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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充分展示澳门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系统
梳理与深入探寻澳门独特文化现象的内涵，由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倡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撰写了“澳门艺术丛书”之《澳门摄影》、《澳门雕塑》、《
澳门戏曲》。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澳门终于继香港回归之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
里程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澳门回归祖国十年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实施，澳门经济
实现持续增长，各项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合作日益加深，对外交往愈加活跃
，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
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使得澳门文化呈现出悠远、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根基和以葡萄牙文
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共存的面貌，即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基础，兼具西方多元文化色彩的共融文化。
继2005年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出版的“澳门艺术丛书”之《澳门戏剧》、《澳门舞蹈》、《澳
门音乐》、《澳门美术》、《澳门建筑》五卷之后，我们继续推出《澳门摄影》、《澳门雕塑》、《
澳门戏曲》三卷，试图揭示澳门文化艺术的个性特征和独特内涵，为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澳门文化
艺术提供宝贵的资料，努力做到信而有征。
同时，各卷作者也努力在比较全面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力求以深入的研究作出新颖独特的概括。
丛书编辑期间，编委会几次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请澳门不同专业的学者对
各分卷的书稿进行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各方面专家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的同时，对本丛书各卷给予了充分肯定。
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
总署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等有关部门也为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谨向参与其事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表示真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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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澳门称得上是欢乐之城，几个世纪前的教会禁令没能阻止中国戏隆重上演，几十年前的战火硝烟也没
能阻止中国人苦中作乐。
澳门的戏曲锣鼓，从年头响到岁尾；澳门的戏乐足迹，从澳门半岛延及路环；澳门无处不是演戏场所
，从戏院到公园、广场冉到社区娱乐中心、综合性文化中心。
在敬老、节庆、青少年艺术教育等活动中，戏曲演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对外民间交流活动中，戏
曲团体也是破冰之旅的使者。
本书即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澳门戏曲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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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长期留居并逐渐划地自治，西方传教士很快随着葡商接踵
而至，成立澳门教区，创建圣保禄学院，并以澳门为根据地，努力进入中国内地。
于是，澳门除了作为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交流中发挥较大作用外，还在
中西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从16世纪到18世纪，由这里出发踏上中国土地的耶稣会士，如罗明坚、利
玛窦、金尼阁、汤若望等人，书写了中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华彩篇章。
澳门既是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认识中国文化和礼仪的加油站，摸索对华传教政策、采取
适宜应对措施的演习场，也是他们遭遇挫折后的容身之处，寻求东山再起的退守之所，甚至是他们最
后客死他乡的安息之地。
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澳门，被教会苦心经营，而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矛盾，也较早
在澳门显露出来，包括演戏在内的中国人娱乐，即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
18世纪澳门的中国人在舞台上和游行中展示出来的节日欢乐，为教会所不容，教会尝试使用各种方法
消除他们讨厌的景象，这在19世纪初瑞典人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中有清楚的记述。
该书根据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梳理了葡萄牙在华居留地的历史以及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
的历史。
书中提到教会不仅曾命人推倒中国人正在演戏的舞台，宗教裁判所还正式下令杜绝任何表演和游行。
1816年，更有一位主教发出软硬兼施的告诫书，以慈父般的口吻严厉劝告教徒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家中
，都不能偷看游行队伍，否则将被革除教籍。
中国人怎能拒绝节日张灯结彩、赴祠肃拜、锣鼓喧腾的民俗以及乐而多趣的中国戏？
尤其是这些节日，通常还凝结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和民间信仰。
后世学者研究证明，当年主教发出告诫书的时间，正逢天后诞临近，天后对于靠海为生的澳门人来说
，是慈悲的庇佑之神，具有神圣的地位，逢其神诞，当然要隆重庆贺。
教会一味硬性规定，终遏制不了教徒观看游行表演。
可以说，希望更多神灵保佑的一般民众，可能只是把传教士口中的“天主”当做其他诸神一样信奉，
并非独尊，而教会禁止中国人娱乐，显然不够明智，无怪乎清康熙帝后来谕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行教
，免得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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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因为参与新一辑“澳门艺术丛书”的写作，在澳门驻京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的积极筹措和联络
安排下，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
我们采风组一行人在澳门得到特区政府文化局、民政总署、澳门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每天往返
于澳门岛与述仔之间，在中央图书馆查资料，与澳门摄影、雕塑、粤剧曲艺界人士叙谈，然后兵分几
路，以自己负责的专题为目标在澳门考察。
当时在澳门的匆匆十日，似乎只是浮光掠影，但是写作此书时，蓦然回首却发现书中涉及的不少即是
“旧游”之处，如妈阁庙、哪吒庙以及夜色中静谧宽敞的氹仔北帝庙前地；清平戏院、永乐戏院、国
华戏院商场以及听了一场回归纪念音乐会的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卢廉若公园、白鸽巢公园以及区
君祥先生亲唱南音《客途秋恨》的瓦舍曲艺会。
原来那就是澳门人的生活，就是澳门粤剧曲艺生长繁育的地方。
澳门回归5周年之际出版的“澳门艺术丛书”中的戏剧、音乐分册，其实都已从不同角度对澳门的粤
剧粤曲发展流传情况有所涉及，及至澳门回归10周年，以专书讨论澳门戏曲，说明这一主题有值得专
门讨论之处。
在本书中论述的澳门戏曲，主要是在澳门流传最广的粤剧曲艺，但是也因为时代的发展和澳门的变迁
，涉及澳门与内地的戏曲交流，尤其是非粤剧圈的其他剧种的交流，这应该是更广义范畴的澳门戏曲
所应该统摄的，也是澳门回归更广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行动之一，还反映了澳门一直以来所具有
的优良传统，即中西交融亦或内地与澳门交融都需有的兼容并蓄的胸襟。
在本书中，抗战时期的澳门粤剧曲艺生态，是个人比较关注和着力撰写的。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对抗战时期的澳门进行研究的不少，但是聚焦于戏曲的还不多见，有的只是主
述某位名伶，如任剑辉，有的只是由战时香港粤剧旁及澳门。
当然，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中的相关论述也并未完全展开，但是由此打开的门，将会引导我的研究
继续下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升平戏乐>>

编辑推荐

《升平戏乐:澳门戏曲》：澳门艺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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