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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炳輝
* *

文化遺產、懷舊意識與城市文化形象

  *吳衛鳴，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  * *陳炳輝，澳門藝術博物館館員。

在全球化環境下，為了在鄰近地區中突顯自身

的優勢位置，各地紛紛為自身尋找獨有的文化論

述，發掘過去的歷史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作為存在

於一地的歷史見證，是當代社會尋求發展的一種重

要資源，透過它去喚起關於某地昔日時空的相關記

憶和情感，並將它提昇成為象徵某地文化形象的外

部特徵，以及城市文化內在意涵的組成部分。

今日澳門以旅遊娛樂事業為經濟的一大支柱，

透過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去建構一個具地方文化特

色的社會環境，是與鄰近地區及在國際範圍保持競

遺產元素在博物館平面設計應用的思考

由耶穌會興建於 17世紀初的澳門聖保祿教堂前壁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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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並持續發展本地經濟特色的最佳手段。而澳門

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推廣，正是要喚起本地市民關注

那些使他們有別於其它的文化特色，同時亦使外地

遊客藉此發現澳門存在的獨特歷史文化。

在澳門回歸祖國後踏入新紀元的今天，澳門的

文化遺產可作為本地尋求發展的文化論述基礎，能

喚起及建構人們對澳門城市的文化想象。為此，澳

門藝術博物館在展示設計上透過對文化遺產元素的

再利用，企盼協助澳門城市文化形象的生成，並以

視覺圖象激發起市民的懷舊情感，重新組合我們的

歷史記憶，賦予文化遺產新的時代意義。

全球化與多維的文化遺產概念

人類在生存環境中的豐富生活經驗與文化累

積，當中包含了社會行為、儀式、審美觀、價值

觀、象徵物等等承傳於人與人之間的特殊文化現

象，這些文化累積往往構成了不同時空中某個民族

或社群的性格與特質。一個族群的性格、文化意識

和歷史記憶常常會投射到物質文化層面上。因此，

無形的文化遺產是在地方歷史脈絡下形成的文化傳

統，是精神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總和；而有形的文化

遺產，則是地方文化精神投射於具體物質上的歷史

見證。它們共同反映着不同地方的人們如何適應自

然環境及其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人類與自然相互作

用所形成的智慧結晶。因此，不同地區的文化遺

產，理應沒有孰優孰劣之分。世界各地都應對自身

的文化遺產進行保護。

一個地區的文化遺產是在歷史過程中漸漸地遺

留下來，同時也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被繼

承，但更多的則漸漸消失。由於自過去的“歷史”到

“現在”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故文化遺產本來就

存在於你我四周，與我們的生活緊緊結合在一起。

它常常有意無意地被呈現、喚起，或被遺忘於我們

的生活角落。

然而，隨着全球化的發展，物質與資訊的快速流

動，逐漸地抹掉了不同社會間的歷史差異，使得世界

各地已不可能再有單一純正的地方文化存在。地方文

化群體被迫去適應世界主流文化，而消費文化與種

種後現代社會現象充塞在日常生活中，使得認同的

意識難以凝聚，一切身份認同已不再堅實穩固。在

這歷歷在目的洪流之中，地方的文化遺產正不斷地

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衝擊和威脅，如何對文化遺產

進行保存和維護，成為各地文化工作的當務之急。

自 20世紀 60-70年代以來，“文化遺產”從人

們生活的空氣中被客體化下來，當它被概念化而成

為法律條文和公約以後，不同地區的人們逐漸地跟

隨着主流意識，提昇對自身文化遺產的關注和保

護。至今有關它的概念，像山洪暴發般地擴展延

伸，從物理性的實體區分出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

遺產，從單體的文化遺產擴展至群體的、甚至與自

然環境之間相互聯繫的遺產群，從可視的、物質性

的擴展至非可視的、非物質性的遺產，等等。

一個多維的文化遺產概念正漸漸地形成以及在

不斷完善當中，而這廣闊的定義，將隨着全球化趨

勢席捲各地，在各自的歷史境遇中生根，形成特有

的詮釋觀點，並左右着各地文化遺產保存工作的方

向及其內涵。一些學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之下，

各地文化會完全漸趨一致化的這個觀點，可能是經

不起考驗的，因為即使是世界工業強國的文化商品

大舉壓境，與在地社群的文化行為部分趨同，但身

處於不同生存環境中的各地人群，亦以其各自的特

殊方式去適應全球化，並且營建出有別於他者的差

異性。我們不能低估處在多元文化相斥或相容的背

景下，個人、團體或社群的適應、創新及想象的能

力。

懷舊意識與文化遺產保護

澳門的歷史文物建築群，於 2005年 7月 15日正

式申報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重新命名為“澳

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有

關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端始於20世紀70年代

末。當鄰近地區對文物建築仍未有應有的保護措施

之時，當時的澳葡政府已於1982年成立 “澳門都市

風景暨文化財產委員會”，為澳門的文物建築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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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 1984年，由前述不具法律效力的委員會，確

立成為具法律效力的“保護建築、景色及文化財產

委員會”，對澳門的紀念物、樓宇、組合體與建築

文化財產作出清晰的甄別。（1）到了1980年代末，委

員會陞格為政府部門，隸屬於當時的澳門文化司署

（今澳門文化局的前身）。自199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成立以後，相關部門隨即改組成為文化局之文

化財產廳，近年一直致力將澳門文物建築群申報世

界文化遺產，以及申報成功後的持續維護工作。

文化遺產的保護運動在澳門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一種“懷舊之情”伴隨着這個運動的起始而展

開，漸漸地瀰漫於整個澳門城區的空氣之中。“懷

舊”（Nostalgia）這個詞，最早由人類學家羅撤爾多

（Renato Rosaldo）提出，原先是用以描述殖民者對

被他們在殖民過程中所破壞的“本土”（native）文化

的一種眷戀之情。（2）克萊頓（C a t h r y n  H o p e

Clayton）則用它來描述殖民者希望重溫昔日殖民時

代的財富、權力和特權的慾望，而這些美好日子，

看來已一去不復返了。（3）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工

作，與“懷舊”有着密切的關係。一位曾參與 20世

紀80年代中期的遺產保護工作的建築師就曾說過，文

化遺產保護的倡導是因為“懷舊之情”而開始的。（4）

雖然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自 70年代末已在澳門

起步，但是在 1987年中葡簽署聯合聲明、澳門進入

後過渡期以後，整個遺產保護工作才有較具體的進

展。這些進展包括投入更多的資源，每年動輒花費

數百萬元進行建築文物的修復工作。澳門回歸以

後，特區政府亦不斷地壯大其文物保護隊伍（5），使

得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終於達至成功。

由於懷舊的情緒與遺產保護運動的起始直接相

關，故自澳葡政府時代過渡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期間乃至今日，它的力度依然絲毫未減，持續不斷

地投射於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之中。不過，今日與

喚起懷舊情緒有關的文物保護工作，已經隨着回歸

後歷史新紀元的到來而賦有嶄新的意義，其背後的

動機和內涵都與回歸之前截然不同了。

在巴羅克式的聖保祿教堂前壁中出現中文字樣顯示了早期多元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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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述與城市形象

今日澳門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對懷舊情緒的

喚起，與澳葡政府最初進行遺產保護工作的初衷已

完全不同了。在今天以旅遊娛樂事業為經濟支柱的

澳門，透過文物保護工作去建構一個具有地方文化

特色的環境，是與鄰近地區及在國際範圍保持競

爭、持續發展本地經濟的最佳手段。而澳門文化遺

產的保護和推廣，正是有想喚起本地市民去注意那

些使自己有別於他者的文化特色、同時亦使外地遊

客去發現澳門存在着獨特的歷史文化的意圖。（6）

處在全球化形勢下的各地群體，紛紛為自身尋

找文化論述的基礎（search for fundamentals），因

為在世界經濟貿易與文化物品廣

泛流通的當今社會裡，地方特有

的“差異性”，往往成為市場上

競爭優勢位置的手段。（7）“傳

統”和“文化遺產”現已被用作

為增加某地的吸引力、吸引外來

者投資和旅遊的重要元素，從而

提昇本土的生活質量。在這個生

存競爭的環境中，透過地方上的

“文化遺產”建構出別具特色的

“地方文化”，顯然是各地藉以

突圍而出的好方法。於是，一套

套述說着自身文化特色的論述到

處湧現。一些原本藉藉無聞的地

方，一下子躍昇成為文化地圖上

的新據點，一個處處充滿“地方

文化特色”的全球性旅遊觀光事業正興旺地發展。

而在過渡期的澳門歷史境況中，由於葡國殖民

時代結束前後的政策影響，以及澳葡政府的去殖民

化（decolonisation）進程，澳門本地在 20世紀 80年

代末期，漸漸出現了一套嶄新的歷史文化論述。

1979年，中葡兩國簽署協定，宣佈澳門已不再處於

殖民地的政治地位，而是一個“在葡國管治下的中

國領土”（8）。此後的二十年間，澳葡政府除了與以

往一樣在政治和法律領域方面付出極大努力外，同

時在歷史、文化、藝術領域方面亦投放了大量的資

源和努力。一時間，整個澳門的城市形象，迅速地

由一個“在東方的歐洲城市”轉變成一個“東西方交

匯的城市”，其特徵是多元文化的開放、寬容、混

雜、交匯和交流，而不是葡人的統治、排外或殖

民。（9）

這種歷史文化論述的轉向，在 80年代末至 90年

代初尤為明顯，大力倡導文化遺產的保護，伴隨着的

是一個有意識地述說澳門“去殖民化歷史”的歷史過

程。一批持有新觀點的歷史學家重新在澳門的歷史材

料中找尋“東西文化交流在澳門”這套論述的證據。（10）

而混雜有中歐特色的建築文物，正好為澳門作為一個

“東西文化交匯點”的說法提供有力的佐證。

這些文化遺產所呈現的本地文化特色，正好為

過渡期間的澳門，以及澳葡政府的去殖民化過程中

所需要尋找的一套用於美化過去、發展未來的論述

覓得文化基礎。而這套論述，亦漸漸地成為今天澳

門的文化學術圈、甚或在旅遊娛樂事業及其它層面

在論述澳門特徵時最常出現的語句，並在澳門回歸

後賦予了一個作為開創澳門歷史新紀元的城市文化

形象。

興建於 1857-1873年的崗頂劇院成為中國境內首座西式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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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展示與文化形象建構

將澳門的文化遺產作為本地尋求發展的文化論

述基礎，而這套論述及相關的文物保護工作，又喚

起一種懷舊情緒，以其建構人們對澳門城市的文化

想象，這種解說似乎可以暫時用來描述近年澳門文

物保護工作的內涵。

具有文物保護工作性質的博物館及它的展示內容

與懷舊情緒（或是感情記憶的投射） 的喚起同樣息息

相關。自20世紀90年代初迄今的十多年間，在澳門這

個彈丸之地就有超過十五間以上的博物館建立起來，一

個“博物館熱”正在澳門燃燒。而這些博物館，大部分

正以不同的角度述說着澳門不同方面的歷史文化。

在眾多的博物館中，有兩間博物館（澳門博物

館和澳門藝術博物館），對懷舊意識和集體記憶的

喚起以及在建構澳門文化形象的工作上，相對而

言較為明顯。正如設計澳門博物館的建築師曾

說：“我們將 （博物館的展示） 焦點集中在老一

輩市民仍然記得的一個不復存在的澳門昔日生活

面貌中，希望在博物館開幕後能激起觀眾的情

感。”（11）

而澳門藝術博物館自 1999年 3月開幕以來，即

以推動藝術教育及通過文化藝術交流以樹立澳門鮮

明的文化藝術形象為目標。總結過去七年該館曾舉

辦過的展覽，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舉辦了不少以澳門本土為主題的展

覽，如“澳門歷史繪畫”常設展、“史密羅夫筆下的

澳門”水彩畫展、“港澳考古聚珍”文物展、“澳門

的回憶空間　　艾柏克攝影藝術展”、“澳門當代繪

畫展”、“永不回來的風景　　澳門昔日生活照片

展”、“尋找澳門   李超宏濠江舊影攝影作品展”、

“館藏澳門黑沙遺址史前陶器展”和“澳門新潮　　

當代藝術展”等等。這些展覽，正嘗試透過藝術品

去表述澳門的文化事物及歷史風貌，為澳門營造地

方文化特色。

同時，藝博館亦舉辦了不少與

外國交流合作的展覽活動，如“文

明之光　　墨西哥古代文物展”、

“巨匠心影　　畢加索版畫展”、

“尼斯新潮　　法國當代藝術展”、

“澳門國際版畫展”、“藍色幻想

　　米羅、畢加索藝術作品展”、

“蔚藍海岸　　法國南部風情海報

展”。透過這些展覽，嘗試在對外

的文化藝術交流中，憑藉文化對照

作用，去辨認和尋找本土文化的獨

特性。

而每年亦與內地的博物館合

作舉辦大型展覽，包括北京故宮

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

館、四川省博物館等等國內重要

文博單位。當中尤以名為“盛世風華”、“金相玉

質”、“海國波瀾”、“懷抱古今”和“妙諦心傳”

等等的清代宮廷文物展覽令人觸目。這些展覽多

選擇以能反映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介角色的

文物，在展示與詮釋的基本方向上述說澳門擁有

中華文化的歷史根源，同時亦宣揚澳門在早年西

洋文化、藝術、知識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所處的特

殊歷史地位。

俄國畫家史密羅夫筆下 20世紀 40年代的澳門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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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澳門藝術博物館更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

上海博物館共同合作，舉辦如“至人無法　　故

宮、上博珍藏八大、石濤書畫精品”、“南宗北斗

　　董其昌誕生四百五十週年書畫特展”等大型展

覽，以及由澳門館策劃組織、邀請海內外傑出華

人藝術家一同參與的“以身觀身　　中國行為藝術

文獻展”等，凸顯澳門在過去、現在及將來一直充

當着文化交流平臺的角色。藝博館希望透過這些

展覽和相關活動，有助於提高澳門市民的文化藝

術視野及欣賞力，為樹立澳門城市的文化藝術形

象發揮作用。

遺產元素在博物館平面設計上的應用

在簡略地回顧了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以及它背

後特有的歷史狀況後，人們就不難理解澳門藝術博

物館的工作方向，是在一個怎樣的社會脈絡中形成

的。藝博館一直十分重視出版物的平面設計及展場

佈置工作，從一開始便考慮到文化積澱的作用，在

博物館展示的設計中，對遺產元素進行多維靈活的

“巨匠心影  　　 畢加索版畫展”展場

2002 年澳門藝術博物館展出的故宮珍藏

“妙諦心傳”大型文物展之畫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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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這些圖象生產，可以建構一個新的文化再現

效果。茲舉幾個在博物館平面設計上對遺產元素再

利用的例子：

一、字體與圖象

中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為世人所贊頌，故

此文字不獨作為主要的實用性溝通符號，而且自

身具有高度的審美價值。在平面設計中，與主題

配合得當的字體將使作品產生令人難忘的藝術效

果。在 2 0 0 3 年舉行的大型文物展覽“妙諦心傳

　　 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展”中，為配合佛教

藝術主題，選用了唐代僧人書法家懷素的書法作

為圖象的主體之一，讓瀟灑清麗的大師書法結合

製作於 18世紀的旃檀佛像，讓人產生一種超塵脫

俗的神聖感覺。而在 2 0 0 2 年舉辦的“海國波瀾

　　 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展”

的推廣設計中，策展者及設計師們決定集合康熙

御筆書寫的“瀾”、雍正御筆的“國”及乾隆御筆

的“海”“波”兩字，讓祖孫三代帝王的雄渾字迹

及其象徵意義注入圖象設計之中，引領觀眾進入

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燦爛輝煌的時代。

二、顏色與象徵

顏色在不同民族及文化中，往往具有不可替代

的象徵性意義。例如在法國國旗中藍、白、紅三色

鮮艷耀目，分別象徵着法國在立法、貴族與公民三

權的平等關係。然而，法國著名新現實主義藝術家

克萊因（1928-1962）則認為藍色代表“獨立自主解

放的精神”， 1962 年他把大量的藍色塗料用於創

作，使一件件藝術作品充滿令人疑惑的神秘感。之

前，他更在裸體女模特兒身上沾上滿身藍色顏料，

然後在畫布上留下了她們身體打滾的印痕。

2000年，在本館舉辦的“尼斯新潮──法國當

代藝術展”中，克萊因的作品亦同時展出。我們決

定以他的藍色藝術作品作為設計意象的重點，並在

文字安排上配合紅、白兩色，令人聯想起法國旗幟

的同時，亦感受到來自法國尼斯蔚藍海岸的藝術家

那種強烈的藝術氣息。

“海國波瀾”展覽之海報設計 “尼斯新潮”展覽之推廣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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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編成英華字典的馬禮遜兩人的墓碑上選取了一片

刻有 19世紀的墓誌文字，將它們拓印下來，作為設

計海報的標題，讓充滿記憶、純真又樸拙的外文字

體再生於現代的設計作品中，散發着電腦植字無法

替代的詩意般的記憶，一種濃烈的鄉土情感透過圖

象設計被重新喚起和創造出來了。

三、喚起記憶

集體記憶是人們文化認同之基礎所在，而失卻

記憶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是難以想象的。藝博館作為

“第五屆澳門設計雙年展”的主辦機構之一，在規劃

活動形象時，思量着如何在這項讓兩岸四地設計師

共同參與的活動中，突顯澳門作為交流平臺的角

色。經藝博館策展者和設計師們商議，最後選

擇了在“爛鬼樓”　　 一個澳門居民無人不曉

的販賣各種古董、文玩、紙料、傢俱及雜貨的

老街區，選擇一片經歷風吹雨打的鋅鐵板建築

物殘件，作為設計圖象元素，去營造一個象徵

超越時空的感性記憶空間，讓海峽兩岸及港澳

設計師在其中相互接觸、交流。

同時，我們於澳門“基督教墳場”　  一

處安葬着英國著名畫家錢納利及首位在中國境

“第五屆澳門設計雙年展”海報設計

澳門基督教墳場中的 18世紀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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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傳統習慣結合

為了達至推廣活動擴大影

響的目的，一些展示的宣傳品

即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去考

慮，例如藝博館在策劃“妙諦

心傳”展覽的戶外推廣活動

時，考慮到舉辦這項重要展覽

正值新春期間，而其間不少百

姓、店舖依然保留着春節張貼

門神的習俗，於是便刻意選用

繪畫於乾隆年間的佛教四大天

王唐卡繪畫作形象，設計成既

可四張合拼成一體，又可兩張

組合成雙或單獨出現的一套四

張海報系列。其結果是不少商

戶把成雙成對的海報用作為

“門神”貼於門上，這樣一方

面達到裝飾商店的效果，同時

亦透過市民的不自覺參與和投

入，讓展覽的消息傳遍大街小

巷，更使故宮珍藏的文物圖象

在澳門形成了一道吸引遊人注

目的風景線。

文化遺產是體現人類創造

力、表現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

獨特生活方式和社會變遷而有

助於人類自身反省的不可多得

的參照資源。澳門藝術博物館

在平面設計的規劃實踐中，對

設計元素的選擇及對文化遺產

元素的利用，與其說是出於視

覺上的考慮，不如說就是一種

文化判斷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選擇適當的具象徵意義的

“四合一”的“妙諦心傳”海報

商店以澳門藝術博物館

之宣傳海報當作門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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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元素，以配合突顯本地的城市文化形象，同時

以視覺圖象啟動人們心中朦朧的意象和記憶，一些

似曾相識的人類智慧或歷史痕跡，透過視覺媒界在

人們的日常生活四周逐漸呈現，使得文化遺產 （包

括有形的和無形的） 透過集體記憶的再創造，把人們

之間及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並

與當下的生活色彩結合，營造出嶄新的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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