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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通向歐洲和拉丁世界的特殊橋樑

＊

魏美昌＊＊

一、澳門的文化特色及維護這種特色的必要性

開埠已有四百多年的澳門，地域狹小，面積不到香港的五十分之一，人口也比
珠江三角洲的任何一個縣、市都少，在世界地圖上難於找到，無論是葡國人還是中
國人，都把它看成是“邊陲之邊陲”，長期被人忽略。

即使到了近期，在中英和中葡關於香港和澳門的談判結束之後，還有人認為澳

門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要麼併入香港，要麼併入鄰近的珠海，他們長期受“大香
港小澳門”的傳統偏見所左右。

這些人既不瞭解澳門的歷史，也不瞭解澳門區別於香港及鄰近地區的獨特性，

既不瞭解澳門對於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的特殊價值，更不瞭解澳門今後在溝通中

國、亞太地區同歐洲及拉丁世界的特殊橋樑作用。

澳門之所以有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獨立存在的價值，全在於它具有與眾不同的

獨特性，尤其是它的文化特色。這種特色是四百多年來澳門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是

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也可以說是世界上罕見的。但可惜的是，有人竟視而不見，

或籠統地斥之為“殖民主義”而束之高閣。

＊ 1 995年8月於歐洲華人學會第八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 澳門文化司署副司長、澳門文化研究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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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持這種短見，在今後兩岸四地的競爭中，容易將澳門的特色消滅於雷同之
中，而斷送其前途，對中國將是一大損失。

澳門這彈丸之地之所以值得珍惜，是因為它長期以來是中西文化交匯之處，是
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和文化特區，在兩種或多種民族、宗教、文化、制度、習俗的

和平共存和相互交融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值得進一步挖掘、研究和推廣。

雖然香港也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某些特點，但澳門卻是另一種模式，主要不同

之處在於：

1）澳門的歷史比香港早三百年，在明、清鎖國時代它曾是“海上絲綢之路”
的重要據點，西達南亞、非洲和歐洲，東達日本、東南亞和南美。海上貿易的興盛

促進了文化交流，澳門當時成為遠東最早的傳教中心並由耶穌會建立了遠東第一座

西方式大學，即聖保羅學院，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精通漢語和中國文化並懂得自然科

學和人文科學的西方傳教士，同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國學者一起，將西方的科學技術

和文化傳入中國，後來也傳入日本及東南亞各國，與此同時這些傳教士又將中國傳

統文化的精華，以西方各種文字介紹到歐洲。

這種雙向的文化交流促進了東方和西方的社會變革。在歐洲引起了啟蒙運動、
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在中國則令先知先覺者從澳門傳入的西方先進思想中吸取了

變革社會的精神養料，而且使中國保守的傳統文化開始出現多元性，推動了科技、

教育和經濟的發展。

歷史上通過澳門首次進行的這種大規模和深刻的文化交流是香港所望塵而莫及

的，也是澳門在近代史中所建樹的豐功偉績，是澳門人引以為榮的。

2）澳門的主權始終屬於中國，而中國在香港自鴉片戰爭後則完全喪失了主
權。香港是被武力佔領的，並以不平等條約淪為英帝國的殖民地。但澳門在鴉片戰
爭之前基本上是中葡兩種行政管理制度並存，而且葡人基本上服從中國政府的管
轄。即使到了鴉片戰爭之後，葡人乘清廷的腐敗無能而屢次擴張其管轄範圍，並發

生了零星的流血衝突事件，把中國的管治機構逐出葡人管治的地域，逼清政府在
1 887年簽訂“和好通商條約”，同意葡國“永居管理”澳門，但清廷始終未允諾讓

出主權，不許把澳門轉讓給第三國，在民國十九年（即1 928年）由中國政府宣佈廢

除“和好通商條約”。1 957年，葡國雖將澳門列為葡國的“海外省”，實行殖民統

治，但葡國74年革命實施“非殖民化”之後，憲法上規定澳門享有高度自治，並在
79年葡中建交時明確規定澳門是由葡國管治的中國領土，其治權隨時可以歸還中
國 。

因此澳門的政治架構不同於香港的殖民架構。1 976年具有“小憲法”性質的澳

門組織章程或多或少引進了西方民主國家“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則，成立了
具有同澳督同等立法權的立法會，比香港的立法局權力要大得多。華人自八四年就
可以參加立法會和市政議會的選舉，比香港早幾年。華人參政的幅度和深度都超過
了香港，而且有不少立法議員身兼北京的人大或政協委員，是香港所沒有的。

在澳門華洋之間基本上能和諧相處，甚少引起像香港那樣的對抗和衝突，這同

其歷史傳統和制度有關。而且在來自葡國高官與本地不懂葡語的華人之間還有既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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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語又懂粵語的土生葡人，他們是雙重文化人，長期在行政管理機構中起著中間媒

介和緩衝作用，是香港所沒有的。

澳門的法律制度屬歐洲大陸法，與目前中國大陸或台灣實行的中國法屬同一個

法淵，即羅馬法，彼此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同香港實行的海洋法則距離較大。

一九九一年葡國國會通過了“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並付諸實施，對澳門的司
法機關做了重要的修改，為澳門的司法體制逐步脫離葡國走向完全自治邁出了重要
一步。祇要在九九年之前澳門組織章程再做一次修改，澳門就可以成立終審法院，

或將現在的高等法院升格為終審法院，完成其司法體制的自治，這同香港在97年之
前成立終審法院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相比，則要簡單得多。

縱觀澳門長期形成的政治和法律文化，具有不同於香港的特色，概括起來就是
和諧多於衝突，制衡多於對抗，包容多於分離，在多元發展中能夠保持穩定。

這種特色在過渡期中保證了中葡在互諒互讓的氣氛中解決許多重大問題，使澳

門的國際機場能夠比香港機場更早建成，使本地化的許多問題能夠逐一得到解決，
保證政權在九九年比九七年的香港能更順利地過渡，並且有可能使澳門在九九年之
後維持和發展其現有的政治法律文化及多元的社會經濟制度，實現“一國兩制”範
圍內的高度自治。

3）澳門的文化具有濃厚的拉丁色彩，不同於香港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
－Saxon）佔統治地位的文化。這種區別表現在語言、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和飲

食方面，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更突出的是在建築方面，具有拉丁風格和中國傳統風

格的建築，如教堂和寺廟，居屋和商店，廣場和小巷，庭院和花園，有不少是受法

律嚴格保護並受聯合國關注的文物，政府還要花大量投資去維修和翻新，不像在香
港已被商業化浪潮所衝擊，被高樓大廈所取代。

由於澳門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在中國歷次內戰包括近期的文化大革命
中，未受到衝擊和浩劫，因此這些文物及與之相關的歷史檔案，都還保存得相當完

整，為研究葡人或華人的歷史文化都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澳門的上述文化遺產形成了活的博物館，是人類文明的巨大財富，是世界其他
地方難於找到的，有待海內外學者和有心人努力去發掘、清理和發揚，使它成為發

展澳門文化旅遊事業取之不盡的資源，使澳門的旅遊不單靠博彩而繼續興旺起來，

而且使澳門可能成為珠江三角洲和亞太地區獨具風格的旅遊勝地。

澳門與香港區別的另一重要標誌是官方語言除了中文外，不是英文而是葡文，

這是兩地之間的實質性差別。有人想抹殺此差別，想以英語代替葡語，因為英語是

國際通用語，或者在九九年之後，想乾脆取消葡語，這是極端錯誤的短見。基本法

規定中葡兩種語言為九九年後的官方語言，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而是從實際需要
出發的遠見。

語言是文化的主要標誌，把語言丟掉就等於葬送其文化，使澳門即刻消逝於鄰
近地區的雷同之中，失去其存在的價值。

其實保留葡語是為了按基本法所規定的，延續現有的政治法律文化，保證行
政、立法、司法制度能在法治基礎上正常運轉並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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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通過保留和發展葡語及拉丁文化可以使澳門在整個亞太地區發揮更

大的作用，使它成為這個地區聯繫歐洲和拉丁世界的特殊橋樑。這是香港和鄰近地

區所無法代替的特殊功能，這也是澳門的優勢所在。

澳門由於地域狹小，在貿易和金融方面無法同香港相比，在發展工業方面也無
法同內地相比。唯有在文化方面它獨居優勢，因此其長遠的發展戰略應是以文化上
的優勢彌補其經濟上的劣勢。

澳門有飛機場以及將來的鐵路、高速公路和深水港，這樣的“硬件”對其發展
成為服務性的戰略樞紐固然不可缺少，但必須輔之以高效能的“軟件”，而其中的

關鍵就是發揮它在文化上的特殊功能。

二、如何發揮澳門的特殊橋樑作用

目前澳門已基本上具備了聯繫歐洲與拉丁世界的條件：

1）語言是互相溝通的主要工具，澳門大約百分之三的人口會講葡語，其中有
不少是華人，是內地任何一個地方所不能比的，此外有更多的人掌握英語。澳門多
種語言的環境比香港和大陸都好，葡文電視（通過衛星易與葡語國家聯網）和報刊

是香港所沒有的，普通話普及的程度已超過香港。

2）拉丁國家的人因相似的語言環境、更寬鬆的氣氛以及更廉價的消費，更喜

歡以澳門為家，在此建立通向大陸的辦公室或聯絡基地，有的寧願住澳門，而每天

乘一小時的船赴香港辦公。

3）澳門的法律制度（歐洲大陸法）與拉丁國家屬同一個法律體系。通過澳門
與這些國家做生意或開展文化交流，具備了方便的條件。

4）澳門的原居民（佔人口四分之一，而且多數是華人）多數有葡國護照，是
葡國公民，隨時可以移居歐盟的任何一國定居，不同於香港的屬土公民，其海外的
居留權受到種種限制。在九九年之後，一萬多名土生葡人仍可保留其葡國國籍，而

擁有葡國護照的華人雖然自動轉為中國籍，但仍可使用其葡國護照作為“旅行證
件”（中方認可），而且仍具有歐洲國家的居留權。據有海外居留權的這批人尤其

是華人，是溝通中國與歐洲及拉丁世界的天然橋樑。

5）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同香港比較，澳門同歐洲的關係更為密
切。自1 991年開始，歐洲已超過美國成為澳門第一出口市場，而且通過葡國同歐盟

各國聯繫，比通過英國更為方便，阻力更少。1 992年歐盟主動同澳門簽訂了優惠合
作協議，在進出口、支付及轉賬、行政和法律手續等方面，互相給予 惠國待遇，

而且在工業、科技、能源、運輸、資訊、環保、旅遊、捕魚、海關、知識及工業產
權、社會發展及反毒等方面進行全面合作，促進澳門的工業和服務行業的多元化發

展，尤其是扶助中、小企業的發展，幫助澳門培訓高級管理人員。與此同時，澳門
又設立“歐洲資訊中心”，同歐洲二百個資訊點形成電腦聯網，可以迅速向澳門提
供歐盟各國有關發展計劃、政策、法律、貸款、貿易、科技、統計及企業活動的信

息，並向澳門以外地區繼續傳播這些信息。相反地通過該中心亦可以將澳門及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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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各種信息向歐盟提供，以方便做市場調查及尋找貿易或投資伙伴。珠江三角

洲一些縣市同澳門的聯繫中已從此資訊中心獲益。值得注意的是歐盟祇是向澳門，

而非香港，提供此項服務。

6）作為中國第二個自由港，澳門在內地的改革開放中，在引進資金、技術、
信息和管理技術等方面，早就起了“第二個香港”的作用，而且在電訊和對外交通

方面正在趕上香港。從其地理位置，歷史傳統和人口結構（海外歸僑約佔老居民的
三分之一）來看，澳門同亞太地區的關係已十分密切。澳門又是處在近十多年來內

地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珠江三角洲。可以預見，廿一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而
澳門同香港一樣處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交接處，但澳門能起香港所不能起的作用。

在過渡期中，中葡兩國之間在澳門問題上的合作經受了考驗，葡方取得了中方

的信任，這是九九年之後繼續發展中葡全面合作的重要條件，使澳門在通過葡國聯

繫歐洲及拉丁國家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可惜的是，上述客觀條件，由於存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描述的種種主觀障礙，
而得不到充分利用和發揮，潛在的優勢未能轉化為實際的優勢。

其實，利用澳門這些有利的客觀條件來進一步發展中國（及亞太地區）同拉丁
國家的關係是具有緊迫性，是符合各方的實際利益的，祇要各方進一步協調，就可

以更好地和更充分地發揮澳門的中介作用。

拿中國來講，十多年來，內地借助香港同英語國家的經濟、貿易來往佔了壓倒
性的優勢，而同拉丁語系國家的來往卻始終處於劣勢，發展極不平衡。

其實，拉丁語系國家或通用拉丁語（葡、法、意、西、羅）的國家有八十多

個，主要分佈在南歐、拉美和非洲，佔世界國家總數三分之一，比通用英語的國家

還多，而法、西、葡是僅次於英語的國際通用語言，在聯合國佔有重要地位。這些

國家多數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經濟發展潛力極大，例如巴西，其國土居世界第五，

人口居世界第六，很可能在下個世紀成為世界第三強國。

由於缺乏這些拉丁國家的交往，使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吃了苦頭。近幾年某些英
語國家利用最惠國待遇、關貿協訂等對中國不斷施加壓力，企圖以此遏止中國的經
濟發展，一些“王牌”抓在別人手裏，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國內不少學者以及某

些有遠見的領導人早就意識到這種不平衡性所帶來的危害，因此提出要大力發展同

歐洲及拉丁美洲的關係，而且有人就看到澳門在其中能起的中介作用，提出利用澳

門作為培訓有關人材的基地。

台灣一些學者認為，利用澳門作為同大陸增進各方面關係，特別是澳門新機場
建成之後，比利用香港更為方便和快捷，而且有不少台灣商人看中了澳門作為打通

歐洲市場的跳板。

葡國和南歐其他一些國家的學者認為澳門正如四百年前一樣，可以成為拉丁國
家培養精通中文和熟悉中國文化的漢學家的理想基地，也可以成為中國學者研究拉

丁文化的重要“窗口”。為此，需要雙方在澳門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一些拉美國家，尤其是巴西，想大力發展同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經貿和文
化來往，而澳門因其地理位置適中，語言環境佳於香港，同中國大陸又有千絲萬縷

的聯繫，因此它是大可利用的理想基地和中轉站。有的國家已派人來澳門做調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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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了正面的結論。巴西專家指出，中、巴是世界大國，祇要兩國加強合作，

下個世紀的世界和平得以保障，而澳門在促進兩國交往方面可以做出貢獻。

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和地區，都想派人到澳門來學習葡語，研究拉丁文化，特別
是研究澳門歷史，因為這是它們在“海上絲綢之路”這段歷史中很重要的組成部
分，其中有許多經驗可以借鑑，以加強亞太地區各國和地區的聯繫，加強它們同歐

洲及拉丁國家的聯繫。

可惜，澳門人自己，由於公民教育缺乏，對本澳的這些特色和優勢卻認識不

足，有待今後大力加強。

至於如何發揮澳門這種特殊的橋樑作用，目前澳門人在海內外專家的協助下正

研究一種可行的辦法，使這種特殊功能在符合各方利益的情況下，在九九年之後很

長一段時間得以繼續發揮下去。

從組織上講，需要建立一個拉丁中國中心，以協調和發展各方面的功能，而且

必須建立在私營的基礎上，以排除各種官僚主義程序和干擾，迅速和靈活行事。必

須以強而有力的基金會為後盾，並且有國際上知名的學者和人士參與。

這個中心名為拉丁中國中心，就是為了發揮澳門在中國（包括亞太地區）同拉
丁世界之間的中介作用。其功能應包括四個方面：

（一）建立澳門的資料庫，包括澳門的歷史部分和現代部分，後者包括澳門同

中國、亞太地區、歐洲等拉丁世界的聯繫，這個資料庫既是內部（澳門各有關單位

之間）聯網，又是國際（各有關國家和地區及國際信息中心）聯網，以形成方便、

快捷的電腦信息系統，這裏包括有關的圖書及各種統計資料，作為研究和諮詢的基

礎 。

（二）舉辦廣泛的語言訓練活動，吸收中國大陸、台灣及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

人來澳門學習葡語及意、西、法、及其他拉丁語言，同時吸收拉丁國家的人來澳門
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要設法使葡語作為官方語言及第二外語在本地華人中更為普
及，這裏包括訓練大批既懂雙語又懂語言教學的教師，出版各種雙語手冊及其他工
具書。在九九年之後保留葡語報刊和葡語廣播，並繼續大力推廣普通話，創造更為

理想的語言環境。

（三）為海內外學者提供各種方便條件，吸引他們研究澳門歷史和現狀，以及

澳門同中國、歐洲及拉丁世界的關係，並為本地或外地研究生為進修拉丁文化和中

國文化提供條件，研究成果應及時予以發表，並以各種通俗易懂的形式，將有關的

研究成果編出來，以推廣澳門本身的公民教育，使澳門人更瞭解自己的歷史、現狀
和未來。

為了促進和交流研究情況，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類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
並以學術通訊之類的形式，同海內外學者保持緊密聯繫。

（四）為了促進中國、亞太地區、歐洲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更緊密的交流與合
作，應利用上述研究成果，為商界及其他人士提供諮詢服務，協助他們開展各種業

務，其中也包括為推廣澳門的旅遊文化而研究與澳門歷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有關的

各種有吸引力的題材，為建設專題旅遊設施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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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澳門本來已有多個單位在做，問題是缺乏協調、充實和提高，而且亦

未見有適當措施保證它們在九九年之後能繼續運作。拉丁中國中心的設立就是為了

彌補上述之不足，使澳門在各方面能夠發揮它應有中介作用，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繼

續做出貢獻，把潛在的優勢轉化為實際的優勢。

為了完成此歷史性的任務，不僅寄托於中葡澳政府、學者和各方面人士的大力

支持，也寄望於歐洲，特別是拉丁國家學者的熱情幫助，用你們的智慧和經驗，幫
助我們達到大家夢寢以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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