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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三盞燈東南亞華僑聚落探研

摘   要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東南亞大規模的排華事件導致大量南洋華僑遷徙至
澳門，從此在澳門落地生根。大多數華僑迫於生計選擇在市區外落腳，其
中以三盞燈為主，這裡成為了東南亞華僑聚集地，自然地形成極具特色的
聚落式文化地景。東南亞華僑引入了家鄉的美食和文化風俗，讓三盞燈成
為了澳門的一處特色風情，同時亦是澳門多元文化共存的又一佐證。

關鍵詞  澳門；三盞燈；華僑聚落

  劉漫娜 *

*劉漫娜，澳門大學澳門研究哲學碩士。

一、三盞燈概況

澳 門 三 盞 燈 南 北 聯 通 飛 能 便 度 街， 是 位 於
聖 安 東 尼 堂 區 最 為 繁 華 的 生 活 區 之 一。 三 盞 燈
全名嘉路米耶圓形地， 是以澳門第 105 任總督
José Carlos da Maia 之 名 命 名。 只 是 多 年 後
斯 人 已 死， 而 圓 形 地 正 中 燈 柱 的 三 盞 明 燈 慢 慢
成 為 了 該 圓 形 地 的 標 誌， 因 而 嘉 路 米 耶 圓 形 地
漸 漸 被 人 忘， 取 而 代 之 流 行 的 是 三 盞 燈 這 個 形
象 的 俗 稱。 爾 後 至 1999 年，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對
三 盞 燈 圓 形 地 進 行 翻 新 維 修， 在 圓 形 地 的 中 心
燈 柱 上 方 多 加 了 一 盞 燈（ 圖 1）。 自 此， 三 盞
燈 的 實 物 已 然 不 再， 但 三 盞 燈 的 叫 法 仍 舊 口 耳
相 傳 被 沿 襲 了 下 來。 六 七 十 年 代 的 澳 門， 賣 藝
擺 攤 極 為 盛 行， 小 販 及 賣 藝 人 士 會 到 人 流 密 集
的 區 域 擺 檔。 三 盞 燈 便 是 其 中 一 個 擺 檔 的 熱 門
地 點， 亦 可 看 到 形 式 多 樣 的 賣 藝 表 演， 說 書、
賣武、耍猴和魔術等等，人氣興盛，車水馬龍。
昔 日 的 三 盞 燈 由 賣 藝 擺 攤 變 成 了 如 今 東 南 亞 華
僑 的 集 聚 之 地。 在 時 代 的 變 遷 中， 是 甚 麼 原 因
導 致 三 盞 燈 現 今 演 變 成 為 東 南 亞 華 僑 居 地， 這
一個文化地景的形成過程是值得去探索的。

二、東南亞華僑聚落的形成原因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至 七 十 年 代 以 越 南、 印 尼 為
代 表， 在 東 南 亞 發 生 的 大 規 模 嚴 重 排 華 事 件 是

大 量 東 南 亞 華 僑 遷 徙 至 澳 門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以 越 南 為 例， 從 1885 年 開 始， 法 國 殖 民 越 南
後， 急 需 大 量 的 勞 動 力 開 採 越 南 的 資 源。 中 國
人 口 眾 多， 為 了 吸 引 中 國 居 民 到 越 南 提 供 勞 動
力， 法 國 方 面 宣 佈 了 包 括 免 除 稅 務 在 內 的 眾 多
優 待 措 施。 此 外， 該 年 份 正 值 中 國 鴉 片 戰 爭 結
束 之 時， 大 量 中 國 人 民 顛 沛 流 離， 居 無 定 所。
這 兩 個 因 素 是 接 下 來 的 數 十 年 間， 移 居 越 南 的
華 人 數 量 出 現 驚 人 增 長 的 重 要 原 因。 據 統 計，
自十九世紀中葉後，移居越南的華人迅速增加。
依《華僑之研究》轉載法屬越南年鑑統計資料，
1889 年僅有 56 ,528 人，1906 年有 12 萬人，
1934 年 則 有 32 萬 6 千 人。 1 至 二 次 大 戰 後，
依 陳 烈 甫 引 用 之 資 料， 法 國 殖 民 政 府 於 1948
年 公 佈 的 華 僑 數 目 約 七 十 萬（ 南 越 有 63 萬，
其 餘 在 北 越 ）， 中 國 僑 委 會 公 佈 的 數 字 是 100
萬。 2 經濟上，華僑數量急劇增長導致華僑在越
南 經 濟、 國 計 民 生 上 佔 有 了 重 要 的 一 席 之 地，
這 讓 越 南 當 局 日 漸 警 惕。 國 際 關 係 上， 由 於
七 十 至 八 十 年 代， 中 蘇 一 度 交 惡， 越 南 政 府 走
上 了 親 蘇 反 華 路 線。 眾 多 的 原 因 導 致 了 七 十 年
代末越南的反華浪潮。 

再 觀 印 尼， 反 華 高 潮 的 導 火 索 莫 過 於
九 三 〇 事 件。 印 尼 武 裝 部 隊 首 領 於 1965 年 9
月 30 日晚通過政變上台後，由於印尼的經濟岌
岌可危，國內的民生問題嚴峻。為了維護統治，
以 蘇 哈 托 為 首 的 右 翼 政 府 把 印 尼 國 內 的 社 會 問
題、 經 濟 問 題 歸 咎 於 在 印 尼 落 葉 生 根 的 華 人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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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華 人 意 欲 政 變， 佔 用 了 社 會 資 源， 搶 奪 了
原 居 民 生 存 空 間 與 就 業 機 會 等 論 調 一 時 間 甚 囂
塵 上。 右 翼 政 府 的 煽 動 直 接 導 致 了 蘇 哈 托 政 變
後反華排華大浪潮的產生。 

按 照 聯 合 國 難 民 事 務 處 估 計， 越 南 在 七 十
年 代 排 華 浪 潮 中， 僅 1979 年 掠 奪 華 僑 難 民 的
財 產 就 可 達 三 十 億 美 元。 從 1975 年 到 1984
年 間， 越 南 政 府 共 驅 趕 了 超 過 一 百 五 十 萬 越 南
華僑出境。 3 印尼六十年代反華行動死傷人數已
難 以 考 究， 但 現 在 學 界 中， 普 遍 認 為 此 次 慘 案
造成 50 萬人遇難。 

類 似 的 反 華 行 動 在 東 南 亞 各 國 均 有 發 生，
包括馬來西亞的五一三事件、印尼的紅溪慘案、
1975 年柬埔寨在紅色高棉執政時期對華人的迫
害 等 等。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皆 反 映 出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以 後， 甚 至 時 至 今 日 華 人 在 東 南 亞 的 生 活
處 於 被 當 地 居 民 排 斥 的 境 地， 不 容 樂 觀。 在 遭
受 難 以 置 信 的 迫 害、 掠 奪、 侮 辱 甚 至 屠 殺 後，
已 經 在 東 南 亞 生 根 發 芽 的 華 僑 連 基 本 生 存 權 都
得 不 到 保 障 的 情 況 下， 不 得 不 放 棄 在 異 國 他 鄉
創 造 的 事 業 以 及 組 建 的 家 庭， 再 次 遠 渡 重 洋 尋
求 安 身 立 命 之 所。 而 在 七 十 年 代， 中 國 正 處 於
文 化 大 革 命 及 大 饑 荒 之 後， 國 內 人 民 的 生 存 狀
況 堪 憂。 而 當 時 的 澳 門 北 接 中 國 大 陸 南 臨 太 平
洋 的 絕 佳 的 地 理 位 置， 成 為 了 相 當 一 部 分 華 僑
難 民 重 新 開 始 生 活 的 新 選 擇。 但 由 於 不 少 華 僑
在 東 南 亞 時 已 遭 政 府 掠 奪 財 產， 而 離 開 時 又 受
到 資 金 限 制， 加 上 澳 葡 政 府 需 要 收 取 兩 千 至 一
萬 三 千 澳 門 元 的 移 民 費， 令 大 多 華 僑 無 力 在 市
區（ 主 要 指 內 港 一 帶 ） 置 房 居 住， 因 而 選 擇 三
盞燈、新橋這些市區外圍的衛星區域落腳。 4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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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盞燈聚落文化地景的特徵

在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UNESCO） 的 定
義 中， 文 化 地 景 是：“ 一 種 文 化 資 產， 它 們 呈
現 了 自 然 與 人 類 結 合 的 成 果 …… 它 們 闡 明 了 人
類 社 會 與 居 地 如 何 受 到 自 然 環 境 的 限 制 與 / 或
機 會 以 及 社 會、 經 濟 與 文 化 力 量 相 繼 而 來 之 影
響，無論這些影響外在或內在的（Operational  
guidel ines  for  the implementat 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東 南 亞 僑
歸 移 入 澳 門， 並 在 三 盞 燈 落 腳， 形 成 一 個 集 體
群 居， 自 然 地 引 入 家 鄉 美 食 和 文 化， 在 新 的 聚
居地形成具有特色的南洋風味和特色。

（一）美食文化：歸僑菜

2017 年底，澳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
“ 美 食 之 都 ”， 美 食 已 成 為 澳 門 旅 遊 文 化 特 色
之 一。 澳 門 的 美 食 文 化 源 遠 流 長， 其 優 點 在 於
多 元 化， 包 括 葡 國 菜、 粵 菜、 內 地 各 菜 系、 日
韓料理以及東南亞飲食。

歸 僑 為 澳 門 的 飲 食 文 化 帶 來 了 一 定 影 響，
在 澳 門 有 兩 個 充 滿 東 南 亞 風 情 的 地 區， 一 是 亞
卑 寮 奴 你 士 街（Rua de Abreu Nunes）， 又
稱 荷 蘭 園 二 馬 路， 有 不 少 泰 國 人 經 營 的 商 店，
故 有“ 小 泰 國 ” 之 稱； 二 是 原 名 為 嘉 路 米 耶 圓
形 地 的 三 盞 燈， 它 被 稱 為“ 澳 門 東 南 亞 美 食 集
中 地 ”。 二 十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東 南 亞 華 僑 移
居 澳 門 後， 在 居 住 地 經 營 起 餐 廳， 由 此 東 南 亞
各國的南洋飲食匯聚在了三盞燈。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葉 的 多 次 緬 甸 和 印 尼 排 華 事
件， 令 這 些 躲 避 禍 亂 的 東 南 亞 華 僑 一 部 分 來 到
了 澳 門， 並 在 三 盞 燈 區 域 聚 居。 這 一 部 分 的 東
南亞歸僑以緬僑居多。他們找到了容身之所後，
為 了 生 計 開 始 投 入 到 各 行 各 業 之 中， 更 有 不 少
的 人 開 始 從 事 飲 食 業， 在 三 盞 燈 這 個 區 域 開 設
大 量 餐 廳， 給 當 地 居 民 提 供 充 滿 東 南 亞 風 情 的
美 食， 他 們 的 到 來 也 帶 來 了 大 量 的 美 食 文 化。
食 物 的 類 型 繁 多， 皆 是 具 有 南 洋 風 味 的 菜 系，
如 椰 汁 雞 面、 魚 湯 粉、 緬 甸 撈 麵、 喇 沙、 肉 骨

茶、 咖 喱 飯 等。 緬 甸 菜 是 三 盞 燈 這 一 區 域 的 一
大 特 色 菜 系， 其 中 魚 湯 粉（ 圖 2） 最 受 大 眾 喜
愛， 傳 統 的 魚 湯 粉 會 配 上 豆 餅（ 馬 豆 餅 ） 或 油
條一起進食，許多麵家都保留着這個傳統。 

緬 甸 人 選 擇 來 澳 門 的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當 時
澳 門 正 發 展 勞 動 密 集 型 加 工 製 造 業， 這 批 歸 僑
正 好 提 供 勞 動 力， 如 寶 源 望 遠 廠 中 近 六 百 名 工
人 中 便 有 九 成 半 以 上 是 緬 甸 華 僑。 就 業 人 口 有
穩 定 收 入， 也 造 就 了 一 群 很 重 要 的 消 費 群。 一
天三餐的家鄉菜當然十分重要。5

（二）節慶活動：潑水節 

一 個 地 區 的 新 移 民 把 他 們 的 風 俗 帶 到 他 們
的 新 聚 居 地 是 普 遍 之 事， 潑 水 節 是 東 南 亞 地 區
最 盛 大 的 傳 統 節 日 之 一， 人 們 互 潑 清 水， 寓 意
洗 去 過 去 一 年 的 不 順 心。 隨 着 大 批 東 南 亞 華 僑

圖 2



澳門三盞燈東南亞華僑聚落探研       劉漫娜

南國人文

1432020年•第110期•文化雜誌 RC

的 遷 入， 緬 甸、 泰 國、 老 撾、 柬 埔 寨 等 東 南 亞
國 家 流 行 的 潑 水 節 習 俗 也 由 此 引 入 澳 門。 由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旅 遊 局 及 澳 門 緬 華 互 助 會 主
辦 的 緬 甸 新 年 傳 統 的 潑 水 節 活 動， 都 會 於 每 年
4 月 舉 行。 在 節 慶 的 舉 辦 期 間 也 特 設“ 緬 甸 及
東南亞美食文化街”。 

緬 華 潑 水 節 的 活 動 目 的， 是 向 世 人 展 示 澳
門 是 包 容 多 元 文 化 的 獨 特 都 市。 憑 藉 潑 水 節 活
動， 在 東 南 亞、 中 國 的 僑 務 部 門 和 澳 門 之 間 架
起 橋 樑， 提 供 平 台， 促 進 官 民 交 往 和 中 緬 文 化
交 流， 配 合 推 動“ 促 進 旅 遊 業 和 經 濟 發 展 ” 的
施政方針。 6 澳門緬甸華僑潑水節已經形成了一
項 具 有 澳 門 特 色 的 旅 遊 節 目， 亦 為 三 盞 燈 帶 來
了別樣的風采。

四、結語

綜 上 所 述， 由 於 二 十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東 南
亞 發 生 的 大 規 模 嚴 重 排 華 事 件， 華 人 在 東 南 亞
遭 受 迫 害、 掠 奪、 侮 辱 甚 至 屠 殺， 在 如 此 嚴 重
的 反 華 事 件 下， 驅 使 大 批 的 當 地 華 僑 撤 離 東 南
亞， 往 別 處 安 身。 而 澳 門 因 為 當 時 社 會 環 境 的
相 對 穩 定， 移 民 法 律 較 寬 鬆 的 原 因， 成 為 移 民
地 之 一。 由 於 不 少 華 僑 在 東 南 亞 已 遭 到 政 府 掠
奪 財 產， 在 離 開 時 又 受 到 資 金 的 限 制， 加 上 移
入 澳 門 的 移 民 費， 令 大 多 華 僑 無 力 在 市 區 置 房
居 住， 因 此 選 擇 三 盞 燈、 新 橋 這 些 市 區 外 圍 的
衛 星 區 域 落 腳。 移 民 到 澳 門 的 華 僑 團 結 一 致，
成 立 許 多 互 助 會， 最 終 形 成 了 一 個 以 三 盞 燈 為

核 心 的 華 僑 社 區， 同 時 也 形 成 具 有 特 色 的 文 化
地 景。 這 批 東 南 亞 華 僑 來 澳 定 居 以 後， 開 設 了
眾 多 南 洋 風 味 的 餐 廳 營 生， 為 澳 門 帶 來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東 南 亞 美 食， 其 中 歸 國 華 僑 緬 甸 華 僑 的
人 數 居 多， 因 此 緬 甸 的 美 食 在 三 盞 燈 區 域 最 為
興 盛。 東 南 亞 國 家 僑 民 遷 入 澳 門， 潑 水 節 的 習
俗亦進入澳門。澳門緬華互助會自 1995 年起，
於每年 4 月期間都會舉辦緬甸新年傳統的潑水
節 活 動， 讓 這 一 區 域 更 具 東 南 亞 的 民 族 風 情。
澳 門 匯 聚 多 國 文 化， 而 三 盞 燈 社 區 因 為 居 住 了
不 少 東 南 亞 華 僑， 充 滿 了 多 元 特 色 文 化。 將 三
盞 燈 這 一 區 域 的 特 色 深 入 發 揚， 加 強 宣 傳 該 區
旅 遊， 響 應 政 府 將 澳 門 打 造 成 為 世 界 休 閒 城 市
的 方 向， 讓 三 盞 燈 日 後 的 繁 榮 發 展 適 應 當 代 的
社會需求，或許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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