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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澳門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

張廷茂*

RCC100-3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現為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晚清澳門
番攤賭博專營研究》《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澳門歷史文獻輯譯》(第一輯) 等。

創刊於1987年的《文化雜誌》中文版迄今已
經走過了三十個春秋，並將迎來出版發行滿一百
期的重要時刻，誠乃可喜可賀，值得加以總結。

《文化雜誌》是在澳門迎接新時期的重要時
刻誕生的。1979年，經過多年努力，中葡兩國建
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為澳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
基本的政治前提和框架，也預示了澳門歷史新時
期即將到來。1987年3月，中葡兩國經過協商談
判簽訂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雙方議
定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
主權，澳門由此進入過渡期。值得注意的是，中
葡雙方對澳門歷史文化的普世價值給予了充分肯
定，強調了澳門文化中西合璧的獨特個性及其在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貢獻，並在保護和發展
這一特色方面達成了諸多共識。在此背景下，澳
葡當局決定由澳門文化學會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出版一份以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特色及其在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獨特作用為主旨的刊物 ——
《文化雜誌》。1988年，為加強對澳門現階段文
化事業的領導工作，文化學會改組為澳門文化司
署，《文化雜誌》繼續在該機構主管下以中葡英
三語同時出版發行。澳門回歸祖國後，《文化雜
誌》葡文版和英文版合併為外文版，而中文版則
保持原有的規模繼續出版發行至今，迎來了出版
發行滿百期的重要時刻。

《文化雜誌》創刊伊始，就確立了其辦刊宗
旨與標準：“ 文化雜誌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雜

為《文化雜誌》中文版百期而作

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
西方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
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葡中兩國之間的密切往
來。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
章，祗求學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 回歸之
後，辦刊宗旨調整拓展為：“ 推動東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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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
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三十
年來，《文化雜誌》始終貫徹其辦刊宗旨，刊載
了大量符合其宗旨的文章。據統計，除了原作輯
錄、會議致辭和各種文化消息外，《文化雜誌》
中文版共刊登上述主題的各類署名論文一千五百
餘篇，涉及澳門歷史文化、葡萄牙在東方的存在、
中西文化交流、現當代澳門文學藝術、中葡歷史文
化譯介等多個研究方向。綜覽《文化雜誌》各期論
文，下列幾個方面體現了它的鮮明特色，因而確立
了它在當代澳門文化史上的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鮮明的主題導向

《文化雜誌》中文版創刊以來，始終貫徹最
初期確立的辦刊主旨，以挖掘澳門歷史文化特色
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獨特貢獻為主題導
向，發表了大量有關該主題的論文。據初略統
計，該刊先後發表澳門歷史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
史的研究論文一千零七十餘篇，約佔總篇數的七
成以上。這些論文圍繞澳門歷史進程、中葡兩個
族群的相互關係、澳門文化的特色及其地位等展
開討論，涉及了澳門歷史文化眾多領域的課題。

早期中葡關係與葡人入居澳門：葡人入居前
澳門半島的華人村落；中葡關係開始的起點考
訂，早期來華葡人在粵活動史地考證，早期來華
葡人在閩浙地區的通商衝突，澳門正式開埠的時
間，澳門開埠時期的歷史觀察，澳門西文名稱來
源考證，澳門葡人居留地的形成。

澳門海上貿易與海上絲綢之路：明代澳門貿
易的發展，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貿易，耶
穌會參與澳門－日本的貿易活動，明代澳門－日
本貿易中的黃金，東南亞與明末澳門海上貿易，
澳門與帝汶檀香木貿易，明清交替之際澳門的海
上貿易，關於18世紀末澳門海上貿易的註釋，
葡、中、荷商人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茶葉貿
易，鴉片戰爭前中國政府對澳門海關的管理，清
代中葉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關係，19世紀澳門的
苦力販運，澳門歷史上的鴉片貿易，澳門在近代
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澳門多元文化的共存與交流：葡萄牙詩人在
澳門，中葡、葡中字典的歷史與書目，禪宗在澳
門及南海的傳播；佛教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澳
門道教文化誌略，葡中關係背景下的中文翻譯學
校，澳門與中國油畫的發祥，澳門婚俗中的文化
交融，澳門與媽祖文化的發展；媽閣摩崖第一詩
考釋，16-18世紀西方文化對澳門地區的影響，
澳門詩詞見證的澳門歷史文化，澳門民間歌謠的
淵源；16-18世紀澳門文化特色的形成，澳門與
中國新國畫的發祥，20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澳
門宗教文化的本土化特色。

澳門與天主教東傳：耶穌會士范禮安與澳
門，澳門高等教育的第一章，澳門聖保祿學院教
育體制與財務問題，16-18世紀入華葡籍耶穌會
士，康熙年間的西洋傳教士與澳門，清代基督教
弛禁與澳門交涉，1719年教皇信函滯留澳門始
末，16-19世紀的中學西傳，乾隆禁教案與澳門，
馬禮遜在澳門的文化活動，18-19世紀葡萄牙神父
在北京，清前期西醫入華與京澳關係，澳門與西
江流域的宗教文化聯繫，澳門在基督教第三次入
華中的地位和作用，19世紀澳葡江沙維的文化貢
獻，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澳門土生葡人族群之歷史文化：明清之際中
西血統之混合，一種土語的生存和死亡，《澳門
記略》中所反映的土生葡語，澳門土生的家庭與
族群性，明清時期中葡通婚現象，澳門土生葡人
像冊，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澳門土生葡
語方言資料比較，土生葡人飛南第，土生葡人藝
術家馬若龍，20世紀土生葡語遺存考察報告。

澳門城市建設與建築藝術：除了下文將要論
及的澳門建築遺產專輯外，另有多篇論文論述了
澳門建築文化的發展歷史，例如：澳門聖保祿學
院會院教堂建築平面佈局，澳門聖保祿教堂前壁立
面建築，澳門天主之母教堂正立面藝術圖像，澳門
多元化建築風格與城市格局，澳門三大古禪院的歷
史淵源，澳門地誌畫中記憶的澳門風景，澳門近代
都市格局的形成，近代澳門城市的綠化建設。

澳門與中葡關係：早期中葡關係的特點，16-

17世紀圍繞澳門的中葡關係，葡中外交關係的幾
點補充，從東坡塔檔案中文稟的變化看清代中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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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變化，禁海遷界時期澳門葡人的政治走
向，明清政府管轄澳門體制的沿革，17世紀下
半葉澳門葡人與中國的關係，中葡兩國的相互影
響，明清澳門涉外法律與司法比較。

檔案史料的挖掘：除了下文將要論及的史料
專輯外，還有多篇論文與澳門歷史文化資料的挖
掘有關。它們或輯錄有關文獻史料的原文，或對
有關史料進行研究性譯介。前者如：《明實錄》
澳葡史料輯存，《清實錄》澳門史料編年，康熙
朝滿文朱批奏摺漢譯本有關西洋傳教士和澳門史
料輯錄，利瑪竇神父的一封信，賽吉奧的九封從
未發表的信，三十年前的澳門 (一份日記摘要)，
奥古斯丁．達．席爾瓦的兩封信，前澳督羅必信
回憶錄；後者如：《澳門記略》及其校註，中國
地方史誌中的澳門史料，19世紀北美旅澳婦女哈
洛特的日記，1854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看到的澳
門，奧地利考察家金爾策的報告，阿爾諾索伯爵
筆下的澳門，葡萄牙埃武拉檔案館有關澳門和中
國的文獻，旅行家記載的澳門婦女，清代媽祖檔
案史料述評，檔案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抗戰時
期澳門史料探索與評析。

專業化的特輯

大量的特輯和專輯構成了《文化雜誌》中文
版的一大顯著特色。先後刊出的特輯包括四類：
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澳門重要歷史事件紀念論
文，歷史文化名人和歷史文獻資源開發等。

“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特
輯” ：此次研討會為澳門進入過渡期後召開的第
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學術會議。本刊於第十九
期闢特輯收錄參會的中外學者論文二十四篇，涉
及澳門歷史分期、澳門歷史著作、澳門開埠後的
中葡關係、澳門的對外聯繫、澳門的海外貿易，
中葡澳門問題交涉、澳門歷史研究動態等多個方
面，尤其是，史料發掘和文獻研究佔據了突出的
位置，有八篇論文分別對葡萄牙、中國等地檔案
館和圖書館所藏澳門歷史文獻進行了介紹和分
析，直接推動了此後開始的史料整理活動，頗具
開拓和引領作用。

“ ‘ 澳門土生人’ 論文特輯”  ：澳門土生葡
人乃四百餘年澳門歷史進程的獨特產物，是極具
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價值的歷史課題。本刊於第
二十期刊出了由“ 文獻轉載” “ 專題論文” 兩部
分組成的土生特輯。“ 文獻轉載” 部分轉載了五
位葡萄牙學者關於土生葡人之起源和文化的重要
論述，包括“ 亞婆井：尋找澳門的同一性”  “ 大
地之子 —— 澳門土生葡人研究”  “ 關於澳門土生
葡人起源的傳說”  “ 澳門語” “ 澳門人口：一個混
合社會的起源與發展” ；“ 專題論文” 部分收錄六
位葡萄牙學者研究土生問題的論文，涵蓋當代土生
社會調查、土生葡人的烹調術、土生葡人種族同一
性的若干側面、在澳門的一支王室父系家族、澳門
的族群構成以及土生葡人的由來等。這些文選和論
文，連同前文所述的有關論文，構成了澳門土生葡
人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對後來中國學者開展
相關研究發揮了顯著的引領和啟發作用。

“ 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週年論文特輯”  ：
創辦於1594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為西方教會
大學教育傳入中國之始，在天主教東傳和中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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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向受到學術界重
視。1994年適逢該院創辦四百週年，本刊第二十
一期設專輯，刊載了二十一篇中外學者的研究論
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文並非僅僅局限於聖
保祿學院的決策籌建、教學活動、建築藝術等方
面，而是將其置於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場
景之中，全面研討了天主教傳華過程中中西思想
文化的衝突與交流，並論證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 澳門城市建築遺產及保護特輯”  ：為配
合澳門建築文化遺產申報工作的進行，該刊先後
組織了六期專輯，形成了一個建築文化遺產的專
輯系列。首先在第三十五期和卅六、卅七期合刊
連續刊出了兩集“ 澳門城市建築遺產特輯” ，內
容包括澳葡政府頒布的建築遺產保護法令，澳門
城市建築史，藝術家畫作中反映的建築藝術，澳
門城市的綠化景觀，澳門城市文化形象隨想與評
論等。繼之，於第四十六期開闢“ 澳門申報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特輯” 進一步為申報工作做準
備。該輯由兩部分組成，首先是“ ‘ 城市文化遺

產的保護：澳門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
除賀辭和會議報導外，收錄與會專家論文八篇，
就澳門城市建築遺產的特性、管理途徑、保護與
利用、文化意義等方面展開了論述，對遺產申報
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接着是關於申遺的文
件和論述，包括擬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內容概
述和項目介紹，申遺論證會問卷與專文，以及澳
門建築文化所體現的中西文化交流等。2005年7

月15日，“ 澳門歷史城區” 成功獲選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成為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文化遺產。為
慶賀此一盛事，該刊第六十期闢 “ 澳門歷史城
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特輯” ，刊載了世界遺產頒
證儀式上的致辭和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關
於“ 澳門歷史城區”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決議，
並再次對“ 澳門歷史城區” 做了更加詳細的介
紹。2015年，在澳門成功申遺十週年之際，該刊
第九十五期開設“ 慶祝‘ 澳門歷史城區’ 成功申
遺十週年專輯”  ，特邀參與申遺工作的國家有關
部門的專家撰文，回顧申遺成功之路，並探討保
護和利用途徑；本局有關部門和人士亦以專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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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了澳門的遺產保護工作，闡述保護工作的新計
劃。該特輯的刊發，對於增強澳門市民的文化認
同感和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起到了積極作用。

“ ‘ 澳門文學：理論、歷史與史料’ 研討會特
輯” ：作為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澳門文學也受到
了應有的關注，除了在多個文學藝術欄目中刊載澳
門文學的作品和論文外，還於第八十六期以特輯刊
載了“ 澳門文學：理論、歷史與史料” 研討會的論
文。此次研討會係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就澳門文學
館之建設而召開的首次會議，邀請本澳、內地、香
港及臺灣地區對澳門文學已有深入研究和關心澳門
文學發展的專家學者，就澳門文學史書寫的理論、
策略與框架，澳門文學在華文文學中的定位與價
值，以及澳門中葡文學史料的整理等問題展開了研
討。本期專輯對澳門文學史的研究，現代澳門文化
工程建設和發展，發揮了促進作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文化雜誌》中文版開
設了兩期史料文獻特輯。第三十一期刊出的“ 16-

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
集” ，輯錄了西葡兩國歷史文獻中關於中國的二
十八篇文獻 ，內容涉及葡人東來、在華早期活
動以及入居澳門後的活動。選編者撰寫了編輯說
明和前言，介紹各篇文獻的作者及流傳情況，並
做了相應的註解，以幫助理解文獻，文後附有生
僻詞語解釋和引用文獻書目。該文獻集以其對早
期中葡關係和早期澳門史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
性而受到中國學者的普遍重視，故河南鄭州的大
象出版社於2003年將其出版單行本，進一步促進
了在內地學者中間的傳播和運用。

第七十五期刊出的“ 歐洲人在中國南海的交
鋒與分歧文獻集”  ，以兩位葡萄牙學者的研究
論文開篇，刊載了十六份記載西方人在中國南海
及澳門海域活動的原始記錄，再現了西方各國在
中國海域的衝突，提供了研究近代早期中西關係
的重要史料。

這兩期文獻專輯和前文所述的史料研討論
文，體現了《文化雜誌》中文版刊載內容上的一
大特色：重視原始文獻的挖掘和整理，也大大增
強了該刊的學術性。

中西合璧的交流平臺

四百多年的中西交流的歷史，孕育了澳門中
西文化薈萃、合璧的文化氛圍。這樣的歷史文化
環境，也使得《文化雜誌》中文版這個學術交流
平臺形成了中西合壁的文化特色。據初步統計，
《文化雜誌》中文版共刊載外國學者的譯文近四
百篇，約佔總篇數的27%。作為一份中文期刊，
外國學者的論文佔如此之高的比重，在同時期的
同類期刊中可謂絕無僅有，從而形成了《文化雜
誌》中文版的一個顯著特色。

外國學者的這些論文，概括起來主要有四
類。一是對西方特別是葡萄牙歷史文化的介紹。
他們通過這些文章，向中國學者介紹了西方文化
的重要資訊，內容涉及歐洲的歷史人物、詩歌創
作、繪畫藝術、音樂創作、攝影藝術，其中特別
突出了葡萄牙文學藝術 ( 例如賈梅士及其《葡國
魂》、佩索阿的民歌四句詩、葡國繪畫作品等)、
建築傳統和地圖繪製技術成就的介紹。

二是對西方勢力東擴和基督教東傳歷史的研
究，特別是葡萄牙在東方的活動。這方面的篇目
較多，涉及了葡萄牙東方擴張的戰略，葡萄牙與
西方國家在東方的競爭，葡萄牙地圖繪製技術在
東方歷史地理學的價值，在東方活動的重要人
物，葡萄牙建築藝術對東方建築的影響，在南海
活動的貴族商人和船主，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內地
及遠東其它地區的的傳教與文化活動，傳教士對
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葡萄牙航海活動對於東方
國家的影響，葡萄牙人在日本、暹羅、萬丹的貿
易，葡萄牙活字印刷術在華南地區的傳播等。西
方學者的這些譯文，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研究近代
早期中西方關係史和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和獨
特視角，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其中披露的西
文資料，更是廣為中國學者所徵引，有力地促進
了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 。

三是對澳門歷史與文化問題的探討。這類論
文所佔篇幅最多，涉及的問題相當廣泛，史料基
礎也較為深厚。澳門的對外貿易 (日本、馬尼拉、
帝汶、暹羅、越南、巴西) ，澳門城市風格的形
成，澳門的葡國文化(宗教、文學、繪畫、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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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遊戲)，澳門的圖書館檔案館建設，澳門的
出版事業，澳門報業發展，澳門歷史語言發展，
澳門苦力貿易，澳葡土生族群文化，澳門的電影
歷史，圍繞澳門的中葡關係，澳門歷史問題的考
證，澳門的外籍文化名人(庇山耶、奧登、君士坦
丁、高美士)，葡國的澳門史研究動態，聖保祿學
院的宗教文化活動，聖保祿教堂建築藝術，澳門
的城市綠化史，明清政府管治葡人的政令，中葡
文化在澳門的交流影響，澳門的對外關係(果阿、
日本、菲律賓、帝汶、暹羅、麻六甲、萬丹、亞
美尼亞、巴西等)，西方主要國家與澳門的關係，
研究澳門史的史學家；澳門歷史文獻與資料(旅居
澳門西人的日記、見聞、信劄、報告、回憶等)，
國際會議上的澳門問題。

四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介紹和探討。這類
文章雖然所佔篇幅不大，但也值得注意。涉及的
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古代對外政策、中國古代文
化藝術( 詩歌，繪畫，戲曲) 、華南沿海的漁民社
會、中國出版印刷業、中國的新聞出版、古代中
國的生死禮儀、皇朝時代中國婦女的法律地位、
澳門華人民間信仰習俗文化、華南民間醫學、華
人的民間宗教等。這些內容雖不一定有令人滿意
的深度，但是，它們提供了以他者的角度對中國
歷史和文化的某些思考，對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
也有一定的參照價值。

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

作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文化雜誌》中
文版秉持“ 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 的宗
旨，採取公開公正的取稿原則，努力為中外學者
提供公平公開的學術平臺，讓他們自由發表自己
的研究成果，彼此辯難爭鳴，切磋學術。綜覽各
期可見，該刊不僅在不同欄目中發表了大量各抒
己見的考辯性論文，還經常開闢“ 討論” 欄目，
集中刊發針對某些問題的爭鳴文章。葡萄牙學者
先後討論了賈梅士是否到過澳門、土生葡人的種
族構成、華人血統所佔的比重、土生葡語的語
音元素等等。中國學者則圍繞早期中葡關係的
起點，早期來華葡人在華活動史地、澳門西文

名稱“ Macau” 的語音來源、澳門媽閣廟的創建
年代、閩粵海商與澳門開埠的關係、澳門媽祖信
仰形成、澳門的民間宗教、葡人驅逐澳門海盜問
題、澳門開埠葡人入居時間、孫中山早年在澳活
動、若干相關史地名稱考訂，等等。

這些討論和爭鳴涉及了澳門歷史文化領域的
諸多重要的存有爭議的問題，通過爭鳴，發掘了
新的資料，拓展了研究思路，從而顯著地推進了
相關問題研究的學術深化和昇級。

結 語

《文化雜誌》中文版創刊以來已經走過了三
十個春秋，現今它已成為研究澳門歷史文化和跨
文化研究的權威雜誌之一，並以印刷裝幀精美、
追求學術質量與文化品味而享譽於學術界，已成
為澳門及海內外學者的學術交流的重要的平臺。

《文化雜誌》中文版以其顯著的辦刊特色和
獨特優勢，成為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澳門歷史
文化的重要陣地和專業平臺。本刊鮮明而一以貫
之的主題導向，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引導相
關研究人員關心並投入澳門歷史文化資源的開
發，不斷開拓新的學術選題，通過刊發相關論
文，使得澳門作為中西合璧歷史文化名城的價值
進一步得到彰顯。

依照《文化雜誌》的辦刊主旨，本刊不僅是
專門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歷史的刊物，其三十年
成長發展的歷程本身就構成了現代東西文化關係
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澳門歷史文化名城獨特歷
史角色在新時期延續的重要標誌之一。通過大量
的中外語互譯，一方面向中國學界引介西方學者
的研究成果，同時，借助於外文版，也將中國學
者的研究成果推介給西方，使本刊成為中外學者
切磋學術、交流思想的平臺，為新時代的中西文
化交流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更加凸顯了該刊的辦
刊特色。

總之，《文化雜誌》中文版以其鮮明的辦刊
特色，厚重的學術涵量和多重的歷史貢獻而載入
澳門當代史冊；它是新時期澳門文化史上的一座
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