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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

黃鴻釗＊

澳門貿易港從1 557年形成，迄今已有440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

西文化在這個港口城市交滙融合，結果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澳門文化，並直接推動了

1 6－1 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今天，深入研究和闡述澳門文化形成及其

歷史作用，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澳門貿易港的建立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1. 黃佐：《廣東通誌》卷66外誌條。又見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廣東人民出版社，1 991 年

版 ，第 3 4 頁。

2 .同上 。

3．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1 〈撫處濠鏡澳夷疏〉。

澳門港口開放與經濟的繁榮，是其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前提。從歷史上看，澳

門本是香山縣境內一個荒僻的漁島，島上居民稀少，主要以打漁為生，但它同時又是

古代珠江口的洋船舶口之一。當時除澳門外，其他舶口尚有：新寧（今台山）之廣

海、望桐、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栖等等 1。其中以

澳門的地理位置最為優越。它背靠大陸，面向汪洋，處於進出省城的最佳位置，糧水

供應又十分方便。於是，當1 529年廣東巡撫林富上奏，請求開放海禁後，明朝便於

1 535年將市舶司移設澳門。從此，‘諸澳悉廢，而蠔鏡獨為舶藪’2 。開放之初，雖

然停泊船隻甚多，但島上沒有房屋給商人留下來居住。對於這些商人，‘守澳官權令

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3 。或者是：‘西洋之人往來中國者，向以香山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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艤舟之所，入市畢，即驅之以去’4。因此在它開埠以後，至葡人到來之前，它仍然

是很荒凉的。它的固有文化，是中國傳統的漁港文化。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

代，澳門的先民就居住在這裏，生息繁殖。路環島考古發掘出來的彩陶盤，刻着許多
水波紋，以及龍形岩畫等，都說明這裏的居民同海上生活的關係。此外，海神媽祖的

信仰也在澳門十分流行。明朝弘治元年（1 488年）閩潮商賈在澳門建造了媽祖廟，
這座神廟是澳門漁港文化的象徵。葡人初來時曾在媽祖廟附近靠岸停泊，並據此稱澳

門為馬交（Ma cau）。

1 6世紀中期葡人的到來，使澳門海島的地位發生根本的變化。1 553年，葡人

‘托言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5 葡人獲准上岸暫住後，至

1 557年，又在島上大興土木，‘初僅蓬纍數十間，後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

屋，若聚落焉。’6 這是葡人長期居留澳門的開始。中國政府默許葡人在澳門建造房屋

居住，但規定其須按年交納地租。租金由香山縣負責徵收 7 。從葡人交租一事可以看

出，直到1 849年以前，澳門一向處於香山縣管轄之下。隨着葡人聚居澳門人數的增

多，1 560年葡人擅自建立了以兵頭、大法官和主教為首的機構，以維持居留地的社
會秩序。但其權力僅限於葡人本身的商務和內部事務，仍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服從
中國官員的管治。

與此同時，澳門開始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1 6世紀初葡萄牙壟斷了以香料貿易
為中心的東西方貿易，把澳門作為它在遠東的國際貿易中轉站。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奉

行閉關政策，中國的對外貿易事實上被葡人所壟斷。他們在這種轉運貿易中大獲其

利。但葡人仍要向中國海關繳納商稅。這也表明，它是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經營

澳門貿易的。

4．（明）王臨亨《粵劍篇》卷3誌外夷。

5．郭斐：《廣東通誌》卷69〈澳門〉。

6．同上。

7．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6海防。

8．龐尚鵬：前引書。

西方文化隨着港口的開放而傳入澳門。這時候，澳門貿易港人口陡增，文化內涵

大為充實。它所增加的人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葡國商人、二是中國商人。

1 557年澳門開埠之初，居民祇有400人。但到了1 564年，據龐尚鵬稱：‘今夷眾殆
萬人矣’8 。關於澳門的人口，早期並沒有精確的統計，主要根據官員的奏稿。大體

上，1 6世紀60年代至1 7世紀30年代，是澳門貿易最為繁榮時期，官員屢次報告人

口總在萬人以上。1 7世紀中葉以後，澳門貿易已過高峰期，人口也降到祇有幾千

人。即便如此，自1 557年以來，澳門始終是一個華洋雜居的海港城市。毫無疑問，
外國商人和中國商人在共同促進澳門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共同促進了澳門文化的繁

榮，從此澳門文化再也不是單調貧乏的漁港文化了。當時澳門的文化，很明顯是中國

的和西方的兩種文化共存於一個地方，而各自保存其本身的特色。葡人居留澳門，目

的是從事貿易，牟取財富。但他們長期居留，生息繁殖，帶來了西方生活方式：住洋

房、穿洋服、吃西餐、執洋禮、說洋話、寫洋文、以及建教堂、辦學校和設醫院等

等。這就給澳門帶來濃厚的西洋文化氣氛。當時澳門華人基本上仍按中國傳統方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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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並用驚訝的眼光注視澳門出現的西方文化，認為葡人‘詭形異服，劍芒火炮，彌

滿山海，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 9因而特別注意多加提防。這是中國人與西

方文化接觸之初所存在的一種心態。

二、中西文化的交滙融合

然而中西文化在澳門共處一地，必然互受潛移默化之影響。漸漸地便有中國人穿

洋服、習洋文、進洋學堂、信奉洋教、乃至出洋留學，學習西洋科學知識；同樣，也

有洋人穿漢服、講漢語、研究漢學、翻譯中國典籍等等。華洋通婚的事也時有發生。
可見，澳門提供了充分條件，使中西文化相互滲透與融合，逐漸形成別具一格的澳門

文化。這種融合，又是在長期共處中自然發生的。大體上，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是通

過以下幾種情況實現的：

9．同上。

10．同上。

1 1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 988年版，第2頁。

1 2．史澄：《廣州府誌》卷222，列傳1 1 。

1 3．屈大均：前引書，第35頁。

1 4．郭尚賓：《郭給諫疏稿》第1 卷，第1 2－1 7頁。

1 5．印光任、張汝霖：前引書，第25頁。

1 6．同上，第66頁。

一是中葡商人生意交往，相互溝通，進而習染文化。葡人居留澳門貿易後，東南

沿海的粵、閩、浙等省商人紛紛聚集於澳門，其中尤以福建商人的勢力最大。1 564
年龐尚鵬稱：‘其通事多漳（州）、泉（州）、寧（波）、紹（興）及東莞、新會人

為之，椎發環耳，效蕃衣服聲音。’10 、《澳門記略》說：‘其商儈傳譯，買辦，
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以居，烟火簇簇成聚

落。’1 1胡平運更說：‘而大蠹則在閩商，其聚會於粵，以澳門為利者，亦不下數萬

人。凡私貨通夷，勾引作歹，皆此輩為之。’12 屈大均也說：葡人‘諸舶輸珍異而

至，每舶載白金巨萬，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
瑰貨，歲得饒益。’13一些中國商人唯利是圖，大做走私生意，‘有見夷人之糧米牲

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

環硝磺銑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
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貨，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劃策於夷人之

幕者更多焉。’14由此可見，由於中國商人到澳門做生意，並受僱於葡人，充當實辦、

通事（翻譯），工匠等等，而與葡人頻繁接觸，進而習染其文化，‘椎發環耳，效蕃

衣服聲音’，也就是穿洋服、講洋語；當然葡人也有穿漢服、講漢語的。同時，葡人

‘於澳門建造屋宇樓房，携眷居住，並招民人質居樓下，歲收租息。’15 赴澳貿易的

內地商人自然都租住這些洋房，而與葡人成為上下鄰居，朝夕相處，融洽無間，不但

互相吸納習俗，甚至互通婚嫁。葡人認為東方女性純良溫順，樂於娶中國女子為妻，

也很樂意把女兒嫁給中國人。他們往往因為‘得一唐人為婿，皆相賀。’16 可見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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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澳門的友好相處。總之，兩國人民通過貿易往來頻繁接觸，使文化習俗相互影

響，這應是澳門中西居民文化融合的一個主要的表現形式。

二是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擴大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天主教是西方文化的象徵。教會

早就企圖通過傳教，使西方文化征服東方。葡人於1 557年居留澳門後，即開始進行

傳教活動，至1 562年澳門建造了3座簡陋的教堂，共有天主教教徒600人。1 567年

1月23日，羅馬教皇頒佈諭旨，成立澳門教區，任命耶穌會士加內羅為主教，負責

遠東地區的傳教事務。1 566至1 569年間，教會在澳門建造了麻瘋院、仁慈堂和白

馬行醫院（又稱醫人廟），這是教會為了吸引信徒而從事的最初的慈善事業，不論是

否教徒，均予收容治病，這樣就溝通了教會與民眾的關係。此後澳門的教堂愈建愈

多，其中最宏偉的一所為聖保祿教堂（俗稱三巴寺）。該堂始建於1 563年，分修道

院和教堂兩部分，由5座相互連接的建築物組成。每當舉行宗教儀式，參加禮拜者達

300人，故成為遐邇聞名的遠東教區大本營。凡澳門教士，都被視為三巴寺僧。當時

寓居澳門的方顓愷咏‘澳門詩’中，有‘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裏人’之句。
17足見聖保祿教堂教士與信徒之多。

到了80年代，由於利瑪竇的努力，使中國的傳教打開了局面。清朝初年，據楊

光先的報告，有30所大教堂遍佈全國大中城市，教徒達1 5萬左右。作為傳教基地的

澳門也有教徒‘盈萬人’。並在1 578年建立了華人教堂，中國稱為‘唐人廟’，這

是一所華人進行宗教活動的敎堂，由三巴寺的教士負責管理，用華語傳教，吸收華人

教徒。根據張汝霖1 746年的調查，中國人入天主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住在澳門
的華人進教；另一種是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等縣居民每年一次

到澳門進教，關於進教與西化的關係，張汝霖指出：

‘其在澳門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

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

為工匠，或為兵役。又有來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辮，亦欲自附於進教之列，以便與夷

人交往者。此種倏往倏來，不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十九人。而林先

生蕃名嘰吠嘰少，住進教寺內，率其子與其徒，專以傳教為事。周世廉蕃名安哆彌咽
也，又呼賣雞周，儼然夷船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為在澳進教之魁

也。’ 18

1 7．同上，第63頁。

1 8．同上，第29－33頁。

很明顯的，華人進教不僅僅是對基督信仰的皈依，也是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因此
天主教傳教的過程，也是西方文化在東方擴展其影響的過程。同時澳門教區當時實際

上兼管着珠江三角洲6縣的傳教事務。華人受洗後，不但在澳門積極參加宗教活動，

還常常陪同西洋教士進入內地傳教，充當洋教士的嚮導和翻譯，如廣東新會人鍾鳴

仁、鍾鳴禮兄弟同其父一起在澳門進教後，曾先後伴隨利瑪竇、羅明堅、王豐肅、郭

居靜等人傳教於廣東、江西、南京和浙江等地，又居住北京傳教六七年之久。當然文

化交流總是雙方面的，外國傳教士西化了中國教徒，中國人民也漢化了來華的傳教

士。這些傳教士開頭祇是為了傳教的需要而不得不學中文、講華語，竭力適應中國的

風俗習慣，甚至使自己變成中國人。但當他們鑽研中國典籍，瞭解中國國情之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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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被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所陶醉。於是他們努力使自己成為漢學家，積極向西方

介紹中國文化。因此，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是雙重的：它使西

方文化傳入中國，也使中國文化傳入西方。

三是洋學堂的建立與文化典籍的互傳，加大了文化交流的力度。1 594年1 2月1

日聖保祿神學院的建立，是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這所學院又稱聖保祿學
院，中國人稱為三巴寺，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把許多西方人培養為中國通。進而成

為漢學家，同時又把許多中國人培養為通曉西學的人才。因此可以說它是遠東漢學家

和西學人才的搖籃。它從建立起至1 835年被大火焚毀為止，共存在241年之久，辦

學經費由澳門葡商承擔。學校課程分為三類：1．人文科—— 漢語、拉丁語、修辭學、

音樂；2．哲學科—— 哲學、神學；3．自然科—— 數學、天文、歷算、物理學、醫藥學

等。其中漢語為必修課程，課時最多。學生來源主要兩個方面：一是歐洲來華傳教的

耶穌會士，目的是培養他們成為精通漢語、熟識中國國情、風俗與禮儀的人才，以利

於傳教。二是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教徒，目的是使他們精通拉丁文天主教義，以
便參加傳教工作，今後尚可普升司鐸。儘管學院是為了推廣天主教而創辦的。但它實

際上是中西文化培訓中心。大體上說，洋人進修二年是接受漢化的過程，而華人進修

二年則是接受西化的過程。

從1 567年至1 807年間，先後到聖保祿學院（包括學院前身修道所）進修的西方

教士約有200多人，其中許多人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他們在傳教過程中

把大量西方宗教與科技典籍翻譯成中文，傳入中國；同時他們也成為中國通，把一些

中國古代典籍翻譯成西文，傳入歐洲，並撰寫了一些介紹與研究中國的著作。如利瑪
竇、謝務祿、衛匡國、金尼閣、湯若望、南懷仁、鄧玉涵等人，都是早期有影響的漢

學家。同一時期在學院進修的中國教徒數量究竟多少，目前尚無確切統計。現有的零

星資料顯示，有許多是澳門出生的教徒，如黃明沙、游文輝、徐必登、鐘鳴禮、石宏

基、法類斯、鄭瑪諾等人；另外還有來自江蘇常熟的著名畫家吳歷，來自上海華亭的

陸希言，以及來自河北的藍方濟等人。學員無論華人洋人，均是來自五湖四海，有老
有少。其中吳歷是近50歲的老人，但大多數則是十多歲的兒童 19 。華人學員通過進

修，懂得天主教義，掌握了外語和一定的西方科學知識，成為西學人才，他們在從事

傳教過程中，翻譯和撰寫了一些著作，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游文輝、徐必登曾參與

制作《兩儀玄覽圖》，陸希言著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億說》一卷，《周年主日
口譯》鈔本二卷，以及《澳門記》等。吳歷是清初著名的詩人和畫家，著有《墨井詩

鈔》、《三巴集》、《澳中雜咏》等。游文輝工於西畫，他繪制的利瑪竇像，珍藏於

羅馬教廷之中。石宏基也是個油畫家，畫了許多宗教宣傳畫。

1 9．關於聖保祿學院的學習生活，吳歷在《三巴集》中曾有生動的描述。：‘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

從者盡童兒。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門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

蠅頭君鳥爪，橫看直視更難窮。’見吳歷：《三巴集》第1 －4頁。《 小石山房叢書》第1 3冊。

從1 7世紀中葉起，澳門教區又開始選拔中國學生出洋留學。這項工作一方面由
聖保祿學院在學員中挑選，另方面由傳教士在各省教中挑選，推薦至澳門教會集中培

訓，再啟程赴歐。到了1 8世紀，被選派留學的中國學生愈來愈多。1 732年7月，意

大利傳教士馬國賢經教皇許可，在那不勒斯創辦了中國學院，培養遠東傳教人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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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不僅接納中國留學生，凡有志來遠東傳教的人均可入學修讀。該學院於1 868年停

辦。在其辦學1 36年間，先後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便達1 06人之多。除此之外，也有不

少中國留學生被傳教士送到歐洲其他國家就讀。但由於年代久遠，人員分散多國，數

字難以統計。

早期中國人出洋留學有兩個特點：第一、留學均由教會組織，學員由傳教士在教

徒中選拔，留學的目的是培養華人傳教士；第二、出國留學生多數是十多歲的教童，

成人學員主要是外國傳教士，中國人則祇有吳歷等極少數人。往往是虔誠的教徒自願

把資質聰穎的子弟交付教士培養，以便日後為教會效勞。因此它自始至終是教會培養

神職接班人的活動。但由於留學生在國外學習了大量的科學文化知識，客觀上不可避

免地會由此產生一批西學人才。儘管當時已有許多人出洋留學，卻沒有在中國社會引

起很大反響。因為中國史籍甚少記載，天主教會也沒有大肆宣揚，故鮮為人知。從這

一點上說，它與鴉片戰爭後的留學熱潮引起的社會效應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它畢竟是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澳門教區奉行的學術傳教方針，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促使大量西洋文化典籍流

入中國；同樣地，也促使大量中國文化典籍流入西方。早在天主教在華開教之初，利

瑪竇等人為了與人談論學問的需要，總是隨身携帶一些科學書籍供參考之用，並在教

徒協助之下，把這些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就這樣傳入了中國，

同時也擴大了天主教的影響。到1 61 3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向羅馬教皇報告了在

中國進行學術傳教的情況。隨後以教皇的名義在歐洲募集圖書7000部，由教廷加蓋

印章，作為教皇贈書、由金尼閣、傅泛際等人於1 61 8年啟程運往中國。1 620年7月

22日抵達澳門。

20．楊廷筠：《代疑編》‘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

21 ．楊廷筠：刻《西學凡》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 989年版，第392

頁 。

22．李之藻：刻《職方外記》序。徐宗澤：前引書，第31 5頁。

7000部典籍中，除了宗教圖書之外，還有許多科學著作。如西人鄧玉涵與華人
王徽合譯的《遠西奇器圖說》三卷，便是其中之一，屬物理類。這些文化典籍的傳

入，引起中國士大夫的濃厚興趣。楊廷筠於1 621 年所著《代疑編》中曾說：‘自西

泰利先生（利瑪竇）用賓上國，蒙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

遠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璜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書籍見頓香

山澳（澳門），俾一朝得獻朝廷，當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讎訂，書義昭

然，茲編亦屬剩語矣。’ 20《代疑編》寫於圖書運到澳門之後一年，其叙述翔實可靠，

自不待言。楊廷筠後來為艾儒略《西學凡》一書寫序時又說，這些從西方運來的典

籍，其來路之遙遠，數量之多，意義之大，遠遠超過唐代玄裝西天取來的經書。他把

‘西天取經’與‘西洋送經’相提並論，說明他已充分認識到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

件大事 21 。當時李之藻也在《職方外記》序言中說：‘金子（金尼閣）者，齋彼國書

籍七千餘部，欲貢之蘭台麟屋，以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22 此後，閱讀與翻譯

這些典籍成了晚明的一時風尚。1 639年李九功在《勵修一鑒》序言中說，已有1 00

多種譯成了中文，平均每年約出版5－6種。進入清代，譯書仍在繼續。直至乾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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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對天主教的禁令愈來愈嚴，譯書工作才陷於停頓。據統計，總共翻譯出版了21 1

種西洋典籍，其中涉及西洋科學技術方面的共35種23 。基本上把西方自文藝復興運

動以來的新科學、新知識，如天文、數學、地理、化學、物理、醫學、機械制造、建

築學、以及宗教哲學、語言學、西洋繪畫和音樂等等，介紹到中國來，使中國士大夫

為之耳目一新。從此中國學界的學術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開始放棄一貫崇尚的空談

理學，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西學精密細緻的科學方法，對

考據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影響。

當西學不斷向中國傳入之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傳到歐洲。澳門教區的耶穌會士

從1 6世紀末便開始翻譯中國的古典經籍，以及撰寫闡述儒家學說的著作，把中國的

思想文化傳入西方。1 593年，利瑪竇把《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這

是第一部西譯的古籍、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集、後來又以單行本發行。
1 626年，金尼閣出版了《五經》的拉丁文譯本。該書由詩經、書經、禮記、易經和

春秋合成，同樣也有單行本發行。這兩部儒家經典後來又分別出版了歐洲許多不同文

字的版本。據不完全統計，1 6至1 9世紀，澳門教區有25名傳教士翻譯及撰寫了77

種著作，分別介紹了中國的四書、五經、歷史、地理、兵法、醫藥等方面的古籍，以

及孔子、老子、孫臏、吳起等思想家和軍事家。這些典籍在歐洲思想文化界產生了一

定的影響24 。

總而言之，澳門文化是在澳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是與澳門國際貿易港的

形成和興盛同步發展的；通商、傳教與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活動，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

流與澳門文化的繁榮。

三、澳門文化的歷史地位

綜上所說，澳門文化是中國境內最早形成、並且長期存在的一種多元文化。構成

這種文化的主體是長期居留當地的中國人和葡萄牙人。但除此之外，還有前來貿易和

居留的西班牙、荷蘭、英國、意大利、法國、比利時、丹麥、瑞典等西方不同民族的

文化；以及還有日本、暹羅、菲律賓、馬來亞、越南、柬埔寨、印尼、文萊、錫蘭、

印度、也門等東方不同民族的文化。他們從四面八方滙聚於澳門，雖然居留時間長短

不一。但均能和平相處，從而使澳門成為一座色彩繽紛的多元文化的港口城市。這確

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25 。在澳門，各種文化都極力自我表現和擴大影響；並在

互相交流中，各自吸收對方的優點和長處，以補充本身的不足，豐富本民族的文化，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優點與長處，尤其是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文化交流的雙方，就整體而言，都能各自保持本民族的文化

特色，而不至於使一方完全融合於另一方。

23． 徐宗澤 ：前引 書，第 1 －1 5頁 。

24．參見 吳志良編： 《東西方文 化交流》， 澳門基金會 ，1 994年版，第54－55頁 。

25．《澳門記略》對所有這些居留澳門的不同民族，曾經一一作了介紹。印光任、張汝霖：前引書

第 4 6－ 5 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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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由於恰好處在中西文化的交滙點，它往往能夠在不同文化碰撞的基礎上，產

生出一些創新和突破的舉措，對交流起着巨大的促進作用。它於1 567年建立的澳門

教區，是天主教遠東的傳教基地；它於1 594年創辦的聖保祿神學院，是遠東的第一

所大學；1 645年澳門少年鄭瑪諾被選派到羅馬留學，是中國最早的出洋留學生；它

早在1 568年5月便設立西醫醫院，並引進金雞納霜（奎寧）等名貴西藥，以及西醫

外科手術治療方法，等等。這些都是澳門引以自豪的文化史上的事件。

在長期的中西貿易與文化交流活動中，有大量西方新技術、新產品輸入澳門。當

時被稱為‘西洋奇器’的物品，如玻璃製品，有：玻璃屏風、玻璃杯、壺、圍棋子、

燈等，而最普遍的是各種不同形狀和不同用途的鏡子。有照射鏡、千里鏡（望遠

鏡）、顯微鏡、大字鏡、照字鏡等多種。尤其是眼鏡的傳入，更使中國儒生嘖嘖稱

奇，興奮驚嘆：‘西域傳奇制，昏眸得暫清’26。又如鐘錶，有自鳴鐘、音樂鐘、手

錶等多種，1 582年經澳門傳入內地，深受歡迎，並摹仿製造。廣州其後出現修鐘造

鐘業，稱為‘廣鐘’；同時在蘇州也製出了‘蘇鐘’。西洋花露水，即薔薇水，還有

荼薇露，傳入澳門後，即被廣東人用本地薔薇摹仿製成土製花露水，在廣東流行27 。

廣東人又引進荼薇，廣為種植，自製荼薇露。產於美洲的烟草和蕃著，由美洲傳入歐

洲，又由葡萄牙人傳到澳門，並迅速流傳廣東。

西方建築藝術與繪畫音樂也在澳門產生很大影響。澳門華洋雜居，住居形式，中

西參混。中國人一般在平地上蓋平房居住，葡人則在高地建樓房，‘高屋飛甍、櫛比

相望’，其式樣分為教堂和民居兩種。1 6世紀的教堂的建築具有當時羅馬教廷盛行

的‘巴羅克’風格。巴羅克（Bar oque）的藝術特點是莊嚴高貴、氣勢宏偉、生氣勃

勃、有動態感、注重光的效果，擅長於表現強烈的感情色彩。民居多為二層以上樓

房，有走廊，四面開窗，門楣多作圓拱形，紅牆粉壁，美觀大方。

西洋畫主要是宗教畫。萬曆年間，由耶穌會士羅明堅將耶穌、聖母瑪利亞肖像畫

傳入澳門。後來又傳入內地，流傳甚廣。此外，其他品種則有風景畫、紙畫、皮畫、

皮扇面畫、玻璃器具畫等多種。由於西洋畫注重陰陽明暗的配合，以及遠近高低的配

合，人物畫‘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上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

殊。’28風景人物畫則‘其樓台宮室人物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

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29當時傳教士畢方濟所著《畫荅》一書，論述了西洋畫的

理論，對中國美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清代畫家莽鵠、丁允泰、丁瑜、吳歷、焦秉

貞等畫家，‘作畫每用西洋法’30 。

26．同上。

27．范端昂《粵中見聞》，廣東人民出版社，1 991 年版，第257頁。

28．顧起元：《客座贅語》，利瑪竇條。

29．印光任、張汝霖：前引書，第81 頁。

30．《清史稿》五○四，藝術傳三。

西方音樂也是隨同天主教傳入中國。當時澳門教堂歌唱聖經，有風琴、銅弦琴伴

奏。‘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寺有風樂，藏草柜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

餘，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鳴鳴自柜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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唄，甚可聽。’31銅弦琴是一種打擊樂器，‘削竹扣之，錚錚琮琮然’32 。同時傳入的

還有五綫譜和音樂理論知識。

在近代歷史上，澳門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典範。它創造了文化和平相處與

融合的最佳模式，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它的歷史地位是不

可抹煞的。澳門文化的形成，直接推動了1 6－1 8世紀的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

潮。而當高潮過去後，雖然在國內其他地方，文化交流已被迫中斷，但在澳門，它却

能長期地保持下去。此外，澳門文化的歷史作用，還在於它是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的窗

口，不斷向中國傳送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信息，使中國人大受啟迪。近代革命

思潮和革命運動之在南方首先發生，與澳門長期傳播西方新文化有一定的關係。

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目前澳門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繼續保持與發

揚澳門文化的特色，創造更加輝煌燦爛的澳門新文化，對於維護澳門的穩定與繁榮，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31 ．屈大均：前引書，第34頁。

32．印光任、張汝霖：前引書，第75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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