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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和發展澳門的文化特色

至下世紀的前景＊

魏美昌＊＊

一、維護澳門的文化特色－澳門存亡的要害問題

在中葡聯合聲明簽訂之前的八十年代初，澳門文化司署（其前身為澳門文化學

會）就開始致力於維護澳門的文化遺產。自從澳門進入過渡期之後，維護澳門的文

化特色就逐漸取得了澳門各階層人士越來越廣泛的共識。人們開始意識到，只有努

力保留和發展澳門的文化特色，才有可能在下世紀，在日益激烈的區域性競爭中求

生存，而不致於淪為珠海的附屬物，因為大家都知道，珠海在經濟上很快就趕上澳

門 。

在經過一番同珠江三角洲各縣市包括香港進行比較之後不難看到，澳門的優勢

絕對不在於經濟和金融方面，而恰恰在於其文化。澳門的文化在亞太地區具有獨特

之 處 。

顯然，澳門由於地域和勢力太弱小，已無法同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的香港

以及勞動密集性行業迅速發展的珠江三角洲其他縣市相比。

但是，澳門卻擁有自己的優勢可以和別人競爭，那就是：有四百多年歷史的自

由港，在中國土地上的濃厚拉丁色彩，構成中國和歐洲、尤其是拉丁世界的特殊橋

樑，若保護得好，可以成為永世不朽的文化橋樑。

澳門的劣勢與優勢的對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關貿協議（其進入只是時間

問題）之後，將更為明顯。

因此，澳門在今後數十年內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加強本身的優勢以克服自己的劣

勢，換句話說，要發揮澳門在文化上的優勢來彌補經濟上的劣勢。無疑這是個生死

存亡 問 題 。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四、廿五日在葡國阿拉比達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原文為英、葡文。

＊＊澳門文化司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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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澳門的文化特色

澳門的文化特色是在她四百多年的歷史中形成的，當初的澳門是作為封閉的中

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經濟文化特區而面世的，既是通向這個大帝國的貿易門戶，又

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

在歷史上，澳門是在馬可勃羅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發現中國之後，成為後來

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個重要據點而聞名於世的。十六、十七世紀，西方航海家發

現遠東後所掀起的海上貿易熱，把澳門同中國大陸、歐洲、東南亞、日本、拉丁美

洲連結起來，並同時掀起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熱潮。

當時的耶蘇會士，例如利瑪竇、徐日昇、金尼閣、湯若望、南懷仁、朗世寧等

許多有志之士，在遠東第一所西方式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進修漢語和中國文化、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後，竟成功地與其中國同僚徐光啟、李之藻、梅文鼎、何國

棟等學者合作，一方面將西方的科學技術，例如天文學、數學、歷史學、醫學、物

理學、建築學、軍械學、語言學、哲學、音樂、美術等傳入中國以及日本等區域內

的其他國家，另方面又將中華文明的精華翻譯和介紹給方西，例如“天人合一”的

哲學思想，民本、民為貴的治國思想，重農思想，選拔文官的獨立和公開的考試制

度，中國醫學和中草葯，茶的文化，瓷器和漆器，中國建築和中國畫等等。

耶蘇會士所開創的這種以澳門為基地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高潮，在東方和西方

都帶來了強大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一方面，在西方引起了思想啟蒙運動，導致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革命，促

進了工業革命，創造了新的藝術風格，即東西合壁的“羅科科”風格。

另一方面，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領袖洪秀全，反對販賣鴉片的民族

英雄林則徐，自強運動的鼻祖魏源，戊戌政變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極力主張重商的

鄭觀應，中華共和國的締造者孫中山，都是接觸了西方先進思想後而得到了啟示；

這些思想多數是傳教士通過澳門逐漸傳進去的。中國的這些先知先覺者在消化了這

些外來的精神糧食之後而產生了改造中國社會的主張。其結果是，長期處於單一、

保守的中國文化，開始出現多元化的發展，促進了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儘管比

日本慢 得多 。

四百年前創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在雙向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莫大的貢獻。雖然

在內地各港 口開放之後 ，特別是香 港崛起之後 ，澳門已失 去其第一通 商口岸的 地

位，但其促進文化交流的角色，迄今仍保留著。

澳門人正在繼承和發揚聖保祿學院的精神，讓澳門這個文化橋樑繼續發揮其作

用。澳門人珍惜這種精神並為此而感到自豪。難怪歷經幾次大火的聖保祿教堂，其

牌坊至今仍矗立不倒，成為澳門的城市標誌，永世長存。

在不同文化交叉的長流中，澳門形成了以中葡為基礎的多元文化特色，其多元

性表現在種族、宗教、言語、法律、建築、教育、習俗、飲食等方面，在中國和亞

太地區是獨 一無二的 。

澳門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使這個獨特的文化遺產得以完整地保留，免受世界大

戰和內戰的浩劫，免受中國歷史上諸如義和團、紅衛兵等極端運動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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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在此彈丸之地看到道教、佛教、媽祖、關帝的無數廟宇同伊斯蘭清真

寺、巴哈伊祈禱室以及天主教、基督教的大小教堂長期並存，各自擁有自己的社會

活動基地和社會福利機構，在當地葡人、華人及土生葡人中擁有大批的信徒和支持

者 。

與世界其他地方不同，這些宗教和信仰在澳門和平共處已達四個多世紀之久，

而沒有引起流血撞突，相反，它們之間具有互相尊重和互相容忍的傳統，為了共同

的利益而取長補短，同一個市民可以參加大耶蘇、花地瑪聖母大遊行，也可以參加

媽祖誕或佛教的祭拜活動。天主教的主教和寺院的大師常常同時出現在本地的大型

儀式上，例如為大橋和機場的建設祝福。

不同文化的共處到交融，生動地表現在土生葡人的“混合文化”方面，這種混

合文化是幾代形成的，在澳門的行政管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純粹的華人社

群中，也有雙重文化傳統，例如在舉行婚禮時，白天上教堂成親，晚上辦中式傳統

酒 宴 。

葡國和中國的傳統節日均合法地列為公眾假期，使澳門的假日比鄰近地區多。

聖誕節和春節，無論是葡人社會還是華人社會，都以節日的喜悅和歡樂來渡過。

多元文化的特點也表現在教育、語言、飲食等方面，其獨特之處是別的地區所

沒 有 的 。

它比較形象地表現在城市的建築技術上，既帶有濃厚的拉丁風格，又有中國的

傳統風格， 包括教堂和 寺廟、堡壘 和城牆、居 屋和商店、 庭院和墳場 、廣場和 小

巷，佔據了澳門相當一部分面積，是受法律嚴格保護的文物，由文化司的特別部門

負責維修，免受地產商業化浪潮的衝擊，這些文物受到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保護，

也受聯合國的特別關注 。

澳門上述文化遺產和特徵本身就形成活的博物館，人類文明的巨大財富，有待

於挖掘，系統化和發展，使它成為文化旅遊的無盡資源，使澳門的旅遊不單靠博彩

而 興 旺 。

澳門的政 治、行政 和法律文 化，特別 是一九七 四年葡國 革命後形 成的新的 政

治、行政和法律文化，使澳門原有的文化遺產變得更豐富，其特性變得更加突出。

因此中葡聯合聲明以及後來的基本法對這些制度和特性都明確規定要加以保留。

問題是如何保留，有無條件和可能性來加以保留。

三、維護澳門文化特色的方法

辦法不少，無論是葡人社會還是華人社會已有不少人分別或聯合做了不少事。

關於如何保留澳門的政治、行政和法律文化，是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

密切相聯的大問題，由澳門政府著手進行，是過渡期中由中葡聯絡小組不斷進行討

論的課題，本文不準備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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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保留澳門文化特色的戰略，應是基於中、葡、澳三方跨越九九年的長遠共

同利益，發揮和加強澳門現有的條件，即作為連接中國同歐洲，特別是拉丁世界的

特 殊 橋 樑 。

目前的有利條件是：澳門這個自由港是位於珠江三角洲高速發展的地區，具有

多元文化和濃厚的拉丁色彩，在經濟上和外事方面同中國大陸有日益密切的聯系，

而且以多方面的協議同歐洲聯盟密切聯系。

一九七八年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澳門成為僅次於香港的第二個“窗口”

以引進資金、技術、信息和管理知識，擴散到經濟特區、珠江三角洲和內陸地區。

中國開放的結果是引進了大批來自香港、台灣、日本和英語國家的投資，促進

了和它們的貿易往來。但是，同歐洲及拉丁國家的貿易，從百分比來看就少得多。

中國也意識 到這種不平 衡，而且當 美國和英國 利用人權問 題和香港問 題施加壓 力

時，中國也吃了苦頭。中國今後應加強同歐洲及拉丁國家的聯系。

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可以發揮其特殊的橋樑作用，以加強中國同歐洲及拉丁國

家的聯系。為此，澳門需要加強自己的中介地位，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展自己的文化

特 色 ：

1．加強調查研究

由於缺乏調查研究，缺乏公民教育，澳門人對自己的文化特色都不甚了解，實

在是件令人 痛心的事 。

當權的葡國人和中國人，過去都不關心這件事，小小的彈丸之地，人口流動性

大，落地生根者為數不多，因此歸屬感差，亦不足為奇。

八十年代初成立的東亞大學（現已改為澳門大學）根本就不重視調查研究，公

民教育長期處於無人管的狀態。在九九回歸日益逼近的今天，一些政治家、學者和

教育家開始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解決此問題的迫切性。

在大學裏面近期設立了法律、公共行政、中葡翻譯、葡萄牙研究等課程，以滿

足公務員本 地化和法 律本地化 日益迫切 的要求，但 從質量和 數量上遠 未能滿足 需

要 。

多年來，文化司設立了研究基金，資助本地和外地的學者研究與澳門有關的課

題，出版了與澳門有關的書籍，以三種語言定期出版反映澳門及中葡文化的“文化

雜誌”，介紹澳門的文化特色。

有必要成立一個拉丁中心，同大學等機構密切合作，以實行下列職能：

—— 設立有關澳門的綜合性資料庫，將分散在澳門、中國及世界各地的有關

資料 集中 起 來， 加以 系 統化 並 編入 電腦 ， 與歐 洲 及中 國的 信 息系 統 聯

網 ；

—— 設立有關澳門及拉丁國家的研究部門，研究它們的文化、法律、經濟各

方面的情況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 設立語言培訓中心，讓亞太地區的人到澳門來學習葡語和其他拉丁系語

言，也讓拉丁國家的人到此學習漢語；

—— 設立貿易諮詢機構，利用澳門來促進拉丁國家同中國的經濟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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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項職能都是互相聯系，缺一不可的，要靠澳門、中國、葡國及其他拉丁國

家的公共和私人機構，以及學者和企業家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創立起來，而且必須

有強大的基 金會做後盾 。

創立現代化的資料庫是海內外學者夢寐以求的理想，是進行調查研究和科學資

訊 的 基 礎 。

有關澳門的研究已日益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重現，屬多學科的研究，包括史學、

社會學、人類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建築學、文學、語言學、神學、烹飪學

等，如果發展得好，有可能成為新的一門學科，即澳門學，能夠對澳門的特徵，包

括澳門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做科學、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和闡述。

其研究成果不僅將成為開展公民教育的指南，而且可以向國際上推介“澳門模

式”，即和諧而非衝突的模式，以此證明不同種族、宗教、制度等可以長期和平共

處，取長補短，在多元化中求團結。

澳門學不同學科中，尤其是史學、法學、社會學方面應設碩士和博士課程，鼓

勵學員對澳門社會進行調查研究，更好地了解澳門的特徵，澳門同鄰近地區及拉丁

世界 的關 係 。

2．推動公民教育

只有少數政治家和學者了解澳門特徵還遠遠不夠，還要使廣大市民，尤其是年

輕一代懂得並且盡力維護之。

遺憾和可悲的是過去對公民教育長期無人重視，許多學生只懂香港、中國或葡

國，而對澳門則幾乎毫無所知，因為缺乏這方面的教科書，而且老師們也懶得就澳

門的歷史、政治、經濟和前景多費唇舌，更談不上做這方面的測驗。

其結果， 許多市民 不可能產 生歸屬感 ，他們不 把自己當 作有本身 特色的澳 門

人，寧願稱自己為中國人或葡國人，不同於香港，那裏的居民以香港人為榮。

其實，澳門的大部分居民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同大陸的親屬及社會仍保持千

絲萬縷的聯系，而且有不少人只把澳門當作移民的跳板。留學海外的學生在畢業之

後也很少願意回澳門工作。

即使土生葡人，他們雖已在此地紮下根，但一九四九年以來他們經歷過幾次大

的移民潮，留下來的對澳門前途仍存有不同程度的疑慮。

歸屬感差就容易導致信心不足，缺乏為更美好的前途而奮鬥的信心和勇氣，多

數人只想拼命賺錢，而對公眾活動或公益事業則較少關心，公民意識差，本地選舉

中的投票率低，環保意識及法治觀念都差。

公民教育是政府、學校。民間團體和傳媒的共同責任。可喜的是，各界人士中

已開始出現發起公民教育的積極性，但同鄰近地區比較仍顯得十分薄弱。

有人已著手編寫有關澳門的教科書，展現澳門歷史的博物館也即將面世。需要

更多和更好地編寫和出版有關澳門的書藉、小冊子和文章，需要更多和更好地製作

有關澳門的美術和攝影作品，錄影帶和電影，以便對澳門市民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

宣傳，增強他們對澳門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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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保護澳門文物而增加投資

自七十年代以來，政府以立法形式對建築文物進行保護，按其文化和歷史價值

進行分類，加以維修，對某些保護區的拆建進行嚴格的限制，以防止這些文物失去

其原有的特色，這些工作應當充分肯定。

澳門不同 於香港， 那裏的 文物差不 多已被 石屎森林 所取代 ，澳門也 不同於 大

陸，那裏的文物有不少被戰爭和文化大革命所破壞。

澳門的文 物是東西 文化融 和的結晶 品，例 如大三巴 牌坊、 盧九花園 、瘋順 堂

區、阿婆井區等，都帶有獨特的建築風格，是世界上其他地區所少見的。

需要增加投資以搶救這些文物，防止其坍塌，至少保留其外貌。有些大街小巷

可以化為文化旅遊區，保留或恢復其古色古香，專供遊客步行欣賞。某些典型的房

屋可以成為博物館。需要進行精細的研究，把半島和離島的某些區域化為活的博物

館，以便對市民和年輕一代實行關於自己文化遺產的教育。

保護文物的教育面需要強調，需要列入學校的課程之內，讓學生更有組織、更

經常地參觀這些文物和博物館，輔之以認識文物的各種比賽。只有加強文物保護的

精神教育一面，其物質保護的另一面才能長期延續。

保護文物具有巨大的旅遊價值。來澳門的遊客不光是來賭博，而且有許多人是

被澳門的文物古跡，美味的飲食和寬鬆的環境所吸引。因此需要建設新的人文景觀

工程和文化中心，以知識性、教育性、趣味性和娛樂性為內容，例如充實和豐富原

有的葡國村 ，建設以 諮詢、旅 遊和貿易 為內容的拉 丁村，輔 之以明、 清兩代的 景

觀。還可以利用路環島的地形，建設具有澳門特色的歷史藝術山洞走廊，樹立媽祖

的巨型彫塑，這些設施和項目均可依靠私人投資興建。這樣，遊客便有興趣在澳門

多停留一兩天，多消費，多認識澳門的文化特色。

只有充分挖掘和發展澳門的文化特色，才能將澳門由香港遊的“次選”變為珠

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旅遊“龍頭”。一九九五年澳門國際機場的落成，將為此提供

更大的可能性，也希望九九年之前能把建設連接澳門與廣州的鐵路和高速公路計劃

落實下來，以發揮澳門在旅遊方面的優勢，帶動整個區域性旅遊走向興旺。

4．促進雙語化和國際化

中、葡兩種語言是澳門在九九年之前和之後的官方語言，這是中葡聯合聲明和

基本法所規 定的。問 題是，在 實際應用 上，葡語在 九九年之 後會否逐 步淡化和 消

失。說到底，這要靠佔人口多數、未來治澳者的華人來決定，看他們是否意識到需

要長期保留和發展葡語。其必要性，一方面來自保留現有行政、立法、司法制度長

期不變，確保其正常運轉和提高效益，如基本法所要求的那樣。另方面也來自澳門

保留和發展其連接中國和拉丁世界這一特殊功能。如果要發揮這種功能，就需要更

多的華人掌握葡語，從數量上和質量上不斷提高。

因此，需要培訓大批的本地老師，使他們能夠以華語為媒介教授葡語，把葡語

作為第二外語向年輕一代推廣，取得更為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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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需要培訓一批翻譯精英，保証中葡雙向翻譯不出或少出差錯，因為

翻譯上的差錯和文字上的不通順，會造成溝通上的極大障礙。翻譯質素的提高是首

要問題，培訓翻譯人員的方法應不斷力求改進。

公務人員中應鼓勵受葡文教育的人學習中文，受中文教育的人應學習葡語，凡

是在語言能力上有改進和提高者，應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鼓勵和獎勵，可惜目前

在這方面未 形成制度 。

應鼓勵中文學校的學生在中學畢業之後去葡國升學，給他們獎金和優惠待遇，

並在高中設葡語進修課程，為赴葡升學做好準備，這種教育上的聯系可以延續到九

九年之後，是培養雙語人材的有效途徑之一。

澳門的土生葡人是葡國文化的天然繼承者，應當給他們機會深造，提高他們中

葡兩種語言的能力以及他們的業務水平，使他們在九九年之後具備更好的條件同他

們的華人同事競爭，安心為特區繼續貢獻他們的才能。

澳門不僅是以雙語為基礎，而且具備了多語的環境，通用的國際語言英語在這

地方已相當流行，而隨著澳門進一步發展成為經濟和文化的國際城市，其多語功能

將會進 一步 增強 。

已舉行八屆的澳門國際音樂節，為東方和西方音樂家同台演出提供了極好的機

會，也因此提高了澳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隨著澳門基礎設施和語言環境的進一步改善，澳門有可能成為召開各種國際會

議的理想地點，同香港比較，澳門的膳宿費更為便宜，而且氣氛和節奏更為輕鬆，

電訊聯絡相當方便，是東西方學者和生意人聚會的好地方。

有的學者倡議將澳門變為東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基點，希望東方和西方的學者定

期或不定期在澳門聚會，討論國際上的熱門話題，提出一些有份量的、建設性的意

見，供各國執政者參考，以改善國際關係，促進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澳門國際化的

程度越高，保留和維護其特色的可能性也越大。

四、結語

如果能夠在今後五年內打好基礎，那麼下個世紀維護澳門文化特色的努力就會

帶來豐碩成果。這不僅是澳門政府和澳門人的責任，而且是中葡兩國政府和人民的

責任。中葡兩國關係目前空前良好，許多項目通過雙方的合作可以順利完成，同香

港的中英關係緊張、障礙重重，完全不同。

但是，現在仍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去努力完成各項任務，以便增強澳門人對

未來的信心，以期在九九年之後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的範圍

內爭取實現高度自治。沒有腳踏實地的努力工作，就會落得一事無成，漂亮的諾言

也只會是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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