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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世界遺產的保護
與歷史性城市景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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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甬，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 (上海) 執行主任。

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城市景觀特點

隨着16世紀“東方新航路”的逐步開闢，葡

萄牙人為了更好地控制和開拓海上貿易線，並與

中國市場接軌，最終選擇了澳門半島定居，從而

使澳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繼站。

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在1999年12月14日的《羊

城晚報》中有一篇文章〈澳門文化的三稜鏡〉。文

中說道：“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

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

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是明

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門。”傳教活動是這次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導，澳門成為天主教教廷在遠

東的傳教中心，進而帶動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深

澳門申遺成功十週年之際的思考

層發展。與葡萄牙採用武力征服果阿與麻六甲不

同，在澳門，由於明清政府的強盛國力和嚴格管

理，華洋之間更多是因為共同的商業利益而相互

寬容、協作，表現在宗教、管理、教育、衣食住

行、血統語言、風俗禮儀等各個方面，形成獨特

的“澳門文化”。

在城市景觀方面，東西方邏輯的相互呼應和

混合尤為明顯：一方面是葡人在澳城內按照自己

的建城思想進行建設，比如在澳門半島上，葡萄

牙人選擇了兩座山之間的狹長地帶作為城址，並

在城市的制高點建設宗教建築和防禦體系。因

此，城市景觀從外部看是隨着山勢起伏，宗教

建築和炮臺山巍峨聳立，主導了城市的天際輪廓

線；而城市內部則通過“直街”確定了城市空間

如果與中國古代城市比較，澳門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異類：選址、城防體系、形制與格局以

及規劃與建築藝術等方面無一符合中國傳統的建城思想。而它卻在中國的土地上，從一個孤懸

海外的小島倔強地依着它自己的邏輯走過了四百多年，最終形成一個繁榮的國際城市，不得不

說是一個奇跡。有學者指出澳門不是土生土長的，而是“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
(1)
，確實很有道

理。澳門因其特殊的歷史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景觀，也因為其“突出普遍價值”而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今天，澳門也面臨着城市景觀保護與發展的新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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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博爾傑作品：1835年澳門自南灣望西望洋山景觀

[圖2] 博爾傑作品：1835年澳門媽閣廟前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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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發展方向，建立了一系列形式豐富、類型

多樣的公共建築和城市公共空間。另一方面，澳

門半島上原來的鄉土文化繼續得以保留和發展，

譬如講究風水，具有傳統中國空間結構特色的民

間圍屋建築、宗教建築以及街巷空間等等。

四百多年來，澳門在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

互相影響的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了或中西

合璧、或相映成趣的獨特的城市景觀 [圖1] [圖2]。

因此，“澳門歷史城區”的城市景觀是非常富有

特色的，包含了建築群與自然地形地貌、傳統多

元文化的融合，呈現出的自然與人工要素相融合

的景觀，在建築美學、社會文化和生態角度都具

有特別的價值。

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因為符合世界遺

產的第 ii、 iii、 iv和vi四條標準被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澳門歷史城區”雖然是澳門城的一

部分，卻是其中最核心，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部

分，保留着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古老街道、住

宅、宗教和公共建築，見證了東西方美學、文

化、建築和技術影響力的交融。
(2)

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城市景觀現狀

由於受葡萄牙的影響，澳門很早就借鑒歐洲

發達國家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先進方法，並且

得到了很好的實施。1984年、1992年相繼通過   

“政府法令”的形式確定遺產保護措施；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又

有相關針對世界遺產保護以及周邊樓宇的高度控

制。玫瑰堂、聖老楞佐教堂等歷史建築得到了很

好的保護和功能保持；鄭家大屋、望德堂坊等遺

產的保護與活化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2013年

澳門頒佈了〈文化遺產保護法〉(第11/2013號法

律)，文化遺產保護納入了嚴格的法律框架中，

以文化局為主導的文化遺產調查、評估、規劃、

管理等的保護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可以說，世界

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在保護方面已經積累了相

當多的經驗，並且有很多創新，非常值得國內外

同類型世界遺產地以及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

街區借鑒。

“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十週年之際，在

總結澳門遺產保護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同時，

我們也有必要對澳門遺產保護以及城市發展目前

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為更加美好、繁榮、

宜居的澳門提供新的思路。從對澳門歷史城區的

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下半葉以來，澳門

的城市景觀發生了諸多持續的變化。

首先，在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遺產地

和緩衝區內部，各種城市景觀構成要素發生着持

續的變化。如歷史街道兩側的很多建築已經在

1960年代開始的經濟迅速發展以後發生了很大改

變。這些建築從過去的二三層變成少則五六層，

多則十五層以上的大廈；如在旅遊密集區域，雖

然歷史建築上的商業廣告店招等得到了較好的控

制，既很好地尊重了歷史建築的原有特徵，同時

也凸顯了商業文化與特色 [圖3]，但是在一些非

歷史建築的立面上，商業廣告店招往往更多考慮

商業的需求，而沒有很好地與歷史環境與特色城

市景觀協調。[圖4]

這些變化逐漸改變着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

區”的城市景觀特點，從而對世界遺產的真實性

和完整性帶來巨大的挑戰。因此在世界遺產“澳

門歷史城區”遺產地與緩衝區範圍內如何針對既

有建築的改善翻新以及旅遊業所帶來的這些變化

進行管理，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其次，在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緩衝區

以外的城市整體景觀也發生着持續的變化。隨着

1960-1970年代澳門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大量

的內地移民進入，澳門的城市空間不斷拓展。從

1983年的地形圖可見，澳門開始向北和向東擴

展；1986年以後，澳門半島又進行了新的一輪大

規模填海造地工程，而且這些新填海區也隨即被

開發為高層的商業大廈、住宅樓宇等。南灣填海

區的“新葡京”、“美高梅”等摩天大樓已經成

為城市新的地標建築 [圖5]，取代了歷史的城市

景觀中以山體和宗教建築、防禦建築等為地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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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與歷史環境衝突的商業店招

[圖3] 尊重歷史建築特徵的商業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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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也改變了歷史的“山、海、城”之間的關

係。由於土地經濟價值驅使，這種以高強度、高

密度為特點的開發所帶來的城市景觀變化還在繼

續着。

因此，隨着澳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

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遺產區及緩衝區面臨着

嚴峻的城市景觀保護和協調的問題。2008年，世

界遺產委員會提醒，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

周邊的高層建築開發威脅到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

性，要求對此採取措施。特區政府已迅速回應和

解決這一問題。但考慮到此類問題極可能再次發

生，2009年，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政府能對世界

文化遺產在視覺上、功能上與其周邊更廣闊的城

市範圍之間聯繫進行說明，並建立合適的法律和

規劃工具來保護這種聯繫。
(3)
 可見，“澳門歷史

城區”的保護困境在於處理重要景觀的保護與城

市建設壓力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世界遺產緩衝區

之外的城市開發所帶來的影響。

而同時，我們注意到澳門經濟的發展也面臨

着從製造業、輕工業向博彩旅遊業為主導的多元

化發展轉變，整體就業和生活環境品質的提高成

為澳門城市重要的發展目標。因此，文化遺產資

源和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觀對於城市可持續發展的

作用將越來越突出。針對當前主要由經濟規律主

導的城市發展模式和城市景觀變化的趨勢，如何

識別和管理這些變化，建立城市發展與遺產保護

的良性互動，是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從澳門世界遺產保護

到“澳門歷史性城市景觀”管理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為了更好地保

護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也為了更好地改

善和凸顯澳門城市景觀，可持續地發展城市，需

要有新的思路與工具。

2011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建議

書〉，這種被稱作“歷史性城市景觀”(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簡稱 HUL) 的方法在時間上和

空間上把城市視作一個連續體 (而不是將歷史城區

單獨割裂)，提出有必要更好地設計城市遺產保護

戰略，將其納入到更廣泛的城市整體可持續發展目

標中，並整合到城市空間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進

程之中。
(4)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歷史性城市景

觀”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遺產類型”。相反，這

一概念是為城市保護增添了一種新的視角：一種

更為廣泛的“地域性”視角，同時更加重視歷史

城市的社會和經濟功能；一種旨在應對現代化發

展的對變化進行管理的方法；也是針對現代社會

對歷史價值所具有貢獻的重新評估。在方法上，

“歷史性城市景觀”強調對變化的管理，是對在

歷史城市或其周邊地區發生的、由市場驅動的城

市發展過程的預測和管理，而不僅僅是規劃。

因此，澳門目前很有必要在對澳門世界

遺產“澳門歷史城區”保護的基礎上，採

用“HUL”這一國際上全新的歷史城市保護理念

和方法，建立“澳門歷史性城市景觀”管理的機

制。具體的內容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其一，採用“HUL”的“歷史層積”(historic 

layering) 分析法全面系統分析澳門的城市發展

過程及城市特色。澳門城市的形成、發展的歷程

非常獨特，其城市特色在世界眾多歷史城市中也

非常明顯。因此，從整個澳門歷史發展的角度研

究澳門自然、空間和人文等方面的演變規律，其

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的歷史特徵，是澳門遺產保護

與城市規劃的重要基礎。可以通過“HUL”的     

“歷史層積”(historic layering) 分析法進行系統

的研究，包括對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社會、

經濟、文化和技術等因素作用下自然、空間和人

文要素及其整體特徵的變化規律，不同歷史時期

歷史資訊的疊加特徵，如土地利用方式、空間格

局、街道、肌理、建築等。

其二，從遺產保護和城市發展兩個角度研究

當今澳門面臨的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問題。需要在

理解澳門城市特色、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現狀的

基礎上，對澳門遺產區域的整體歷史環境品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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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價，並對影響澳門遺產區域及其周邊歷史環

境品質的因素進行分析，從而從制度、政策、技

術等方面明確問題的癥結。

其三，研究澳門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

在視覺上、功能上與其周邊更廣闊的城市範圍之

間的相互協調關係以及必要的空間管控策略。如

對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當前周邊城市景觀

進行評估，將影響城市景觀特色和空間環境品質

的各類要素進行整合分析，特別需要通過視覺景

觀控制引導規劃對新開發項目的高度、體量、色

彩等實施有效管理，保護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

區”獨特的“山、海、城”空間關係。

第四，應該加強遺產保護與城市規劃在法規

和管理層面的銜接。2013年澳門頒佈的〈城市規

劃法〉(第10 / 2013號法律) 第六條“總體規劃的

目的”第(四)款規定“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整體

範圍”“遵從規範保護屬文化遺產的被評定的不

動產的法例規定，列出保護屬文化遺產的被評定

的不動產的指引性原則”；第八條第 (三)、(四) 

款規定總體規劃的技術報告包括“保護和優化環

境的指引性原則”，“保護屬文化遺產的被評定

的不動產的指引性原則”；第十七條第(三)款規

定“涉及“澳門歷史城區”、被評定的不動產或

緩衝區的城市規劃草案，須在文化局的參與下，

由土地公務運輸局編製”；第(四)款規定“編製城

市規劃草案時，須確認和考慮既有或正在編製的

規劃及草案，尤其是‘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及

管理計劃和局部計劃，以確保必要的相容性。”

可見，針對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空間管控措施的

制定主要由文化局承擔，但總體規劃應該對相應

區域進行指引性原則的規定。再次，現有的對於

影響歷史城區和其他遺產保護的研究和行政法規

尚未形成系統性。如澳門特區政府針對一些具體

地段新建設項目對歷史城區的影響也發佈過行政

法規，如〈第83/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對東望洋

燈塔周邊區域興建樓宇的容許最高海拔高度進行

  [圖5] 從新葡京大樓鳥瞰澳門半島整體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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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規定。但這些研究或規定都是對特定的區域分

別進行的，沒有對遺產區域以外的區域進行整體

系統研究，容易造成遺產保護方面的被動。

第五，採用“歷史性城鎮景觀”的方法建立

整個澳門的城市景觀的管理機制。在快速發展過

程中，澳門城市景觀的保護、延續和發展是一個

亟需解決的問題。當務之急是針對澳門半島、氹

仔和路環三個地區的“山、海、城”的特點分別

制定城市景觀的管控措施：保護自然遺產和文化

遺產，提供多樣化的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間；

改善各個區域的景觀和環境品質，構建富有特色

的整體景觀。其中有兩個重要關係需要特別重

視：一、整體空間格局關係研究，包括山、海、

城關係，澳門半島與路環、氹仔的山體系統、沿

海岸線城市空間和土地利用特色等；二、歷史城

區、既有城區與新城區的城市特色關係研究，包

括高度、密度、肌理特色、騎樓建築文化的特色

以及新城區的城市特色塑造等。

[圖5] 從新葡京大樓鳥瞰澳門半島整體景觀

結 論

從澳門世界遺產保護到“澳門歷史性城市景

觀”管理，並不是研究範圍的簡單擴大，而是試

圖在傳統與現代、自然與人工、建成與非建成環

境之間尋求一種新的結合，這既是對“澳門歷史

城區”這類活態世界遺產真實性、完整性保護的

方法，同時也是對世界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之間

良性互動的積極干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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