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 文 化 雜 誌 2007

盧
家
大
屋
小
記

隨

筆
李楊楊

*

*李楊楊，本名李楊，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她創作的長篇小說《太陽夢見我》獲宋慶齡兒童文學獎，散文《從巴

黎飛來的女兒》獲冰心文學獎一等獎，另有學術著作多種出版。

盧家大屋小記

如詩如夢的澳門可以用腳步丈量。　   這是瞭

解澳門、親近澳門最好的方式。

我在澳門居留期間，幾乎踏遍了這座小城的大

街小巷。我每次出行，說是“訪古”也罷，或說散心

也好，總之是想把澳門的人文山水印到心間，把澳

門的旮旮旯旯裝到心裡。

心儀已久的盧家大屋，是澳門鄭家大屋之外的另一

處家喻戶曉的名勝。我每次祇能在其門前“望梅止渴”，

　　看看高牆，摸摸大門，憑藉門縫，探索一下內裡的

奧秘。然而，結果一樣的，總是祇能“望洋興嘆”。

在我遺憾地離開澳門時，便知道，我還會回

來，還會再看澳門的現在，回味歷史的滄桑，還會

再來叩響盧家大屋的門環。

這個機會並沒有讓我等得太久。 2 0 0 5 年 8 月

底，我剛剛對澳門說過“再見”；11月初，就讓我

有機會又握着澳門的手，說了聲“你好”！ 2006年

8月初，我又一次悄悄來到澳門，其中一個目標還是

要再看看盧家大屋。

盧家大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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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囊很輕，在澳門的愜意居留似乎還是不

夠盡興，祇剩下最後一夜小憩，顛簸的旅途還在前

面。顧不得友人強留休息的勸導，我走出帝濠酒

店，頂着太陽再次走向盧家大屋。

當我快要走過天神巷時，左邊一副對聯將我攔

住了：“福滿家園重重喜，運轉乾坤步步高。”這副

對聯似乎已經又被新的對聯所覆蓋。其實，今生既

不為發財致富，又不為官運亨通，祇求自在地做人

做事；可是性格裡也心存僥倖和“迷信”，這對聯令

我高興，　　心想，這也許是個好兆頭，運氣會帶

我走進盧家大屋。

這一次我沒有走常走的路，偏偏執意要繞到主

教巷頂頭廣場上莊嚴的“主教座堂”。但此舉不是為

了頂禮膜拜，更不是為了“昇天”，而祇是為了賞

景，尤其是那小巷，那麼窄，那麼短，兩旁的小店

鋪生意興隆，風光無限，樸素親切；小廣場上那些

徜徉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也能使人平添許

多澳門社區特有的激情。

再往前走，就到了主教堂前地，與主教巷相鄰

的一條短短的不足百米的大堂巷7號的右首，就是一

直未能入內參觀的澳門著名商人盧九家族的舊居

“盧家大屋”。這座聞名遐邇的大屋，現在看來其座

落並非依山傍水，但離海灣很近，當然亦屬風水浩

蕩之地；然而時光流淌，大浪淘沙，最終成了“隱

身”於密密麻麻普通民宅中的富貴豪宅，現今又從

“農村包圍城市”式的歷史長河裡浮出水面。這個小

巷的左近是著名的主教座堂，其它幾面，便是澳門

商業社會生活最富於人情味的中心，各色店鋪手拉

手連袂站在街上，迎接熙來攘往的八方賓客。

站在大屋前，那塊製作精緻的告示牌讓我心

裡不禁一驚：由於維修，不能完全開放接待，祇

有週六週日才能參觀。這個告示如冰水灌頂，從

頭上澆下，自裡到外，讓我的心涼透了。心想，

剛剛有預兆的運氣，怎麼幾分鐘就變了味道？我

看見不少遊客都在那裡短暫駐足，看看緊閉的大

門，看看官方告示，然後悻悻然離去。而我，心

有不甘，“心不甘”引誘出“事在人為”俗話的鼓

勵。今天是星期五，若參觀不成，明天上午離澳

返京，看來想參觀大屋的願望，無論如何也要落

空了。我在想，不是說“心想事成”嗎？如果“大

盧家大屋廳堂顯示嶺南民居的裝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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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能夠通融一下，滿足我今天參觀的願望，我

這個“遐想”，不是就可以實現了嗎？實際上，人

世間的任何事物，都不以個人的願望為轉移，根

本上還得由客觀來決定。想到這裡，隔着門，我

對門裡的門衛大聲說：“明天早上 10點我離開澳

門，那時你們剛剛開門；我這次來澳門，一個最

大的願望就是參觀盧家大屋。‘澳門歷史城區’二

十四個名勝，這是我惟一一個未能如願以償的。

您看，就是為了這個，您能讓我進去嗎？就是走

馬觀花地在裡面轉一圈也可以。我不是歷史建築

研究家，可是我是一個‘鑒賞家’⋯⋯”說是鑒賞

家，是吹牛，我祇想讓門衛同情我，尊重我；或

者，這祇是一句調侃。

聽了我的話，門衛探出頭來注視着，分明是要

看看外面的“形勢”。因為沒有耐心的人都及時離

開了，那時祇有我傻獃獃地“賴”在那裡。我知

道，我的真誠可能感動了那位門衛先生。他問我幾

個人？我說就我一個。這時，他開了門，向我擺擺

手，示意我趕快進去，並說：“謝謝您對澳門的關

愛。您的情況特殊，‘特殊情況就特殊對待’吧。

按說，這是要請示我們澳門文化局的，但時間根本

來不及。這不是‘網開一面’，是我們澳門對您的

感謝⋯⋯”他的話很溫暖，很中聽；此刻，我那顆

心死而復生，一下子又歡跳起來。

進去後，我向門衛索要關於盧家大屋的資料。

他找了半天，終於找出一份“澳門歷史城區”資料的

影印本送給我，上面祇有一小段盧家大屋簡介。接

過資料，我要付錢；他說免費，還對沒能找到更多

的資料而不停地向我表示歉意。門衛向我拱一拱

手，示意我快抓緊時間參觀。

盧家大屋二樓窗戶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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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置身於盧家大屋了！我旁若無人而又小

心翼翼地撫摸着這個歷史“實體”。這個“實體”雖

然多有殘損，而生命依然旺盛，心跳之聲彷彿變成

了澳門海灣澎湃着的濤聲。

走進大門，我最先見到的是門洞右首牆上懸掛

着的盧家兩位顯赫人物的照片和介紹：一是盧家澳

門大業的“開山人”盧華紹，字育諾，號焯之，因小

名盧耇，人稱“盧九”；另一位是其長子盧廉若，字

鴻翔，又名光燦，號聖琯。我對於這兩位澳門名流

並不陌生，來澳門之前就聽說過，還看過他們父子

的點滴文字介紹。到了澳門，走過“盧九街”，逛過

“盧廉若公園”，於是紀念他們父子的這街這公園又

都加深了我對他們的瞭解。

在澳門，老百姓一般都知道“盧九”這個響亮

的名字，而盧九的大名“盧華紹”卻少有人瞭解。

盧九生於 1848 年清朝道光二十八年，卒於 1907

年。盧九是一位傳奇人物，少時家貧，性格堅

毅，心高志遠，是一個不認輸、不向命運低頭的

人。他十多歲浪跡澳門，之後便靠經營錢幣找換

發跡，隨後經營賭業，於是錢龍引櫃，事業蒸蒸

日上，成為清末“澳門第一代賭王”。因此，當我

們說到澳門的賭業，便不能不記起盧九這位開創

者。人世間，“男人怕有錢”，似乎古今如此；古

與今之差異，祇是方式不同。富人娶妻納妾以光

宗耀祖，盧九娶十一房妻妾，得子十七，育女十

二，組成盧家子孫系列，為其世代繁衍打下堅實

基礎。盧九身為豪門鉅富，為人忠厚，樂善好

施，做好事從不吝嗇錢財，是當時澳門最大的慈

善家。為了表彰他對社會的貢獻， 1890年，葡萄

牙國王曾授予他騎士勳章，大清王朝賜予他二品

頂戴和廣西道員。盧九兒女成群，但最賞臉的是

其長子盧廉若和次子盧煊仲。盧廉若（ 1 8 7 8 -

1927）有妻妾九房，生有八子；次子盧煊仲也是

妻妾滿堂，生子十一。盧廉若與盧煊仲事業上也

都表現不俗，關心國家命運，與孫中山交誼甚

篤，曾捐鉅資支持國民革命。孫中山在給“仁兄”

盧煊仲的信中，對他們“愛國愛鄉”之“仁俠高

情，佩仰之至”，並譴責那些導致“天怒人怨”的

盧家大屋內院外牆彩色灰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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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國者。盧廉若繼承並發展了父業，擔任南洋煙

草大股東，“地位崇隆”，被譽為“澳門皇帝”。

他去世送殯那天，澳督夫婦親自步行送葬，“執

紼者逾千人”，足見他的社會地位、影響和為

人。盧九的次子也影響廣泛，曾任“澳門華人代

表”，扮演了疏通澳門華人與葡國政府關係的重

要角色。再後，盧九之三子盧錫榮，也曾接任盧

煊仲擔任“澳門華人代表”。盧氏家族根深葉茂，

其後子子孫孫，不甘落後，養兒育女，香火裊

裊，從澳門飄散到香港、內地及海外。雖然盧家

譜系現在的兒女甚至完全會“相見不相識”，但他

們以盧九和盧廉若為自豪，都為澳門的發展、社

會的和諧，在天南海北各自的位置上做貢獻。

這座建於 1889年清朝光緒十五年的“世界文化

遺產”，也許沒有想到會有返老還童的這一天。大

屋天井上空透過來薄薄的陽光，給院內的灰暗帶來

光輝。大屋結構奇特，上下兩層，高若十米，前後

長，左右窄，深邃的大宅給人以深不可測之感；青

磚灰瓦，雕牆花窗，是粵中民居典型的溫婉纖細的

中式大宅。大屋“三進院”，連着大門的前房接天

井，天井後是中廳，接着又是天井；最後，正廳牆

上懸掛“富貴榮華”四個大字，還有遮着部分牆壁下

部的八塊雕刻精美的木質豎屏匾（可惜，我沒足夠

的時間將八塊匾上的文字抄錄下來）。木屏匾原鑲

金箔，歲月的激流洗盡了它們昔日的“鉛華”，還原

了本來的天然質樸。大屋若與現代的高樓大廈比

對，大屋當然不大，左右毗鄰的任何一棟樓房建築

都比大屋高了許多，雖然“孫子”比“爺爺”高大，

但“孫子”仍是“孫子”。大屋雖屬中式建築，但也

洋溢着異國風情。磚雕和灰雕，橫披和掛落，以及

蠔殼窗，都蘊含着典型的中國審美情調；灰雕不單

是花花草草，它們還都有豐富的內容　　“瓜瓞連

綿”、“春魁報喜”、“鸚熊奪錦”，都是中國灰雕

傳統的淋漓展現。但是，青花瓷磚、假天花以及百

葉窗上的半圓彩色玻璃窗，顯然是南歐建築的藝術

體現。西方教堂裡的彩色玻璃窗從來都是教堂最誘

人的景觀，但是人們並不能爬到高處細看究竟；而

盧家大屋的彩色玻璃窗是單面塗彩，從裡向外看，

能見之所見，而從外往裡看，卻是視若無睹。這座

大屋，除了大廳和天井，兩旁與大廳相連而又對稱

的是左右偏房，這不僅是中國儒家傳統觀念中的主

與次、正與偏的表現，也印證了中國傳統的藝術追

求。二層樓的房間雖然獨立，但又都相接相連，從

安全的角度看，大屋又極似一個組織和防守嚴密的

歐洲古堡。

站在大屋中間，環顧前後，至今仍可揣摩當時

這座顯赫大屋非凡之殷實與富貴，以及達官貴人與

盧家主人往來的場面。我彷彿看見當年達官貴人乘

着轎子進入木屏門，過天井，再經擋門，在茶廳下

轎，然後由屋主　　“第一代賭王”盧九將客人迎進

“金玉滿堂”正廳的場景。那個時代的日出日落，已

經沒有清晰的記錄，但是歷史卻被這座大屋挽留了

下來。

我在大屋轉悠了一小時，最後在大門洞裡的另

一側，見到貼牆有一米多高的神龕，磚雕精美細

密，神龕中間有一行豎寫大字：“門官土地福德正

神”，右邊寫有“年月招財童子”，左邊書着“日時

進寶仙官”。很明顯，這個神龕是門神爺兼土地爺

的宮殿，祂們既引導發財致富，又保佑家世平安。

而神龕之外，其左右還有一副醒目對聯：“門從積

德大，官自讀書高”。可見這是一個重“德”和讀

書、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家，信奉積德，祇有積德，

“門”才能大；信奉讀書，祇有讀書，“官”才能高。

在要結束參觀時，我發覺自己被這個寂靜得有

點森嚴的深宅大屋的滄桑氣息包圍着，心裡很敬佩

那些拿着小刀、小鏟做着維修的能工巧匠，他們是

古建築的養護者，或者說是文物、古蹟、名勝的保

護神。他們像歷史的潛水員，正忙着從歲月深處打

撈出當年的豐采神韻。

徵得允許，我又回頭對大屋那些感興趣的結構

和藝術進行拍照。我這個要求，門衛又特別給予關

照。他打開電燈，為逐漸暗下來的大屋增加一片光

亮。因為燈光，我發現一些十分破爛黝黑的地方，於

是便問一位工作人員：“這是怎麼回事？”他告訴

我：盧家大屋的經歷也是坎坎坷坷一波三折  　 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一下子湧進許多“難民”，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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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盧家的“親友”；其實，盧家自己都說不清究

竟都是些甚麼親友，反正就這樣一下子被二十來家

不速之客不明不白地“和平佔領”去了；後來陸續還

有人來“客家佔地主”，於是盧宅從此淪陷。大屋主

人祇好棄屋而逃，盧煊仲的後人就在這時“逃”到了

香港。從此，盧家大屋成了聚集許多窮人的“窮”

屋。聽其描述，大屋雜居的佈局使我想起福建永定

的土樓 　   一個幾乎獨立的社會，祇不過土樓是

圓的，大屋是方的；這又恰似 20世紀 60-70年代北

京四合院混亂不堪的情形。那位工作人員還告訴

我，由於盧家“放棄”了大屋，多年沒有向政府繳納

相關稅款，20世紀60年代又被政府收歸公有。這，

就是盧家大屋，一座記載澳門一段發展歷史，並與

國家命運有着一定聯繫的歷史載體⋯⋯

在我就要走出大門回首再向善解人意的門衛鞠

躬致謝時，抬頭仰望大屋向街的正面，儼然像是一

壁陡峭森嚴的石砌“牌坊”，方方正正矗立着，像要

壓下來，給人以一種威懾之感。其正面中間下方的

大門並不算大，由胳膊粗細的十數根深綠色的鐵棍

從上到下橫向特製而成，人們可以從門外望見屋內

的天井，但是影壁擋住了遊人好奇的窺視之心。左

右兩邊上下各有大窗兩扇，彷彿四隻眼睛，盯着前

方。此時，遙想當年，我忽然覺得這條街上熱熱鬧

鬧簇擁着這座大屋的其它店鋪，極似一些衣冠不整

的轎夫，正抬着“澳門第一代賭王”盧華紹（盧九）

和“澳門皇帝”盧廉若父子二人，搖搖晃晃地正從歷

史深處走來，他們微笑着向路人招手，轎子上掛着

“世界遺產”的字樣，正繞過澳門的街巷，然後又向

未來的歷史深處隱去⋯⋯

2006年 7月 26日草於北京

8月 12日改於澳門

2003 年 11 月參與澳門舉辦的“亞洲建築遺產研討會”的各國專家在盧家大屋考察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