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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與澳門發展*

張江**

一、

澳門的繁榮穩定發展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重要內容；“澳門經驗”和“澳門故事”是“中國經驗”和

“中國故事”的有機組成部份，是構建和發展澳門學的現實基礎。

澳門開埠四百多年來，歷經榮辱、櫛風沐雨、砥礪前行；回歸祖

國十八載，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澳門

用自己的繁榮穩定，見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極不平

凡的五年，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粵港澳合作、泛珠

江三角區域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發展戰略的先後實施，推動澳

門同胞 與祖國人民一起踏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在踐行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中積累的“澳門經驗”，創生和演繹出的“澳

門故事”，既凝聚着澳門人民的辛勤汗水，也閃耀着中華民族的偉大

智慧；既展現出澳門同胞自覺的歷史擔當，也折射着祖國繁榮富強

的無上榮光。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

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我們必

須準確把握中國新的歷史方位，立足國家改革發展大局，在“澳門

經驗”和“澳門故事”中找到“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的普遍

性，在“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中發現“澳門經驗”和“澳門

故事”的特殊性，通過深入的學術研討和交流，充分發掘它們的理

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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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

為對象，探尋澳門模式、澳門精神及其效應的綜合性學科，澳門學既

要能夠鑽進“故紙堆”，又要能夠立足“新時代”，以科學的方法和

寬廣的視野，正確解讀、合理使用歷史文獻，弄清歷史文獻在當代社

會發展中所處的方位、時代對歷史文獻的要求以及如何去回應時代的

要求；同時，要把握好歷史文獻闡釋的公共性和時代性，力戒誤讀和

曲解，反對過度闡釋和強制闡釋。立足“新時代”，最根本的一點，

是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堅守中華文化

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批判性地傳承和創造

性地轉化歷史文獻中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菁華，

彰顯中華民族應有的文化自信和學術自信。

二、

以澳門的繁榮穩定發展為基點，善於主動設置澳門學研究的學術

議題，原創性地提出澳門學研究的標識性概念，構建澳門學研究的學

術話語體系。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理論創新的起點。從某種意義上說，理

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澳門學的

研究也是如此。從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來看，有回顧澳門歷史問題

的，有研究澳門經濟、宗教、文藝和未來發展問題的，有討論澳門和

香港關係問題的，也有對構建澳門學建言獻策的。但無一例外的是，

大家都在秉持學術的精神，以學術的視角，聚焦“澳門經驗”、講述

“澳門故事”。對於澳門學研究而言，這種做法是值得堅持和提倡

的。

澳門學是一門年輕的學問，是一門正在迅速成長的學問，其學術

和社會影響還有待進一步強化和提升。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一是

要善於主動設置議題，對世界範圍內澳門學的研究和討論發揮導向和

引領作用，團結更多志同道合的專家學者加入到澳門學研究中來；二

是要提出具有原創性的標識性概念，讓國內外學界一看到某個概念就

知道這是澳門學，就像大家一看到“仁”和“孝”就知道這是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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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看到“無為”和“逍遙遊”就知道這是道家思想一樣。堅持不

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積極推進澳門學學科體系、學術體

系、話語體系創新，形成澳門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使澳門學研究成為

一門傳得開、立得住、留得下的學問，彰顯澳門學研究的理論意義和

實踐意義。通過期刊、圖書、網站等形式積極推介澳門學研究成果，

實現學術研究和學術傳播之間的互動互進，不斷擴大澳門學的學術和

社會影響。

三、

以澳門學的構建和發展為抓手，著力發現、培養、集聚一批學貫

中西、博通古今的學術大家，建設一支學養深厚、結構合理的學術隊

伍。

學科發展，人才為本。發現、培養、集聚一批高水平研究人才，

建設一個高素質研究隊伍，是深化澳門學研究、形成澳門學研究中國

學派的必要條件和根本前提。如果說澳門學的構建和發展是一個漸進

式的積累過程，那麼澳門學人才的培養就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對

於澳門學這門年輕的學科而言，學術人才隊伍建設必須具有自己的特

點。一是要著力發現、培養、集聚一批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學術大

師，托舉和助推澳門學研究逐步從高原向高峰邁進。二是要著力發

現、培養、集聚一批學術理論功底扎實、勇於開拓創新的中青年骨幹

人才，確保澳門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三是要加強國內外學界之間、

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鼓勵從不同的學術角度、運用不同的研

究方法，關注和分析澳門學的基本問題，形成澳門學研究的合力。

四、

在澳門學研究領域，要始終堅持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提倡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康、活

潑和充分說理的學術爭鳴。大力弘揚優良學風，倡導崇尚精品、嚴謹

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努力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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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學術生態。崇尚“士以弘道”的價值追求，堅持做人、做事、做

學問相統一，做大學問、做真學問，嚴肅對待學術研究的社會效果，

以深厚的學識修養贏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領風氣，在為國

家、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