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第六册，第廿一期，1 9 9 3No．3，7 1 7－7 2 2

澳門中葡文化

——比較研究與前景概述

Jean Ber lie ＊＊

本文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比較澳門的中葡文化。在過去五個多世紀以來，
澳門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聯系與融和的最古老典範。它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

日 回 歸 中 國 。

文章的作者在法國文化系統裏生長和受教育，對於西方文化有着較佳的理解

，他希望他對中葡語言的認識、過去二十年來對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過去六年
來對於這一領域的探討，特別是針對華南文化的研究，能夠增加文章的份量，足
以引起讀者的重視 。希望這篇文章對 於有關課題，能起 抛磚引玉的作用 。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現代方法論包括要在一個家庭或者是一個更大的人類社

羣中花上整整一年時間。同樣道理，爲了獲得一定程度的可信性，應該在澳門來

進 行 有 關 研 究 ， 而 且 至 少 要 用 1 2 到 1 3 個 月 的 時 間 。

有人一直對比較不同文化的價值提出質疑。不過，隨着一九九九年的到來 ，

以及澳門社會的獨特性質，有必要對澳門的中葡文化進行新的探討。而旁觀者的

方法論與文化分類學的結合可能相得益彰。本文對澳門社會的一個全面性觀察展

開 了 第 一 步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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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二合爲一

在設法界定中葡文化的特點之前，有必要對“文化”這個概念下定義。葡文

“C u l t u r a”（文化 ）這個名 詞比英文 的對等詞 更加古老 ，因爲古 代英語（ 盎

格魯撒克遜）的有關概念到了一八○五年才出現。王庚武先生也解譯中文裏“文

化”一詞 也是由 日文裏 的“bun k a”（文 化）借 用。中 日兩種 文字對 文化一 詞

的 槪 念 是 一 致 的 ， 皆 表 達 文 明 之 意 （ 王 庚 武 1 9 9 1 ： 1 4 6 ） 。 然 而 ， 文 化 與

文明的眞正區別在別的研究課題裏也是要加以探討的。在這裏，文化意指思想的

的訓練和完善，是“人”在世界某一特定區域裏象徵的重要性，是一種思想和行

動的模式與社 會普遍行爲 和各機構的 形式相一致 。

在《中國傣族》這本近作裏，作者嘗試根據歷史、社會組織、語言和宗教去

了解華南別具一格的文化。在本文，讀者可以預期了解澳門社會文化模式的初步

架構，並且 可以看到有 關澳門將來 社會的形成 的一些見解 。

源自歐洲西南部的航海文化是葡國文化的首個特點。這和植根在農業的中國

文化形成對比。由十六世紀一直到現在，通過教育政策以及數個世紀以來的各種

外交手段，葡國文化成功地和周圍強有力的中國文化相互共處，並且得以發揚光

大 。

這種特別的中國文化究竟來自何方呢？古代的南粤文化和廣東當然對於澳門

文化的形成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廣州話是澳門最常用的語言，它是粤語的其中

一種方言。早在新近的澳門大學創立之前，中央中學（E s c o l a d e L i n g u a

S i n i c a） 教 的是 廣 州話 。這 間 學校 共 有1 2位老 師， 在 一九 ○ 九年 到 一九 一 ○

年間 ，一 共錄 取了 3 7位 學生 。現 在， 葡 萄牙 語在 政府 仍然 佔 了主 導地 位， 不 過

商業世界裏，英語是它的對手，而普通話也變得擧足輕重。這比在香港爲甚。其

次的方言，例如上海話，潮州話以及福建話（兩種閩南方言）在澳門也有一定的

代表性，每一種方言，特別是葡語，其本身就是一座寶庫和一筆文化遺產。以下

簡表 槪括 了 本文 的綱 要 。

中葡文化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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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國文化是富有詩意的。（賈梅士 Ca m õ e s ，Mendes Pi n t o ， 1 5 1 4

—— 1 5 8 3 和 庇 山 耶 Pes sanha 就是這個傳統的代表人物。）不過，歷史方

面的意義正佔盡上風。歷史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正如 St epha n Feu－
c h t i v a n g（ 1 9 9 1 ： 2 6 7 ） 所 說 的 ：“ 歷 史 是 一 個 民 族 的 目 的 論 ， 是 一

個民族傳統的永恆存在。這個傳統已經存在文化當中，不過並不明顯，也不爲人

們所覺察。”

這裏的傳統文化行爲源自對中國歷史的崇拜，同時也彌蔓着現代的情感 ，“

現代”並不是一個永恆的標準，而是一個備受爭議的範圍。澳門文化的將來與中

國當今的“四個現代化”息息相關。而“四個現代化”又慢慢的由最新的後現代

口號“改革開放”所取替 。

Dan i e l Bel l 和 Gi l l es Li pove t sky 說過，在後現代的新年代，尖銳

的文化對抗正在消失，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正在改變。否定傳統和崇尚新意

與改變的意識越來越時麾。無論如何，葡國文化和中華文化正雙雙受到香港的影

响，而鄰近澳門的廣州，它的新鮮感也毫不遜色。現代主義總是往前走的，數年

前還號稱現代的東西現在已變得古老而迂腐 。

古典藝術的愛好者將“現代”視爲完善的某種形式的結束，或者是“自然的

超自 然 主 義 ” 。 Paul Va l e r y 在一九二七年加入法蘭 西學院時就是這樣說的 。

在當今的後現代時期，上帝死了，不過對於道家來說，谷神不死。（《道德

經》第六章）在 下一部份，（ 前景）將會講述 “現代式”的 一種樂觀看法 。

Louis Dumont 在基督教文化裏找到了個人主義的根源。現代葡萄牙文化

崇尚個人主義。這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社會對比鮮明；在這裏，個人從屬於懷着

良好意志的集體主義社會。這種狀況不知不覺地持續了多個世紀。與此相反，在

一個唯名論者的社會裏，個體而不是關係才是最實在的。部份作者過份強調個人

主義，認 爲在二 次大戰後 的澳門 缺乏個 性。（ Fer nandes 1 9 8 6 ： 1 9 ） 。

不過，等級制度也不爲西方社會所喜 好 。（ Dumond 1 9 8 5 ： 1 9 ） 個 人 主 義

和集體主義互相對照的特性也許就是中葡文化之間最大的區別 。

澳門的中國文化更加複雜，充滿着一個又一個由個體組成的關係網。當然，

正如在其它亞洲國家一樣，大家族組成了第一個集體和多極的圈子。不過，朋友

、同學以及各種會社有助建立和維持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廣東人，上海人和福建

人，另外也包括東南亞歸僑（特別是印尼歸僑）正是通過這樣的社會、政治和專

業關係去生活，經商以及參與社交 。 Jacques Ger net （ 1 9 9 0 ： 8 6 和 1

9 1 1 ： 2 7 ） 曾經研究過儒家對華人社會產生的文化影响 。

有關道德倫理，每種文化都各有長處。在韋 伯 （Max Weber ） 之 後 ， 根 據

尼 達 姆（ Joseph Needham） 的理論，在西方文化裏，物質和精神壁壘分明，

這和中國文明所強調的整體論形成鮮明對比。實用主義或者是現代人對物質主義

的向往，又該怎樣解釋？我們還沒找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 。

從《道德經》開始，天和地在虛無的槪念裏象徵式地結合在一起，而存在的

槪念就源自“萬物之母”。中國人的宗敎信仰是澳門文化的一部份。它主要是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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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其實是道教、儒教與佛教的混合。鮮爲人知的是澳門也有中國伊斯蘭教徒

。葡國文化却根源於史詩、情感和宗教。在後現代時期，社會和個人都正在不斷

地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葡國文化的核心也許可以定義爲比較個人化，因爲它跟

許多其它西方國家一樣，集中表現組成社會基因的核心家族。對於一些家裏講葡

萄牙語的家庭來說，時易世移並沒有削弱傳統的重要性。那麼，在澳門文化裏，

究竟有甚麼値得推崇的特點呢？也許，這就是葡萄牙人的忍耐和華人的隨和了。

前 景

R i g au d曾經指 出：國家 是所有文 化思考的心 臟。一位 前任澳門 總督就說 過

，要確保澳門文化有一個美好的將來，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相信澳門人的長處

。在另一方面，中葡聯合聲明也這樣寫道：

“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作爲兩大文化的融合體，澳門人的文化在五百多年來一直在澳門文化發展中

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作爲一股活生生的力量，這個完整的文化一直在兩種文化

的冶 煉中 豐 富成 長。 問 題在 於 ，到 了2 1 世紀 ，澳 門 將會 保 存甚 麼樣 的 文化 呢 ？

以下 是 一個 可 能的 模 式。一 九八 二 年聯 合 國 科教 文 組織 根 據M ax Hor khe i mer

和 T h e o d o r Ad o r n o的 理 論 作了 以 下判 斷 ：文化 產 業將 包 括 攝影 、 電腦 、 電 影

、電視、收錄機、錄像機、旅遊、廣告，甚至是這些行業之間的關係。根據中葡

聯合聲明，在九九年後，葡國文化可能成爲中國文化跟全球主要文化區域的橋樑

。在未來七年，必須爲這個可看到外部文化與經濟世界的窗戶裝上框架。教育的

創造 力 可 能 有 助 形 成 衆 望 所 歸的 現 代 文 化 。正 如 Aug u s t i n G i r a r d所 說 ，新

的視聽產品及網絡系統的發展，如衛星、電腦科技、電話及電視屏幕，長遠來說

，將會主宰所有視像產品的未來，中國也肯定希望涉足這些新產業的發展，而科

技預 期將 會增 強文 化的 動力 。

雖然對於文化的財政、開支和經濟目標的評價超越本文範圍，不過也順便提

一下，尤其是有關開支方面。文化產業的負面效果將會與傳統的活動相提並論，

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分析過他們正面的相互影響後才決定在

甚麼條件下，（宣傳、整理、培訓）每個產業可以在文化的每一個發展階段，支

持文化系統。 這對澳門的今 天和明天同樣 是一項挑戰 。

根 據 Au g u s t i n G i r a r d的 理 論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當 局 可 扮 演 的 角 色 ：

1 ． 刺 激 人 們 的 文 化 生 活 ；

2 ． 改善 大 衆 傳 媒 的 質 素 ；

3． 鼓 勵 不 同 專業 和 藝 術 人 才富 創 意 的 工 作 ；

4． 更 新 傳 統 文 化 機 構 ；

5 ． 保 護 澳 門 的 文 化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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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了澳門人和澳門文化擁有一個和諧的將來，必須透過教育、專家培訓、傳  
媒（電影院、電台、電視、報紙和雜誌）、圖書館、博物館、劇院去實施文化政  
策。年青人明顯是最具有文化潛質的因素。  
 
    在新世紀來臨前夕，澳門當然需要以公私參與的新模式去實現文化現代化同  
時保存它的文化財富和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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