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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寺廟教堂雕

刻的圖像觀念闡釋

顧躍*  

摘  要  每個歷史時期澳門雕刻工藝在材質、主題上

均有各自的發展特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製作工藝程

序，包括塑繪和裝飾，各環節均有一套傳承下來的獨

特技法，建構出澳門多元融合的雕刻手工藝文化價

值。本文基於中西文化首次大規模“融合與碰撞”的

歷史階段，以寺廟、教堂的雕刻工藝風格流變與美

學精神作微觀考察，探討了雕刻工藝作為澳門人的

一種經濟生活方式和文化現象的產生、發展和演變

的動力和機制，進而挖掘作為澳門居民生活方式背

後文化的深層含義。

關鍵詞  近代；澳門；寺廟教堂；雕刻工藝

*顧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副教授。

雕刻工藝不僅包含審美要求，也是一種審美符

號系統，反映人類樸實的審美觀、實用主義色彩和

裝飾功能，各民族通過文化的整合與風格嬗變激蕩

出的智性創造。近代澳門雕刻工藝在材質、主題表

達上有一套傳承下來的獨特技法，建構出澳門多元

融合的雕刻手工藝文化價值。

一、融合中西的歷史特質

澳門作為西洋藝術到達中國的第一站，藝術種

類繁多。一批批傳教士遠赴東方，或由澳門輾轉去

中國內地及日本、朝鮮等地區，不僅帶來了科學技

術，也帶來了各種思想文化和藝術。澳門地區遺址

與遺跡景觀豐富，廟宇和教堂雕刻工藝形式多樣。

《聖保祿教堂前壁石雕》，1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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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如聖保祿教堂前壁號稱“東方梵蒂岡”，中式

廟宇如媽閣廟佈滿石雕、瓷雕、木雕和泥塑，尚有

鄭家大屋、盧家大屋、東方基金會會址、林則徐紀

念館、國父紀念館等中式建築。

澳門手工藝貿易與文化傳播肇始於16世紀，亦

是歐洲殖民擴張掠奪資源的時期。“葡萄牙大帆船

隊運到東方的大部分貨物，如毛紡品、緋紅衣料、

水晶、玻璃製品、時鐘和機械製品等，都不是本國

產品，而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各國的產品。大帆

船到達東方後，便用這些貨物換取東方的香料、黃

金、絲綢、麝香、珍珠、象牙、木雕、漆器、瓷

器等運回歐洲。”1 “他們也用歐洲運到果阿的白

銀和其他物產到澳門去換生絲、綢緞和瓷器，運

到長崎去換白銀，再用換來的白銀換取中國的特

產轉販到亞洲其他地區。”2 而居住澳門的福建商

人則充當中介角色，經營牟利。明末清初屈大均

在《廣東新語》卷2《地語·澳門》中寫道：“澳

人多富，……每船載白金鉅萬，閩人為之攬頭者分

領之，散於百工作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

得饒益。”印光任、張汝霖在《澳門紀略》中亦指

出“買辦多半由福建商人充任”。隨著經濟交往的

擴大，18世紀後期澳門源源不斷地輸出廣彩瓷繪畫、

絲綢、漆器、壁紙、油畫、玻璃畫等手工藝品，向西

方展示了東方文明。

1、廟宇景觀的塑繪工藝

澳門傳統民間工藝的產生、發展基於民俗信

仰的滋養。我國東南部沿海漁民來澳門望廈定居, 

福建莆田的媽祖信仰在澳門落地生根，迅速傳播

開來。弘仁殿始建於明代弘治元年(1488)，在利

瑪竇的《中國札記》與印光任《澳門記略》中均

記載著“阿媽（Ama）偶像”與“天妃廟 （即媽

閣廟）”, 可佐證該殿在當時已經初具規模。媽閣

廟門前兩塊刻於明代萬曆年間的“洋船石”，三桅

海船以紅黃色繪成，形象古樸生動。桅旗上書有“利

涉大川”字句，出自中國最古老的占卜書籍《易經》

的卦辭。3

1722年建成的蓮峰廟和普濟禪院等，規模宏

大，裝飾精美。一些規模稍小的殿堂式廟宇，如

康真君廟、觀音古廟、氹仔北帝廟、路環天后古

《洋船石》，石雕、媽閣廟，明末

《普濟禪院》，木雕，清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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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華造》，琉璃彩塑，清代，普濟禪院 



文藝研究

顧躍•近代澳門寺廟教堂雕刻的圖像觀念闡釋 

92 RC 文化雜誌 • 第103期 • 2018年

廟等，建築構件和裝飾大多出自廣東能工巧匠之

手，體現了嶺南的民間藝術風格。“廟宇的雕塑形

式豐富多彩，各種各樣……。從類型分，有如下三

種：一、神像；二、建築裝飾，如雲頭、瓦脊、磚

雕、獅子等；三、木雕裝飾如香案等。……如下七

大類：1. 石雕。神像、建築裝飾樑柱、獅子、酒船

等。2. 木雕。神像、香案、高腳牌、法器。3. 紙

撲。主要是神像；4. 麻撲。主要是神像；5. 陶瓷。

如瓦脊公仔、神像、鼇脊等；6. 青銅器。如佛像、

法器、燈飾等；7. 泥塑。”4

澳門傳統雕刻工藝形式多樣，題材來源十分廣

泛，城市內四十餘座佛教建築內佈滿各種材質的傳

統民間雕刻工藝精品。

（1）多樣化與完整性

一是神像雕刻的代表性。澳門神像的創作藝人主

要來自本澳和廣東等內地匠人，雕刻手法或寫實、意

象、抽象等，不一而足。如普濟禪院內的《六祖像》

塑造寫實逼真，康公廟華佗殿內供奉的《六祖像》則

具意象性；蓮峰廟仁壽殿內《神農氏》採用誇張性塑

造技巧。澳門神像除大部分材質為木雕外，還有青

銅、陶瓷和泥塑。菩提園內《釋迦牟尼像》（高5.4

米）的青銅雕塑全澳最大；其次是普濟禪院的《四大

天王》青銅雕（高3米多）。清代木雕則為菩提園廟

內高逾2米的《千手觀音》，繁冗細膩的彩繪裝飾令

人歎為觀止。泥塑神像有蓮峰廟各殿前的《土地公》

與《門官》（高1米多），蓮溪廟內的群塑《金花娘

娘》與《十八羅漢》。這批清代泥塑約36尊神像各

被供奉在蓮溪廟內的金華殿及觀音殿。呂祖仙院的主

殿中供奉著《呂祖神像》用樟木雕成，普濟禪院的陶

瓷雕塑神像精美。澳門神像種類逾百種以上，按宗教

信仰分佛教類、道教類和俗神類。 

二是雕刻材質的傳承性。澳門廟宇殿堂現存千

尊神像左右，除了青銅、木、陶瓷、泥塑、石雕

外，尚有紙撲（如蓮峰廟天后殿的《天王像》）和

夾苧（即麻撲，用麻布漆上多層油漆製成，如康公

廟內神像《康公》），手工藝均來自佛山。廟宇的

建築裝飾手法也形式多樣，透過石雕、木雕、彩繪

石階、石欄、石柱、橫樑、牆壁等載體，令整座廟

宇呈現多姿多彩的澳門特徵。

澳門石雕較多用在建築環境與裝飾上，如大三

巴前壁、民政總署及其他教堂和廣場石雕刻應用廣

泛。廟宇石雕一般分三個部分：山門、四方亭、

殿前荷花池。大型的石雕如石鼓、柱礎、牌坊、

圍欄、石室、神龕；小型的有神像、酒船、香爐

等。沙梨頭廟內清道光年雕刻的一對酒船（因身

似船隻，以酒船命名），亦是全澳最大尺寸，船身

與船坐分而雕之。澳門土地廟的酒船船身雕有倒吊

蝙蝠口含吉祥物的圖案，旁刻“嘉慶十二年歲□吉

旦”和“沐恩信士候樂□□奉”等字樣。永福古社

和普濟禪院的石獅（公、母一對）雕刻採用圓雕手

《丹鳳朝陽》，灰塑，清末，蓮峰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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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獅”與“事”諧音，因而獅子常成為帶有吉

祥性質的題材和裝飾的材料。

澳門廟宇均有灰塑裝飾。“灰塑作為嶺南建築

物特有的裝飾元素和工藝傳承，其技藝表現在建築

牆上用浮雕手法，加貼浮雕裝飾。其製作方法是用

鐵線作骨架，釘掛在牆上，骨架上再用紙巾灰塑成

所需的種種形狀，如神仙、動物、山水之類，廟宇

外牆加貼灰塑後再作彩繪增加美感。”5 盧家大屋天

井上的灰塑規模大、裝飾精美、內容豐富，為嶺南

大屋單一灰塑品種所罕見。如“倒瞧雲停”、“夫

婦雙全”、“燈影”等長廊屋簷灰塑精品，牆正面灰

塑“鸚熊奪錦”、“生壽綿綿”、“春魁報喜”，技

法多層且造型立體，有半浮灰塑和單體圓雕灰塑。最

大型灰塑為蓮峰廟第二進天井魚池邊上的裝飾“飛

龍”與“丹鳳”，每幅高度超過1.9米、寬4米，華

美輝煌。普濟禪院第二進天井牆壁灰塑裝飾畫和康

公廟的山門鼇脊裝飾風格相似。鄭家大屋正間簷下

有雕花封簷板，次間牆頂有灰塑浮雕花鳥和山水圖

案。媽閣廟牆體上豐富多彩的灰塑, 主要以傳統題

材的花鳥畫為主。

廟宇屋脊陶瓷公仔有多種形式，如觀音堂大雄

寶殿頂為戲劇人物，即俗稱的瓦脊公仔。普濟禪院

和康公廟大殿的屋脊均為清代石灣陶瓷公仔精品，

兩層不同手法的鼇脊構成其獨有景觀。媽祖閣牌樓

有琉璃瓦頂裝飾，其中門楣頂部的屋脊兩端上翹呈

飛躍狀，脊上裝有瓷製的寶珠和鼇魚。觀音堂的鼇

脊與廊門裝飾工藝性裝飾有陶瓷雕像。這些廊門石

灣陶瓷裝飾為清中葉至晚清的產物，顯示了石灣工

藝製作的高水平，其影響力不言而喻。

澳門廟宇及嶺南特色的盧家和鄭家大屋均有磚雕

裝飾，磚雕多安放在屋簷下的主柱上半部分，題材以

戲曲人物為主。另有花磚窗，以漏空的上釉或素燒

花磚所組砌而成的窗子具畫龍點睛作用。而廟宇殿

堂內香案的木雕多以金水漆飾，以戲曲人物為主，

清代中葉的作品為佳。康公廟咸豐十年（1860）的

香案雕刻，由“（姜）太公遇文王”與“郭子儀拜

壽” 兩組戲曲故事組成。路環天后古廟的則是“鴻

門宴”，刻畫的是劉邦與項羽飲宴場面及劉邦備馬

逃走的連環式畫面。普濟禪院的木雕是“楊家將”，

觀音古廟是“火焰山”等內容。永福古社的門是冰凌

紋隔扇，每扇門扇的雕花圖案分為三部分，所雕圖樣

皆為植物，其雕刻技法採用浮雕法、透雕法而成冰凌

紋，透風採光更顯清雅。永福古社中的同治四年香案

《天官賜福》，石雕，康公廟

《普濟禪院裡的四大天王》，銅雕，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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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分雕刻的故事是“六國大封相”，所雕人物共18

位；下部分鏽刻的故事是“封神榜”中“姜子牙點

相”一幕，共雕有29人，香案47位人物表情與動

作皆不同，玲瓏精緻，為澳門現存香案中的佳品。

澳門廟堂殿宇雕刻工藝的內容及藝術特色，包

含宗教信仰、民俗傳統類別的題材，或來源於戲

曲、小說和傳說類，或產生於現實生產生活類，或

是傳統民俗驅邪納吉類，或是宗教聖經說教類，或

是山水花卉裝飾類，或是知識普及類。

（2）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木雕神像為例

民居木雕是一種建築裝飾藝術。封建社會的工

匠們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和經濟相對獨立，可在自

由的環境中獨立運用雕刻技藝謀生立業。魯班為工

匠的傑出代表，今天木雕藝人們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還要跪拜這位祖師。

澳門至今仍保存著明清時期古建築中門窗上的

雕刻精品，澳門博物館藏了一些出自工藝大師的精

品工藝。雕刻內容選擇往往具有吉祥符號特徵的題

材，利用浮雕圖案，構圖飽滿細密，運用各種技藝

施以雕刻，線紋流暢清晰，刀法乾脆俐落且圓渾自

然，人物生動，工藝細膩，造型語言豐富。澳門的

木雕受到廣東潮州的木雕通雕技法的影響，如盧家

大屋的木雕技藝主要表現在掛落、風吟板、屏門、

隔扇、橫批、神龕、門罩之間的裝飾雕刻。

澳門的神像木雕工藝作為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播者，最初來源於漁民及民間宗教信仰。中國人

在居所設立以小木偶代替書寫祖先宗室姓名稱號的

牌位，出海捕魚往往會遇到無法預知的風險，漁船

船頭等重要位置安放可以保祐平安、化險為夷的神

牌和神像。從簡單質樸的木偶到今天的大型佛像，

澳門神像木雕既保留了本地神像雕刻工藝的優良傳

統，如古法漆藝、金箔工藝和傳統佛像造型，又吸

收了外地的造像設計和結合方法，並引入先進的生

產工具，使產品由基本的“木雕公仔”發展到具有

國際水平的貼金木雕佛像、佛具和重逾數十噸的妙

法寺木雕大佛。6

祖先崇拜是中國民族宗教觀念行為的重要內

容。20世紀20-30年代是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

漁民對神像的殷切需求促使神像雕刻業應運而生，

工藝水平不斷提高。40代年因戰爭關係澳門的神

像業受到影響。50年代末起，澳門經濟發展趨向

工業化，漁業開始萎縮衰落，神像雕刻業日趨式

微。70-80年代，大部分神像店結業。現在，澳門

的神像店只剩兩家：“大昌佛像雕刻木器”和“廣

榮造像雕刻木器”。它們以承接澳門各寺廟的神像

修復、民間神像製作及木器雕刻為主，具有雕刻、

《雙龍戲鯉》，壁塑，20世紀，蓮峰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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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漆、貼金等木器雕刻工藝製作的經驗和技術。

神像木雕製作工序包含設計、選材、雕刻、拼

接、打磨、上灰、貼麻布、底油（底漆）、造漆

線、貼金箔和上彩等步驟。選材是樟木及柚木，具

防蟲功效且供應量穩定；其他木材如黑檀、紫檀、

沉香、酸枝、花梨、銀杏和紅豆杉等上乘木材。首

先是製胚。神像雕刻的第一道工序，包括粗胚和修

光，主要工具為鑿刀、槽刀（冧刀）和木槌。雕刻

前，先用墨筆在木材上開墨，確定神像各部分的分

佈和比例。然後將木材固定，用刃口較寬平的鑿刀劈

削出神像的輪廓造型，即粗胚，俗稱“去大柴”。在

粗胚的基礎上，再使用刃口較小的鑿刀和冧刀進行

精細雕刻，俗稱“修光”，令神像的輪廓和線條更

細緻玲瓏，呈現神像的神韻。冧刀的刃口呈圓弧

形，設有不同弧度，用於雕刻神像的凹凸部位。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雕刻技術的不斷提高，現在製

作大型的神像雕刻，除使用傳統的鑿刀和冧刀外，

還會結合新式改良的氣動和電動工具，如電鋸、電

鑿及仿型機械等。其次是整木雕刻法與接木法。澳

門整木雕刻法是傳統雕刻工藝，但是在特定情況下

也會採用較高規格的寧波技術——接木法。接木法

《盧家大屋》，磚雕，清光緒年間

︽
戲
劇
人
物
︾
，
磚
雕
，
清
末
，
蓮
溪
廟



文藝研究

顧躍•近代澳門寺廟教堂雕刻的圖像觀念闡釋 

96 RC 文化雜誌 • 第103期 • 2018年



近代澳門寺廟教堂雕刻的圖像觀念闡釋•顧躍

文藝研究

972018年 • 第103期 • 文化雜誌 RC

是分別選用最優質、最乾燥的木料雕刻神像的各

個部件，然後將部件拼接成完整雕像的方法。傳

統的整木雕刻法用材少，工序相對簡單，故製作

省時，成本較低。但由於自然生成的原因，同一

塊木料不同部分的品質並非完全一致，所以整木

雕刻的保存年期較短。接木法由於選用木質最佳

的木料雕刻神像的各個部件，所以製成的神像保

存年期較長。但接木法用材多，工序複雜，技術

要求嚴格，故成本高，製作週期長。再者是打磨

造底。指將神像的木胎進行打磨、上底灰、貼麻

布、反覆上漆和打磨，直至漆底完全光滑和做漆

線的過程。底漆灰的灰料取自瓦窑，經篩選和處

理後，與生漆按比例調和而成。生漆是天然漆樹

之漆液，可令成品表面堅硬耐用。上漆前需分別

用粗、細的砂紙將木胎打磨至平順光滑，於木縫

接合處用漆灰填平，接縫以麻布裱貼，抹上第一

層粗灰，待乾燥後，再用砂紙磨平除去飛刺，並

須反覆上漆和打磨，直至底漆完全光滑。打磨造

底令往後的貼金或上彩效果完美，使成品歷久不

變。另外是貼金箔。金箔是我國的傳統工藝，有

數百年歷史。貼金箔能為神像營造莊嚴輝煌的效

果。貼金箔前，須為神像掃上按金漆（黏著劑），

底漆要求完美，表面光滑，貼金師傅須根據金漆乾

燥情況，用適合闊度的油畫筆，輕壓金箔面使之

與按金漆黏合，待略為乾燥後，以軟毛掃作整體

加固，數分鐘後再作表面清理。大約5-14天，

底漆乾透和金箔穩定，在神像的表面上一層透明

光油或明漆作保護。最後是上彩。除貼金箔外，

上彩也是神像雕刻較為常見的工藝，上彩可使神

像的色澤鮮明、輪廓突出。

當下，澳門木雕雕刻特色是製作大型木雕佛

像，神像雕刻工藝水平高，產品遠銷世界各地。

其中，香港妙法寺的木雕大型佛像為“大昌佛像

雕刻木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設計及施工，

前後共花了六年時間。妙法寺大佛從設計選材、

技術試驗、雕刻製作、組裝等，每一環節都經過

精心的設計、計算、組織和安排，並結合現代工

程技術，充分展現出澳門神像雕刻業的精湛技藝。
《木雕神像製作流程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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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神像製作流程2》，2009 《千手觀音》，木雕，清代，觀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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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雕塑的裝飾性

澳門教堂大多由耶穌會士創建。16世紀隨著天

主教在澳門的快速發展，教堂內必需的宗教藝術（雕

刻、繪畫等）陳列展示成為澳門的急務。嘉靖四十

四年(1565)安徽人葉權遊澳門時看到了木雕耶穌像

及聖母瑪利亞像：“其所事神像,中懸一檀香雕赤身

男子，長六七寸，撐掛四肢，釘著手足……上三

格有如老子像者，中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撫

育之狀，下三格及其夫婦室家之態，一美婦人俯抱

裸男子。”7 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於1584年元月25日在澳門致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

瓦（Claudio Aquaviva）神父信中寫道:“謹盼神

父速覓一架鐘錶，一些銅版印的精美聖母與救主的

聖像，這是中國官吏們所希望的。再寄來一些有關

信仰奧跡的繪畫，這樣很容易解釋介紹給他們，中

國人是喜愛看圖畫的。神父，請您原諒我要了這麼

些東西,因為這裡不能找到。”8 1587年建的澳門玫

瑰聖母堂及聖多明我教堂，教堂佈滿精緻的木雕工

藝，主題以聖經內容系列畫面，線條古樸，其他雕

塑形象顏色典雅或莊重或凝神或喜悅或哀傷等，不

一而足。1603年底重建的聖保祿教堂，融合了巴羅

克（Baroque）和古典主義的建築結構。

英國旅行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描

繪聖保祿教堂：“教堂之穹頂是我所記得、所見

過的最優美的建築，製作精巧。木雕出自中國工

匠之手，描金、彩漆，彩漆有朱紅、天藍等，斑

爛絕倫。屋頂為方格組成，方格結合處則為碩大的

玫瑰，瓣葉重疊，進而縮小為一小圓球。玫瑰大可

一碼，重懸於屋頂之下一碼。”9“內部係以產於

日本名叫Joniqiuin的優質木材裝飾。教堂有一雕

刻精緻、漆金木浮雕銀器嵌於牆，木條彎曲如繩

狀。裝飾物中有盤蝸狀裝飾、圖案花飾，以及金色

和朱色的玫瑰飾物。”10 聖若瑟修院立有《聖若瑟

像》，左前邊是耶穌會的創始人《聖依納爵·羅耀拉

像》，右邊是第一位踏上中國土地的耶穌會士《聖方

濟各·沙勿略像》，奠基石附有銅版，正面用拉丁文

鏽刻著：“於主耶穌基督降生1746年10月10日。”背

面用中文寫著：“大清皇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十一年八

月二十三日。”11 左祭臺供奉著美麗的《無原罪聖
《十字苦像》，貼金木雕、象牙、金屬，左：18世紀，右：17世紀、菲律
賓，木、象牙、黃銅，澳門聖若瑟修院藏

《十字苦像》，銀鎏金，約19世紀末，澳門聖若瑟修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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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Immaculate Conception）》（木雕），葡

國波爾圖市雕刻家採用葡國式的雕法雕製而成。《聖

體龕》（木製）兩邊放有三個珍貴的銅製燭臺，上面

雕有手持戰盾的天使，精巧細緻，祭臺的四根柱底均

雕有與創世紀有關的圖案。教堂左側設有橫廊，內有

從聖方濟各會院搬來有三百年歷史的十字祭臺，該祭

臺是全教堂最有價值的藝術品。

“雕刻大多出於歐洲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天主教

地區工藝師之手，主題有‘耶穌誕生’、‘耶穌受

難’、‘耶穌升天’及‘無原罪童貞聖母’。”12“比

較聖若瑟修道院、玫瑰聖母堂宗教雕刻特點，數量上

聖若瑟修院的藏品多於後者；製作年代聖若瑟修道院

以17世紀至20世紀為主，玫瑰聖母堂以19世紀至20世

紀為主；使用材料以木雕或木雕鑲嵌並以紡織物裝飾

為主，也有陶瓷、金屬、石膏與象牙等；造型手法多

以寫實為主，有些並不太強調人物比例及解剖，風格

接近早期古典主義油畫效果。”13 民政總署（1942年

重建）兩邊有花崗石雕製的多立克壁柱，壁柱支撐著

花崗石的門楣。……門廳高牆上方裝飾有浮雕作品，

記錄著一些歷史事件，如兩位天使手裡捧著葡萄牙國

《聖體座》，約20世紀，銀、木，澳門聖若瑟修院藏

《聖方濟各-保拉》，18世紀歐洲，貼金彩繪木雕，澳門聖若瑟修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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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佚名，紀念葡萄牙亞維士皇朝莉娜皇后，1833，民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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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天使頭上的十字架和地球圖形象徵著幾個世紀前

葡萄牙人全球性的航海探險活動。14 澳門天主教藝

術博物館和澳門玫瑰聖母堂珍藏了近三四百件宗教

藝術品，包含金銀器、銅器，木材、石膏、陶瓷、

象牙等材質多樣，均是葡萄牙和澳門本土在18至20

世紀藝術工匠的代表之作。

（1）古典雕刻思想

天主教或基督教藝術雕像聖像與天主教、基督

徒的信仰生活息息相關，聖像被安放在何處（除了

在博物館），何處就是敬拜和祈禱的地方。現存遺

址大三巴牌樓前壁，係形象逼真的青銅雕塑和形態

寫意的融合型石刻雕刻的結合。石壁上雕刻著動植

物圖案、神龕內供奉青銅鑄造的聖人與聖母像、石

雕小天使與聖徒形象，以及作為滴水嘴的圓雕石獅

式樣，彰顯了昔日東西方藝術文化的首次融合。石

壁上裝飾西方之百合花、東方之菊花及大型石浮雕“聖

母指引貿易之船”與“聖母踏龍頭”，多處刻以中國文

字來解釋雕刻人物、圖像之含義，造型圖像具有澳門區

域語言本土化的早期特徵。

澳門西洋教堂墳場（又稱聖味基墳場）及聖彌

額爾小堂墓地石刻為近代純西洋式園林景觀，是西

方各個時期的工藝風格在澳門的具體體現，但均出

自佚名工匠之手。石刻雕像主題屬天主教、基督教

藝術，手法如圓雕、浮雕、透雕與線刻等形式，材

質如大理石、青銅、綜合材料等，內容如庇山耶、

美士基打、區師達、黎婉華、林家俊、何賢等歷史

人物雕像；如十字架、天使、花卉、人物等，不同

歷史時期，雕刻家融入了各個時期的手法特徵。

在中西文化“融合與碰撞”交流的背景下，澳

門近現代工藝美術產生出一些融合型的製作工藝和

雕刻藝術品，並在上述博物館藏品中得到某種體

現。西方教堂雕刻工藝由歐洲傳輸而來，流傳自印

度、菲律賓和澳門等地，有的甚至直接在當地設計

製作，完成本地教堂建築和裝飾，並逐漸成為本土

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2）以大三巴牌樓雕刻為例分析

一是形象逼真的青銅雕塑。如大三巴四聖徒、

聖母和聖子銅像、石刻聖女。四位聖徒肖像為法蘭

西斯科·德·博爾吉亞、依納爵·羅耀拉、沙勿

《澳門主教座堂室內雕刻》，約1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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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路易士·貢薩加像，為典型的歐洲古典主義風

格銅鑄雕刻而成，服飾裝飾簡約，線條厚重，流暢

順達，頭像塑造準確生動，透視比例恰當，適合於

仰視而觀。聖母銅像被供奉於石壁平臺之上，寓意

聖母升天，微笑注視普羅大眾，而聖子耶穌像刻畫

的神態自然，莊重典雅。

大三巴的第三層壁龕處四周佈滿石雕技藝的天

使吹號歡送聖母，歡喜奏樂圖，似乎與敦煌壁畫中

飛翔仙女的表現手法類似。

二是形態寫意的融合型石刻雕刻：佛教雕塑造

型和新古典寫實主義。教堂前壁注視中心在第三

層，其含義表示人間與天堂的交界空間，刻畫聖母

升天的場面。面帶微笑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的聖母銅

像（恰似佛教中的觀音菩薩普濟眾生的形象）被置

於拱形壁盒裡，兩側是護送聖母升天的天使（按上

中下三層雕刻三位），最上方兩位作下跪祈禱狀，

中間兩位作駕雲吹號狀，下方兩位則跪於雲朵上

並搖動熏香爐。其中吹號的兩位天使從造型上與聖

母雪地殿教堂天使的吹號天使幾乎相同，雙手持號

和一手持號一手扶王冠圖樣。整體雕刻線條質樸有

力，流暢自然，生態生動，神態表情意蘊無盡。

可以說，三層這組雕像是一幅立體的繪畫，聖

母銅像四周裝飾雕刻花葉枝蔓，以及天使腳下的雲

紋雕刻，採用的是傳統中國的吉祥雲紋樣式，其手法

和廟宇殿堂內的石欄、石階的雲紋類似。其他如“生

命之泉”、“柏樹”、“棕櫚樹”、“花”、“帆

船”、“聖母踏龍頭”和“怪獸”，“骷髏”和“魔

女”像雕刻等，其細節的噴泉、三桅船、聖母、船帆等

極具古典寫實主義風格，但同時又表達出中國山水意境

和民間工藝紋樣的視覺感受。整體而言，融合佛教、道

教和天主教文化精神於一體，面臨死亡、生命、誘惑、

驕傲、嫉妒、貪婪、貪食、懶惰等問題，中西不同對待

人生、事物的態度。例如獸頭女身的魔女與標槍骷髏共

聚一面的啟示性思想——佛教“觀白骨人像”的修道過

程。而兩側牌樓兩端的滴水獅子造型可愛歡愉，充滿民

間吉慶色彩，既符合佛教主旨亦類同，即吻合民間建築

功能，又適應西方的裝飾性美感功能。其他如西式“王

冠”（石雕）、“耶穌受難刑具”（石雕）和中西均表

達的“白鴿”（銅鑄）、 “麥穗”（石雕）、“日月

星象”等主題，表達宇宙萬物相融相生的生存之道。

二、基於信仰與審美的工藝傳承

澳門本土雕刻文化雖傳自海外與內地，但在

澳 門 得 以 繁 衍 生 息 ， 保 留 著 各 個 優 秀 民 族 的 手

工藝的精華，如教堂華麗精美的雕像、聖器和圖

案。傳統民間雕刻範圍極廣，包括木雕、石雕、

磚雕、翡翠玉雕、象牙雕、陶塑等行業範疇。近

代澳門在葡萄牙統治時期的繪畫、雕塑、建築和

工藝美術，表現聖經題材已為澳門宗教藝術奠定

了豐富的圖像資源。按雕刻類型分析： 1、聖像：

聖母、耶穌及信徒等；2、名人：葡萄牙各個時期的

傑出代表人物等；3、聖物遺跡：各種遺物雕刻而成

等；4、材質：如青銅、岩石、木、象牙、白銀、

黃金等；5：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新教）、天主

教、東正教等。按工藝品類劃分：1、石雕；2、木

雕；3、陶塑；4、玉石；5、象牙雕；6、金、銀雕

等工藝類型。其製作流程均吻合其信仰和審美思想。

1．寺廟雕刻工藝與儒釋道哲學

澳門所受的文化影響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

佛教文化對雕刻的影響，其流傳並擴展到佛教雕塑

和寺廟建築，雕刻工藝得到極大提升；其二是受到

儒家美學思想、道德教化及傳統文化的滋養，如博

古八寶、漁樵耕讀、山水花鳥，體現儒家 “忠孝仁

義禮智信”等；其三是道家文化形象的塑造。澳門

民間傳統儒釋道精神與雕刻工藝的完美融合一起，

成為居民日常文化消費的組成部分。

作為傳統工藝美術門類的石雕、磚雕、翡翠玉

雕、牙雕、木雕、陶瓷等，在材質選擇上亦各有優

劣。其中翡翠玉雕質地晶瑩剔透，但硬度高難雕琢

出豐富的細節與層次；牙雕質地細膩韌性佳能夠鏤

雕出靈活多變的樣式，但顏色單一限制了題材與內

容的表達；木雕質地粗疏、韌性略差，顏色單一，

只可後期加工彌補；石雕質地細膩溫潤韌性好，但

質地密度相差各異。民間藝人充分發揮材質的特

性，在長期的雕刻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樹一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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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風格特徵。

近代澳門石雕工藝大多傳自廣東和福建地區，

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地域特色的一門手工藝行業。石

雕技法在澳門的傳承過程中被廣納博採，融合了中

國畫和各種民間技藝，形成了豐富多樣的雕刻技

法，在澳門的廟宇殿堂、石臺樓閣、回廊碑匾、

中堂擺件等不同場景得以展示，並形成獨特審美

趣味。最為突出的是澳門木雕神像，受廣東潮州木

雕技法的影響，內容具吉祥符號特徵，構圖飽滿細

密，運用各種技藝施以雕刻，線紋流暢清晰，刀法

乾脆利落且圓渾自然，人物生動，工藝細膩，造型

語言豐富。而神像木雕製作工序包含設計、選材、

雕刻、拼接、打磨、上灰、貼麻布、底油（底漆）、

造漆線、貼金箔和上彩等步驟，充分展現其精湛技

藝。“既保留了本地神像雕刻工藝的優良傳統，如古

法漆藝、金箔工藝和傳統佛像造型，又吸收了外地的

造像設計和結合方法，並引入先進的生產工具，使產

品由基本的‘木雕公仔’發展到具有國際水平的貼金

木雕佛像、佛具和重逾數十噸的妙法寺木雕大佛。”15

澳門建築磚雕工藝突出，如拱門簷下磚枋，雕

卷花、吉祥結、蓮花等紋樣，繁縟精細。磚雕技法

流程包括取材、放樣、粗胚和細胚等工藝技巧，特

別是細胚的處理最能體現雕刻技巧。雕刻法有平

雕、浮雕、立雕、縷雕等多種。磚雕的運刀吸收

了石雕、玉雕、木雕、金屬鏨刻工具的長處，形

成了特色的磚雕工具和製作方法。鄭家大屋、盧

家大屋的磚雕以淺浮雕、深浮雕和鏤空透雕為主，

刀法純熟極富藝術感染力。盧家大屋窗框是多幅灰

塑中惟一仿磚雕作品，其藝術造型獨特，桃花、仙

桃、柑桔、瑞獸獅、金錢、萬字形裝飾，圓雕、高

浮雕、鏤空雕等相結合手法，是嶺南民間美術灰雕

所喜用的一連串瓜果主題，取其子孫繁衍，連綿不

斷之意。而澳門牙雕傳承自嶺南牙雕風格。其流程

一是“斬頭去尾”，頭尾部分殘破稍小的牙料少切

除掉，隨形而成；二是“取段”，頭尾殘缺大的切

除掉，取中間段雕刻；三是“取巧”，將靠近牙皮

的色澤稍差處雕刻成山石、樹草、雲朵、紋樣等，

配以鑲嵌、插、接、拼等工藝遮蔽瑕疵。在工具運

用方面，綜合了機雕與手雕、大小平刀、圓刀、球

刀，形成琢魂刀魅的技藝之美。

澳門翡翠玉石雕刻受到各方滋養，如福建壽山

石雕的雕刻技巧影響，工藝流程為相石構思、設計

勾繪、打坯與鑿胚、雕刻、修光與磨光、開絲、清

洗、封蠟、裝潢等步驟。按其題材大致可劃分為飛

禽走獸、人物、花鳥魚蟲、山水等製作工藝。翡翠

玉石雕刻是一種綜合藝術，於微細處見精神。小品

大藝的“瓦脊公仔”陶瓷與嶺南文化息息相關，澳

門的陶塑基本上來自石灣陶塑工藝使用的陶泥，再

摻合由石灣附近山崗上挖出的沙土，以不同比例

混合後而成。如普濟禪院的石灣陶瓷公仔，“在

傳統黃釉、黑釉、青白釉之外，大量使用彩釉、

花釉和窑變釉，以及刻花、劃花、印花、繪花、

堆帖、浮雕等雕塑手法”16，依附於建築裝飾上，

如鑲嵌各種故事人物、花鳥魚蟲、亭臺樓閣等陶

瓷雕塑形象。

2．教堂雕刻工藝與“聖像圖式”

中西文化交流不僅引發了思想觀念上的革新，

也帶動了藝術工藝的分化與整合。歐洲陶藝在受到 

“中國風”影響下結合本地區優勢發展為獨具魅力

的“異國情調”。澳門各大教堂放置有葡萄牙等歐

洲風格的陶瓷雕像及雕刻工藝品，東西方傳統藝人

也在思考如何融合東西兩種文化。

聖像（Icon）一詞源自希臘文。5世紀基督教

藝術中出現畫像以來，聖像被用來統稱基督、聖

母、聖徒和天使的畫像。在“聖像運動”之前，聖

像概念已擴大到一切供人膜拜的聖人形象。人們在

繪製和雕刻聖像過程中逐漸賦予了它特殊的象徵意

義——天上的神與人間的主。

澳門教堂中的雕塑、雕刻的宗教內容題材，既

有代表世俗的花環、聖人遺物，也有被賦予宗教象

徵意義的十字架、羔羊、魚、鴿子、葡萄和伸雙臂

禱告的人等各種場景；即有關於耶穌基督受難的主

題，也有表現天堂的寧靜和歡樂，體現教徒對信仰

的執著。

澳門天主教還表現在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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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建築半圓室的屋頂或屋壁上雕刻塑造聖母像，

懷抱耶穌天使陪伴左右。其一是源於歐洲統治者的

授意神權和僧侶的崇拜的傳統，把瑪利亞奉為順從

神意的童貞女；其二是民眾的崇拜，把瑪利亞視為

大地母親，如同中國古代的女神“媽祖”信仰，在

自然災難面前無私幫助，了解人們賴以生存的困難

而崇奉她。

教堂雕刻藝術一方面作為宗教藝術發展的巔

峰，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該門藝術的象徵，其內容、

表現形式和製作方法已漸漸被其他地區的雕刻工藝

所吸收並融入當地的作品中；另一方面雕刻藝術思

《聖殤》，20世紀歐洲，彩繪石膏，澳門聖若瑟修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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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永恆主題則以另一種形式流傳下來，其影響力

超越時空、種族和信仰的限制，給當代的雕刻工藝

製作甚或其他藝術的創作以啟發。教堂裝飾性雕刻

工藝的每一步革新變化都和特定時代的發展變遷緊

密相聯，如巴羅克、矯飾主義、折中主義和新古典

主義，形成一個萬花筒，折射出澳門這個區域不同

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們審美觀的轉換。

上述這些因素決定了澳門雕刻工藝的文化價值取

向，促使它成長為超越地區，具世界影響力的獨

立藝術種類。

結語

澳門雕刻工藝製作技術雖然傳承的是一種文化

現象，實質是文化蘊含的各民族血緣、性格、心理

和民族精神，遵循某種規則的規則或是規則的結

果，代表著一定的內容、規範、道德、傳統，日

常生活的細節和節日特定習俗等，為工藝傳承提供

了時間和空間場域。雕刻工藝融合了東西方藝術特

點，呈現出獨特的地域性面貌特徵。一是諧音、象

徵與寓意的東方觀，使用大量的諧音、象徵、寓意

等手法來表達畫面的內容。二是宗教信仰與審美多

重功能的西方觀，宗教聖像類題材在滿足教堂裝飾

功能的同時，也直觀反映了西方基本的信仰體系。

近代澳門雕刻工藝在中西融合發展中逐漸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體系，已經完全適應了不同地區、不

同文化的共同體的需要。澳門雕刻工藝文化中包含

藝人的創作思想、製作技術、審美藝術、信仰系

統、雕刻藝術等多重內涵和體系，規範出了不同的

傳統；技術傳統、展示傳統、信仰傳統等，逐漸發

展成熟起來，並且成為澳門居民傳統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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