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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嘉靖三十二年 ( 1553年 )
,

葡萄牙

人以晾晒船上货物为借口
,

靠行贿登上澳门

这块土地后
,

从租居
、

强占到霸占
,

四百余年

中
,

使澳门客观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
。

华夷杂居
,

自然留下了一批风格各异的著名

历史建筑
,

它们主要可以概括为具有南粤格

调的中国传统建筑和具有南欧风格的葡式建

筑
,

以及具有杂揉中葡建筑风格的混合式建

筑
。

现择要略述如下
。

一 中国传统建筑

妈祖阁

澳门蜚声海内外的中国传统建筑寺院首

推妈祖阁
,

又称妈祖庙
、

天后庙 (封二
: 1 )

。

该

庙位于澳门东南的妈阁街
,

背山面海
,

依崖构

筑
。

这里古称海觉寺
,

从今日妈祖阁内大殿侧

门仍赫然题额
“
正觉禅林

”

来看
,

似为原佛教

寺院颓纪
,

而供奉妈祖 日盛
,

遂形成这样神俗

共用的庙阁
。

妈祖阁建筑格局依山滨海
,

近代的填海

造地方有庙前一方土地
。

在葡人作于 18 世纪

前后的油画中
,

一字排开的庙宇前即为停船

之所
。

今日妈祖阁金碧辉煌
,

庙门前一对石狮

摇首扬尾甚为可爱
。

妈祖阁庙门非处于一般寺院惯常的中轴

线位置
,

而是因山势与海岸的走向偏左建造
。

大殿内正中供奉着天妃娘娘
,

左边完内供奉

韦陀菩萨
,

右边神完供奉地藏王菩萨
。

在大殿

外侧墙壁上竖有一大理石碑
,

是为纪念妈祖

阁庙五百周年所立
,

碑文上有横勒的
“

妈祖阁

五百周年纪念
”

字样
,

是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

生所题
,

碑石建于 198 4 年
。

殿后还有石室结

构的弘仁殿和观音阁
。

弘仁殿一般认为建于

明代中期或明代末年
。

弘仁殿至观音阁周围

散布有一些摩岩石刻
。

普济禅院 (观音堂 )

普济禅院又名观音堂
,

坐落在澳门美副

将大马路
,

背倚澳门半岛北部的望厦山
。

传说

始建于明天启年间
,

创院禅师是循智大师
。

院

几百年来几毁几建
,

清同治七年 ( 1868 年 )重

建
,

遂定下今日规模
。

该庙宇是澳门三大禅院中最大的一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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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观音堂大雄宝殿示意图

也是南中国保存较好的禅宗寺院之一
。

门前 亭处有一石桌
,

周围以石条凳
,

即 18 44 年 7

原有很大一块敞地
,

后扩为道路
。

门媚上婆金 月 3 日清政府两广总督香英与美国特使顾盛

楷书
“

普济禅院
” 。

过山门而进前院
,

即为琉璃 签约之处
。
19 44 年签约一百周年之 际

,

建碑

瓦顶的砖木结构三开间大雄宝殿 (封二
: ;2 图 亭立碑记叙这一历 史事件

。

一 )
。

大雄宝殿的西侧建筑从前往后依序为天 郑观应祖屋

后殿
、

地藏殿
,

第三进院落内侧分别为语清 该建筑位于下环龙头左巷内
,

始建于公

室
、

龙华堂
、

静乐堂等
。

大雄宝殿东侧建筑首 元 1 88 1年
,

是澳门颇具中国传统民居特色的

为关帝殿
,

二进为大客堂
,

三进为檀越堂
。

这 院落
,

分为左右两个单元 (图二 )
。

左边青砖小

一组建筑东侧又建有报恩堂
,

专为澳门居民 瓦
,

内部木架构
,

硬山顶
。

现住宅主体建筑
“

通

供奉其逝世亲人
、

祭奠亡灵而设
。

还建有妙香 奉第
”

仍存
,

为一两层传统民宅
,

居高俯海
,

虽

堂
、

斋堂
、

方丈厅
、

藏经楼等房屋
。

此外还有观 已破旧
,

仍可见当年气势
。

音殿
,

供奉樟木雕观音像及十八罗汉
。

郑观应及郑文端曾任清朝职官并封为荣

普济禅院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重要历史 禄大夫
。

在其宅内二进院落中还悬有
“

荣禄

事件有关
,

这就是中美《望厦条约》曾在这里 第
”

的匾额
。

郑观应是中国戊戌变法之前最有

签订
,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丧失关税 自主权 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

从 1886

的不平等条约
。

禅院东侧紧邻慧因大师纪念 年至 1891 年的五年中
,

郑观应就在这座大屋

律律律
`̀

爪
---

二二二

图二 郑观应祖屋平面 ,J ;意图



. 澳门若名历史健筑

图三

澳门市政厅及厅前地

内完成了中国近代有名的著作《盛世危言》
,

使这一古建筑更多了一分人文色彩
。

二 欧葡式建筑

澳督府

澳督府位于最具南亚风情的南湾街上
,

面对波平浪静的海湾
。

该府为二层楼房
,

始建

于 19 世纪中叶
,

由居澳的余加利子爵督建
,

建筑设计师为约瑟
·

杜马士
·

阿基奴
,

1 849

年正式建成使用
。

其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南

欧特色
,

红墙白窗
、

石基露台
、

拱门回廊
,

总体

结构规整对称
,

颇显雍容华贵
。

府内陈设有中

国风格的桌椅和中国古瓷器精品
,

墙壁上悬

挂着历任总督的画像
。

府前有院
,

后宅有园
,

绿树掩映
,

花草互辉
,

为这一历史名构又增加

了几分妩媚
。

澳门总督原由葡国国王任命
,

后为葡国

总统委派
,

拥有立法
、

行政权力
。

澳督府曾是

澳门的政治中心
,

今后亦将是旅游胜地 (封

三
: l )

。

市政厅 (议事亭 )

澳门市政厅位于热闹繁华的新马路上
,

它的前身是议事亭
,

所以隔街的市政广场又

称议事亭前地 (图三 )
。

现在所见的市政厅为两层南欧建筑风格

的楼房
,

始建于 178 4 年
。

中部三间为门厅
,

两

边各四开间
,

平面为凹回廊结构
。

门厅顶部为

一等腰三角形的女儿墙
,

上塑有市盾
。

下有葡

文
“

忠诚的议会
”

字样
,

门厅入 口上方有中文
“

市政厅
”

三字
。

门厅三开间向前微凸
,

楼上采

用落地窗并有护栏阳台
,

窗上亦装饰着等腰

三角形线条
,

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欧洲人建

筑审美的趣味
。

门厅左侧是市政厅办公地点
,

右侧房间则辟为市政厅画廊
。

大厅墙壁上贴

有白底蓝花的装饰瓷砖
。

墙壁上方有反映历

史事件的石刻
,

均为剔地浮雕
。

大厅正上方的

二楼为市政厅会议室
,

室内墙壁与天花顶装

饰典雅
,

其风格是葡国古典建筑格调的承袭
。

为澳督及议会主席上任
、

卸任或其他重大事

件演讲专用
。

市政厅的前身是议事亭
。

始建于明嘉靖

年间
,

主要负责处理在澳葡人的具体事务
。

从

《澳门记略》所收的议事亭图看
,

几近方形的

院内筑有大三开间的硬 山顶居屋
,

正 门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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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的右侧是用碎石铺就的坡道
,

并用深色石

块圈成两头带尖的圆环
,

形成节奏强烈的装

饰图案
。

东望洋山灯塔

位于东望洋山最高巅的灯塔建于 18 6 4

年
,

塔身高 13 米
,

通体白色
,

可向澳门附近

25 海里的范围内循环照射 (封三
: 3 )

。

塔顶光

源原是澳门土生葡人加路士
·

城臣第
·

罗渣

设计
,

用木轮绳锤等物理运动使灯光旋转照

射
。

后改装成法国制的反射镜
。

此外
,

澳门欧葡式建筑中著名的还有圣

母雪地殿教堂
、

主教府 (大堂 )
、

玫瑰圣母堂

(图四 )
、

主教山圣堂 (封底 )等
。

从欧葡著名历史建筑可以明显地看到
,

教堂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

当年葡人东

来的
“

传播影响及信仰
”

这一教旨
,

积淀在这

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中
。

教堂的发展
,

由茅屋变

为砖木混合建筑
,

继而变为高耸宏伟的石砌

建筑
。

围绕着教堂
,

一个城市逐渐兴起
。

这是

澳门这个具有明显异域风格城市的一个显著

特征
。

三 混合式建筑

中葡风格杂揉的历史建筑
,

在一部分民

居中仍然可见
。

而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卢廉若

公园
。

作为初始的私家花园
,

无疑是受到了中

华传统园林建筑的影响
,

从现存园中的参天

古树
,

移步换景的建筑构思
,

到小桥流水
、

风

荷丹桂的畦植等等
,

都是 中国式园林的最好

注释
。

然而水榭和亭台的构建
,

却又明显含有

南欧的风格
。

建筑中的变形
,

正好反映了澳门

作为东西方孔道的两种文化融合与交流的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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