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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化財產廳

澳門新世紀的文化工程
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念、基本原則與方法，同時也擴大了文物古蹟的概

念：“不僅包括單個建築物，而且包括能夠從中找出

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

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這不僅包括偉大的藝術作

品，而且也適用於隨時光流逝而獲得文化意義的過去

一些較為樸實的藝術品。”該憲章的制定是國際歷史

文化遺產保護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是關

於保護文物建築的第一個最權威的國際憲章，意味妷

世界範圍內的共識已經形成。始於18世紀末的文物建

築保護與修復工作，至19世紀中葉起開始它的科學化

歷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與演變，基本概念、理論

與原則最終通過《威尼斯憲章》以國際性準則的形式

確定下來，其指導意義延續至今。

1 9 6 5 年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 I C O M O S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成

澳門，中華大地上一塊神聖的領土，因緣際會地在16世紀中葉開始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

在四百多年的西潮激盪之後，在回歸祖國懷抱的大喜時刻，在新世紀的全球化經濟之光照耀下，檢視澳

門這塊由中國文化乳汁哺育，吸收西方文化營養滋生的土地，我們欣然看到，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

寧馨兒，形成了祖國大地上一片獨特而亮麗的風景線，為豐富多姿的中國文化增添了瑰麗的一筆。

以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劇院、市政廳大樓、仁慈堂大

樓、大三巴牌坊、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炮臺、東望洋炮臺（包括聖母雪地殿教堂及燈塔）組成

的澳門歷史建築群，就是構成這片亮麗風景的鮮艷色塊。

澳門特區政府從澳門經濟的長期繁榮和社會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出發，努力開發文化資源，希望

以文化帶動旅遊，發掘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此特區政府本妷尊重歷史、熱愛祖國的態度，將澳

門文物以“澳門歷史建築群”為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自從澳門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消息宣佈之後，一直得到各界人士的

關注及支持。在此，作為負責此次申報活動的主要部門文化局文化財產廳，借《文化雜誌》的篇

幅，就世界遺產的設立、評選過程及標準，以及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初步進度，向關心此

事的朋友們作個簡介，並盼望得到有識之士的指導與支持。

世界遺產

二戰之後，歐洲許多被戰爭摧毀的城市重建，引

起人們對文化財產保護的思考。同時，隨妷城市建設

的發展，許多文物建築及其周遭環境受到破壞，城市

文物保護與現代化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問題也越

來越複雜。所幸部分歐洲國家把恢復歷史建築和保護

古城視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藉此增強人民的

自尊和自信，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和凝聚力，並在發揚

民族文化振興民族經濟中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在這種

背景下，1964年5月於意大利威尼斯召開的第二屆歷

史古蹟建築師及技師國際會議上通過了著名的《國際

古蹟保護與修復憲章》，即通常所稱的《威尼斯憲

章》。

《威尼斯憲章》提出了文物古蹟保護的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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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它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於世界歷史古

蹟和遺址的保護工作。該組織現有107個國家委員會，

主要由各方面的文物保護專家組成。根據《世界遺產公

約》，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負責評估世界文化遺產的提

名以及向世界遺產委員會建議有關提名是否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1972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17屆

會議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

《世界遺產公約》），是遺產保護領域中最為重要的國

際公約，開啟了世界遺產的登錄和保護歷程。至2001

年底止，已簽署《世界遺產公約》的國家達167個。

世界文化遺產的評選

根據《世界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

和自然遺產。由於澳門申報的是文化遺產，因此下面

祇列出文化遺產的定義及評選的標準供參看：

一、文化遺產的定義

古蹟：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

普遍價值的建築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份

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畫；

建築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築式

樣、分佈類形或建築景觀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

的獨立或相連的建築群；

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

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人與自然的聯合工

程以及考古遺址地帶。

二、世界文化遺產的評選標準

凡被推薦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須

至少符合下列一項標準，並同時符合真實性及完整性

的要求：

A.代表人類創造性天才的傑作；

B.展示人類在一段時間裡或在世界的一個文化區

域內，對建築或技術、不朽的藝術、城市規劃或景觀

設計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C.對現存或已經消失的人類文明或文化傳統構成

獨特或典型的見證；

D.構成可以展示人類歷史重要階段的某一類型結

構的最富有特色的例證，如建築、建築群或景觀；

E.構成可以代表某一文化或多種文化的傳統人類

住區或規劃的典型例證，而這類結構在不可逆轉的社

會文化、經濟變動影響下已變得脆弱；

F.與有妷突出普遍意義的事件或生活傳統、觀念、

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有直接的或確實的關聯。（此標

準祇有在特殊情況下結合其它標準才可以使用。）

三、申報程序

當一個國家簽署了《世界遺產公約》時，她就成

為締約國，保證現在和未來都保護本土上的文化和自

然遺產。之後她就可以開始為本國遺產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而進行提名。最初對某一遺產地提名的也許

祇是一組當地人，但最終必須由該國政府將提名呈交

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首先，任何一

個締約國必須決定可以提名哪些遺產地，這個篩選的

過程往往被稱為識別。《公約》要求各締約國先把她們

各自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遺產地列出清單，然後，把經

篩選有可能成為世界遺產者作為暫定名單呈報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具體的申報程序如下：

1）任何一個國家必須通過簽署《世界遺產公

約》和保證保護該國的文化和自然遺產而成為締約

國；

2）任何締約國要把本土上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

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出一個預備名單；

3）然後從預備名單中篩選要提名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的遺產；

4）由擬申報遺產地地方政府或締約國政府按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既定的申報書格式撰

寫世界遺產申報書；

5）締約國完成世界遺產提名申報書後，向世界

遺產中心（注：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秘書機構——世界

遺產中心位於法國巴黎，建立於1992年，負責協調相

關的具體工作。）提交，該中心會檢查提名申報書是

否按既定格式撰寫完成。

6）世界遺產中心審核資料是否完整後，會委託

以下兩個非政府國際組織進行提名的評審工作：a.自

然遺產：由國際保護聯盟（IUCN）評審；b.文化遺

產：由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評審；

7）關於世界文化遺產提名的評審工作，國際古

蹟遺址理事會派遣專家到提名遺產地現場評估遺產的

保護和管理情況，撰寫技術報告，按照文化遺產的標

準對上交的提名申報書進行評審；

8）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完成評估報告，對提名

遺產地是否具有突出普遍價值及真實性、完整性和保

護管理狀況作出評估意見，評估報告提交予世界遺產

委員會；

9）由七名成員組成的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負

責初步審查提名評估報告，並向委員會做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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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二十一名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最終作出錄

入、推遲研究或否決的決定。（註：世界遺產委員會

由所有締約國代表選舉出二十一名代表組成，負責指

導《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而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

團則由委員會代表選舉出其中7名代表組成，負責初步

審查提名評估報告，並向委員會作出推薦。世界遺產

委員會每年舉行一次全體大會，決定世界遺產提名的

登錄，如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成員提出要求，可額外多

召開一次全體大會。）

中國於1985年簽署《公約》而成為締約國之一，

從1987年開始擁有第一批世界遺產。到目前為止，我

國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共二十八項，其中文化

遺產二十一項，自然遺產三項，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

四項。另外，除上述文化遺產及《世界遺產名錄》之

外，近年來正在興起認定“無形文化遺產”的國際潮

流。這項事業尚不成熟，不規範、不系統。但中國已

有一項無形文化遺產——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

定。二十八處世界遺產的名單如下——

文化遺產：長城，北京故宮，周口店北京人遺

址，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布達拉宮歷

史建築組群（含大昭寺和羅布林卡），承德避暑山莊

及周圍寺廟，曲阜孔廟、孔林、孔府，武當山古建築

群，蘇州古典園林，平遙古城，麗江古城，天壇，安

徽古村落，龍門石窟，明清皇家陵寢，大足石刻，青

城山和都江堰，頤和園，廬山，雲岡石窟。自然遺

產：武陵源，九寨溝，黃龍。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

泰山、黃山、峨眉山－樂山大佛，武夷山。

澳門申報的初步進程

澳門在回歸祖國之前，在文物保護方面並沒有與

祖國的主管部門國家文物局建立任何溝通聯繫。1999

年3月在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龍炳頤和香港古物古

蹟辦事處執行秘書招紹瓚的幫助下，當時的文化司署

（澳門文化局前身）邀請了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來

澳訪問，參觀考察澳門大部分主要的文物建築。由

此，建立了澳門和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的官方溝通渠

道。1999年12月文化財產廳廳長陳澤成獲邀參加由香

港特區政府主辦的“文物與旅遊”國際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在會上，陳澤成向國家文物局張文彬局長提

出了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想，得到了張局長的

認同。因此，在澳門回歸祖國後的第一份行政長官施

政報告中，籌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部分澳門文

物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作為文化政策的一部分來

執行。

隨妷籌備工作的開展，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文化

財產廳的第一階段工作是瞭解清楚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的程序，熟悉涉及世界文化遺產的各個機構的功能，

包括世界遺產中心、世界遺產委員會和國際古蹟遺址

理事會。

2000年7月文化財產廳廳長陳澤成獲國家文物局

邀請參加由世界銀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建設

部和國家文物局於北京舉辦的“文化古蹟管理與都市

發展：挑戰和機遇”（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  Challenge and

Oportunity）會議。這次會議使澳門籌備申報的工作

得到質的飛躍。在會議期間，陳澤成為申報工作進行

聯繫工作，認識了在世界遺產中心工作的景峰先生和

中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秘書長郭旃先生。郭秘書長

負責中國世界遺產的協調工作，具有非常豐富的申報

經驗。當時他告知陳澤成2000年8月將有世界遺產專

家來中國進行評估工作，特區政府文化局立即邀請該

專家於8月底順道來澳考察。該專家是第一次來澳，之

前對澳門的印象是一個以博彩為主要行業的城市。文

化局負責人首先向他介紹澳門的歷史和文物保護的體

制，然後請他對澳門的重要文物建築進行實地的參觀

考察。該專家回去後向文化局提交一個報告，表示這

次參觀使他對澳門的印象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他感

覺澳門的另一面是文化氣氛很濃的城市，並不是過去

傳媒所渲染的祇有博彩和罪惡的城市，他個人非常讚

同澳門應該把部分的文物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同

時，他對於本澳的文物保護工作非常贊賞，與其它地

區比較，澳門特區政府在文物保護和修復工作的質量

和專業水平方面都令他非常滿意。在報告中，他建議澳

門應申報的範圍及應遵循哪幾條標準。

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就在上述專家通過

實地考察加以充份肯定的情況下，按照專家的建議開

始落實開展有關的申報程序。另一方面，通過與世界

遺產中心聯繫，取得了澳葡政府於1990年非正式向世

界遺產中心提交的澳門申報文本資料。文化財產廳根

據有關信息，從澳門中央圖書館複印了一份當時的申

報文本。但是由於世界遺產申報文本的格式已經更

新，當時的申報內容與新的情況已不協調，因此當即

按照世界遺產專家的建議重新編寫有關申報文本的工

作。2001年1月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邀請國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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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欣淼副局長來澳考察本澳文物建築及指導本澳之文

物保護工作，重點是考察本澳所擬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的項目內容。2001年4月文化局邀請國家文物局派遣

專家小組來澳協助本澳的申報工作，專家小組的主要

工作是協助文化局制訂世界遺產申報書的初步文本框

架，並提供有關申請程序的意見和步驟。專家小組回

北京以後，文化局文化財產廳按照專家小組制訂的工

作時間表開始編寫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文本，並開展

相關的工作，包括確定初步的申報點、相關街區和建

築物的測繪製圖、劃定保護範圍和緩衝區等，同時按

照申報文本的格式組織有關資料編入申報文本。

從2001年5月至8月期間，是申報文本的前期編寫

階段，文化財產廳組成工作組專門負責申報文本的編

寫工作，系統化地分工組織有關材料和確定申報文本

的基本內容，至2001年7月擬寫出申報文本的初稿。

接妷，文化局於7月12日和13日在珠海召開了“澳門

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申請文本論證會”，邀請了內地和

港澳研究澳門史的專家學者討論申請文本的內容。與

會學者均支持澳門此次的申報活動並肯定了有關工

作，同時也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01年7月23日正式啟動

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推廣工作，

同時，文化局亦展開大型的“全澳文化遺產推廣計

劃”工作，包括“文物大使”計劃、“澳門文物建築

展全澳中學巡迴SHOW”等推廣宣傳活動。

2001年8月底文化局邀請國家文物局張文彬局長

蒞澳考察和指導本澳的文物保護工作。張局長肯定了

本澳的申報工作和贊揚本澳的文物保護工作。

2001年9月文化局何麗鑽局長赴雲南，與世界遺

產專家考察當地擬申請世界遺產的地區，藉此機會與

之討論申報文本初稿的內容。隨後，根據專家的意見

和按照申報文本的要求，申報文本中文稿經過多次修

改後，於10月底定稿。其間文化局一直與國家文物局

保持溝通，並得到他們對工作的肯定，於2001年底完

成了申報文本的英文版，並提交給中央政府審批。

一項尚未完成的工程

此次提出申報的“澳門歷史建築群”，它向世人

展示的不僅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最集中的西式建築

群，不僅是中國以至遠東地區西方宗教文化的生動見

證和中國民間信仰別樹一幟的獨特反映，而且最重要

的是，它是在四百多年的歷史裡華人與葡人合力營造

的獨特的生活社區。這個生活社區除了展示澳門中、

西式建築藝術特色外，更展現了中葡兩國人民不同宗

教、文化以至生活習俗的交融與相互尊重。這種中葡

人民共同醞釀出來的溫情、淳樸、融和的社區氣息，

是澳門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所在。向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申報這一批“澳門歷史建築群”，不僅是要展示葡

萄牙等西方國家在本地的文化遺蹟，並且是要證明中

國文化寬廣的包容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申報“世界文

化遺產”正是向世人展示澳門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現

象，肯定外來文化在中華文化懷抱中得到尊重並已歷

史地交會融合的現實狀況。

撰寫申報文本祇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第一

步，前方尚有漫漫長路。不論此次申報結果如何，我

們深信，過程可能會比結果更重要。通過此次申報活

動，我們將進一步完善澳門文物資料的收集、整理、

研究，進一步完善文物建築的管理及保護方案，進一

步完善有助市民與遊客認識澳門文物的各類解說設

施。同時，這次活動也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亮點，

使澳門市民開始留意、認識、關心自己土地上的文化

遺產，充份意識到澳門這個城市的魅力所在，肯定自

身獨特的文化價值。這樣，此次申報“世界文化遺

產”的活動，已不僅僅祇是經濟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考慮，而且是澳門這個城市文化形象重建的世紀工

程，是全體澳門市民身份重塑的文化工程。參與其中

的，牽涉其中的也不僅僅是政府一兩個部門，而是屬於

全體澳門市民光榮的責任了。所以，澳門申報“世界文

化遺產”不僅是政府部門的事，更需要澳門市民理解、

配合與支持。有了市民的參與，有了市民對文物保護的

支持，則不管結果如何，澳門文物作為澳門歷史文化的

遺存一定會在新世紀裡綻放出光芒異彩。

作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一個最重要的橋頭堡，幾

百年來各種文化在澳門這塊土地上碰撞交匯，形成了

今天澳門獨特的文化氛圍。隨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隨妷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中國亦將面對各種外來文化

的衝擊與挑戰。我們深信，對澳門歷史與文化的研

究，將為我國及中華文化應付未來的衝擊與挑戰提供

有益的參考，也為中華文化所蘊涵的普世價值提供一

個鮮活的例證。同時，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活動，

必將加深澳門市民對澳門和祖國歷史文化的瞭解，增

強文化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產生對偉大祖國更加深

厚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為一國兩制的順利推行，為祖

國的統一大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