相當一部分人的母語已轉爲廣東話。

3、東西方宗教同時傳播，各有陣地。澳門的宗教信仰和傳播是完全自由的

，因而各主要宗教及教派，如中國居民通常篤信的佛、道、儒教，西方流行的天

主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巴哈伊敎、印度教乃至一些流傳不廣的宗教教派，在澳

門都有其各自的傳播對象，但主張“普渡衆生、慈悲濟世”的佛教和做爲葡萄牙主

體宗教的天主教影響則最爲突出。居民頂禮膜拜的偶像旣有各主要宗教的開山鼻

祖，又有民間傳說中被神化了的濟世英雄；旣有男神，又有女仙。澳門社會的宗

教色彩濃厚，主要標誌有：

②參見《澳門政府 ：統計年鑑》一九 八五年版第4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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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廟宇和教堂爲數頗多，全澳中式廟宇總數多達四十餘座，較具規模的有
號稱、“三大古禪”的媽閣廟、普濟禪院（觀音堂）和蓮峯廟，歷史分別達三四百
年以上，其中媽閣廟已達五百年。影響較大的天主教堂是澳門教區中心所在的大
堂和號稱“三大古老教堂”的望德堂、花王堂和風順堂，以及玫瑰堂（板樟堂）
、三巴仔堂、花地瑪堂、西望洋敎堂、松山小敎堂、聖地牙哥小教堂等，總數約
廿座；曾作爲遠東地區規模最大（ 1 6 0 2 年開始興建）的聖保祿敎堂遺址（大
三巴）更成爲當今澳門的象徵。主要的基督教堂有長老會教堂、宣道堂、浸信會
教堂、路德會敎堂、主臨萬邦敎堂等。唯一的伊斯蘭教堂位於馬交石炮台堡壘附
近。媽閣廟主祀的天后女神和風順堂主祀的聖老榜佐（ S ．L O U R E Nç O） ，
則爲中葡海員、漁民膜拜的偶像。

b ）神職人員多，澳門從事宗教活動的專職人士，包括主教、神父、牧師 、
修女、和尙、道士、尼姑、阿訇等，據接近內情的人士估計，總計可能有七八百
人之眾，僅天主教神職人員即達四百人上下。

c ）虔誠宗教徒比例高。據官方七十年代末統計，全澳當時 2 4 8，6 3 6 名
居民中佛教徒共 1 9 0，8 2 0 人 ，佔總人口 7 6 ．7 4 ％ ，天主教徒共23，365人
，佔總人口 9 ．3 9 ％（其中葡人佔三分之一，華人佔三分之二）， 基督教徒有
1 8 9 9 人 ，佔總人口 0 ．7 6 ％，其他宗 教徒 2，9 8 4 人，佔總人口 1 ．2 4
％，無宗教信仰者 2 9，5 6 8 人 ，佔總人口 1 2 ． 2 9 ％ ③ 。

d ）各種宗教活動頻繁。華人社會中除少數人外，大都敬祖敬神並重，不僅
家裏的祖龕、神龕常年香火不斷，而且對大小廟宇中的神靈必恭必敬、虔誠之極
，有的人甚至達到逢神必拜的地步。天主教活動在澳門源遠流長，一五六四年（
明嘉靖四十二年）耶穌會傳教士即踏足澳門，一五七六年（明萬曆四年）一月二
十三日羅馬教皇頒諭成立遠東最早的澳門教區，十七八世紀澳門天主教畫坊
出產的聖像供應整個遠東地區各教堂之需，至今一年一度的大耶穌出遊和花地瑪
聖母出巡，浩浩盪盪，蔚爲壯觀。擁有六個區和兩個傳教區的澳門教區，參與教
育、慈善、醫療、康樂等多項社會福利事業，擧足輕重。天主教會興辦的中學 14
間、小學22間、幼稚園20間，在校學生 2 7，0 0 0 人以上，佔全澳學生總數約一
半。基督教在澳門設有21間華人教會，興辦中學三間、小學二間 。

除正統宗教外，異端邪教也時有露頭，但難成氣候 。

4 、建築裝飾中西合壁

澳門的城市規劃和街道佈局，反映了澳門歷史文化演變的特點，澳門半島的
市區建築物呈西南——東北走向分三個階次展開：行政區——商業區——工業區
，或高級住宅區（葡人高官與華人名紳）—— 中級住宅區（以葡籍人士爲主體的
公務員和華籍商人與白領階層）——低級住宅區（一般華人勞工階層）。棋盤狀
或環狀、半環狀街道網依地勢而定，棋盤狀佈局是中國傳統風格，環狀、半環狀
佈局則是西方特點 。

③參見 《旅遊指南》 ，澳門 旅遊司 1 9 7 9 年版 ，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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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屋宇結構造型東西方特點分明。中式廟宇通常庭深數進，或座北朝南，

或依山傍海，朱門彩繪，斗拱飛簷，雙獅鎭門，四大金剛，十八羅漢，橫扁對聯

，反映華人講究陰陽對稱的建築傳統，給人一莊嚴肅穆之感。西式建築以教堂爲

代表，結構多爲羅馬式或哥德式，石柱圓拱尖頂，宏偉堂皇，政府大厦多爲紅白

兩色粉飾外牆及廊柱，是典型葡國傳統。舊時中式豪華住宅多爲平房大堂結構，

門廊、天階、客廳、臥室及神位，由前到後依次排列。西式住宅一般是南歐情調

的兩層樓宇，走廊寬大，四面開窗，門楣呈拱形，紅牆粉壁，觀感頗佳。只惜這

些風格迴異的中葡舊式傳統建築，已被近年拔地而起的高層新式商業樓宇和居民

大厦所逐漸淹沒。

b）一些代表性建築本身便溶合東西方風格。著名的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敎

堂遺跡，原建築爲巴洛克式設計結構，一六○二年開始興建，一六三七年竣工，

一八三五年毁於大火，但從原教堂前壁亦即當前的大三巴牌坊仍可看到一些具東

方色彩的裝飾雕刻，三四層左右兩側選用中國民間喜聞樂見的石獅雕像（儘管造

型已有變異），牌坊後壁夯土殘跡說明，這座西式設計的建築是採用了中國傳統

施工技術的，牌坊右前方平台尙存供豎立旗桿用的石質桿夾，這是中式廟宇或衙

署建築的典型特徵。三大古老教堂之一的風順堂，屋頂則採用中式金字瓦面。在

古老中式廟宇普濟禪院正殿，位於右側前方的一尊貼金羅漢一反傳統，竟然變成

眼睛凹陷、鼻樑突起、鬍鬚捲曲的歐洲人造型，這在中國大陸的任何十八羅漢雕

塑中都是罕見的，據考證，這個造型是取自元朝（1 206－1368）曾前來中國並爲

葡萄牙人所稱羨的意大利航海家馬可·孛羅（1 254－1324）。

c）風格迴異的中西式古建同列文物保護對象。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澳門

政府公佈的《建築、景色及文化財產的保護條例》，將89處被認爲具有重大考古

、人文、科學、歷史、建築、藝術或風景價值的建築物及地點列入受保護範圍。

其中包括中式結構的普濟禪院（觀音堂）、媽閣廟、蓮峯廟、盧廉若公園，西式

結構的大三巴牌坊、澳督府、市政廳、陸軍俱樂部、衞生司大厦羣、花王堂等教

堂 。

5、習俗禮儀、美食服飾互相溶透與吸納

a）中葡兩國民間節慶並重，以一九八七年爲例，官方公佈的25個公衆假日

中，有中國節假10日，葡國節假1 3日，國際性節假2日，旣包括中葡兩國的官方

節日，也包括中國的民間節日和葡國的宗教節日；十月一、二日中國國慶放假兩

天，春節（三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等中國民間節慶也要休息；

葡國革命日（四月二十五日）、葡國日（六月十日）、葡國國慶（十月五日）、

葡國復興日（十二月一日）是例行假期，復活節（兩日）、聖體瞻禮（六月十八

日）、聖母昇天（八月十五日）、諸聖瞻禮（十一月一日）、追思節（十一月二

日）、聖母無原罪瞻禮（十二月八日）、聖誕節（兩日）等宗教節日也是法定假

期。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愚人節等西方習俗也日漸流行，教師節、婦女節

、兒童節已被社會接受。華人社會中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漁民照例要大肆

熱鬧一翻，魚行、肉行、菜行等有自己的傳統節日慶祝，泥水三行則要紀念先師

魯班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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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傳統禮俗各具特色

——見面禮，舊時代華人社會的鞠躬、作揖、叩頭一類表示只能在電視、電

影裏出現，目前通常以點頭、握手互相示意，唯一例外是一年一度新春佳節“恭

禧發財”時尙用作揖表示。葡人社會女性見面時則多用親吻面頰表示問候，這種

禮節已被在政府部門任職的華人少女所普遍接受。

——婚禮，目前澳門婚姻登記中按“中國習俗”、“天主教儀式”和“民事

登記”三種情况分類。中國習俗婚禮中，珠江三角洲流行的“三書六禮”早已不

復存在，目前採用的實際上是中西混合儀式，新娘旣着中國旗袍又穿婚紗，迎親

、擺酒則是必不可少的節目。按天主教儀式亦即前往教堂擧行婚姻儀式，民事登

記則包含上述兩種以外的情况。一九八七年在總計2472對婚婚登記中，按中國習

俗 者 58 7 對 ， 按 天 主 教 儀 式 者 1 3 9對 ， 按 民 事 登 記 者 1 7 4 6對 ； 同 年 37

對離婚統計中按中國習俗者1 9對；按天主教儀式者1 0對，按民事登記者爲8

對。一九八七年的 2472對結婚 登記中男女均爲華 籍者爲1 1 75對，佔47．53

％，男中女葡者佔1 60對，佔6．47％，女中男葡者爲309對，佔1 2．5％，男

爲華籍女爲其他外籍者爲37對，佔1．79％，男爲其他外籍女爲華籍者爲83對

，佔3．3％④。不同國籍互相通婚已是較爲普遍的現象。華人社會納妾、多妻現

象已屬歷史殘迹。

——喪禮，基本上分中國民間傳統送葬與天主教送葬兩種。按中國民間傳統

送葬，鏡湖殯儀館幾乎天天都有擧行，現仍流行服孝守夜，親友送花籃、花牌、禮

幛並到靈堂坐夜或參加起靈儀式向遺容吿別，家境好的親屬則逢三虞、七虞等要

在廟宇請法師擧行超渡儀式。土葬仍較普遍，火葬已日漸普及。天主教儀式送葬

通常在教堂或墓地由神父主持，儀式莊重深沉。

——生日禮，華人社會老年人過生日，通常要擺酒祝壽，年輕人不分中葡人

士已流行生日會、切生日蛋糕、送生日咭等形式慶祝。

——喬遷禮、開張禮、榮陞禮、生育禮、認親禮、謝師禮等，仍受華人社會

重視，或燃放爆竹、舞獅舞龍，或擺酒宴客，氣氛頗濃。

c）美食佳餚集中西大成

④參見《澳門政府：統計年鑑》一九八七年版第44頁。

全澳西餐廳逾百間，中餐酒樓二百餘間，咖啡店、快餐店、中西餅店、風味

小吃、街邊大排檔數以百計；大的酒樓、餐廳可容納千人以上的大型宴會、酒會

，家庭店、夫妻檔、一人一車的街邊小吃亦別具風味；享譽中外的中餐中菜構成

“食在澳門”的主體，從帝王享用的宮庭大宴到海鮮野味，粤菜美味不在話下，

多地獨具特色的烹調藝術都可在此領略一翻，可謂色香味俱佳，應有盡有。各國

遊客可盡情享用葡式西餐、葡國餐酒，也可吃到只有澳門才可提供的澳門葡國菜

式。法國名餐名酒，意大利、日本、越南、韓國、印度、印尼等東西方美食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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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樣樣不缺，適合任何口味人士的需求。在澳門，中外名牌食品琳瑯滿目，任

君選擇。華人用刀叉進餐和土生葡人用筷子吃飯同樣熟練。

d）服飾界限幾乎不再存在

作爲一個開放的現代社會，澳門居民服飾差異已越來越少，華人社會上層和

文員普遍採用西裝或時裝，但一般居民中着傳統唐裝、布鞋的仍不時可以見到；

葡國婦女冬季着高筒皮靴的習慣已被少數華人少女所接受。華人社會中老年婦女

仍有部分人保持梳扎一條髮瓣的習俗，葡國婦女則慣於採用較爲誇張的耳環、頸

鏈、手鈪等飾物。飾物造型日漸國際化，不過華人表示吉祥如意及十二生肖圖案

等傳統民間形式仍是主流。一些土生葡人家裏，除聖像外象徵吉祥長壽的福祿壽

三仙的陶瓷製品，往往佔據居屋的顯赫位置。

e）講究意頭風氣頗盛

華人注重諧音，表示發達的“八”和表示久遠的“九”，受歡迎程度遠比其

他數字爲高。新春佳節酒樓菜單充斥“滿地金錢”、“發財大利”、“四季興隆”

、“喜慶滿堂”一類表示吉祥的菜名。一些公共地方爲顧及西方人士忌諱不用“

1 3”，部分酒店則索性取消“14”（實死）的樓層號。春節期間市政廳在主要街

道上懸掛表示萬事勝意的橫幅圖案，旅遊司向旅行社、酒店員工派發迷你利是，

“ K U N G H E I F A T C HO I ”（恭 喜發財），有的 天主教堂還高 掛

中式宮燈表示慶祝。聖誕期間，迎聖誕老人、吃聖誕大餐、開聖誕PART Y，

不僅對葡籍人士、天主教徒，也使一些華人青少年玩得如醉如痴，家家戶口都會

收到大量聖誕咭，華人對聖誕老人的好感不亞於外籍人士。

f ）建 酬神、風水命相依然流行

澳門市容變化頗大，高層新式商業樓宇、居民大厦拔地而起，屋宇內部和門

口依然留有神龕佛位，香火繚繞，祭品不絕。喪禮用的紙紮冥品，旣有唐裝形象

又有西裝公仔，旣有金山銀橋、衣箱侍婢，又有花園洋樓、汽車客機。

風水命相、抽籤占卜等活動在某些塲合仍大行其道，西方流行的星座解相已

爲相當部分人士所接受。

6、各種藝術形式互爲補充借鑑

a）葡萄牙人是十五、十六世紀全球性地理大發現時期到達東方的，他們把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部分積極成果帶到澳門，也通過澳門向中國和遠東地區擴散

，包括當時居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也包括當時主要爲教會服務的油畫、鋼

琴等藝術形式。由於澳門一度成爲遠東重要對外通商口岸之一，中國的多項生產

技術和陶器、茶葉、絲綢、古玩古畫等產品也迅速傳播到歐洲和世界各地。

擁有六十年歷史的賈梅士博物院，收藏品大多爲中國文物，尤以明清兩代石

灣陶瓷和山水畫卷頗具歷史價值，不可多得。大堂和板樟堂保存的數十幅珍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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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亦有二三百年歷史，應爲葡中天主教畫師的共同勞動成果。軍械博物館、海
事博物館、住宅博物館、郵電博物館等也收藏一些葡國文化展品。市政廳圖書館
、歷史檔案中心則保存一批極具考証價値的歷史文獻。媽閣廟、觀音堂、蓮峯廟
等古剎及所藏經卷一類均富重大歷史價值。

b ）一大批具國際影響的中外文學藝術大師先後踏足澳門，或在澳完成其不
朽作品。葡國大詩人賈梅士（ L Uí S d e C A M õ E S ，1524——1580）
在澳完成其巨著《葡國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M a t e o R i c c i ，
1552－161 0），來澳後又繼續北上，把當時先進的天文學、數學等知識成果介紹
到中國。英國畫家錢納利（ 1 774－1 852）後半生僑居澳門，創作大量反映本地民
俗民風的作品。清初“六大家”之一的吳歷（ 1632－1 71 8）在澳創作過以澳門爲
題材的珍貴國畫。錢納利的高足關喬昌是中國早期優秀油畫家代表之一，活躍於
澳穗之間，作品頗多，曾被譽爲“中國托馬斯·勞倫斯”。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
父（ 1879－ 195 1）不僅畫藝超人，而且是同盟會澳門支部負責人之一，對支持孫
中山的革命事業作過重要貢獻。高的得意門生關山月抗日期間在澳完成爲數眾多
的畫作。當代大音樂家冼星海出生本澳並開始其創作生涯。在澳門幾百年歷史上
，確實人才薈萃，不勝枚擧。

直到今日，葡國土風舞和十八世紀葡國武士造型，是澳門招徠遊客的招法之
一，中國民間傳統的舞龍舞獅經久不衰，端午龍舟已發展成國際性競賽盛事。來
自中國的一流藝術團體演出和來自葡國的民間表演項目，風格各異，使澳門居民
耳目一新。

c ）擧世聞名之澳門賭塲內，中國傳統的骰寶、番攤、排九和西方流行的百
家樂、廿一點、輪盤以及電腦控制的老虎機，一應俱全，任君選擇。中心賭塲所
在的葡京酒店主樓，外形恰似中國鳥籠，頂端選用法國輪盤造型，從形式到內容
都體現了中西合壁，表裏如一的原則。至於打麻將，則幾乎是全澳千家萬戶的常規
消遣，而且全爲實戰；華人樂此不疲，土生人士也玩得津津有味，澳門居民的麻
將牌平均佔有率恐怕是一項世界紀錄。

三、兩種文化交滙的若干特點

1 、基礎不成比例

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其民族性，無論東西方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強
烈的民族特色，同時文化又具廣泛的國際性，任何一個民族所創造的物質或精神
文明又可以影響到同其有關係的民族，所以由不同文化歷史背景所組成的社會往
往可以形成有其自身特點的文化傳統。澳門雖經四百餘年滄桑，始終是華人社會
，他們一向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傳統的中華文化（或其華南文化圈）始
終處於主體文化地位，仿佛汪洋大海，而葡萄牙文化屬客體文化性質，猶如大海
中的孤島，但兩者却融合成一幅獨特的海上風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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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母體文化關係不同

澳門的中華文化同整個大陸中國的傳統中華民族文化連成一體，是背靠關係

，而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同其母體文化遠離半個地球，是背離關係。前者屬借入式

，後者屬傳出式。兩者作用力、影響力不同，後者所以能立足，主要是藉助行政

手段。由於澳門是東西方文化鋒面在遠東的最早主要接觸點之一，兩種文化的精

華部分分別向四外擴散，使澳門在近四五世紀以來在溝通東西方文化過程中扮演

了不容置疑的歷史作用。

3、受香港文化影響頗深

百餘年來香港的崛起，對澳門文化演變影響至鉅。雖然香港文化同樣是中華

文化佔據主導地位，但它受英國爲代表的西方文化影響程度遠遠超過澳門。共同

的歷史背景、經濟上對香港的依附，使澳門在語言、習俗、服飾以及生活方式的

其他方面均亦步亦趨。當前，作爲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的語言，英語在澳門的普

及程度事實上已超過葡語，在現代商業活動中其扮演的角色更顯突出。

4、葡國文化處於被中國文化同化過程中

葡萄牙曾是殖民帝國之一，其海外殖民地就人口和面積不知要超過其本土多

少倍⑤，這些前葡屬殖民地幾乎全部脫變成一天主教爲主體宗教的葡語社會，澳

門在很長一段歷史過程中也處於葡萄牙殖民地地位，但澳門居民的語言却始終是

漢語（中文）爲主，葡籍人士特別是在澳定居的那一部分，不僅語言而且在習俗

、禮儀、飲食等許多方面都程度不同地被華人社會所同化。當然，華人社會的少

數人由於同葡國人通婚、共事等情况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葡國文化，就整體來

講他們仍屬極爲個別的例外。

由於基礎不同、力量對比懸殊、發展程度亦存差異，雖然澳門文化的葡萄牙

成分在人們精心安排下會長期保留下來，但語言、習俗禮儀等方面葡國文化的影

響將越來越少，這種發展趨勢即使不發生重大歷史轉折恐怕也是不可改變的。

5、城市現代化與保持傳統文化矛盾日顯加劇

澳門向以恬謐寧靜、古樸自然著稱，民俗民風別具一格，但隨着經濟起飛，來

勢汹汹的城市現代化洪流，使小城固有的文化傳統面臨被呑噬危險，這從部分青

少年追求“所謂新潮”的狂熱和不計後果，不及城市功能改變所引起的市容失調

可見一斑。一些具歷史與藝術價値的遺址已蕩然無存，空間污染和倫理道德江河

日下成爲同步發展的嚴重社會問題。

⑤僅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三國面積即超過葡國1 1 0倍以上，人口超過1 5倍以上。參見《簡

明大不列顚百科 全書 》 第 九 卷 第62 8、 432、 43 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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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弘揚獨具特色澳門文化的一些措施

1、提高澳門文化的價值觀

a）當局以及全澳居民都要認識到，澳門獨特的文化傳統是一筆需要珍惜的

寶貴社會財富，需要深層發掘、需要搶救、需要修補、需要保護。

b）發揚文化傳統同保存殖民主義色彩的歷史殘跡，是不同性質的概念，要

加以區別。

c）發揚文化傳統與城市合理發展不可對立，不宜借口保護文物古迹限制整

街、整區的發展與改造；反之，市政建設、城市發展也要隨時注意市容的協調，

使確有價値的文物古迹景觀不受破壞。

2、制定符合澳門實際的完整文化政策

a）加速雙語制步伐，盡快制定中文官式合法化的法例，鼓勵公職人員和居

民依自身條件學習與掌握葡文或中文。

b）要提高文物保護工作的科學性與權威性。

c）澳門寸土如金，土地資源極爲有限，爲此要認真加強城市規劃，使日益

現代化的澳門永遠保持其獨特的城市風格。

d）強化人才開發，要組織確具歷史知識、社會知識的人才對澳門文化傳統

進行深入的學術論証。

e）加強中葡之間文化與學術交流，要提高交流的層次與深度。

f ）把改善與提高居民文化心理素質工作提到日程，逐步培養值得本身自豪

、贏得他人尊重的“澳門人”新形象。

g）注意域內外宣傳，通過引入式或輸出式的文化藝術交流擴大澳門形象。

h）在文化事業資金分配上要兼顧多方面，而且要講求效益性。

3、把學術理論活動作爲帶動文化交流中心環節

a）充分依靠本地中外籍學者、專業人士實事求是地對澳門歷史和現狀進行

考察、研究、論証，對澳門文化傳統進行深層發掘。

b）組織有域內外學者參加的以澳門文化傳統爲題材的學術研討會，廣泛交

流研究成果。

c）建立與充實學術機構，使活動經常化，提高有關方面研究的學術性、系

統性、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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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束語

自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中葡兩國政府互換關於澳門前途問題聯合聲明之日

起，澳門已正式進入爲期十二年的過渡期，對於澳門居民來說，這是四百餘年來

的歷史性轉折。聯合聲明鄭重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

、科技政策，並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依法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

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⑥”。中葡兩國政府爲確保澳門安定與繁榮

、進步與發展所作的安排是認眞的、積極的。

澳門各界居民任重而道遠，爲使歷史性過渡順利完成以及未來的特別行政區

政府能夠制定好有關政策並具體確保實施，當前無論當局還是普通居民都要提高

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在文化領域首先要進行大量調查和學術研究工作，這

項工作不是某些人的專利，而是澳門人和中葡兩國有關人士的共同義務。通過不

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參予使即將制定的基本法，在文化領域溝劃出一幅保護與弘

揚澳門文化歷史遺產的藍圖，確保過渡期和二○○○年實行“一國兩制”前提下

澳門社會能更協調、更健康地發展下去。

歷史是人民大衆創造的，文化是精神財富代名詞，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文化

影響之下。以中國傳統文化爲主旋律，帶有濃厚葡國文化特征的澳門文化遺產，

構成澳門未來發展的巨大資源，隨着時間推移會日益顯示出其應有的歷史與社會

價值。

⑥見《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五、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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