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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群

澳門文化具有中西交匯的特色，其形象體現之一

就是澳門的文物建築。

為了配合澳門新世紀發展的需要，澳門自然景觀

和人文景觀的具體設計和有效整治必須要全盤規劃和

具有現代氣派，尤其需要突出自身的獨特性和深刻的

歷史感。為此，特區政府將澳門文物以“澳門歷史建

築群”為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這次申報建築文物以媽祖閣廟、港務局大

樓、鄭觀應故居（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聖堂、伯

上海《社會科學報》〈澳門專版〉報道

編者按：澳門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多元文化，具有中西交匯，歐亞合璧的特色。21世紀初，在

澳門社會發展、產業轉型、環境變化的歷史大背景下，澳門文化這一元素可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繁榮、經濟增

長、百業興旺的一個重要動力。本報特闢專版，對澳門文化的發展予以特別關注。

多祿五世劇院（崗頂劇院）、民政總署大樓（舊市政廳

大樓）、仁慈堂大樓、大三巴牌坊（聖保祿教堂遺

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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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景點組成的澳門歷史建築

群，將構成珠江三角洲澳門入口第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文物之旅

為了使更多人認識澳門的文物建築，增加對澳門

歷史的認識，發揮澳門文物的旅遊文化價值，文化局

前不久設計推出三條“文物之旅”路線，以一個中心

主題串聯，涉及澳門五十多個文物景點，包括教堂、

本報特派記者　柳　明

澳門：精彩紛呈的文化景觀

　　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報》（Social Sciences Weekly）2002 年 5月 16日

總第819期 /改版第19期，以第8版整版篇幅作〈澳門專版〉報道，刊出該報特派記者

柳明撰寫的報道：〈澳門：精采紛呈的文化景觀〉，以及特約作者顧衛民（上海大學教

授）和王岳川（北京大學教授）的兩篇文章：〈閱讀澳門《文化雜誌》〉、〈狂歡與冷靜

的共生〉，共配上十二幅反映澳門回歸新貌、文化活動和建築文化遺產的彩色圖片以及

梁披雲先生的題辭“澳門歷史一刻”，圖文並茂，生動活潑地介紹了澳門回歸祖國兩年

多來文化工作的耕耘收獲，並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豐富內涵及其當代性與創造力重新予以

評估。該報當天頭版以“要聞導讀”的標題形式突出地介紹〈澳門——精彩紛呈的文化景

觀〉，解說道：“澳門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多元文化，具有中西交匯、歐亞合璧

的特色。21世紀初，在澳門社會發展、產業轉型、環境變化的歷史大背景下，澳門文化

這一元素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繁榮、經濟增長、百業興旺的一個重要動力。”為了讓關心

澳門文化工作的讀者朋友們更具體地瞭解上述文章的內容，本刊徵得《社會科學報》允

許予以全文轉載，謹此向許明社長及三位撰稿人順致謝忱！

‧本刊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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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具藝術價值建築物及各類公園。文化局特別印

製《文物之旅》小冊子，可供遊人隨身攜帶，作體驗

澳門歷史之用。為配合信息時代發展，已將澳門所有

文物資料放上國際互聯網，使用中、葡、英三種語

言。同時推廣宣傳認識澳門文物的工作，舉行“澳門

文化建築之全澳中學巡迴展”活動，以及“文物大使”

計劃。這兩項為期一年的大型活動，目的就是讓更多

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深入認識澳門文化遺產的價值，

深化對澳門歷史的瞭解，借以增強全體澳門人的文化

認同感。在“文物大使”培訓的同時，《“澳門文物建

築群”全澳中學巡迴SHOW》在澳門所有中學連續巡

迴展出，每所學校展出一星期。這個展覽由 64 塊精

心設計製作的展板組成，連綿數十米，規模宏大。展

覽內容包括澳門被列為“文物建築”的128座中西建

築的新舊圖片，並配上有關建造年代、建築的藝術特

色及歷史演變的文字說明，設計生動，具有知識性和

趣味性。展覽期間，文化局派出專業人員，為學生們

舉行“澳門文化遺產講座”，以鼓勵和提高學生對保

護澳門文物的興趣。

特色藝術

在特區政府總體的文化政策指導下，澳門文化局

舉辦的文化活動相當重視積極的文化內涵的開拓。

2001 年度著重開展了如下工作：

1）關注澳門中葡文化特色的延續和發展。中葡

文化的延續在澳門回歸之後具有特殊意義。澳門的文

化特色需要新起點和新發展，這樣的“澳門特色”才

有積極意義。為此，復活節安排了“彌賽亞”音樂

會，澳門藝術節演出了原創大型舞劇《澳門新娘》。

2）介紹外來文化藝術和推動本地區文化藝術活

動並重，藝術節引入了九個外地節目和五個本地節

目，國際音樂節亦具此種特色。

3）為推動本地區的藝術創作活動與國際文化藝

術活動接軌，提昇本地區的文化水準，提高市民的藝

術認識水準，文化局今年安排了“澳門青年音樂比

賽”、“走進藝術宮殿”、“澳門設計雙年展”等適

合市民參與的藝術活動。

4）為使澳門市民加深對祖國的認識和感情，澳

門文化局在弘揚祖國文化藝術，特別是優秀的傳統文

化藝術方面，安排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

用印展”、“省港澳粵曲名家匯濠江音樂會”等項目，

受到市民普遍歡迎。

走進藝術宮殿

為普及藝術教育、促進澳門學生美學修養和文化

素質的提高，澳門文化局於 2001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一連五天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辦面向高中學生的

“走進藝術宮殿”大型活動，其中包括“花季年華樂飛

揚——高中生交響音樂會”及“中外書畫藝術觀賞”兩

大部份。這個活動得到澳門眾多學校的支持和歡迎。

有來自 19 所中學近 6,000 名高中學生報名參加。為

此，文化局屬下的澳門室內樂團特邀多位樂師加盟，

組成編制完整的交響樂團，並邀請中國著名指揮家、

音樂教育家俞峰擔任指揮，演出著名的音樂故事管弦

樂曲〈彼德與狼〉、〈青少年管弦樂入門〉以及〈梁

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片段為主的普及曲目。

演出過程中作即時講解，以便使每一位學生在欣賞過

程認識各種樂器及其互不相同的音色和作用，瞭解交

響樂團的結構，初步掌握欣賞交響樂的基本藝術規

律。在聆聽音樂後，主辦單位繼續引導學生們進入文

化中心另一部份——藝術博物館，參觀澳門收藏的藝

術珍品及兩項有代表性的展覽：藝術大師畢加索的版

畫展《巨匠心影》及《選堂雅聚——饒宗頤書畫藝術

展》，精彩的作品加上導賞員的講解，為學生們上了

一堂形象生動的中西造型藝術欣賞課。

音樂世界

2002年2月25日至26日，澳門文化局舉辦了專門

為中學生度身訂造以“領略弦樂豐富的藝術體裁”為題

的“走進音樂世界”藝術教育音樂會，選擇多首曲目，

把不同風格的各類管弦樂曲介紹給學生，演奏的樂曲包

括〈節日序曲〉、〈藍色多瑙河圓舞曲〉、〈西班牙舞

曲〉、歌劇〈卡門〉選段、電影音樂〈舒特拉的名單〉、

〈星球大戰〉以及三部歌劇獨唱、二重唱曲目。澳門文

化局特邀上海音樂青年交響樂團與澳門室內樂團合作，

由著名指揮家張國勇執棒，為澳門學生舉行六場音樂

會。每首樂曲演奏以前，指揮先為學生們講解樂曲的時

代背景及欣賞的方法，在全體樂師的傾力合作下，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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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十七所學校的6,000多名高中學生興致勃勃地參加

了這次大型的藝術教育活動，全心投入欣賞高雅音樂的

藝術境界之中。樂團的演奏引導著學生步入音樂的殿

堂，使學生們認識到高雅音樂、古典音樂不是高不可

攀、深不可測的聖物，而是陪伴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食

糧。澳門有不少家境窘迫的學生，過去從未去過文化中

心，更不用說到劇院聽音樂，他們參加了“走進音樂世

界”學生藝術教育音樂會，其心靈的震動難以言表，記

憶也將終身難忘，音樂的甘霖滋潤了他們乾涸的心田。

親親藝術工作坊

為改變以往展覽會傳統的單方面灌輸展示方式，

澳門文化局在第十三屆澳門藝術節《鏡海瑰寶》展覽

期間，在同一場地內，推出一系列適合中小學生和幼

兒的“親親藝術工作坊”，由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

學校師生協助指導，輔以新的概念設計，以提昇兒童

的創意為目標，培養澳門的下一代對視覺藝術、平面

和立體空間的概念和欣賞能力，並根據不同的年齡輔

以澳門歷史建築和其它方面的知識，用互動的方式，

開創展覽會帶動工作坊的新模式。家長、老師和學生

們表現了前所未有的融洽和互動，參加工作坊的總人

數達到 5,542 人次。小藝術家們所創作的 1,500 件優

秀作品在《鏡海瑰寶》書畫、攝影、海報展覽期間，

和澳門164位藝術家的240幅作品同場展出，成為澳

門藝術展覽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事。

文化局經過不到一年的努力，收到了令人欣慰的

成果。今年2月份“走進音樂世界”活動時所做的問

卷調查顯示：44%的澳門中學生已不是第一次欣賞古

典音樂；73%的中學生會把參加“走進音樂世界”活

動告訴家人和朋友；有62%的中學生以後會買票聽這

一類型音樂會，欣賞高雅音樂。提高藝術修養的風氣

在澳門的中學生中逐漸形成。普及藝術教育在健全青

少年的心智、開啟創意、提昇情操、淨化靈魂及各方

面的人文培養，有著不可取代的功能，是“百年樹

人”的基礎工程，是一項具有現代意義的文藝復興運

動。正如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參選時所指出：

“⋯⋯文化的根本使命，是別無選擇地必須落實到每

一個人的生命深處，建立起一個健康、有道、自覺、

親切、理性的精神世界和心靈宇宙。⋯⋯我們萬萬不

能忽視文化使命。特區政府必須盡一切努力，投入到

人的改良、人的復興、人的進步、人的完美之上！澳

門的未來和市民的福祉，寄托於此，成就於此，確證

於此！”（何厚鏵參選政綱《知難而進、共創新機》頁

31， 1999 年。）

閱讀澳門《文化雜誌》

上海大學　顧衛民

澳門《文化雜誌》是一份集學術性和時代性的報

導澳門文化動態、介紹有關澳門文化歷史研究的季

刊。近年來，它越來越受到內地學術界及社會各界的

關注。它創辦於1987 年，由當時的澳門文化學會主

辦，不久該會改為澳門文化司署，繼續接辦。特區政

府成立以後，非常重視澳門文化事業，大力鼓勵對澳

門地方歷史及文化的研究，在特區文化局的關心和倡

導之下，該刊得以沿辦不輟。

《文化雜誌》具有一些重要的特點：1）重視研究

澳門地方歷史及文化。澳門城市作為東西方文化的橋

樑，其形成和發展具有許多獨特的性質。該刊刊載了

許多有關澳門城市起源、葡人與土著在城市變遷中的

角色與作用、澳門與歐洲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的論

述，這對於澳門城市本身文化價值的認同，以及與其

它城市史的比較研究，均存有益的參考價值。2）以澳

門為中心展開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澳門作為中西

交通的橋樑，自16世紀以來，許多重要的文化活動均

肇始於此。舉凡西方宗教的東來、西學（天文、曆

算、輿地、醫學、生物、物理、哲學、藝術）東漸、

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儒、佛教）及民間信仰如媽祖崇拜

的變遷，外來移民及土著居民人種血統之混合，均是

該刊詳加討論的對象。3）該雜誌介紹了一些近代著名



188

報

道

上
海
︽
社
會
科
學
報
︾
︿
澳
門
專
版
﹀
報
道

文 化 雜 誌 2002

人士如大汕、孫中山、鄭觀應等在澳門的行止與活

動，豐富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內容。4）原始資料的發

掘和整理。該刊闢出相當篇幅，刊載澳門及相關原始

資料，諸如早期西人的日記和遊記，中國歷代朝廷官

牘文庫及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有關澳門的記載。5）重視

發掘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澳門在歷史變遷中形

成了眾多的廟宇、教堂、城堡、炮臺及中西合璧的民

居及行政建築，它們是中西民族交往和文明交融的歷

史見證。《文化雜誌》專門出版了《澳門四百年城市建

築遺產特輯》，詳細討論了澳門城市歷史建築的文化

價值及基本特徵，公佈了澳門有關建築遺產的立法及

專家討論塑造澳門城市文化形象的論文，這不僅加深

人們對於澳門作為人類文明獨特遺產的認知，對大陸

內地的城市規劃亦具借鑒意義。

狂歡與冷靜的共生

北京大學　王岳川

21世紀的中國處在古、今、中、西四元整合交匯

處，澳門在顯示出一種“文化考古學”與“文化現象

學”意義的同時，也會為新世紀的“中國形象”的更

新，為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做出新的努力。

澳門文化的“中西交匯性”，使澳門文化在後現代

時期對中國和西方都具有全新的啟迪。西方宗教背景和

中國文化語境使澳門文化擁有了差異性、多向思維性及

邊緣性的特徵。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澳門不乏雙語

精英，他門一般都既操中文又操葡語，甚至也操英語，

故而能在多種語言組合之下出現一些發散性思維。並

且，在澳門的文學藝術中，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

還是音樂、美術，都具有獨特的跨文化特性。

更深入一層還可以看到，由於長期處在殖民語境

與後殖民語境中，澳門文化又具有了某些後殖民文化

特性。也就是說，澳門在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上，出

現了大三巴牌坊和葡京大酒店這種相互對立的文化象

徵。大三巴牌坊帶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宗教意味，而葡

京大酒店卻是一座著名的賭城。這兩個文化象徵在靈

魂與肉體兩方面，在向上昇華與向世俗復歸方面形成

一個強大的張力場。單以大三巴牌坊或葡京大酒店來

象徵澳門都不全面，正是這兩個差異性極大的文化闡

釋代碼構成了澳門文化中靈與肉的特色。澳門文化中

不僅包含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質，也殘存著一些

區域文化，因而顯現出民族的微妙對抗性與和諧性的

統一。然而，她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單向灌注，

所以在文化身份認同上有一個逐漸由西化走向多元

化，再走向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特徵。

在文化審視中，還須注意她的後現代狀態。簡單

地說，澳門文化典型地體現了後現代的某些特色，在

金錢與慾望，狂歡與冷靜，富人神話與法制制約等方

面得到一些綜合。但她又具有文化的焦慮。這種焦慮

在於，西方文化尤其是那種淘金文化使人的慾望的合

理性獲得充份的承認，在澳門的賭場上就呈現出一種

狂歡的狀態，而嚴格的法制和紀律又使狂歡與冷靜統

一。澳門是富人的天堂，在大眾文化、法律文化、精

英文化和商業文化中獨以商業文化為其特徵，這就是

它的消費主義的平面化狀態。

澳門在後殖民語境和後現代狀態中也出現了“審美

文化”傾向。在宗教上，無論是信仰佛教、基督教，還

是信仰伊斯蘭教以至其他各種宗教，都獲得了合理性；

在藝術上，澳門的現代畫展和傳統畫展都有不俗的表

現，而澳門畫家石虎、郭桓等的藝術，則帶有明顯後現

代意味；在文學上，則一方面具有後現代性，一方面也

具有戲劇性、平面性、調侃性和雙語雜糅性的市民文化

的審美待徵；在文化狀態上，具有文化的創造力。

應該說，澳門文化既是一種具有文化交流考古式

意義的“博物館文化”，從其“文化地層分佈”中，

分明殘留了眾多中西文化交流時的歷史足音和歷史記

憶，又有知識考古學的價值，從西方傳教士經澳門而

入中國的種種歷史遺跡，也能夠從一個側面考察中國

現代化的進程，並在清理了“盲視”以後，對中國文

化的自我更新提出歷史的“洞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