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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遺產相關研究綜述（2005—2020）

摘   要  澳門歷史城區於200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以來，澳門文化遺產
的相關研究蓬勃開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從澳門城市的形成與發展、
澳門歷史城區的規劃保護與活化、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探索以及澳門文
化遺產資源的旅遊開發等方面對2005至2020年的澳門文化遺產相關研究
成果進行了梳理與總結，指出若將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探索與澳門歷史
城區研究、文化遺產資源的旅遊開發研究等相結合，並着眼於粵港澳大灣
區的文化共融，則未來澳門文化遺產相關研究無疑有更為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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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歷 史 城 區 於 2005 年 根 據 文 化 遺 產 遴
選 標 准 C( ⅱ ) ( ⅲ ) ( ⅳ ) ( ⅵ ) 被 列 入《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目 錄 》。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保 存 了 澳 門 四 百
多 年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歷 史 精 髓。 它 是 中 國 境 內
現 存 年 代 最 遠、 規 模 最 大、 保 存 最 完 整 和 最 集
中， 以 西 式 建 築 為 主、 中 西 式 建 築 互 相 輝 映 的
歷 史 城 區； 是 西 方 宗 教 文 化 在 中 國 和 遠 東 地 區
傳 播 歷 史 重 要 的 見 證； 更 是 四 百 多 年 來 中 西 文
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 1 成功入遺給澳
門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2 澳門文化遺產的相關研
究隨即蓬勃開展， 3 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本 文 對 2005 至 2020 年 的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略 作
梳理，嘗試進行綜述。

一、澳門城市的形成與發展

對 於 澳 門 城 市 形 成 史 的 研 究， 多 年 來 一 直
相 當 豐 富。 如 湯 開 建 以 明 代 為 限， 利 用 現 存 的
中 葡 文 獻 和 歷 史 繪 圖 考 證 了 澳 門 早 期 城 市 的 發
展與建設。 4 羅蘇文將澳門置於同期東亞、東南
亞 通 商 港 口 演 變 中 考 察， 側 重 於 探 討 澳 門 自 開
埠 到 近 代 首 批 五 口 通 商 的 290 年 間（1553－
1842 年 )， 從傳統商埠到近代城市的轉型對中

國 近 代 城 市 化 啟 動 的 獨 特 影 響。 其 指 出， 澳 門
是 東 亞 地 區 拓 展 國 際 貿 易 的 先 行 港、 東 亞 傳 播
近 代 歐 洲 文 化 的 重 要 窗 口 和 華 葡 共 處 分 治 行 政
管 理 模 式 的 嘗 試。 5 楊 仁 飛 則 以 作 為 移 民 城 市
的 澳 門 為 例， 指 出 平 民 階 層 成 員 的 來 源 動 態，
而 一 個 流 動 性 強、 商 業 繁 榮 的 城 市 往 往 為 社 會
成 員 改 變 身 份 與 社 會 地 位 提 供 了 某 種 動 力 和 機
會， 社 會 群 體 之 間 的 流 動 反 過 來 也 促 使 這 個 社
會 充 滿 了 活 力。 6 張 廷 茂 利 用 近 年 刊 佈 的 葡 萄
牙 國 家 檔 案 館 所 藏 中 葡 兩 個 語 種 的 清 代 澳 門 文
書， 結 合 其 他 中 外 文 史 料， 探 討 了 乾 嘉 道 三 朝
澳 門 城 區 華 人 居 住 的 分 佈 特 點。 其 認 為， 隨 着
華 人 人 數 的 增 長， 澳 門 城 內 形 成 了 華 洋 雜 居 的
總 體 格 局； 在 此 基 礎 上 形 成 了 華 人 相 對 聚 居 的
街區；與此同時，華人逐步深入到葡人聚居區，
使 得 雜 居 的 程 度 進 一 步 加 深； 以 生 存 方 式 上 的
相 互 依 存 關 係 為 基 礎， 城 內 的 華 洋 社 區 實 現 了
有 序 的 組 合， 奠 定 了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的 基 本 結
構。 7

莫 小 也 指 出， 澳 門 作 為 近 代 史 上 中 西 交 往
的 重 要 海 港 城 市， 是 創 作 地 志 畫 的 重 鎮 之 一，
畫 家 筆 下 的 澳 門 城 市 景 觀 與 建 築 作 品 客 觀 描 述
了 城 市 的 變 遷， 是 攝 影 時 代 前 的 珍 貴 文 獻。 其
依 據 地 志 畫 所 見， 闡 述 了 漫 長 的 四 百 餘 年 中 澳
門 城 市 與 建 築 從 自 由 發 展 逐 漸 走 向 有 規 劃 的 建
設 過 程， 以 及 它 所 經 歷 的 以 東 方 建 築 為 主 向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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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建 築 過 渡、 再 到 東 西 方 建 築 樣 式 相 互 融 合
的 過 程。 8 郭 聲 波、 郭 姝 伶 則 指 出 澳 葡 當 局 藉
1840 年 鴉 片 戰 爭 後 中 國 國 勢 衰 微 之 機， 逐 步
向 澳 門 城 外 擴 張， 突 破 了 維 持 幾 百 年 的 葡 城 界
限。 界 牆 以 北 的 大 片 農 田 與 村 落 被 逐 步 佔 領，
且 澳 葡 當 局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建 設。 其 中 最 為 重 要
的 是 馬 路 修 建， 它 將 澳 門 半 島 北 部 的 華 人 村 落
聯 繫 了 起 來。 如 此 一 方 面 強 化 了 澳 門 老 城 區 與
關 閘 外 中 國 大 陸 的 陸 路 聯 繫， 另 一 方 面 也 為 澳
葡 當 局 以 後 強 行 徵 用 華 人 村 落 的 土 地、 實 現 殖
民統治創造了條件。 9 曾金蓮同樣指出，鴉片戰
爭 前 葡 人 在 澳 門 居 住 的 地 界 和 城 界 基 本 重 合，
即 三 巴 門 城 牆； 但 鴉 片 戰 爭 後， 尤 其 是 澳 督 亞
馬 留 施 行 一 系 列 殖 民 政 策 後， 葡 方 開 始 宣 稱 葡
人 在 澳 居 住 地 界 應 至 蓮 花 莖 關 閘 門； 葡 人 逐 步
在 三 巴 門 外 關 閘 內 華 人 村 落 開 闢 道 路、 設 立 路
燈、 徵 收 稅 賦 等， 由 此 拉 開 了 澳 門 城 市 近 代 化
的 序 幕。 其 透 過 分 析 中 葡 雙 方 1863 年 地 界 之
爭， 探 究 了 中 方 官 員 郭 嵩 燾 及 法 國 旅 行 家 眼 中
的 澳 門 城 內 外 風 貌， 以 及 澳 葡 政 府 施 政 過 程，
並 深 入 研 究 了 澳 門 城 市 邁 向 近 代 化 背 後 的 政 治
因素。 10

多 有 學 者 從 細 部 入 手， 對 澳 門 城 市 的 發 展
形 成 進 行 縝 密 的 研 究。 如 吳 玉 嫻 對 澳 門 的 重 要
風 景 區 南 灣 進 行 考 察， 認 為 1760 年 清 政 府 頒
佈 的“ 澳 門 住 冬 ” 政 策 令 南 灣 呈 現 出 不 一 樣 的
風 景： 歐 洲 人 湧 入 澳 門 居 住， 直 接 促 進 了 南 灣
發 展， 催 生 了 澳 門 近 代 酒 店 業 和 房 地 產 行 業，
也 促 進 了 澳 門 近 代 旅 遊 業 興 起， 並 推 動 澳 門 近
代 城 市 的 發 展。 11 郭 聲 波、 許 燕 強 調 城 市 綠 化
是 近 代 澳 門 走 上 城 市 現 代 化 道 路 的 一 項 重 要 內
容， 而 近 代 澳 葡 當 局 較 為 重 視 城 市 的 綠 化 建 設
與管理，特別是十九世紀末的 20 年間的綠化成
果基本上奠定了現今澳門的城市生態基礎。12 吳
宏 岐、 趙 超 透 過 探 討 大 三 巴 墳 場 與 澳 門 天 主 教
徒 墓 葬 方 式 的 轉 變、 聖 味 基 墳 場 與 澳 門 天 主 教
徒 公 墓 空 間 格 局 的 改 變、 澳 門 天 主 教 徒 公 墓 的
管 理 經 營 制 度 完 善 等 問 題， 深 入 研 究 了 十 九 世
紀 澳 門 葡 人 天 主 教 徒 公 墓 的 形 成 與 演 變 歷 史，
認 為 其 推 動 了 澳 門 城 外 華 人 聚 居 區 公 共 墓 地 的
建 設， 對 加 快 澳 門 郊 區 城 市 化、 完 善 城 市 管 理

制度具有促進作用。13 譚樹林則對澳門基督教墳
場進行了研究。14 關俊雄對澳門城市史上三巴門
的歷史沿革及位置 15、“市集”（Bazar）這一
地域分區的興廢變化 16 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考
證。 更 多 有 學 者 從 藝 術 風 格 等 角 度 出 發， 運 用
各 種 手 段， 對 聖 保 祿 教 堂 等 中 西 古 蹟 進 行 全 方
位的分析。17 顧躍則基於澳門近代中西文化首次
大 規 模“ 融 合 與 碰 撞 ” 的 歷 史 階 段， 以 澳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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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作 為 澳 門 居 民 生 活 方 式
背後的文化深層含義。18 對於盧九、鄭觀應等澳
門 近 代 華 商 家 族 與 澳 門 城 市 發 展 變 化 的 關 係，
以 及 相 關 澳 門 城 市 建 築 遺 產 的 保 護， 同 樣 多 有
學 者 關 注。 如 葉 農 指 出， 透 過 盧 九 開 發 沙 崗 地

圖 1. 玫瑰聖母堂（圖片由編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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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和“ 盧 九 街 ” 的 開 闢， 可 以 從 一 個 側 面 反 映
澳門華商及澳門近代城市發展史。19 林廣志等更
對 以 盧 九 家 族 為 代 表 的 華 商 在 澳 門 經 濟 發 展、
城 市 建 設 等 方 面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予 以 高 度 評
價。 20 鄭 觀 應 與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的 淵 源 同 樣 有 研
究涉及。 21

二、澳門歷史城區的規劃、保護與活化

自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入 遺 以 來， 從 建 築 學 與 城
市 規 劃 等 角 度 進 行 的 研 究 已 然 蔚 為 大 觀。 童 喬
慧 等 在 入 遺 前 後 即 對 澳 門 城 市 景 觀 的 傳 統 特 色
進 行 了 研 究， 並 試 圖 總 結 澳 門 城 市 規 劃 與 建 設
的規律及其特徵。22 張碩、朱宏宇嘗試梳理澳門
軍 事 建 築 的 起 源 和 發 展， 以 此 揭 示 早 期 中 西 方
文 化 在 交 流、 碰 撞 中 對 澳 門 軍 事 建 築 變 遷 的 影
響； 並 基 於 文 化 線 路 理 論， 進 一 步 闡 釋 了 澳 門
軍 事 建 築 的 一 體 化 屬 性 和 特 殊 品 質。 23 許 政 通
過 梳 理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從 單 體 建 築 到 整 座 城
市 逐 步 深 化 的 過 程， 提 出 澳 門 城 市 與 建 築 呈 現
的 是 一 種 文 化 共 時 結 構， 一 種 無 勝 無 敗、 無 強
無 弱、 共 存 互 補 的 文 化 生 態 景 觀。 24 封 晨 等 認
為 澳 門 半 島 的 城 市 建 設 既 受 制 於 複 雜 的 地 理 環
境， 也 受 到 不 同 時 期 城 市 規 劃 設 計 理 念 與 手 法
的 影 響， 以 致 形 成 今 日 獨 特 的“ 拼 貼 ” 式 的 街
網 結 構 和 城 市 形 態。 其 分 析 了 澳 門 半 島 城 市 形
態 的 歷 史 演 變 特 點， 通 過 對 比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至
今 四 個 歷 史 時 期 澳 門 半 島 的 城 市 變 化， 揭 示 了
不斷變化的空間結構與城市中心遷移的關係。25

吳 堯 強 調 澳 門 有 獨 特 的 文 化 背 景， 在 此 影
響 下 形 成 了 其 獨 特 的 城 市 形 態， 這 種 形 態 既 體
現 出 歐 洲 中 世 紀 城 市 的 傳 統， 也 反 映 出 中 國 固
有 的 城 市 格 局； 在 這 些 形 式 下 面， 蘊 藏 着 較 深
的 涵 義， 體 現 出 特 定 歷 史 時 期 人 類 價 值 及 其 表
現手法在建築學或技術領域不朽的藝術創造。26

許政、陳澤成便是以澳門天主教堂為研究對象，
探 索 原 本 在 時 間、 空 間 和 性 質 上 差 異 極 大 的 兩
種 文 明 之 間 如 何 和 諧 共 存。 他 們 發 現， 澳 門 教
堂 既 是 東 方 建 築， 又 是 西 方 建 築， 既 滿 懷 必 不
可 免 的“ 出 世 ” 情 結， 也 擁 有 無 法 超 脫 的“ 人
間 ” 關 懷。27 林 超 慧 則 指 出 澳 門 道 教 建 築 集 各

家 之 長， 獨 具 一 格， 是 嶺 南 多 元 與 創 新 的 建 築
審美特徵的傳承；現存澳門道觀以小規模為主，
少 單 一 民 系 風 格， 多 混 搭 模 式， 與 中 原 官 式 宗
教 建 築 風 格 迥 異； 民 系 文 化 混 合、 中 西 文 化 混
合、 宗 教 文 化 混 合， 成 為 澳 門 道 教 建 築 審 美 的
最大亮點。 28 吳堯、樊飛豪（Francisco Vizeu 
Pinheiro） 也 認 為 澳 門 建 築 遺 產 中 具 有 多 重 文
化 特 徵， 包 涵 文 化 的 移 植 性、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和
文 化 的 越 規 性， 這 些 特 色 文 化 特 徵 是 澳 門 建 築
遺 產 獨 特 性 和 吸 引 力 的 源 泉， 並 賦 予 澳 門 獨 特
的 城 市 意 象， 形 成 澳 門 城 市 的“ 精 神 ”。 而 恢
復 城 市 建 築 歷 史 與 文 化 的 記 憶 原 形， 可 以 使 澳
門 城 市 發 展 獲 得 具 有 歷 史 性 的 靈 感 記 憶 的 新 空
間。 29

王 維 仁 認 為 像 中 世 紀 歐 洲 的 城 市 一 樣， 澳
門 的 城 市 結 構 是 沿 着 山 脊 線， 由 一 系 列 廣 場、
教 堂、 街 道 等 城 市 空 間 組 成 的 有 機 形 態。 在 這
個 由 葡 萄 牙 人 發 展 出 的 街 道 結 構 內 部， 其 實 又
交織了另一組由華人居住的“圍”“里”與“巷”
所 組 成 的 城 市 肌 理。 30 趙 冰 也 對 澳 門 城 市 族 群
的更迭及城市空間營造進行了分析研究。31 趙淑
紅 等 同 樣 從 空 間、 界 面 兩 個 角 度 對 澳 門 近 代 中
西 獨 立 住 宅 折 衷 形 態 進 行 平 行 解 讀， 在 此 基 礎
上 通 過 衍 化 路 徑 與 結 果 異 同 比 較， 試 圖 明 晰 多
民 族 共 處 中 不 同 族 群 對 自 身 建 築 文 化 調 適 方 式
及對他文化選擇的態度。 32

但 趙 淑 紅 同 時 認 為， 長 期 以 來 人 們 對 待 澳
門“ 漠 視 與 極 端 肯 定 ” 的 兩 種 態 度 直 接 影 響 到
人 們 審 視 澳 門 建 築 的 方 式， 從 初 期 的 乏 人 問 津
到 現 在 對 東 西 交 融 建 築 形 式 的 過 分 強 調， 這 個
過 程 中 被 忽 略 掉 的 是 建 築 作 為 一 種 社 會 現 象 所
具有的一般發展規律。 所以其對澳門建築 400
年 的 發 展 做 了 整 體 性 的 考 察， 試 圖 為 澳 門 建 築
研 究 提 供 一 種 歷 史 的 深 度， 而 不 僅 停 留 在 對 中
西 融 合 建 築 形 式 的 過 分 強 調 上。 33 趙 淑 紅 進 一
步 指 出， 作 為“ 早 發 型 ” 近 代 城 市， 澳 門 城 市
建 設 軌 跡 與 內 地 近 代 城 市 有 着 本 質 的 不 同。 所
以其又對澳門 400 年城市建設的思想進行了梳
理 與 分 析， 試 圖 解 讀 澳 門 獨 特 城 市 空 間 形 態 與
其歷史發展動因之間的關聯。 34



澳門文化遺產相關研究綜述（2005—2020）       劉嘯虎

文化遺產

92020年•第110期•文化雜誌 RC

從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與 開 發 角 度 進 行 的 研 究，
同 樣 非 常 豐 富。 如 呂 澤 強 透 過 文 獻 挖 掘， 對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澳 葡 政 府 的 遺 產 保 護 作 出 了 研
究， 並 探 究 了 遺 產 保 護 意 識 在 澳 門 的 起 源。 透
過 分 析 葡 萄 牙 本 國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遺 產 保 護 政
策，對澳門聖保祿遺址的保護、1953 年建築遺
產 的 評 定、 審 美 委 員 會 的 性 質 作 考 證， 其 呈 現
出 澳 門 在 未 具 有 遺 產 保 護 法 及 保 護 名 單 之 前 澳
葡 政 府 的 建 築 遺 產 保 護 情 況。 35 希 拉 里• 杜•
克 勞 斯 梳 理 了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工 作 的 簡 史，
以 案 例 形 式 介 紹 了 澳 門 古 建 築 的 適 度 再 利 用，
並 希 望 未 來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管 理 工 作 有 更 多 的 社
會 和 私 營 部 門 利 益 相 關 者 加 入。 36 朱 蓉 着 眼 於
城 市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中 的 公 眾 教 育， 其 高 度 評 價
澳 門“ 文 物 大 使 計 劃 ”， 認 為 該 計 劃 向 以 中 學
生 為 主 的 青 少 年 推 廣 認 識 文 化 遺 產， 以 此 提 高
城 市 公 眾 的 文 物 保 護 意 識， 使 文 物 保 護 工 作 由
政 府 單 向 倡 導 和 管 理 轉 化 為 全 民 支 持 參 與 的 雙
向互動新模式。 37

翁 錦 程 總 結 了 泰 國 素 可 泰 歷 史 遺 址 公 園
和 我 國 澳 門 歷 史 街 區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的 經 驗， 包
括：政府有意識的宣傳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意義，
組 織 和 引 導 公 眾 參 與 到 保 護 工 作 中； 採 用 原 始
的 修 復 工 藝 對 歷 史 文 化 遺 產 進 行 必 要 的 修 復；
延 續 歷 史 文 化 遺 產 的 功 能， 使 之 能 夠 繼 續 為 社
會 服 務 等。 38 童 喬 慧、 衛 薇 更 以 澳 門 城 市 遺 產
資 源 的 特 殊 性 以 及 數 字 化 信 息 與 處 理 技 術 為 基
礎， 從 資 源 數 據 庫 的 建 立、 數 字 化 保 護 策 略 的
構 架 以 及 保 護 與 管 理 標 準 三 個 方 面 探 索 澳 門 數
字 化 遺 產 保 護 模 式 的 建 立。 39 吳 昊 天 則 以 澳 門
建 築 遺 產 為 研 究 對 象， 在 資 本 循 環 理 論 的 視 角
下， 從 遊 客 的 綜 合 感 知 入 手， 通 過 文 本 挖 掘 技
術 獲 取 澳 門 建 築 遺 產 相 關 的 感 知 數 據， 對 建 築
遺 產 保 護 問 題 進 行 研 究 與 探 討。 其 指 出， 澳 門
建 築 遺 產 保 護 應 採 取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增 強 建 築
遺 產 文 創 功 能， 注 重 教 育 與 傳 播 功 能， 加 強 博
彩 業 相 關 歷 史 建 築 的 保 護， 利 用 政 策 優 勢 等 對
策。 40

圖 2. 大堂（圖片由編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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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案 例 而 言， 吳 堯、 溫 豔 瓊 從 保 護 鄭 家 大
屋“ 原 真 性 ” 的 爭 論 入 手， 通 過 對 鄭 家 大 屋 歷
史 背 景 分 析、 現 場 調 研、 比 較 相 類 似 設 施， 分
析 修 復 過 程 中 各 種 有 利 與 不 利 因 素， 在 充 分 考
慮區域內相關要素基礎上，設立修改基本原則，
為 進 行“ 原 真 性 ” 研 究 以 及 遺 產 可 持 續 保 護 與
發 展 提 供 了 借 鑑。 41 朱 蓉 評 介 了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廣 場 的 改 造 案 例， 並 對 城 市 歷 史 中 心 公 共 空 間
整 治 與 再 利 用 設 計 策 略 進 行 了 分 析 探 討。 42 葉
安 琪、 柳 肅 通 過 對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公 共 空 間 的 實
地調研，總結出應增補地塊，擴充歷史城區。43

樊 飛 豪 更 對 城 市 修 復 的 澳 門 模 式（MMUR） 在
近 二 十 年 中 做 出 的 貢 獻 進 行 了 總 結， 即： 基 於
當 地 傳 統 與 記 憶， 改 善 了 衰 敗 的 地 區， 為 市 民
和 遊 客 創 造 出 宜 人 的 步 行 街 道， 採 用 環 境 友 好
型 材 料， 並 加 入 自 然 景 觀； 廣 場 修 復 項 目 為 周

圍 建 築 創 造 出 一 種 有 益 的 連 鎖 反 應， 導 致 其 商
業價值的提升，凸顯了其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
加 強 當 地 文 化 可 識 別 性 與 記 憶， 促 進 歷 史 遺 產
的 可 持 續 性， 保 持 了 傳 統 的 活 躍 性。 44 唐 曄 則
結 合 澳 門 建 築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的 獨 特 性， 通 過 個
案 對 澳 門 建 築 遺 產 保 護 與 活 化 進 行 分 析， 總 結
其 運 用“ 微 循 環、 漸 進 式 ” 的 再 生 實 施 模 式，
在傳承文化方面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45

蘇 建 明 指 出， 由 於 近 年 澳 門 城 市 的 急 速 發
展， 涉 及 城 市 特 色 建 築 保 護 的 社 會 議 題 相 繼 出
現， 一 些 議 題 發 酵 成 爭 議； 而 作 為 居 中 角 色 的
政 府， 應 明 晰 或 推 演 其 在 當 中 採 取 不 同 決 策 的
效 果， 探 索 兼 顧 較 全 面、 綜 合 及 平 衡 解 決 爭 議
問 題 的 決 策 路 徑。 46 鄭 劍 藝、 吳 波 分 析 對 比 了
澳 門 各 片 區 在 入 遺 前 後 地 塊 規 劃 批 示、 平 面 格
局 等 變 化， 分 別 揭 示 了 這 些 片 區 在 後 世 遺 時 代
的 城 市 形 態 特 徵。 他 們 發 現， 在 世 遺 保 護 和 土
地 資 源 稀 缺 條 件 下， 政 府 通 過 否 定 已 有 城 市 規
劃 尋 求 新 的 城 市 空 間 生 產 力， 實 現 了 城 市 空 間
轉 型； 但 這 種 無 規 劃 下 的 城 市 空 間 重 塑 所 造 成
的 城 市 兩 面 性 矛 盾， 也 損 害 了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和
世 遺 城 市 的 整 體 保 護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47 鄭 劍 藝
進 而 從 後 世 遺 時 代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中 的 文 化
內 涵 擴 展、 保 護 開 發 博 弈 等 方 面 進 行 解 析， 認
為 後 世 遺 時 代 的 文 化 建 構 推 動 了 澳 門 城 市 轉 型
和 經 濟 發 展，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在 城 市 開 發 建 設 中
具 有 強 制 約 束 力； 但 由 於 缺 乏 相 關 技 術 支 撐 和
多 部 門 合 作， 往 往 引 起 爭 議。 其 由 此 提 出 以 城
鎮 景 觀 管 理 單 元 作 為 解 決 發 展 和 保 護 困 境 的 一
種 規 劃 技 術。 48 陳 宜 瑜、 張 琦 也 結 合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中 建 築 遺 產 的 四 種 類 型， 從 宏 觀 政 策 層 面
和 具 體 的 保 護 措 施 實 施 層 面， 總 結 了 澳 門 在 面
臨 城 市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與 城 市 高 人 口 密 度 的 壓 力
下 建 築 遺 產 保 護 的 成 功 經 驗， 並 探 索 了 澳 門 建
築遺產保護過程中仍有待完善與解決的問題。49

澳 門《 城 市 規 劃 法 》《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法 》
等 一 系 列 法 令 的 頒 佈， 為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提 供 了
契 機。 如 張 鵲 橋 對 澳 門 文 物 保 護 工 作、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申 遺 工 作 進 行 了 全 面 回 顧， 對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法 》 進 行 了 全 方 位 的 詳 細 闡 述。 50

圖 3. 市政署大樓花園（圖片由編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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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旃 指 出 澳 門 世 界 遺 產 的 特 點 主 要 是 港 口 城 市
與 中 西 文 化 的 交 融。 保 護 好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這 一
世 界 遺 產， 並 使 之 與 澳 門 整 體 發 展 相 協 調 的 要
點， 在 於 確 保 這 兩 大 特 徵 的 存 續 和 傳 承； 澳 門
《 城 市 規 劃 法 》 的 頒 佈 實 施， 為 上 述 保 護 和 協
調 工 作 提 供 了 基 礎 和 保 障； 而 具 體 實 施 則 要 特
別關注一些節點、要素和相互的關聯。51 張松、
鎮 雪 鋒 以 歷 史 性 城 市 景 觀 保 護 的 基 本 理 念， 從
遺 產 保 護 規 劃、 景 觀 管 理 制 度 等 方 面， 探 討 了
整 體 性 保 護 澳 門 歷 史 性 城 市 景 觀 的 規 劃 策 略 和
設 計 引 導 方 法。 52 張 昱 總 結， 通 過 法 律 法 規 的
引 導， 澳 門 的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之 路 在 各 個 方 面 都
探 索 出 了 豐 富 的 成 果： 其 一， 平 衡 文 化 遺 產 產
權 的 多 元 主 體 利 益， 實 現 與 保 護 惠 及 者 之 間 的
共 贏； 其 二， 注 重 城 區 環 境 融 合， 文 化 遺 產 保
護與城市規劃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體；其三，
培養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源；
其 四， 強 化“ 跨 界 合 作 ”， 推 動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的 活 態 化 發 展。 而 這 同 樣 是 未 來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保護繼續向前發展的核心維度。53

事實上，澳門的文化遺產不止於歷史城區。
樊 飛 豪、 伊 恩• 卓 別 林 等 就 曾 提 出， 將“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 作 為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名 稱， 忽 視 了
葡 萄 牙 與 中 國 航 海 史 的 實 證 對 澳 門 的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對 人 類 共 同 遺 產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54 而 2010 年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世 界 記 憶 工 程 ” 亞 太 地 區 委 員 會 在 澳 門 召 開
第 四 屆 全 體 會 議， 澳 門《 天 主 教 澳 門 教 區 檔 案
文 獻（ 十 六 至 十 九 世 紀 ）》 入 選 亞 太 地 區《 世
界 記 憶 名 錄 》。 黃 長 著 對 此 次 申 遺 成 功 表 示 熱
烈 祝 賀， 對 這 一 文 獻 遺 產 的 價 值 予 以 極 大 的 肯
定， 呼 籲 學 術 界 和 公 眾 對 這 一 珍 貴 文 獻 進 行 充
分 的 利 用， 並 逐 步 進 行 數 字 化。 55 楊 開 荊 更 提
出 應 將 相 關 問 題 概 括“ 澳 門 文 獻 研 究 ”， 從 而
讓 資 源 得 到 廣 泛 利 用， 推 動 澳 門 學 的 發 展。 56

楊 開 荊 又 從 歷 史 遺 產 重 要 價 值 的 角 度， 探 討 以
現 代 化 技 術 建 立“ 澳 門 記 憶 ” 項 目 的 模 式， 對
澳 門 歷 史 遺 產 資 源 進 行 數 字 化 整 理， 通 過 訂 定
適 用 的 數 據 及 標 準， 以 科 學 的 手 段 管 理、 發 佈
和 傳 承、 保 護 和 利 用， 與 市 民 共 同 創 造 文 化 價
值，從而增強大眾對自身文化的認知和認同。57

圖 4. 大堂巷七號住宅（圖片由編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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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探索

澳 門 還 擁 有 獨 特 的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陳 國
成 較 早 呼 籲 重 視 澳 門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與
開 發。 58 傅 玉 蘭 指 出 朱 大 仙 水 面 醮 包 含 了 儀 式
和 節 慶 的 內 涵， 代 表 了 澳 門 漁 民 群 體 獨 特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信 仰。 59 鄭 煒 明、 陳 德 好 等 指 出 澳 門
朱 大 仙 信 仰 在 社 會 轉 型 中 面 臨 消 亡 的 危 機， 呼
籲 政 府、 社 會、 民 間 應 對 這 項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工 作 給 以 重 視 和 支 持。 60 顏 剛 威、 崔 亞
娟 則 通 過 文 獻 回 顧 以 及 訪 談 活 動 參 與 者， 分 析
了 澳 門 地 區 每 年 農 曆 四 月 初 八 魚 行 醉 龍 節 的 歷
史背景、意義及其對澳門人民的心理影響。61 陳
學 霖 則 對 澳 門 的 哪 吒 信 俗 及 相 關 民 間 信 仰 進 行
了研究。 62

黃 潔 嫻 關 注 澳 門 傳 統 木 船， 認 為 澳 門 傳 統
上 以 漁 船 建 造 為 主， 工 藝 傳 承 源 自 廣 東 沿 海 地
區傳統造船工藝，因此建造風格明顯保留着“廣
船 ” 的 特 徵。 其 指 出， 澳 門 是 目 前 中 國 少 數 仍

可 找 到 傳 統 造 船 工 匠 建 造 木 船 的 地 區 之 一， 其
建 造 工 藝 不 單 是 澳 門 地 區 珍 貴 的 海 上 文 化 遺
產， 亦 是 廣 東 幾 千 年 造 船 工 藝 的 承 傳。 63 王 錦
瑩 更 指 出 2005 年 成 功 申 報 世 界 遺 產 後， 澳 門
致 力 於 保 護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而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作 為 城 市 靈 魂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並 未 受 到 同 樣 的
關 注 度； 澳 門 造 船 工 藝 作 為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之
承 傳 對 象， 應 針 對 其 歷 史 背 景、 社 會 地 位 及 保
護 方 式 作 出 探 討 及 研 究， 期 望 從 物 質 遺 產 的 保
護 過 程 中， 兼 顧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工 作。
該 研 究 同 時 指 出， 保 護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手 法
亦 值 得 探 索， 以 標 本 形 式 的 承 傳 方 式 會 令 保 護
對 象 損 失 原 有 的 價 值， 未 必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64

另 有 學 者 將 目 光 投 向 了 澳 門 傳 統 的 工 業 遺
址。 如 袁 柳 軍、 孫 瑱 以 澳 門 益 隆 炮 竹 廠 的 文 化
再 生 改 造 為 樣 本， 強 調 在 產 業 遺 產 保 護 過 程 中
保護與再生的緊密關係，並從城市肌理的重構、
社 會 機 能 的 再 生、 集 體 記 憶 的 活 化 三 方 面， 探

圖 5. 伯多祿五世劇院（圖片由編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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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傳 統 產 業 遺 址 文 化 再 生 的 可 行 性 策 略 以 及 具
體 做 法。 65 朱 蓉、 吳 堯 同 樣 以 益 隆 炮 竹 廠 作 為
案 例， 從 文 化 旅 遊 發 展 方 向， 提 出 工 廠 舊 址 以
及 景 觀 環 境 保 護 性 改 造 的 綜 合 性 策 略。 66 而 近
期 這 一 問 題 的 討 論 更 為 深 入。 如 宋 永 志、 陳 琳
指 出 澳 門 雖 然 未 出 台 具 體 有 關 民 間 信 仰 管 理 的
制 度 或 條 例， 但 將 民 間 信 仰 及 其 廟 宇 作 為（ 物
質 和 非 物 質 ） 文 化 遺 產 來 進 行 管 理， 受 到《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法 》 的 保 護， 突 出 了 民 間 信 仰 及 其
廟 宇 的 文 化 屬 性， 從 而 將 民 間 信 仰 的 宗 教 色 彩
大 大 降 低。 67 裴 齊 容、 王 忠 則 通 過 解 析 媽 祖 信
俗 在 澳 門 的 呈 現， 論 述 當 今 時 代 文 化 背 景 下 其
融 入 文 化 旅 遊、 城 市 治 理 策 略 的 價 值 重 構， 提
出 澳 門 媽 祖 信 俗 的 文 化 景 觀 發 展 應 兼 顧 傳 統 與
現 代， 要 區 分 文 化 景 觀 的 建 構 層 次， 同 時 結 合
地 理 與 人 文 因 素， 構 建“ 文 化 景 觀 圈 ”； 又 要
以 創 意 生 活 為 導 向， 從 而 在 傳 遞 媽 祖 信 俗 內 涵
精神的同時，促進澳門媽祖信俗的傳承與傳播，
讓 這 一 文 化 景 觀 既 具 有 信 俗 本 身 的 價 值 精 神，
又具有澳門海洋人文歷史的文化象徵意義。 68

四、澳門文化遺產資源的旅遊開發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資 源 的 旅 遊 開 發， 同 樣 是 學
界 研 究 的 熱 點 問 題。 袁 俊、 張 萌 對 照 生 態 旅 遊
的 發 展 理 念 和 發 展 經 驗， 認 為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遺
產 旅 遊 發 展 在 利 益 相 關 者 利 益 協 調、 旅 遊 環 境
容 量 控 制、 旅 遊 服 務 設 施 規 劃 和 遺 產 旅 遊 管 理
等 方 面 還 存 在 諸 多 不 完 善 的 地 方， 需 要 建 立 權
威、 高 效 率 的“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委 員 會 ”， 有 針
對 性 地 採 取 行 之 有 效 的 措 施， 以 促 進 澳 門 遺 產
旅 遊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69 李 璽、 毛 蕾 借 助 問 卷 調
查 並 輔 以 參 與 式 隱 匿 觀 察 的 方 式 研 究 了 訪 澳 遊
客 對 文 化 遺 產 旅 遊 的 感 知。 調 查 發 現， 世 遺 旅
遊整體知名度較高，但遊客感知的差異性較大；
澳 門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類 型 集 中 度 高， 但 單 個 景
點 的 亮 點 不 突 出； 澳 門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需 求 差
異 度 高， 遺 產 旅 遊 產 品 的 層 次 性 不 強； 澳 門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體 驗 滿 意 度 不 高， 配 套 服 務 及 設
施 亟 待 完 善。 該 研 究 認 為， 澳 門 在 世 遺 旅 遊 深
度 開 發 方 面 應 該 遵 循“ 分 區 發 展、 以 點 帶 面、
精 品 領 先 ” 的 發 展 原 則， 並 且 在 發 展 思 路、 運

營 模 式、 配 套 服 務 及 設 施 以 及 產 品 體 系 方 面 實
施策略創新。 70

徐 磊 青 等 以 遊 人 分 佈 的 視 角 展 開 調 研，
通 過 研 究 找 到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活 化 的 重 要 依 據：
遊 人 分 佈 的 兩 個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並 以 此 因 素 為
活 化 規 劃 的 依 據， 規 劃 推 出 兩 個 高 等 級 的 大 型
旅 遊 項 目， 作 為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的 發 展 策 略， 並
認 為 這 是 政 治 經 濟 和 社 會 的 阻 力 最 低 方 案。 71

王 忠、 吳 昊 天 則 認 為 體 驗 經 濟 理 論 對 澳 門 的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和 旅 遊 開 發 具 有 重 要 啟 發 意
義。 其 具 體 建 議 為： 做 好 產 品 設 計， 深 度 挖 掘
整 合， 融 入 科 技 元 素； 搞 好 創 意 傳 播， 找 準 溝
通 元， 提 升 遊 客 體 驗 度； 加 大 人 才 培 養， 開 設
專 業 課 程， 鼓 勵 本 地 居 民 參 與。72 王 心 等 通 過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式 研 究 了 赴 澳 文 化 遺 產 旅 遊 者 的
旅 遊 動 機、 感 知 價 值 和 目 的 地 忠 誠 度， 發 現 文
化 遺 產 旅 遊 動 機 正 向 影 響 感 知 價 值， 進 而 正 向
影 響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的 忠 誠 度。 為 此， 其 提 出 了
有關澳門文化遺產旅遊可持續發展的相應建議：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了 解 旅 遊 者 動 機 並 實 施 有 效 的 目
的 地 營 銷 策 略， 提 升 價 值 感 知 因 素 對 旅 遊 者 忠
誠 度 的 影 響 力， 找 出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旅 遊 今 後 努
力 的 重 點 和 方 向， 為 澳 門 旅 遊 業 如 何 利 用 文 化
遺 產 資 源、 為 澳 門 的 文 化 旅 遊 資 源 形 成 強 大 的
旅 遊 吸 引 力 和 競 爭 力 提 供 借 鑑， 從 而 推 動 澳 門
旅遊業多元化可持續發展。 73

曾 韜、 李 璽 以 旅 遊 體 驗 的 象 徵 價 值 觀 點 為
基 礎， 結 合 休 閒 維 度， 設 計 旅 遊 休 閒 體 驗 質 量
量 表， 通 過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法 調 研 澳 門 旅 遊 體 驗
元 素 與 旅 遊 休 閒 體 驗 質 量。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基
於 體 驗 特 徵 的 遊 客 類 型 與 旅 遊 休 閒 體 驗 質 量 類
型 存 在 顯 著 相 關， 其 中 遺 產 觀 光 型 和 情 感 滿 足
感、 自 我 與 人 際 提 升 感、 低 質 量 體 驗 感 的 關 係
較 密 切。 基 於 分 析 結 果， 其 推 導 出 的 結 論 則 包
括 澳 門 核 心 體 驗 元 素 文 化 遺 產 存 在 資 源 異 質 性
強 與 產 品 顯 像 化 弱、 規 劃 碎 片 化 明 顯 的 矛 盾。
該 研 究 因 而 提 出， 澳 門 旅 遊 業 已 進 入 較 成 熟 的
階 段， 實 現 了 多 元 化 的 轉 型， 但 仍 存 在 部 分 問
題 需 要 進 一 步 優 化， 應 確 立 適 度 超 前 的 旅 遊 發
展戰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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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澳門文化遺產網：http://www.wh.mo/cn/about/#

2.   如張萌、梁晶進行定量的問卷調查，通過主成分分析將澳門

大學生對澳門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價值認知歸

納為文化價值、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三個因素；並在此基礎

上利用聚類分析將受訪大學生劃分為文化型、經濟型與否定

型三個類別。研究發現，澳門大學生對澳門世界遺產的價值

普遍具有高度的認知，並且伴隨着一定的差異性（張萌、梁

晶：《澳門大學生世界遺產價值認知研究》，《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2013 年 S2 期）。趙暢同樣以澳門歷史城區

為例，通過定性研究，面對面訪談的方式明確了澳門世界遺

產的登錄對當地居民的意識有哪些影響（趙暢：《世界遺產

的登錄對當地居民意識的影響——以澳門為例》，《產業與

科技論壇》2015 年第 17 期）。

3.   如澳門《文化雜誌》2006 年第 60 期曾專闢《澳門歷史城區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特輯》，2015 年第 95 期又闢《慶祝“澳

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十周年專輯》等；2006 年 10 月澳門

舉行“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研究”學術研討會，見郭遠英：《“澳

門歷史文化遺產研究”學術討論會綜述》，《世界歷史》

2007 年第 2 期等。

另 外， 也 有 學 者 從 旅 遊 開 發 的 角 度 就 澳 門
博 彩 業 與 文 化 遺 產 的 關 係 進 行 了 研 究。 如 唐 娟
認 為 澳 門 博 彩 業 的 繁 榮 反 襯 出 區 域 經 濟 過 於 單
一 化 發 展 帶 來 的 隱 患， 以 及 基 於 文 化 內 涵 的 旅
遊 開 發 力 度 不 夠 從 而 影 響 區 域 文 化 品 位 提 升 的
弊 端。 該 研 究 呼 籲 對 澳 門 現 有 形 象 進 行 優 化，
進 一 步 開 發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資 源， 彰 顯 沉 寂 中 的
澳 門 文 化 旅 遊， 以 夯 實 文 化 基 礎、 多 元 化 格 局
提 升 市 場 的 吸 引 力 作 為 澳 門 旅 遊 形 象 優 化 的 方
向。 75 羅 浩 等 同 樣 發 現 澳 門 旅 遊 業 結 構 過 於 單
一，不利於旅遊業與整體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亟 需 轉 型； 而 作 為 東 西 方 文 化 交 匯 的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地， 且 擁 有 多 項 世 界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澳
門 發 展 文 化 旅 遊 有 着 得 天 獨 厚 的 優 勢。 其 指 出
澳 門 旅 遊 業 轉 型 可 以 文 化 旅 遊 為 突 破 口， 以 博
彩 旅 遊 帶 動 文 化 旅 遊， 使 二 者 成 為 澳 門 旅 遊 業
持 續 健 康 發 展 的 雙 翼。 76 鄭 婉 卿、 黎 熙 元 依 據
對 廣 東 居 民 的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就 廣 東 居 民 對 澳
門 文 化 和 博 彩 兩 種 旅 遊 資 源 的 認 知、 旅 遊 興 趣
及 旅 遊 項 目 選 擇 等 方 面 進 行 了 分 析， 發 現 廣 東
居 民 對 澳 門 旅 遊 資 源 的 認 知 主 要 集 中 於 博 彩 方
面，參加的項目也主要是與博彩業相關的項目；
對 澳 門 的 文 化 資 源 認 知 不 足， 很 少 實 際 上 選 擇
和參與文化旅遊項目。 77

如 何 推 動 澳 門 旅 遊 的 多 元 化 發 展， 讓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資 源 真 正 能 助 力 於 澳 門 旅 遊 發 展， 仍
是 學 界 持 續 研 究 的 問 題。 如 黃 梓 衛 以 城 市 意 象
理 論 作 為 理 論 工 具， 進 行 了 澳 門 街 道 的 文 化 遺
產現狀分析；同時利用街道環境意象理論要素，
以 案 例 的“ 懷 舊 旅 遊 ” 標 誌 以 及 路 徑 要 素 作 為
出 發 點， 進 行 了 街 道“ 懷 舊 旅 遊 模 式 ” 建 設 可
能 性 探 討。 其 以 案 例 的 分 析 結 果 為 依 據， 以 政
府、 遊 客 以 及 當 地 居 民 三 個 群 體 作 為 對 象， 討
論 並 總 結 了“ 懷 舊 旅 遊 ” 模 式 在 澳 門 地 區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過 程 中 的 實 踐 性 意 義、 問 題 以 及 未 來
發展的方向。 78

五、餘論

2005 至 2020 年，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相 關 研
究 蓬 勃 開 展， 在 澳 門 城 市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的 規 劃 保 護 與 活 化、 澳 門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探 索 以 及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資 源 的 旅 遊 開 發
等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相 當 豐 富 的 成 果。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相 關 研 究 更 有 着 廣 闊 的 前 景。 如 澳 門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探 索， 未 來 即 應 有 較 大 拓 展 空 間。
截 至 2020 年 6 月， 澳 門 共 有 70 個 項 目 列 入
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12 個項目列入《非物質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八 個 項 目 列 入 國 家 級 非 遺 名
錄。 79 其 中 除 魚 行 醉 龍 節、 媽 祖 信 俗 及 哪 吒 信
俗 等 項 目 外， 其 他 澳 門 非 遺 項 目 尚 有 待 學 界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而 且 澳 門 非 遺 項 目 的 研 究 若 與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研 究、 文 化 遺 產 資 源 的 旅 遊 開 發 研
究 相 結 合， 則 更 可 擴 展 澳 門 研 究 的 整 體 維 度。
更重要的則如楊開荊所強調，隨着國家提出“粵
港 澳 大 灣 區 ” 深 化 合 作 的 理 念， 粵 港 澳 在 商 貿
和 服 務 互 聯 相 通 的 同 時， 也 需 要 構 築 大 灣 區 的
多 元 文 化 圈 和 文 化 交 流 體 系。 而 澳 門 正 應 在 其
中 發 揮 至 關 重 要 的 作 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文 化 共
融， 尤 其 通 過 合 作 挖 掘 共 同 的 歷 史 資 源， 增 進
相 互 了 解， 達 至 彼 此 尊 重， 則 必 將 減 少 因 為 文
化 差 異 而 引 起 的 沖 突， 從 而 共 建 大 灣 區 宜 居 城
市。 80 相 信 這 也 正 是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相 關 研 究 宏
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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