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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語言——
邁向廿一世紀＊

Maria Trigoso＊＊

一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之間存在著兩種思想上和行動上（夢想和現實）的流派（這

裏的葡萄牙人不包括土生葡人，由於本身歷史賦予的品性和廣見，土生葡人一般不

會介入葡人之間的鬥爭） 。

乍看之下，兩個流派是對立的，兩者皆以一個有關語言的問題而區分起來。他

們亦因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所選擇的語言而走在一起，具有葡人自己非常地道的共同

點。兩者都有消極地形容自己的傾向，既會吹牛又覺難過，經常在個人的夢想或現

實裏逃避，而不集體事後組織起來解決問題。

第一個流派是捍衛葡語的葡人。明顯地這一派較為普遍，甚至得到當權者在言

詞間或明或晦的支持，對這一派來說要他們承認在過去屬於葡語的時代並沒有做過

什麼，今天所做的又事倍功半而明天前景又是如此暗淡實在是困難的；曾幾何時，

葡語竟是一門官方的而又不普及的語言。

什麼時候當上頭敲響捍衛葡語的“戰鼓”，他們便身先士卒，同時亦被視為祖

國同胞的前鋒，充滿熱誠。而在“非戰時期”，他們則對失敗、無結果感到憤怒，

指責某些人缺乏這方面的政治意願。

＊寫於一九 九五年一 月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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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人，他們更感羞慚的是澳門大學，一所澳門政府擁有的大學，竟然沒

有一門葡國語言和文化的學士課程，這裏當然是指一門作為外語向華人教授葡語的

課程，好使葡語在學術領域上具有重要語言的特殊地位，不論是在整體文化或是土

生文化上亦然。令他們痛心的是讓葡語在那裏蹣跚著，在大部份的課程裏，葡語是

學生討厭的必修科，每週三個小小的小時，毫無成效。令他們憤怒的事實是，學士

學位除了是一紙文憑外，還可獲得一份公職，然而，課程本身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條

件來達致培訓雙語公務員的政治目的。又會有多少個專於葡語的學者或研究人員訓

練 出 來 … … 。

與此同時，另一個表面上與前者對立的流派就是那些支持中文的葡人，這一派

深知要在葡人市場中推銷他們的意念是困難的，他們成員人數比前者少得多，一般

表現較為 低調羞怯 ，說話低 聲，只會 在成員 或朋友之 間大罵有 人不支持 教授（ 學

習）中文。這派人以前被視為古怪份子，如今人們則以疑惑的眼光看他們，懷疑他

們究竟想要得到什麼。工作？做主管？高職厚祿？雖然如此，近日他們的人數有所

增 加 。

第一派人，得意於捍衛自己的語言，深信自己是為了別人而工作，輕易地把葡

語化身為一 匹戰馬，好 不威風。另 一派就好像 迷途騎士， 把其目的看 作遙不可 及

的，若然在公共場所說出其所欲者，則會感到羞愧及害怕別人指責他們只顧自己。

事實上， 捍衛葡語 的葡人 處於教學 的一方 ，一般都 是教師 （教授葡 語）的 身

份，意味著他們擁有權力，被視為“趨炎附勢”份子。而支持中文的葡人則屬於學

習的一方， 一般是學 生（學習 中文）的 身份。這派 人常批評 前者，被 視為“反 對

派”份子。實在是，這派人也有些是雙重身份的，有時候更會被逼站在某方面攻擊

另一方，正是這群人表現出性格分裂的警告症狀。

在澳門，兩派人一樣，常把四百多年的文化交匯的歷史掛在嘴邊，也談論在葡

國出現的、無法解釋的文化沙漠化的問題，藉此提出什麼應當做，什麼不應做的意

見。分別只在於有些人高聲指責推廣葡語不力，另一些則低聲抱怨人們完全忽略漢

學 。

倘若對一 些人來 說在這 最後的 幾年裏 ，至少可 以做的 是把一 些東西 留在“ 這

裏”，那麼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至少可以盡量把最多的帶回“那裏”，結果“一施

一取”把 兩派分離 。

這裏，支持中文的葡人常取笑另一派人狂想，指出葡萄牙並無意像在其他殖民

地一樣在這裏留下她的語言，葡萄牙應當開放和靈活，一如葡人自我形容一般，改

變以往慣常的做法，他們建議，一起和有組織地把別國的語言和文化帶返祖國。把

東方的“資產”運送回國有助於豐富國家的“資產”，澳門的葡人社團對這點是不

會不知的 。只不過 這次運送 的是另類 “資產 ”，是精 神上的， 支持中文 的葡人 堅

持，葡萄牙的文化十分缺乏這方面的東西。

一如他們的對頭，支持中文的葡人亦怪責澳門大學，對大學裏沒有一門將中文

作為外語，培訓葡人漢學家的中文學士課程感到遺憾，所有人都承認根本沒這麼一

個葡人漢學 家。他們 質疑澳門 大學為什 麼沒有由葡 文學院和 中文系合 辦的課程 項

目，沒有中文的語言、文化、歷史、文學等研究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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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文的葡人反對人們一直在說的、做的和現在白紙黑字寫下來的一套，他

們認為“不能留下納入澳門公務員編制的人員更應當利用今天的機會去學習（中

文）和做研究，總之，所有人們容許的都去做，在有限的時間內和在這裏那麼方
便，去學習，學習，再學習，這當然對自己有利，亦明顯地對葡萄牙有利。”支

持中文的葡人挖苦那些留下在澳門的人員，說這些人反而不需那麼多培訓課程的安

排，既然他們留下來，以後學習的時間和機會多的是。

兩派表面上對立，都認為歷來澳門政府都用管理者的眼睛視物，短視，忘卻了

葡人、土生的廣闊的、超然的整體文化。

就這樣，捍衛葡文和支持中文的葡人從大同小異的角度看著他們那個為國家著

想的美夢，一天一天的被現實的惡夢所侵蝕。

兩派的人都認為他們的爭論與行政當局無關，但卻受到行政當局的熱切和冷漠

的意願所影響。事實上，彼此都明白到大家的爭論是文化上的問題。於是，儘管大

家都認同政府應當解決刻下的問題，如本地化，雙語制，過渡期事情，公務員和納

編工作，領導人員的培訓，但兩派強調另一個才是他們之間自己的戰事，然而這場

戰事需要行政當局財政上的支持。而且所需不菲。是以，兩派為了純粹策略上的原

因，樂於協助政府解決日常的問題，之後，又繼續他們的事，第一派教授有意向的

華人學葡語，第二派繼續學中文。

總之，他們明白到目前純粹在行政上教授兩種語言的情況，在長期來說會摧毀

學生們純真的興趣，對此，兩派人都感到悲哀無望。

有一些 捍衛葡 文的 葡人當 再次聽 到“ 戰鼓” 響起時 會覺 得不以 為然， 心想 ，

“我努力過了吧”，就如其他人所說過的一樣；而支持中文的葡人甚至認為當局根

本無需要再作甚麼呼籲……。

曾多次聽到有人這樣嘆喟：“輸出國家最好的天才只為教十數個華人學習文法

和生字去找份公差幹？”另一邊則說：“派遣人材去學習外語，進行文化的融合，

只不過是訓練幾個南方的公務員能大概以北方的語言來表達，而其他的葡人公務員

學習初階中 文只是為了 成為官方所 說的雙語人 ，能夠繼續 留在公職服 務？”值 得

嗎？尤其以上兩種情況，問題實在不小。

這是葡人方面的情況，畢竟人數有限，留下來的人也把葡語留下，這些葡人對

這裏有歸屬的情感，這可以意會難以言傳。

二

在華人方面，對這問題的內部矛盾其實也不是小的。然而這不是我們葡人可管

和能管的，我們所關心的是他們對我們不同立場的態度，同意或不同意。

還不是很久之前，支持中文的葡人清楚地得到華人方面的支持。雖然有些時候

葡人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他們學的是漢族共同語而不是粵方言，但華人們亦支

持雙方合作和鼓勵他們，使這些葡人對他們的理想存有一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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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捍衛葡文的葡人並不受到華人的歡迎，只不過因為華人上層社會的

修養，下層社會因語言障礙的問題，不致過於明目敵對他們。

雖然，華人方面常說無問題，事實上並不積極支持教授葡語，可能除了一些持

異議的人，像支持中文的葡人一樣，會低調地做他們的事，而另一邊的人是不知道

的 。

在大學或其他地方，學習非葡語的課程的學生相對地數目較多。而我在想的不

是數字的問題，我在想的是在各級水平學習葡語的爭論的問題，在一片否定的輿論

聲中，聲稱 應學英語而 非葡語，若 葡語今天已 是沒甚作為 ，明天更是 無用武之 餘

地，只不過 是有些微 弱的聲音 喃喃地承 認若要升職 便要學葡 語。公職 薪酬很不 錯

吧 … … 。

就在這個時候，大約不到三年之前，澳門大學裏來了一位客座教授，是巴黎索

邦大學的博士，為人十分幽默，說了些使支持中文的葡人詫意的話：“由於澳門和

香港不同，這裏很多華人擁有葡萄牙護照，為了補救過去對葡語教育的疏忽，政府

在這殖民地的最後幾年裏能夠做到的，就是填鴨般的教授葡語，好使人們可移民到
那些或有 更好生活 機會的國 家，例如 巴西或 非洲的葡 語國家。 ”葡人對 此感到 汗

顏 。

與此同時，慢慢地出現一些改變，在學生方面比較少，主要在政府的華人技術

員或教葡人 學中文的老 師方面變化 較多，他們 堅持中文為 主，間中亦 會提一下 葡

文，說什麼既然也是澳門官方語文，華人學它也還是有用的。

不斷有葡語“技術員”從北京到來。也有“準”中文“技術員”前往北京。在

澳門，在官方場合、社交場合或私人聚會的說話中，逐漸響起要推廣中文的應用的

聲音，理由是為了落實雙語制。結果，是要把它放到主要的位置去了。

當捍衛葡文的葡人向前踏進一步，支持中文的葡人就會覺得失分。實在，一個

華人會將一 個能夠翻譯 中文或能夠 閱讀一篇中 文歷史文獻 原稿的葡人 同事視為 對

手，而再沒有過往在這方面唯我獨尊的感覺。有些支持中文的葡人表示，過往受到

的真誠的鼓勵已變質了。

畢業於中國的大學而又懂葡語的大學生的出現和他們的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皆

優於來自葡文制度課程（管它是澳門的或是葡國的）的學生，他們的出現更影響了

捍衛葡語的 葡人，如 今這些葡 人不單要 繼續面對來 自己方的 批評，還 要面對他 人

的、且更為苛刻的批評。

＊參閱楊允中，刊於1 995年1 月1 7日澳門日報的一文。文章指學習葡語和學習英語同樣重要，土生

葡人的存在是澳門社會的特色，人人都應加以保留。通過學習葡語這門既是澳門正式的也是歷史

和文化的語文來保留澳門的獨特性。

另一方面，如今初度出場的並不再是無名的學生或部門主管，而是知名的華人

學者，他們有在澳門出生的，有把澳門當作是家的，都一起連同葡人學者維護葡文

的教授＊ 。他們不開移民他國這個玩笑，相反呼吁留下澳門這個具有本身特色的地

方。他們沒有說越多人學葡語越好這樣的話。他們提出葡人，不管捍衛葡語的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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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文的，都教授葡文，有效地和簡易地教授葡文，目標是讓學的人能夠閱讀，如

閱讀文學、文化、歷史和有關建築藝術等的作品。

上學年和本學年一樣，大學裏有很多華人強烈希望可以設置具上文提及性質的

課程。其中一個正在修讀碩士班，課程要求有一門外語，他要求讀葡文，但一年多

過去 仍 沒結 果 。

他們亦與中國的大學有聯繫，正在做些有關土生葡人文化的研究工作，其中兩

個已懂葡語的研究員曾反複多次向澳門大學的葡文學院要求協助及提供指導教授。

對大學裏的葡文教學狀況，華人一方有這樣概略的描述：「不說“他們”培訓

雙語公務員（結果還是強差人意）的意願的問題，現在就好像要強逼沒有興趣的人

去學葡文，而想學的（如上述碩士生的例子）又沒法如願。與此同時，也看似“他

們”決心地強逼某些沒興趣的葡人學生（已是學士或準碩士）去學中文（或其他東

方的語言，如日語），而幾多想學或進修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又沒有機會。」

我等捍衛葡文、支持中文或獨立的葡人知道實情並不一定是這樣，任何一方，

甚至是行政當局，都希望得到良好結果的。

因此，有必要作出一些調整，改變一下方向，尤其要在共同工作之中，文化交

流之中，在土生、華人及葡人的創作力當中尋找新的途徑向前邁進。

澳葡當局應當支付澳門這個邁向廿一世紀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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