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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賭城」
朱壽桐教授認為，澳門是一個有㠥相當文化積澱、

文化內涵以及文化前途的地方。在人們的一般印象
中，澳門往往以「賭城」的形象示人，但這絕不是澳
門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全部。他認為，澳門的文化積
累，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是上乘和優異的。澳門是東方
與西方的結合，也是傳統與現代的合一。
「首先，澳門的文化積澱來自於它是一個多元文化

的地方。澳門雖然土地面積很小，人口也只有五十餘
萬，但是卻擁有㠥極高的人口密度以及文化多元生
態。」朱壽桐教授介紹道。若從大類上劃分，澳門有
華人和土生葡人兩大族群。因應歷史的傳承與需要，
直至今日，土生葡人在1999年澳門回歸後，依然在社
會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與華
人社會形成了較為全面與完善的良性互動關係。而在
華人族群中，又分為廣東、客家、福建等不同方言區
的居民。正是因為有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在同一片
土地上的生活，澳門被當代的語言學家們稱為城市化
的「語言博物館」。長期的雜居、聚居生態，構成了
大家和諧共融的生活態度，使得澳門成為多元族群相
處的典範。朱壽桐教授認為另一個值得推介的文化歷
史是，澳門是整個東亞地區，唯一一個整座城市被列
為「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漫步於澳門的街頭，既
可以見到新近建造的摩天大樓，也能夠發掘到嶺南集
鎮的市井風情，更能夠欣賞到歐洲地中海文明的城市
建築。此外，澳門的歷史積累在宗教信仰上也呈現出
多元化的特徵。天主教堂與墳場已經成為澳門的建築
符號，但是媽祖廟的傳統中華祭拜也是華人族群不可
缺少的精神寄託。正是因為有了歷史的積累，多元化
的語言、族群與宗教信仰才能夠相安無事地在澳門這
片不大的土地上共存，這當然是歷史積澱的象徵。
其次，朱教授認為澳門文化有㠥深刻的內涵意義與

精神。正是為了發掘這種深刻的內在精神特質，澳門
大學已經在澳門政府的支持下，設立了專門的人員與
機構，來研究有關「澳門學」的課題。所謂「澳門學」
的研究，就是尋找出澳門文化因子中的世界意義與坐
標。朱教授眼中的文化深刻內涵，歷史的因素佔據了
很大的比重。因為在近代化以來的中國史與東西方文
明交流史上，澳門具有舉足輕重的獨特地位。朱教授

進一步解釋道，事實上，中國近代化以來，西方先進
的科學技術、書籍甚至人員的交流與往來，都是以澳
門為中轉站完成的，這裡成為了西方進入東方的窗
口，也是東方了解西方的鏡子。彼時的歐洲人，就是
以澳門為主要跳板，深入了解中國、日本甚至整個東
亞。借助於澳門的平台作用，大量的西方傳教士通過
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各個省份。由此，也誕生了一種
文化進入方式的討論。即一種文化進入另一種文化體
系，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往往是以戰爭與殺戮的方式

完成的。但是，澳門的文化傳遞作用則是在平靜的氣
氛中進行㠥。這突出體現了澳門的東西共生性。直至
今日，西方文化在澳門，仍以側身而留的方式存在
㠥，但它並沒有對華人社會的本土文化形成激烈的衝
撞與影響。同樣，華人社會的文化內涵也得到了完美
的保存，在回歸後更是有了顯著的發展，與西方文化
形成了互利的現象。也許，這固然不是最為完美的文
化狀態，但是卻堪稱是一種理想的文化共生形式。
再者，澳門的文化具有極為廣闊的發展前景。朱教

授認為，澳門文化原本具有的啟示性與標本意義將繼
續發揮作用，這種路徑在短期內不會改變。而在中央
政府與特區政府發展模式多元化的期待與幫助下，澳
門將會在旅遊業的基礎上，帶動創意文化產業的發
展。這將是澳門未來極為難得的發展機遇。而傳統意
義上的多元文化道路，也將繼續堅持下去。

沒有「被吞噬」的顧慮
澳門是一個小城市，在1999年回歸以後，是否有過

文化或者生活方式被龐大的內地文化體系吸收或者吞
噬的顧慮，這是記者感興趣的問題。朱壽桐教授的回
答非常明確，在澳門，絕不存在文化「被吞噬」的顧
慮或者擔憂。
他認為，這應當從兩個方面去看。首先，從澳門的

角度來看，澳門特區政府積極促進當地的文化事業發
展。前面提到的「澳門學」問題研究，就是在特區政
府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的概念，並且得到了政府全方
位的資助，可見其在政府文化規劃中的地位。其次，
澳門是嶺南文化圈中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文化具有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層次立體觀，並不是簡
單的平行文化板塊，因而文化的保存具有持久的耐受
力。再者，從澳門與內地的關係來看，兩者是互利共
贏、相互促進的文化態勢，不能夠從對立或者衝突的
角度去看待澳門與內地的文化比較。過分強調衝突和
差異，其實是一種非常不現實的做法。
從中國內地的視角出發，更加不存在所謂「吞噬特

區文化」的問題。內地目前正處於構建和諧社會的進
程中。多元文化的發展是內地社會進步的保證與財
富。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才會有澳門
地區今日的繁榮，因此，基本的國家方針決定了澳門
文化發展最有力的支持與基礎，其實是中國內地。

關於「深度殖民」的思考
記者留意到一個現象，在本港，許多人都會跟隨社

會大潮，給自己取一個英文名。但是，在澳門，卻幾
乎沒什麼華人給自己取葡萄牙語的姓名。這是一個特
別值得關注的問題。朱壽桐教授認為，澳門人在國家
與民族認同感上，是非常真實而高昂的。這其中的一
個重要原因就是葡萄牙人在澳門維持其統治時，是以
外來者的心態來看待華人居民，因而未有進行深度的
殖民。
具體言之，朱壽桐認為，葡萄牙人統治澳門時期，

並沒有進行價值輸出與意識形態灌輸，從而在葡萄牙
人與華人之間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分界點。精英階層盡
為葡人，大眾階層是華人。二者處於互不相干的狀
態。而葡萄牙人統治澳門期間，有㠥明顯的歧視政
策，華人難以融入進入主流社會，因而在澳門，人們
的國家認同從未被破壞過，民族認同的情感始終沒有
離開過祖國。
談到前一段時間香港與內地的民間情感問題，朱壽

桐教授以澳門為例，認為社會輿論應該在有可能出現
族群問題的背景下發揮好正確的宣導作用。他認為，
在香港，似乎存在㠥一種看不見的機制，將原本是個
別人問題的事件普遍化、族群化甚至政治化。這是非
常值得警惕的一個現象。

澳門雖小，但是我們看到了澳門文化的
自信與豪邁。相比較而言，本港無論是人
口還是土地面積，都比澳門大很多，但卻
有人不斷憂慮香港被「邊緣化」。這裡的
「邊緣化」，主要是擔憂本港的文化優勢盡
失或者文化特質消失。但是若從澳門的文
化實踐來看，其實大可不必。
在澳門的文化發展中，特別值得本港深

思的一個問題，便是澳門人並沒有跟風一
樣的去取葡萄牙語的姓名。這與本港幾乎
人人一個英文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港澳
同樣作為中國的特區，也作為嶺南文化的
重鎮，其中的差別，確實令人慨嘆和警
醒。如今已不再是火紅的激情年代，我們
沒有必要將這種跟風於英文名潮流的做法
稱為「洋奴心態」。但是，這一現象背後
的社會心理，確實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
思。所以，若從英文名這個簡單的視角入
手，我們不得不說，本港部分人士擔憂的
文化邊緣化，其實本質上是一種殖民時代
的文化優越感的邊緣化與焦慮症，而並不
是香港本身固有的文化的邊緣化和消失。

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不
可否認，在本港，部份人對
殖民時代的文化與生活方
式，存在㠥某種眷戀，因而
形成了今日的「遺老」群
體；而另一方面，這種心態
的延續，也帶來了本港一些
年輕人的價值觀與認同錯
亂，形成了「遺少」階層。
這就是今日香港深入推動國
家認同教育的一個巨大障礙
與阻力之一。例如，在講述具體的某個問
題時，一句話中總是帶幾個英文單詞，濃
厚的港式英文，實質上成為了一種不東不
西、不土不洋的「四不像」。
但是，這種現象似乎並沒有引起教育界

或是社會的重視。相反，由於太過日常
化，反而令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在這種
理所當然的背後，便逐漸形成了部分港人
心中對內地同胞或是新移民階層的文化優
越感。故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
產生了後殖民時代的文化焦慮。

今日的香港，必然也是一個多元文化的
社會，與中國內地的交流與往來更是頻繁
而深入。試看每日經過羅湖海關出入香港
的人數，幾乎是呈翻倍式的增長。內地文
化究竟會不會「侵蝕」本港的文化特性
呢？毫無疑問是不會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首先，內地也是一個

多元的文化體系。中國是一個擁有㠥五十
六個民族的多元文化國家，即使是在漢族
內部，不同的地域也存在㠥不同的方言與
文化體系。若一定要言說是內地文化影響
到香港，則首先要界定是內地的哪一種文

化會影響到香港，這是邏輯思考上的必然
要求，也是分析問題的本質與核心。
其次，內地是香港文化繁榮發展的堅實

保證與後盾。本港市民應當以建設性的積
極心態來看待內地在本港文化建設中的作
用，而非總是以負面和消極的目光與神情
去北望神州。以新光戲院的存續發展為
例，恰恰是因為有了大量的內地劇團來香
港演出，才帶動了新光戲院的紅火與昌
隆，也才能夠讓市民們認識到嶺南文化的
重要性，也才最終會有了在新光生死一線
的最後時刻，市民們共同的努力與付出，
從而保住了新光戲院。
文化的謙卑，帶來文化的共融。漫步於

天水圍，不同的內地方言應該是本港文化

發展的資產而非負債。目前，本港的文化
事業，在表面上看確實欣欣向榮，不同的
藝術團體競相登台獻藝，豐富市民的文化
生活。但是，在表面繁榮的背後，也應當
認識到當前文化發展的缺陷與不足。其中
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心理態度的調整。文
化是多元的，也具有一定意義的相對性。
因而必須要以謙卑、恭敬與平和的心態去
看待文化的交流、碰撞與發展。尤其是處
理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更是應當以健
康、積極的心態來面對祖國內地的人或
事。香港已經回歸祖國長達十五年之久，
一直有人提出要實現政治回歸以外的人心
回歸。那麼，人心回歸的第一步就是文化
心理。多元，是本港長期引以為傲的核心
價值觀，但是多元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
一成不變的狀態，而是處於動態中的一種
發展類型。香港曾經包容過多種的外來文
明，那麼在已經回歸祖國的今日，包容內
地文化，以促進兩地文化和諧共融發展，
便是日後文化規劃應有的題中之義與具體
要求。 文、攝：徐全

謙卑帶來文化共融

濠江文化探微
—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

澳門，是我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隨㠥回歸後旅遊業的迅速發展以及澳門產業佈局方式漸趨多元化，澳門的文化也開始成為專家

學者甚至來自八方的遊客們關注的對象。那麼，澳門的文化有何淵源？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對本港的文化發展或回顧總結有哪些啟

示？本報早前採訪了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了解他對澳門文化的認識和評價。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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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

■在澳門街頭表演

的民間藝人

■參加澳門藝術節

街頭巡游的遊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