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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彩业是澳门的经济支柱，旅?业也因博彩业带动而迅速发展。可以
9

，

澳门近年来?客的旅?模式较多围绕博彩或其周边
'

业，模式较
&

单一。然而要

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促进澳门
'

业多元化，实现国家给予澳门的发展定位：

建设“世界旅?休盻中心”。本文探讨澳门如何利用多元、宽容、开放的社会和文

化，发展除现在较流行的博彩旅?外的其他旅?模式：工业、饮食和宗教旅?。探

讨其背景、可行性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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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澳门的旅?业发展一日千里，

成绩有目共睹。而在发展的同时，我们看

到，虽然２００５年本澳的“历史城区”已列入

世界文化遗
-

名
&

，但澳门的文化旅?相对

於博彩旅?来
/

发展仍相当缓慢。这显然

和本澳正全力落实的“世界旅?休盻中心”

发展定位有一定落差。基於澳门自身的特

点，特区政府和不少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要挖

掘澳门的文化
'

涵，
"

?客塑造高峰旅?体

验。所谓文化遗
-

旅?，其核心是旅?目的

地的
'

在文化，?以各种方式展示这些
'

在

的文化要素，从而形成
"

人们所认知的图

谱。这些文化遗
-'

涵的挖掘深度和所展

现的
'

容将直接影响?客的旅?体验。因

此，文化遗
-

旅?实质上是一种穿越时空的

体验，而体验和感知的真实性又是?客满意

与否的
0

定因素。旅?者来到文化遗
-

旅

?地，都期望得到特
2

的“体验”———一种

通过各种感官体验的深化而得到的高峰体

验、一种能触动
'

心深处的历史文化与民族

文化的体验。可见，文化遗
-

旅?者最主要

的旅?需求就是学习和体验遗
-

中
i

含的

丰富的文化
'

涵。因此，除了本澳的“历史

城区”外，还可以发掘澳门尚待挖掘的城市

文化
'

涵，工业遗
-

、饮食文化和宗教信仰

皆是城?文化
'

涵的一部分，展现了澳门中

西文化交汇的特色。发展工业遗
-

、饮食和

宗教旅?，既能记
&

澳门社会和文化的承传

和变革，见证普罗大
8

的生
-

、生活和城市

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表达澳门城市记忆中

的一种历史情感，保持精神文化的延续性，

是澳门城市深层的精神纽带，以及全体居民

'

心深处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共同体验，是社

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又能在进行城

市特色文化建设时，深入挖掘和开发城市的

工业遗
-

、饮食和宗教文化
'

涵，充分展现

澳门多元文化的特色，将对世界旅?休盻中

心的建设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１　文献回顾

工业遗
-

旅?的理论来源要追溯到西

方的工业考古学。人们对工业遗
-

的研究

最初是集中於对工业的考古研究（Ｃｏｓｓｏｎｓ牞

１９７５牷Ｈｕｄｓｏｎ牞１９７１牷Ｍｉｎｃｈｉｎｔｏｎ牞１９８４）。

“工业考古”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１９世纪

末期的英国，到了５０年代，工业考古开始受

到普遍关注，考古对象从古代的工业遗产渐

渐聚焦到特定的工业大发展时代所遗存下

来的遗?上。随著研究的深入，对工业遗
-

的研究也从考古研究转移到以保护
"

重点

的研究上来。如 Ｐ．Ｂｅｒｌｉｅｔ（１９８７）研究了工

业遗
-

的保护途径和方法，Ｍ．Ｂｉｎｎｅｙ

牗１９８４牘和Ｔ．Ａｌｄｏｕｓ牗１９９９牘则分析了本国工

业遗
-

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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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澳门工业遗
-

的研究是近年才兴

起，朱蓉等（２０１４）以益隆炮竹厂作
"

案例

进行研究，从文化旅?发展方向，阐明了工

业遗
-

保护与开发在城市更新中所具有的

历史文化、环境、社会与旅?综合效益（朱

蓉和
Z

尧，２０１４）。本人检视了包括英国、德

国、法国和台湾地区等多个国际知名的工业

遗
-

旅?地，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工业

遗
-

旅?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其成功经验，

?以这些工业遗
-

旅?发展模式，作
"

澳门

发展相关旅?
-

业的
$

示；透过深入挖掘和

开发澳门的工业文化
'

涵，展现更多的澳门

城市文化 （
E

雁鸿，２０１３）。社会对鱶仔益

隆炮竹厂的保护与活化提出了不少想法和

意见。有学者以澳门益隆炮竹厂的文化再

生改造
"

样本，探讨传统
-

业遗址文化再生

的可行性策略以及具体做法（袁柳军和孙

調，２０１２）；政府亦推出了“路环旧?区荔枝

碗规划
j

究”，在社会上引起了对旧船厂遗

址保育与否的探讨（
d

泽
7

，２０１３）。

关於饮食文化，饮食的体验是吸引?客

的重要王牌，不仅仅是?客消费的基本必须

品，可以满足?客在旅?过程中对物质、文

化、社交和声誉等的多重需求，而且是一个

旅?目的地文化的核心成份牗Ｈｊａｌａｇ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牞２００２牘。近年来已有许多旅?目的

地结合地方传统美食、饮食文化、与旅?活

动，逐渐成
"

旅?目的地营销的重要手段

牗Ｋｉｍ牞ｅｔａｌ．牞２００９）。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饮

食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当地文化的

一种象徵与展现。品尝当地美食已成
"

?

客感受旅?目的地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Ｌｏｎｇ牞２００４）。

澳门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明清时期

已开始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 （冼剑民和

卢金玲，２００５）。宋柏年和牛国玲描绘了澳

门饮食的文化之旅 （宋柏年和牛国玲，

２０１０）；彭海铃细
/

了澳门饮食文化的历史

和变迁（彭海铃，２０１０）；潘知常提出可以把

“美食澳门”作
"

文化
-

业发展战略思考

（潘知常，２０１２）；张涛在澳门进行问卷调

查，发现饮食旅?的推动动机
"

休盻放、

饮食猎奇和文化探索，拉动饮食
-

品和配套

服务 （张涛，２０１２）；陈小连?用访谈法对澳

门美食旅?的典型元素进行了分析（陈小

连，２０１３）；Ｗａｎ和 Ｃｈａｎ（２０１３）调查了影响

澳门美食节庆满意度与忠诚度之因素；王

熹（２０１４）对澳门传统茶楼进行了研究 ；阮

永君和
Z

靖怡（２０１５）则从文化资源的角

度，探讨澳门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总结澳

门饮食文化资源的特色；向芳（２０１７）认
"

澳门独特的饮食文化特徵，真实清晰地诠释

了澳门多元文化和谐汇融的历史。

宗教旅?至今仍未有准确的定义，早期

的学者只把宗教旅?定义成一种以“朝拜、

求法、传道”
"

目的的朝觐旅?模式（保继

刚和陈云梅，１９９６）。近年，专家学者从不同

角度定义宗教旅?，比如从旅?资源的角度

（明世法，２００８）、从?客的角度（
N

亚玉，

２０００）等。但综合而言，今天的宗教旅?已

经不仅局限於一个简单的朝圣旅?活动，更

是一个以?览“旅?吸引物”，尤其是以参

观宗教场所
"

中心，来普及宗教思想、传播

和谐概念和提升?
C

化心灵境界的一次宗

教旅?活动。而且，这种宗教旅?是每一个

旅?者都能体验到的旅?经历牗ＭａｃＣａｎ

ｎｅｌｌ牞１９７３牘，即宗教旅?是一个与其他旅?

类型，如休盻度假、文化旅?、大
8

旅?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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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的旅?模式。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旅?

活动，短期宗教旅?可以?取到附近的宗教

场所进行一日?的旅?模式；长期宗教旅?

则是几天至几个星期，到境
'

外的宗教场所

进行观光旅?的模式（Ｒｉｎｓｃｈｅｄｅ，１９９２）。

澳门城市虽小，
Q

能和谐地屹立著大大

小小的教堂、佛寺、庙宇等。各个宗教在这

悠长的岁月眧，?
.

有发生过正面突。澳

门宗教具有东、西方文化系统的多元性特

徵；澳门宗教与族群有密切关；澳门宗教

既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又具西方文化特色

的中西合璧性（孙九霞，２００１）。事实上，对

澳门宗教研究?不多，第一次较
"

完整研究

澳门宗教是 １９９４年，
E

启臣和郑炜明

（１９９４）合著的《澳门宗教》，从中西文化交

流和历史的角度，介绍了澳门的道教与民间

传统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其他宗

教。其後，一些学者从澳门宗教文化（
E

雁

鸿，２０１８；周筠，１９９９；骆莉，１９９９；唐娟，

２００９）、旅?资源（罗千人，１９９９；叶桂平和

王心，２００９；刘曦瞡，２０１６）、宗教史（苏一

扬，２００５）、宗教建筑（姚晔，２００８）、宗教与

社会（娄胜华，２０１３；邱永辉和陈进国，

２０１５）等角度研究澳门宗教。当中研究宗

教旅?的文献仅有数篇，反映这?不是热

点。也就是
/

，相关研究范畴仍有较大的研

究空间。

由上述文献梳理可见，对澳门工业遗

-

、饮食文化和宗教文化旅?的研究已有方

兴未艾之势，但三者同样在文化范畴以
'

，

找出这三种旅?模式其协调、共同发展之

道，以吸引不同背景、文化和阶层的?客，是

值得一试的研究素材。

２　澳门工业遗
#

旅?的
"

涵价值与

发展方向

　　澳门虽然不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渔业和

造船业在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初曾盛极一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爆竹、火柴和神香等澳门

三大传统手工业也曾是雄踞澳门经济的重

要行业，
"

澳门的工业发展立下不少功劳，

可见不少工业在澳门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对社会的变迁和居民的生活均有一定的

影响。虽然本澳工业遗
-

不多，但都能
?

代

表澳门昔日鼎盛发展的成就。事实上，澳门

是一个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城市，包括已

列
"

世界文化遗
-

的传统中西合璧建筑群，

还有很多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遗
-

，

特
2

是鱶仔益隆炮竹厂、路环荔枝碗造船厂

等均非常具有保育及发展睶力。如何再利

用这些工业遗
-

对於发展澳门旅?
-

业的

多元化是极有助力的（
E

雁鸿，２０１３）。另

一方面，澳门的工业遗
-

具有以下多方面的

价
k

，利用这些价值优势，可进一步推动澳

门工业遗
-

旅?的发展。

２．１　文
)

价
*

澳门的工业遗
-

作
"

一种符号系统，是

工业文明的
-

物，是历史的见证、时代资讯

的载体，忠实地记
&

着建造年代的科学技

术、文化、经济财力等诸多方面的
'

容，向人

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

涵，是我们，尤

其是澳门的年轻人认识过去的有效媒介，能

给所有关心澳门城市生
-

环境与生存环境

的人们带来记忆的载体与想像的空间。正

处於快速发展的澳门，历史文
W

的丧失是无

法用任何新的形式予以重现的，历史建筑的

３３１



拆除也是
.

有其他办法能
?

补偿的。因此

有必要更好地保留这些历史文
W

，更好地把

握澳门的文
W

价值，让澳门做到真正的“与

2

不同＂。

２．２　历史价
*

在澳门工业遗
-

的结构和性状中，凝结

着澳门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价
k

，这是无法替

代的。忽视或者丢?这一
l

贵遗
-

，就抹去

了澳门城市一部分最重要的记忆。因此，保

护澳门的工业遗
-

，发掘其丰厚的历史底

i

，将会充实澳门工业遗
-

旅?的休盻元

素。

２．３　景观价
*

工业遗
-

不仅
"

我们再现了工业技术

和工业生
-

的场景，同时
"

我们提供了包括

工人居住、生活方式和其他相关的社会历史

资讯。工业遗
-

构成的工业景观形成了无

法替代的城市特色。澳门的工业遗
-

作
"

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无时不在提醒我们，澳

门曾经的辉煌，同时也
"

澳门居民留下更多

的往。同时，澳门的工业遗
-

作
"

文化景

观的一部分，反映了澳门人自然观、生态观

的演变，同时也
m

育和
$

迪着澳门人的环境

生态思想。

２．４　经济价
*

澳门工业遗
-

的经济价
k

主要表现在

两方面。一方面，澳门工业遗
-

的文化价
k

可能带来的商业价
k

，通过工业旅?的方式

或者文化创意企业／艺术家的进驻带来商业

开发；另一方面，澳门工业遗
-

物质空间部

分在功能上具有使用价
k

，工业建筑物和建

筑物本身由於特殊的结构特点具有大而灵

活的使用睶力，可以改造、拓展、转变原有功

能，如在益隆炮竹厂遗址上兴建和炮竹业有

关的旅?景点、进一步开发荔枝碗船厂旧

址，兴建“澳门造船业博物馆”之类结合工

业和文化遗
-

元素的设施等，保持地区活力

的延续性，
"

澳门居民提供更多的多元就业

机会。

２．５　社会价
*

澳门的工业遗
-

记
&

了本澳上几代的

生活情景，成
"

澳门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

基础之一，构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它所

i

含的务实创新、包容?蓄；励精图治、
A

意

进取；精益求精、注重诚信等工业生
-

中铸

就的特有品质，
"

澳门社会发展添注一种永

不衰竭的精神。工业发展的历史深入到市

民生活的细微之处，与工业发展有关的建筑

设施和技术工艺，都能引起人们惊奇、思考、

联想、领悟、认同等情感活动，对於长期生於

斯、长於斯的澳门人来
/

更具有特殊的情感

价
k

，对它们加以妥善保护将给予澳门居民

以心理上的稳定感。

由此可见工业遗
-

的价
k

是客观的，是

遗
-

本身固有的。它所具有的
l

贵的历史

文化价
k

，
i

含的巨大价
k

，也
"

现今的人

们利用和再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３　澳门饮食文化旅?的资源特色和
开发利用

　　澳门文化是以中华文化
"

主体，中葡交

汇、多元共存的文化。澳门的饮食文化，主

要受到两股主流的影响，一是东方的饮食文

化，二是西方的饮食文化（宋柏年和牛国

玲，２０１０）。可见，澳门饮食文化资源特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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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宽容、开放、丰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３．１　多元融合的饮食风味

澳门的地理环境因素赋予了澳门的饮

食海洋文化的特色。１６世纪开始，随著葡

萄牙人等外国人来澳门数量的增多，澳门迅

速兴起
"

远东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埠。

随著西方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澳门，西方的饮

食也传到了澳门。西餐的出现，
"

澳门的饮

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冼剑民和卢金

玲，２００５）。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美食均可在

澳门品尝到。各国菜肴的存在方式也较
"

特
2

，有的是以单一菜系形式存在，有的是

多种菜系形式存在。当然，以後者的方式居

多，如在西餐厅可以吃到“扬州炒饭”和“广

东粥”，而在中式食肆的餐牌上可找到“罗

宋汤”和“粟米羹”。又如在葡国餐厅
'

可

以品瞶“葡国矱”和“马介休炒饭”，但这些

都不是葡国菜，而是澳门经过多年改良过的

菜肴。最後，澳门多元文化融合的饮食风

味，不得不提的是澳门的茶餐厅，这更是中

西文化交融的
-

物，现时的“茶餐厅”最主

要的特色是食品多元化。

３．２　浓淡相宜的烹调艺术

澳门中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

菜，其注

重口味的清淡，澳门的
!

菜就较
"

讲究清中

求鲜、淡中求美，且随著季节时令的变化而

变化，夏秋偏重清淡，冬春?重浓郁，追求

色、香、味、形。同时讲究食味的清、鲜、嫩、

滑、香；调味遍及甜、酸、苦、辣。而在澳门与

中菜?驾齐驱的葡国菜，其特点与
!

菜则大

相径庭，菜式最大特点是?及味道较浓，

、绘、烤、炒是葡国菜的主要烹调技巧。葡

国菜重视就地取材，所取的食材也多
"

浓鲜

之物，如澳门的葡国菜中以椰汁代替原来葡

国菜中的新鲜牛奶，在澳门著名澳葡菜“葡

国矱”中，在进行葡式“”的烹煮基础上，

加入东南亚一带惯用的水榄、椰汁；在“非

洲矱”、“咖哩蟹”等菜式中加入非洲赞比

亚、东南亚等地的辣椒和咖哩。所以我们认

"

，浓淡相宜的烹调艺术是澳门饮食文化的

另一特点。

３．３　?国情调的饮食风情

澳门饮食风情是多元共融，百花齐放

的，来自各地的居民自然而然的族群聚居，

在澳门不同的区域可以让?客体验不同的

?国情调的饮食风情，如葡国餐不仅菜瞱美

味独特，而且很注重餐馆的情调，不少葡国

餐馆都古朴典雅，历史悠久，如建於一八七

○年的陆军俱乐部餐厅，又如位於澳门路环
岛竹湾酒店

'

拥有浓郁葡萄牙风味的葡国

餐厅；在妈阁附近，由於葡人来澳，在此驻兵

?营，以正宗葡国菜
"

卖点的餐点相继在此

经营起来。而在市区三盏灯圆形地附近的

街道，各式东南亚美食，如缅甸鱼汤粉及椰

汁矱，越南牛肉饭和牛肉檬粉等的?国情

调餐饮，已开始吸引?客专程而至。在水坑

尾至荷兰园一带，由於有不少泰国华侨聚

居，加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澳门有许多

夜店聘请泰国籍舞小姐，不少泰式餐馆因此

应运而生，著名菜式有“富贵鱼”、“粉丝蟹

煲”等，其泰国餐饮文化也吸引不少居民和

?客前往。这些具有?国情调的饮食风情

构成了澳门饮食文化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瞃。

３．４　丰富的非物质饮食文化景观

非物质饮食文化景观是在物质饮食文

５３１



化景观基础上
-

生的深层理念，包括饮食观

念、对神灵的崇拜，形成风俗活动、节日、庆

典以及各种食物在人情往来、祭祀活动、社

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蔡晓梅等，

２０１１）。澳门非物质饮食文化景观主要包括

神灵崇拜和祭祀活动中的饮食文化景观、时

令节庆中的饮食文化景观、人际交往中的饮

食文化景观等。当中，澳门神灵崇拜和祭祀

活动中的饮食文化景观较
"

独特，如妈祖信

俗已成
"

中国境
'

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

份，具有历史悠久、?根社区、从未间断、影

响中外的特色，也是澳门重要和影响深远的

民俗节庆；又如对“土地神”的崇拜节庆活

动更是整个岭南地区保留得最
"

完整的。

此外，澳门时令节庆中的饮食文化景观也较

"

独特。如在一些普通的土生葡人家庭，每

逢家庭聚会、过节或婚庆、生日等特
2

日子，

有著特定的节日菜式，像圣诞节会有 Ｄｉａｂｏ

（鬼肉）、Ｖｉｒａｄｏ（杂肉碎）、Ｌａｄｕ（糯米甜

糕）、Ａｌｕａ（
g

油糕）等菜式；复活节有葡式

烤羊肉，四旬斋期必备甜品是龙糖和豆

捞；婚礼及领洗礼专用甜品有红酒提子蛋

糕、瞛蛋、糯米糕和马拉糕等。最後，人际交

往中的饮食文化景观也较
"

独特。如澳门

鱼行醉龙节，该节庆澳门鱼行醉龙节由行友

成员的定期团聚活动，逐渐形成共同参与、

固定的节庆活动，随後，更辐射到社会上不

同阶层广泛参与，成
"

独具特色、颇有影响

的一项澳门民间传统节庆活动。吃龙船头

长寿饭、舞醉龙巡?、免费派送龙船头饭，是

节庆中主要活动
'

容。舞醉龙、舞醒狮是节

日中两项主要表演形式。

澳门饮食文化既然如此独特，具有丰厚

的文化价值，应多加利用和开发，以饮食文

化
"

主题，发展澳门的饮食旅?。当中应遵

循下列原则：

第一，澳门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首要注

重澳门传统旅?休盻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复

兴，突出和
7

调旅?休盻饮食
-

品的文化底

i

。

第二，随著旅?业的发展，?客的消费

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因此澳门饮食文

化资源开发要充分体现旅?餐饮的澳门风

味特色，以满足?客求新、求奇、求特、求优

的生理和心理需要。

第三，澳门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要与澳

门整体旅?
-

品和旅?路瞃的开发相结合，

要综合考虑旅?景观、项目、设施、氛围等旅

?因素的特点，相关餐饮设施的空间配置应

注意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开发澳门饮食文化资源的主要措施建

议如下：

（１）继续开发和整合澳门旅?休盻的

饮食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饮食文化资

源。澳门的旅?休盻餐饮不要只著眼於
"

?客提供基本的饮食需要，而应加
7

饮食文

化资源的开发，尤其是非物质饮食文化景观

的开发。

（２）相关部门针对澳门旅?休盻文化

资源开展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资讯系

统，?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

发睶力。如明确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

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与其他旅?文化资源的关

等，从而有利於以特色文化
"

核心的澳门

美食旅?休盻开发。

（３）政府部门和业界加
7

澳门饮食文

化旅?休盻瞃路和
-

品宣传。例如，可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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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推行澳门旅?休盻路瞃时，打造多条澳门

美食旅?路瞃，相关路瞃应该包括可以让?

客挖掘澳门饮食文化的
'

涵和特色的多元

化路瞃，?在此基础上，政府和业界可作多

层次的介绍、推介，尤其是在现有的导?图、

旅?宣传手
J

、景点
/

明书中增加有关旅?

餐饮的部分。

４　澳门宗教旅?的特色与可持续发
展

　　中国的宗教在澳门有多年的历史，遗留

下大量的寺庙
3

观。同时，澳门有著一大批

西方式教堂以及与宗教相关的建筑，如修

院、主教府等。长期以来，
"

提高澳门旅?

业的文化品位，发展澳门旅?业，澳门政府

和社会对一些宗教文化旅?资源积极进行

了开发和利用，形成了一批旅?景点。早在

１９９２年的“澳门八景”中，与宗教有关的名

胜古矦?了三景，包括妈阁紫眕（妈阁庙）、

普济寻幽（普济禅院）、三巴圣矦（大三巴牌

坊和大三巴大炮台）。这已
/

明了澳门宗

教旅?的发展是有相当基础的。同时，澳门

宗教旅?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徵，主要有下列

表现。

４．１　多元性

文化多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

化基础上，兼收?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秀

文化，从而形成以本国或民族文化
"

主，外

来文化
"

辅的百花齐放，百家
9

鸣的和谐社

会氛围。如《论语·子路》所载孔子的一句

名言：“和而不同”。

事实上，中西文化在澳门多元共存是澳

门文化的重要特徵，在宗教旅?来看更是如

此：第一，中国民间宗教在澳门发展兴盛，有

大小庙宇４０多座、几十间土地庙神舍，供奉

8

多包括道教、佛教的神癨，妈祖信仰、观音

信仰等在澳门落地生根。这些庙宇有的属

佛教，供奉诸佛菩萨，如观音堂、菩提园等；

有的属於道教，如位於三巴门的
d

祖仙院

等；有的属於敬天法祖的儒家正统；但
*

大

多数是属於融合儒、释、道三教於一体的民

间信仰，如属於妈祖信仰的妈阁庙、天后
3

、

天后古庙，属於观音信仰的观音堂、观音岩、

观音古庙，还有康公庙、谭公庙、北帝古庙、

莲溪庙、康真君庙、医灵庙、包公庙、三婆庙、

三圣
3

、武帝殿等。在这些庙宇中，供奉著

形形色色的神癨，他们或者互不干扰，或者

和平共处。第二，西方及其他地方宗教包括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等也在

澳门和平共存。当中属於天主教超过４００

年的澳门三大古教堂：望德圣母堂、圣老楞

佐堂、圣安多尼堂目前已是澳门重要的旅?

资源。同时，澳门是亚洲第一个基督教的传

教地区，是第一个华人信徒洗礼之地，是第

一本中文圣经翻译之地，是基督教第一位来

华宣教士马礼逊长埋之地，这些也吸引著不

少的宗教旅?者。此外，在澳门已有二三百

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以及有数十年历史的巴

哈伊教，也吸引了小
8

的宗教旅?者。第

三，节庆活动是澳门的重要旅?资源，如中

国传统的农新年（春节）、清明节、端午

节、中秋节、重阳节、佛诞节等，西方天主教

的圣诞节、复活节、追思节、圣母无原罪瞻礼

日等；民间经常举行的“娘妈诞”、“醉龙醒

狮大会”、“花地玛圣母出?”等，相当大部

分活动都和澳门的中西方宗教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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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包容性

自１６世纪中葡萄牙人前来定居後，澳

门在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下，已经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确立了以中国文化

"

主流，中国文化、西方尤其是葡国文化和

土生葡人文化三者?立共济的和谐局面。

当中，中国文化对於澳门
'

部文化多样性和

各种外部文明都表现出罕见的包容态度，也

恰恰是这种宽的包容态度，客观上降低了

周边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距离感，增
7

了他

们睶在的情感向心力和凝聚力。

澳门的宗教信仰也是始终保持著这种

恪守传统、兼收?蓄的“中庸之道”，故时至

今日，在澳门的多个区域，包括旅?区域，在

居民的店踑、住宅门前，有不少是
n

立著堆

满供品的门神碑；在深街小巷的拐角处，有

著香火不
*

的小神龛。在鳞次栉比的摩天

大
b

的阴影下，就掩映著一座座具有历史的

小寺庙；在摩肩接踵的喧嚣闹市的路口，则

安敞著一座座安
]

平和的天主堂。因此，宗

教信仰和文化隔阂所引发的突纷
9

在世

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当今，澳门的宗教发展情

癋
Q

充分表明，具有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

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彼此宽容和相互理解的

良性互动方式来实现共存共荣，这种以包容

性
"

特点的宗教旅?资源是非常特
2

的，应

该可以进一步挖掘利用。

４．３　杂揉性

文化杂揉性一般是指在不同文化以平

等及互相尊重的态度融合交流的基础上，相

互吸取养分後
-

生一新的文化，既具有本地

特色，又能使各方接受。

澳门宗教旅?的文化杂揉性是非常明

显的：一方面，澳门宗教建筑物有明显的东

西方文化融合的特性，以澳门地标式景点

“大三巴”牌坊
"

例，它是圣保
#

教堂的遗

址门楼，是中西建筑美学的合壁，揉合了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东方建筑的风格。同时

它的右方还有一个石围栏夹，其形制与中国

过去的衙门或祠堂庙宇前所
n

立的栏杆一

样。大三巴牌坊上雕刻著耶稣会的圣人、天

使和圣像，其中“圣母踏龙头”的雕像，既有

天主教神癨圣母，又有中国传
/

中的神兽

龙，可谓充分展现了在澳门发展的天主教的

杂糅性。

另一方面，澳门宗教的文化杂揉性从中

西合璧的婚俗中可见一斑。一般
/

来，澳门

天主教传统的葡裔，或者是儒家传统的华

裔，他们都固有自己的婚俗。而随著澳门四

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族际婚的比率上

升，族际婚的婚姻仪式也是混合式的。现在

的婚礼中，一般都有中国传统的嫁妆和聘

礼；婚礼一般先进行天主教结婚仪式，当晚

则设中国式婚宴。中国一方的新人?不一

定是天主教徒，但他们认
"

天主教式的婚礼

是时髦的、美妙的，而在婚礼中，不少新娘会

多次更
<

服装，包括了西方婚纱和中式旗

袍。这些具有杂糅性的宗教婚俗也会成
"

很好的宗教旅?吸引物。

澳门宗教旅?已具备了很多旅?目的

地所
.

有的特色，如何使这种模式成
"

?客

到澳门的主要目的，来一次“朝圣之旅”，则

可参考下列建议，以保障澳门宗教旅?的可

持续发展：

第一，利用宗教盛事活动，发展澳门宗

教旅?。一方面，澳门的盛事活动中，相当

部分是与中西宗教活动相关的，现在已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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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中外?客是著这些宗教盛事活动而访

澳，这
/

明发展宗教盛事旅?已有相当的基

础。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和社会对於宗教盛

事旅?已展开了具体的工作，旅?局与民间

团体已在２０１４年合办推广庙宇的“澳门庙

宇??”，２０１６年
"

?客精选的多条步行路

瞃，推介的除了覆盖了“澳门历史城区”的

多座中西方宗教建筑外，还包括了澳门新桥

区和中区、鱶仔旧城区，以及路环市区的中

西方宗教建筑和它们独特的盛事，这
/

明了

特区政府和社会对发展澳门宗教盛事旅?

已有了共识和行动。

第二，开发宗教文化
-

品，助力澳门文

化旅?发展。澳门目前较
"

单一的宗教旅

?
-

品远远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宗教旅?市

场需求，其旅?价值未能真正实现。因此，

澳门应针对旅?市场不同的需求特点，特区

政府、宗教团体以及相关旅?企业应加
7

沟

通联，开发多样化的旅?项目。例如可考

虑把婚庆活动与宗教旅?结合。在教堂举

行与
8

不同的婚礼是年轻人所期盼的，毕竟

对大多数人来
/

结婚只有一次，都想婚礼办

得隆重、高雅和令人难以忘怀，澳门有那
G

多相对来
/

比较有名的教堂，比如主教座

堂、圣老楞佐教堂、圣母玫瑰堂、圣若瑟修院

及圣堂、圣安多尼教堂等。

第三，挖掘宗教旅?
'

涵，助力澳门经

济适度发展。大量的研究也表明，通过宗教

旅?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增长人们的宗教

知识，修养心性、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同

时，宗教旅?具有参与程度高的特点，能
?

在触觉、感觉、悟觉之间调动旅?者的积极

性，使他们身心得到高品质的放与满足。

更
"

重要的是，一些宗教如道教，其本源的

传统道家思想中有不少顺应天道的养生哲

学，转化
"

现实的养生保健概念，再结合宗

教旅?，更可促进与养生概念有关的
-

业如

中医药的发展。

第四，完善宗教旅?经营管理体系，助

力文化旅?持续发展。从目前情癋分析，澳

门宗教旅?开发中的单极化经营管理模式

不适合各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发展，不利於宗

教旅?的长远发展。
"

此，澳门应构建多元

合作的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

机制。政府应对宗教旅?进行科学规划，发

挥宗教和谐生态的作用，积极有效地处理好

宗教旅?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
7

化与

各个宗教团体的沟通与协调，促进不同宗教

团体在宗教旅?事务上的合作。加
7

对旅

?从业人对宗教历史知识与思想文化的培

训，通过“寓教於?”的方式将宗教伦理
"

现代社会所用，发挥宗教旅?的社会价值。

５　结　语

-

业多元化、建设“世界旅?休盻中

心”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近年

来，澳门发展了多个新兴
-

业，效果也是可

喜的。作
"

澳门经济支柱之一的旅?
-

业

更应配合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不能一再依赖

博彩旅?，因
"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

应推陈出新，发展更多元化、更能反映澳门

特色的旅?模式。本文建议发展的工业遗

-

、饮食和宗教文化旅?，虽是围绕不同主

题展开的旅?模式，当中有一个特
2

之处，

是利用了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共存的多元文

化特色。无论是益隆炮竹厂或是荔枝碗船

厂旧址、土生菜或
!

菜、天主教还是佛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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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澳门四百多年多元文化交融共同发展的

历史沉积。以工业旅?
"

例，不但能让?客

和居民感受澳门过往工业发达岁月的痕?，

更能进一步彰显澳门工业遗
-

的价值。而

澳门饮食文化正是澳门以中华文化
"

主体，

中葡交汇、多元共存文化的典型代表。同

时，虽然澳门旅?餐饮业近年迅速发展，但

也存在上文所提及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当

中特色中小企餐饮发展和非物质饮食文化

资源利用等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多元、宽容、开放、丰富的澳门宗教文化对人

的心灵有所
$

迪、健康有所促进、社会有所

帮助、生态有所保护，应积极宣导和发展健

康、文明、和谐的现代宗教旅?活动，挖掘澳

门宗教旅?的更多
'

涵，利用宗教的养生概

念和理论，将宗教养生旅?作
"

澳门吸引?

客的一个重要吸引物。可见多元文化是澳

门旅?业的核心和重要资
-

，以此
"

中心，

在工业遗
-

、饮食和宗教等相关度甚大的旅

?模式上发展更进一步，更可成
"

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的一个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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