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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統地梳理了盧家大屋的建造時空等歷史資訊，深入剖析了該建築的
空間佈局、結構和構造方式、建築立面、門窗做法以及細部裝飾等營造技
藝的源流、顯著特徵及其發展融合。本文試圖以盧家大屋為例，管窺當時
澳門社會的歷史剪影，反映出來自中國、葡萄牙以及葡印果阿的不同文化
通過人與人的交流和生活中的點滴滲透，從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和諧共存。這種多元文化的交融無疑是澳門近代歷史建築的最大特
色，印證了澳門歷史城區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多樣性文化特徵。

關鍵詞  澳門世遺歷史城區；盧家大屋；文化多樣性

中 國 著 名 的 國 學 大 師 季 羨 林 曾 說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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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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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澳門由中國邊陲小
漁 村 發 展 成 中 外 文 化 匯 萃 的 國 際 性 城 市， 無 疑
是 由 長 期 居 住 在 這 裡 的 華 人 和 葡 萄 牙 人 共 同 完
成 的。 但 二 元 並 不 是 澳 門 文 化 的 全 部， 長 期 以
來， 外 國 人 把 澳 門 視 為 探 險 家 的 樂 園 和 宗 教 避
難 所， 前 來 澳 門 居 留 的 不 僅 有 來 自 西 班 牙、 英
國、 意 大 利、 美 國、 法 國、 比 利 時、 丹 麥、 瑞
典 的 西 方 人， 也 有 來 自 日 本、 越 南、 印 度、 馬
來西亞、菲律賓以至柬埔寨等東方國家的移民。

這 些 移 民 帶 來 了 西 方 的 科 學 技 術、 現 代 文 明、

生 活 方 式， 以 及 原 居 地 的 風 俗 文 化。 中 西 文 化
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碰撞，交流和傳播，

磨合而成開放、兼收並蓄的澳門文化。

澳 門 文 化 的 開 放 性 和 包 容 性 令 多 種 文 化 生
根、 開 花 結 果， 影 響 至 今， 形 成 了 一 個 各 種 思
想 相 互 寬 容 的 和 諧 共 處 社 會。 但 對 於 住 宅 文 化
來 說， 外 來 文 化 的 積 存 及 發 揚 並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的 事， 住 宅 文 化 是 支 配 住 宅 構 成 的 思 想 意 識，

慣 性 較 大， 是 建 築 文 化 中 最 能 體 現 人 類 總 體 文
化發展方向和發展程度的一部分。2 因此，如果

沒 有 長 久 日 積 月 累 的 薰 陶 和 潛 移 默 化， 外 來 的
影 響 不 會 存 留 下 來。 澳 門 曾 迎 來 送 往 許 多 不 同
文 化， 但 最 終 能 經 歷 時 間 考 驗 而 對 澳 門 近 代 居
住 建 築 產 生 深 層 次 影 響 的 主 要 是 嶺 南 文 化、 葡
萄 牙 文 化 以 及 經 葡 萄 牙 帶 入 的 葡 印 果 阿 文 化。

世 遺“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 是 由 中 國 和 葡 萄 牙 的 歷
史 街 道、 住 區、 宗 教 和 公 共 建 築 組 成 的 世 界 文
化遺產，為四個半世紀內東西方的美學、文化、

建 築 和 技 術 的 融 合 和 交 流 提 供 了 獨 特 的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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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遺產與現實生活，

尤 其 是 文 化 生 活 之 間 的 關 係 反 映 了 本 土 文 化、

外 來 文 化 對 這 一 地 區 發 展 產 生 的 影 響， 反 映 了
多 元 文 化 融 合 而 成 的 城 區 文 化 對 人、 對 澳 門 近
現代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深刻影響。而在世遺“澳
門 歷 史 城 區 ” 內， 有 一 棟 位 於 傳 統 葡 人 核 心 居
住區大堂巷的中式住宅——盧家大屋，在洋房遍
佈 的 上 層 葡 人 階 層 集 中 之 地， 低 調 穩 重 而 又 格
格 不 入。 其 建 造 背 景、 建 築 主 體 以 及 細 部 特 徵
都 反 映 當 時 澳 門 社 會 的 剪 影， 映 射 出 澳 門 歷 史
城區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多樣性文化特徵。

一、為甚麼會在葡人核心區中
出現一座中式大宅？

十 九 世 紀， 葡 萄 牙 人 利 用 政 治 及 軍 事 形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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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根據澳門 1889 年平面圖繪製的盧家大屋所在地與周邊的關係（圖片來源：底圖為 [ 葡 ] 安東尼奧·埃托爾（António Heitor）繪《澳
門平面圖》（Planta da Península de Macau , 1889），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朱宏宇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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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充 其 管 治 範 圍， 外 商 的 到 來 和 經 濟 的 復 甦 促
進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城 市 建 設 力 度 並 確 定 了 澳 門 近
代 城 市 格 局。 在 西 式 城 市 結 構 下， 由 於 華 人 群
體 的 不 斷 增 大， 基 於 長 久 以 來 華 人 和 葡 萄 牙 人
的 同 處 分 治 的 習 慣， 澳 門 同 時 存 在 兩 個 涇 渭 分
明 的 生 活 圈， 葡 萄 牙 人 及 外 國 人 主 要 集 中 在 城
市中區，即以大堂、花王堂，聖老楞座堂為核心範
圍，並向外港及南灣、西灣發展，其中議事亭前地
及龍嵩街為商業街區，南灣為大宅及外國商人居住
的地區，西灣一帶則是別墅區。華人則集中於內港
河岸一帶及媽閣廟附近居住（圖 1）。

任 何 建 築 都 位 於 一 定 的 區 域 並 被 其 縈 繞，

盧 家 大 屋 所 處 的 大 堂 巷 是 聯 繫 澳 門 半 島 兩 座 重
要 的 教 堂 建 築， 即 主 教 座 堂 和 玫 瑰 堂 之 間 的 通
道，市政廳和大三巴牌坊也都在其附近，地理位
置 十 分 顯 要。 根 據 大 屋 內 次 天 井 簷 口 的 題 詩 年
份顯示，盧家大屋建成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
年 ）。 華 人 在 葡 人 核 心 區 內 建 立 一 座 中 式 為 主
的 住 宅 當 然 不 是 簡 單 的 中 西 融 合， 其 主 人 的 顯
赫 社 會 地 位 至 關 重 要， 更 是 華 人 民 族 自 豪 感 的
堅 定 體 現。 盧 家 大 屋 是 澳 門 著 名 商 人 盧 華 紹 家
族 3 的舊居。盧家積累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澳門
無 人 能 及， 對 整 個 澳 門 社 會 經 濟 的 影 響 舉 足 輕
重。 從 一 個 側 面 說 明 了 雖 然 鴉 片 戰 爭 之 後 清 朝
政 府 已 失 去 澳 門 管 治 權， 但 是 華 人 商 業 卻 改 變
了 國 際 貿 易 時 代 只 能 作 為 葡 萄 牙 人 經 濟 之 補 充
的 附 屬 地 位， 轉 變 為 主 控 型， 華 商 也 漸 次 成 為
晚清澳門最廣泛、最富裕、最活躍的群體——商
人階層。4 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對澳門的經
濟起支配作用，並得到了葡人的接受與認可。

盧 華 紹 選 在 葡 人 居 住 區 建 宅 應 有 其 實 際
考 慮， 最 主 要 的 應 是 便 於 與 葡 人 之 間 的 社 交 往
來。 十 九 世 紀 澳 門 經 濟 的 發 展 帶 動 了 歐 洲 享 樂
的 社 會 風 氣 及 生 活 方 式， 私 人 住 宅 在 這 時 大 量
出 現， 其 中 一 些 豪 宅 更 成 為 當 時 社 會 的 交 際 場
所。“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澳 門 看 不 到 精 彩
的 文 藝 演 出， 也 沒 有 有 趣 的 公 共 娛 樂 活 動。 但
是， 家 庭 生 活 和 社 交 活 動 卻 絢 麗 多 彩、 熱 鬧 非
凡。 …… 當 時 星 期 聚 會 頗 為 時 髦， 星 期 日 在 塞
卡爾子爵官邸聚會；星期一市政秘書長恩里克·

德·卡 斯 楚 官 邸 高 朋 滿 座； 星 期 二 暹 羅 領 事 納
迪 諾·德·塞 納 — 馬 恩 省·費 爾 南 多 在 官 邸 招
待 商 人； 而 星 期 三 和 星 期 四 分 別 在 軍 人 俱 樂 部
和 政 府 大 廈 相 聚； 星 期 五 在 移 民 事 務 員 西 班 牙
人坦科·亞爾家盡情歡樂；星期六改在阿爾皮諾·
安 東 尼 奧·巴 合 科 律 師 私 邸 翩 翩 起 舞。 遇 到 生
日、 婚 禮、 洗 禮 慶 典 等 活 動， 這 些 定 期 聚 會 或
則 二 合 一， 或 則 被 其 替 代。 賓 主 開 懷 暢 飲， 載
歌 載 舞 直 至 深 夜。 …… 然 而， 最 盛 大 的 活 動 是
總 督 查 努 阿 利 奧 子 爵 本 人 在（1872 年 ）10 月
31 日為慶祝路易斯一世國王舉行的晚會。 ……

新擴建的（政府）大廈燈火輝煌，70 對客人參
加 的 四 場 舞 會 開 始 …… 身 穿 無 可 挑 剔 的 燕 尾 服
和華美軍服的 220 位男士和服裝文雅、佩戴貴
重珠寶飾物的 79 位貴婦人為這場充滿活力和雅
趣的舞會增添了無與倫比的光彩。”5

然 而 為 何 不 在 葡 人 住 宅 區 內 建 西 式 洋 房 或
外 洋 內 中 的 住 宅 呢？ 根 據 當 時 的 時 事 推 測 大 屋
雖建成於 1889 年，但其始建時間應先於 1887
年，6 即《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之前，葡萄
牙人尚未獲得“永駐管理澳門”的特權。清朝嘉
慶十九年（1814 年），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陳
《夷商貿易情形及酌籌整飭洋行事宜疏》中，對
華商在澳的建房樣式進行了規定和限制：“不准
民人私為夷人服役，責成洋商通事稽查，其住居
澳 門 及 省 城 十 三 行 之 貿 易 民 人， 不 得 搭 蓋 夷 人
房，即售賣夷人衣履之舖戶亦不得用夷字店號，

以杜勾通而嚴區別。”7 可見建設之時清朝對華
人建西式房子的限制仍在，華人不敢貿然西化。

其 次 是 華 商 對 傳 統 生 活 習 俗 和 傳 統 中 國 倫
理 道 德 有 所 秉 持， 家 族 所 信 守 的 理 念 和 傳 承 下
來 的 信 條 透 過 住 宅 展 現 出 來。 因 此， 儘 管 盧 九
於 1888 年 5 月獲批加入葡籍之諭旨， 8 與西方
人 接 觸 較 多， 但 從 其 身 穿 清 朝 官 服， 佩 戴 葡 國
授予的勳章的照片仍可見一斑。

二、盧家大屋的嶺南建築文化特徵

十 九 世 紀 中 開 始 由 於 大 量 華 人 湧 入， 具 中
國傳統特色的民居也越來越多。這些移民以閩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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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為主，為澳門帶來了閩粵的嶺南文化、生活
方式和居住形式。其中，由於和廣東更為靠近，

且於澳門從事建築行業的多為粵人，從而澳門的
民居建築一般都以廣東傳統建築型制為主。

（一）嶺南民居的院落式空間佈局

盧家大屋佔地面積約 550 平米，縱深長約
24 米， 寬 約 13 米， 平 面 佈 局 採 用 傳 統 廣 式 三
間 兩 廊 民 居 形 式 演 變 而 成 的 院 落 式 住 宅， 建 築
有 明 顯 的 中 軸 線， 三 間 三 進， 中 央 三 進 也 稱 為
三 座 落 或 三 廳 串， 即 門 廳、 中 廳、 後 廳 三 廳 連
貫 排 列， 其 間 以 天 井 進 行 分 隔。 這 種 在 平 面 上
以 廳 堂、 天 井、 廊 道 來 組 成 通 風 系 統， 利 用 三
者 風 壓 之 差 異 產 生 氣 流 交 換， 從 而 達 至 通 風 及
散 熱 效 果， 是 嶺 南 民 居 解 決 炎 熱、 潮 濕、 多 雨
的氣候條件的基本手段（圖 2）。

盧家大屋中央開間寬約五米，門廳、中廳、

後廳三廳之間以天井作為過渡。門廳進深約 2.5
米， 其 後 的 天 井 深 為 3.6 米， 由 於 天 井 的 二 層
部 分 進 深 方 向 有 兩 條 過 廊， 天 井 採 光 部 分 實 際
是 僅 3.6×3.6 米 的 方 形 空 間； 天 井 之 後 是 中
廳，進深約 5.2 米；其後是 4.8×3.6 米的天井，

最 後 是 後 廳， 進 深 3.5 米。 這 一 系 列 位 於 中 軸
線 上 的 廳 堂， 是 家 庭 生 活 中 的 公 共 活 動 場 所，

承 擔 着 家 庭 議 事、 會 客、 婚 喪 嫁 娶、 祭 祀 祖 先
等 諸 多 功 能。 三 進 各 廳 之 間 不 設 實 牆， 採 用 可
移動的木格門扇，既可開合以調節的空氣流動，

也 可 在 作 大 型 活 動 之 時 臨 時 拆 除 以 增 大 廳 堂 空
間， 靈 活 實 用。 兩 側 次 間 寬 約 4.5 米， 第 一 進
與 第 二 進 之 間 同 樣 採 用 天 井 作 為 過 渡， 其 中 右
側 天 井 進 深 約 5 米， 其 間 有 花 池。 二 層 空 間 呼
應 一 層 佈 置 廳 房， 第 三 進 也 是 兩 層 高， 但 由 於
一 樓 後 廳 層 高 較 高， 因 此 二 樓 採 用 閣 樓 形 式，

是 用 於 供 奉 祖 先 靈 位 的 祭 祀 空 間。 閣 樓 有 通 往
屋頂平台的出入口，平台的設置既有晾曬功能，

也便於建築屋面維修，可謂一舉兩得。

（二）嶺南民居的傳統建造方式

盧 家 大 屋 採 用 嶺 南 民 居 傳 統 的 磚 牆 承 重 結

構 體 系， 構 造 的 方 式 為 牆 上 承 檁， 檁 上 支 椽，

椽 承 雙 層 瓦 屋 面。 雙 層 瓦 屋 面 適 用 於 澳 門 炎 熱
的 氣 候， 即 在 單 層 屋 面 的 瓦 壟 上 再 鋪 一 層 瓦，

瓦 上 再 做 瓦 壟， 上 層 瓦 鋪 砌 到 離 屋 脊 20—30
厘 米 處 停 止， 這 樣 下 層 板 瓦 就 成 了 隔 熱 板。 雖
然 只 有 板 瓦 是 架 空 的， 隔 熱 板 面 積 也 只 有 屋 面
的 二 分 之 一， 但 效 果 還 是 比 較 明 顯 的， 且 利 於
防雨和排水。

（三）嶺南民居的立面處理及裝飾藝術

盧 家 大 屋 內 開 敞 而 外 封 閉， 灰 色 的 外 立 面
典 雅、 素 樸、 傳 統， 在 洋 房 林 立 的 葡 人 核 心 區
中 顯 得 格 外 低 調 穩 重， 分 外 講 究， 彰 顯 大 家 風
範。 牆 身 採 用 造 價 昂 貴 的 水 磨 青 磚 絲 縫 砌 築，

與 一 般 的 青 磚 相 比， 燒 造 水 磨 青 磚 的 黏 土 用 料
講 究 並 且 還 要 配 合 精 細 的 磨 工， 施 工 時 需 將 青
磚 上 下 面 鏟 出 凹 面， 留 起 齊 整 尖 銳 的 四 邊 和 平
整 光 潔 的 面， 砌 築 時， 磚 的 周 邊 要 緊 密 貼 合，

再 以 白 石 膏 漿 勾 齊 縫 隙， 使 外 觀 達 到 嚴 絲 合 縫
的 效 果。 磚 牆 下 部 墊 砌 規 則 的 花 崗 岩 條 石， 成
青 磚 石 牆 角， 至 今 仍 保 存 得 較 好。 大 屋 的 建 造
也 貫 徹 着 炫 耀 的 意 向。 從 大 屋 的 清 水 外 牆 可 以
看 出， 主 人 對 住 宅 的 投 資 巨 大， 每 一 塊 清 水 磚
的 造 價 都 相 當 之 高， 這 在 現 存 的 澳 門 中 式 大 宅
中 難 得 一 見。 青 磚 牆 屋 採 用 前 後 直 坡 頂 結 合 兩
側 山 牆 的 硬 山 形 式， 牆 頭 線 條 下 面 的 灰 色 裝 飾
帶，是以黑色為底的水草、草龍圖紋，稱為“掃
烏 煙， 畫 草 尾 ”， 山 牆 的 裝 飾 反 映 與 海 洋 文 化
密切聯繫的寓意和傳統文化（圖 3）。

與 平 面 空 間 的 中 軸 式 佈 局 相 呼 應 的 建 築 正
立 面 同 樣 採 用 對 稱 式， 中 央 入 口 處 採 用 傳 統 廣
東 式 凹 門 斗， 又 稱 凹 門 廊 式， 也 就 是 在 三 開 間
的中央凹進，形成門前的過渡空間，具有防風、

避 雨 以 及 遮 陽 的 效 果， 並 進 一 步 強 化 中 軸 對 稱
的 穩 定 關 係。 大 門 外 兩 側 採 用 經 過 人 工 處 理 的
條 石 作 門 框， 並 作 線 腳 處 理。 門 框 上 有 掛 鉤，

作掛牌匾之用。正門分三層，稱為“三件頭”：

第 一 層 為 腳 步 門（ 矮 門 ）， 即 對 開 的 小 摺 門，

上 面 有 雕 花 圖 案， 具 有 防 止 外 部 視 線 的 干 擾 的
作 用； 第 二 層 為 趟 櫳， 即 可 以 拉 合 的 柵 欄 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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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盧家大屋首層平面圖（上）、剖面示意圖（下）（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
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Section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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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由 15 根直徑為 10—12 厘米的圓木橫排平
行 組 合 而 成， 具 有 通 風 和 防 盜 的 作 用； 第 三 層
是 雙 扇 對 開 全 閉 合 的 木 板 門， 堅 固 厚 實， 是 大
屋最為重要的關防。

在裝飾藝術的處理上，嶺南傳統依然特色鮮
明：功能性的木製門扇、屏門、門罩、掛落和橫
批上雕刻着荷葉等寓意吉祥的花草圖案及詩句；

入口門廳左側供奉門官土地的磚雕，是精美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藝術品，兩側的對聯寫着“門從積
德大”“官自讀書高”，反映了盧氏家族對中國
傳統思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學而

優則仕”傳統儒家思想的認同（圖 4）。大量觀
賞性的牆頭灰塑題材豐富，造型生動，並在中國
傳統基礎上吸收了西方的圖案設計以及利用水銀
片作點綴，創意十足。其中《停雲》出自晉朝詩
人陶淵明：“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
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9 停雲灰塑中還
有花瓶花卉，“瓶”與“平”為諧音，寓意“四
季 平 安 ”； 花 卉 包 括 芙 蓉 和 牡 丹 花，“ 芙 ” 與
“富”為諧音，“花”即為“華”，牡丹代表富
貴，蘊含“榮華富貴”（圖 5）。

“ 瓜 瓞 綿 綿 ” 是 大 屋 中 最 大 的 彩 色 灰 塑，

圖 3. 盧家大屋透視圖（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
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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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約 3.9 米， 高 約 1.6 米， 中 央 為 1 米 直 徑 的
圓 形 構 圖， 園 內 為 漁、 樵、 耕、 讀 四 組 山 水 人
物， 漁 和 樵 分 別 講 述 東 漢 嚴 子 陵 和 朱 買 臣 的 故
事， 耕 和 讀 是 描 寫 舜 帝 教 民 耕 種 及 戰 國 蘇 秦 埋
頭 苦 讀 的 情 景。 圓 形 構 圖 以 外 以 綬 帶 做 成 博 古
架 造 型， 各 種 瓜 果 飛 禽 至 於 其 中。 瓜 果 間 以 蔓
帶（ 諧 音 萬 代 ） 相 連， 瓜 則 多 子， 寓 意 子 孫 萬
代 傳 承。“ 瓜 瓞 綿 綿 ” 下 的“ 鸚 熊 奪 錦 ” 灰 塑
以“ 鸚 ”“ 熊 ” 諧 音“ 英 雄 ”， 左 右 兩 旁 的 白
話 詩“ 十 載 攻 讀 問 學 堂， 要 知 富 貴 在 文 章。 鼇
頭 湧 出 千 心 動， 丹 桂 開 時 萬 里 香 ”；“ 三 汲 浪
中龍爪現，九天雲外鳳呈祥。狀元二字題金榜，

直 到 皇 都 作 棟 樑。” 都 是 激 勵 子 孫 勤 奮 讀 書，

金 榜 題 名。 表 現 了 尊 書 重 道 的 人 生 哲 學， 是 當
時華人社會的縮影（圖 6）。

三、葡萄牙及葡印果阿建築語言
與嶺南傳統建築語言的相容並蓄

澳 門 從 土 地 荒 蕪、 人 煙 稀 少 的 漁 村 發 展 為
近 70 萬人口的國際性城市，其建築文化，無論
是 中 式 還 是 西 式 都 是 經 由 外 部 移 植 而 來。 十 六
世 紀 至 十 九 世 紀 的 澳 門， 西 歐 移 民 帶 來 了 西 方
文 化 和 西 方 建 築 式 樣， 影 響 了 本 地 建 築 文 化，

在 各 式 各 樣 的 移 植 建 築 中， 又 以 住 宅 建 築 佔 的
比 例 最 高。 葡 萄 牙 作 為 澳 門 建 築 文 化 的 移 植 源
之一，其本身的文化其實也帶有一定的移植性。

葡 萄 牙 歷 史 上 由 於 曾 受 到 古 羅 馬 人 和 西 哥 特 人
的 統 治， 也 曾 受 到 來 自 西 非 摩 爾 人 的 入 侵， 其
城 市 形 態 及 建 築 形 式 既 受 到 歐 洲 核 心 文 化 的 影
響， 也 受 到 阿 拉 伯 文 化 的 薰 陶。 葡 萄 牙 人 將 西
方 建 築 文 化 移 入 澳 門 的 同 時， 也 引 入 了 其 他 殖
民 地 的 文 化， 特 別 是 從 印 度 果 阿 及 東 南 亞 等 地
吸收的建築經驗，如貝殼窗和院落設計。

盧 家 大 屋 以 中 式 建 築 傳 統 為 本 體， 但 其 間
大 量 的 窗、 屏 門、 屏 窗 等 都 體 現 出 了 嶺 南 傳 統
建 築 語 言 與 葡 萄 牙 及 葡 印 果 阿 建 築 語 言 的 完 美
融 合， 可 謂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創 造 出 專 屬
於澳門的獨特建築語言（圖 7、8）。

單 從 建 築 正 立 面 上 窗 的 設 計 便 可 知 建 築 是
如 何 中 西 合 璧 的， 窗 的 總 體 構 成 上 採 用 了 嶺 南
傳 統 民 居 的 三 層， 其 中 內 層 是 雙 扇 對 開 全 閉 合

圖 5. 盧家大屋牆頭灰塑《停雲》（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圖 4. 盧家大屋入口門廳左側供奉門官土地的磚雕（圖片來源：
陳顯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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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木 框 玻 璃 窗； 中 間 為 鑄 鐵 欄 杆， 通 風 和 防 盜
之 用； 但 位 於 二 樓 的 窗 在 最 外 層 又 分 為 上 下 三
層， 底 層 為 源 自 葡 印 果 阿 的 貝 殼 窗， 只 是 構 圖
是 中 國 傳 統 的 六 邊 形 而 不 是 果 阿 的 直 條 形。 中
央 層 為 木 製 百 葉 窗 也 是 外 來 的 裝 飾 語 言， 上 層
為 西 式 的 半 圓 形 彩 色 玻 璃 窗， 窗 之 上 做 工 細 緻
講 究， 瓜 果 和 蝴 蝶 灰 塑 裝 飾 的 圓 弧 狀 窗 楣 也 是
受 外 來 因 素 影 響 而 出 現 的， 中 式 傳 統 建 築 中 較
少 出 現。 就 這 樣 三 種 來 自 不 同 地 區 的 建 築 藝 術
語 言 被 統 一 在 同 一 個 木 製 窗 框 內， 沒 有 絲 毫 的
突 兀 與 不 適。 側 立 面 上 幾 何 紋 樣 的 漏 窗 花 窗 有
中 式 陶 製 的， 也 有 來 自 西 方 的 鐵 藝， 起 到 阻 擋
視 線 的 作 用， 同 時， 豐 富 活 躍 了 建 築 的 藝 術 氛
圍。

盧 家 大 屋 室 內 的 門 和 窗 細 緻 精 美， 多 種 多
樣， 中 式 木 門 窗 扇 鑲 嵌 紅、 藍 色 的 彩 色 玻 璃，

這 些 彩 色 玻 璃 是 澳 門 現 存 中 式 住 宅 中 絕 無 僅 有
的 佼 佼 者， 不 僅 豐 富 了 室 內 空 間 的 色 彩， 更 是
中 西 韻 味 的 完 美 融 合。 又 如 門 楣 上 的 裝 飾 雖 以
“ 祈 求 平 安 ” 的 傳 統 中 式 圖 案 做 裝 飾， 但 一 些
花 紋 式 樣（ 紅 色 的 玫 瑰 花 ） 明 顯 是 吸 收 了 西 方
的 造 型 特 點 和 構 圖 風 格。 再 如 後 天 井 兩 側 的 鐵
窗 花 明 顯 是 西 式 的， 甚 至 受 到 了 工 藝 美 術 運 動
的 影 響， 其 工 藝 也 反 映 了 當 時 具 有 一 定 水 準 的

圖 6. 盧家大屋灰塑《瓜瓞綿綿》（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鑄 造 技 術 和 工 藝。 可 見 中 西 文 化 已 在 細 節 上 互
相 借 鑑， 交 融 運 用。 而 文 化 的 交 融 是 基 於 相 互
尊 重 和 相 互 了 解 才 能 達 成 的， 側 面 地 反 應 了 社
會 的 和 諧。 除 此 之 外， 盧 家 大 屋 的 天 花 板 採 用
白 色 的 木 雕 天 花 板， 圖 案 做 以 花 草 紋 樣， 既 有
裝 飾 美 化 效 果， 同時又可保護天花上部有良好
的通風，避免木檁條受潮腐蝕。這種天花的做法
同樣源自於果阿，並發展成為澳門西式建築必有
的元素，在中式建築中應用較為罕見（圖 9）。

結語

盧 家 大 屋 傳 統 的 院 落 式 對 稱 佈 局， 反 映 了
澳 門 華 人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尊 重 和 民 族 自 豪 感， 對
華 人 生 活 模 式 的 眷 戀 和 堅 守，“ 中 國 漢 民 族 文
化 形 成 的 矩 形 對 稱 住 宅 是 為 統 一 的、 連 續 的 文
化 特 徵 所 決 定， 這 種 形 式 的 住 宅 幾 乎 遍 佈 於 整
個 中 國， 且 幾 千 年 不 變， 已 成 為 一 種 最 佳 的 美
的權威概念。”10 因此，即便十九世紀末的澳門
已 是 深 受 西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華 人 心 底 裡 始 終 有
一 份 割 捨 不 掉 的 中 華 文 化 情 結。 即 使 是 受 到 外
來文化的衝擊和滲入，也只是在一些建築細部，

如 門 窗、 裝 飾 及 材 料 等 方 面 有 所 表 現。 在 這 其
中， 來 自 中 國、 葡 萄 牙 以 及 葡 印 果 阿 的 不 同 的
文 化 既 沒 有 互 相 拒 絕， 也 不 是 全 盤 接 受，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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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盧家大屋剖面圖 B-B、C-C（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文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Section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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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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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盧家大屋室內空間（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圖 9. 盧家大屋室內透視圖（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通 過 人 與 人 的 交 流， 生 活 中 的 點 滴 滲 透， 慢 慢
地 融 合 對 方 的 優 點 和 特 色， 而 不 是 簡 單 而 又 生
硬 的 並 置， 中 學 為 體， 西 學 為 用， 這 在 盧 家 大
屋的建築藝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而形成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共存，而這種多元文化

的交融無疑是澳門近代歷史建築的最大特色。

附： 本 文 係 國 家 自 然 科 學 基 金 青 年 科 學 基 金 項

目（編號：51608327）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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