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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在保育方面，比香港做得好。舊澳門原貌基本保存下

來，新發展區都集中在氹仔，可見澳門保育工作歷久見功。這

也使澳門成為更令時人可以發懷舊之幽情的寶地。

吳志良先生說，澳門三十多年前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

已開設澳門學。香港學的出現不過是近年的事，洪清田個人最

早先開香港學課題，主要研究是香港的政制，也是在香港民間

進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擔任香港南粵出版社總編輯，匯集香港

歷史學教授、專家，由當時主編《明報》「街坊廣場」、香港

掌故專家魯金掛帥，推出一套「古今香港系列」，聚焦香港的

街道史、地域史、行業史，共出版十多本，後因離開出版社而中斷。

澳門古文化與現代文化可以共存，與澳門的當政者卓見及學界的努力和用心分

不開。

我認識的個別澳門學人，很早便潛心研究澳門的歷史沿革及古今民俗，其表表

者有謝妙冰女士，她以英文寫下多部探討澳門民俗文化專著，不少被翻譯成中文、

外國文字。

港澳史專家、澳門中西創新學院院長霍啟昌（一九四二－二○二○），對澳門

學也起過較大作用，有多部澳門研究著作面世。

澳門又稱濠江，這個濠江的來歷一直不甚了了。因為澳門並沒有河流，她面向

的是珠江口的出口與海之間的水域，也許這與江沾了關係。

後來查了資料，才知濠江是真有其名，是屬於南海水系河流。古稱河渡溪，是

一條沒有發源地的海灣河涌，西北出磊口接汕頭市汕頭港，東南接廣澳灣入南海。

也許是河涌的關係，古早是小漁村，盛產蠔、魚蝦，原名為濠鏡或濠鏡澳。濠

鏡之名源自《明史》，比起今之澳門稱謂似更有雅意。

澳門開埠比香港更早，後者只有近二百年歷史，澳門開埠於嘉靖十四年，即公

元一五三五年，迄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

因年代淵遠流長，澳門的歷史文物比起香港多得多，舊街古老建築比比皆是。

澳門除吃喝玩樂外，她的背後還有多采多姿的文化底蘊，值得細賞和探索。

淺識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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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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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一個令人訝異而迷人的地方，它雖是一座小城，但新舊兼收並蓄、博彩旅
遊業興旺、而且人文會萃，置身於大灣區中，一樣大放異彩。

探究澳門當從澳門學入手，吳志良細談澳門學，從澳門的歷史價值、澳門學的進
展、到澳門學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層層遞進，闡明澳門學的影響、學術價值與現
實意義。

學術思路之外，一眾澳門作家以筆尖細說文化風情。
「戰後，我重返澳門，新橋依舊，竹林寺依舊，只有『竹昇孖水』的喚賣聲永難

再聞……」什麼是「竹昇孖水」？九十歲的李烈聲追憶當年聽師娘、吃宵夜的美好濠
江歲月。隨一味「碌鵝」端上，伴淡淡鵝香，清水河憶起青蔥年華養鵝的難忘點滴，
是永遠快樂的童趣。

「這片亙古不變的蔚藍，閱盡了歷史風雲，飽覽了人世滄桑，又豈是我們強加的
『伶仃』二字就能囊括她的前世今生？」冥冥之中，伶仃洋與譚健鍬種下了不解之緣。
「塵世即蓬萊」，穆欣欣細談祖籍山東蓬萊的穆家、澳門戲劇評論開山者穆凡中先生
的動人故事。

藍丹花、細雨中的梔子香是一座廢園、把雪松種上天空、題新加坡詩友白鷺圖，
澳大教授龔剛為我們奏出瘟疫時期的藍調。

香港澳門同操粵語，但兩地的粵語可有分別？澳門粵語又有何特色？粵語專家歐
陽偉豪一一道來。

小城故事多，文化風光旖旎，堪細細品味。
� ─編者

二○二二年八月 總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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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文訊

廣州於六月九日成立首間區級歷史文化傳承發展研究院—黃埔區歷史文化傳

承發展研究院，並發布首項嶺南文化研究項目成果：《「嗨皮」十古說黃埔》，結

合廣東音樂、說唱等元素，用三維方式重新打造菠蘿雞、達奚司空的形象，並以輕

鬆的歌曲生動地展現黃埔「十古」文化遺存，讓文物「活」起來。研究院將深入探

究海絲文化、軍校文化、香雪文化、創新文化等黃埔特色文化，將更多文物和文化

遺產與新科技和藝術結合，以有趣的方式推廣黃埔文化，推動黃埔歷史文化保護及

傳承。同時，研究院將進一步研究黃埔文化的內涵和精神，系統地解讀黃埔文化與

廣州文化、廣府文化、嶺南文化及中國文化的傳承關係，務求徹底了解黃埔文化，

以當地人的身份明白黃埔文化的魅力，才有能力將其推廣至其他地方，讓更多人了

解黃埔文化的珍貴之處。

由澳門粵劇曲藝總會主辦、善明會協辦、澳門基金會資助的「二〇二二澳門

青少年粵劇傳承比賽」於六月至十月期間舉行。主辦機構透過以粵劇年輕化為包裝

宣傳比賽，激發青少年的潛能，培養新一代粵劇演出者。

是次比賽參賽組別分少年組及青年組，各組別設粵曲組及粵劇組，以個人或

二人對唱形式報名，由粵港澳三地著名粵劇名伶、澳門學術機構及演藝協會代表擔

任評審。評審將根據參賽者的唱腔、音準、節奏、技巧、身段等進行評分，入圍的

參賽者能獲資深粵劇導師一對一指導，最後於十月二十二日進行決賽及頒獎儀式。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澳門冀以中華文化為主流，打造多元

文化承傳的交流合作基地，傳承藝術之美。作為有過百個曲藝團體屬會的總會，主

辦機構澳門粵劇曲藝總會勇於推動當代粵劇的創新發展，將粵劇傳承工作推廣至年

輕一代，同時提高大眾對粵劇的興趣和關注。而協辦機構善明會於近年亦展開「粵

劇承傳與發展公民教育」系列推廣活動，透過不同活動培訓和吸納有潛質的青少

年，培育新一代的表演者。是次比賽亦有走進澳門多所學校進行宣傳，培養年輕一

代對粵劇的興趣，使文化薪火得以相傳。

讓黃埔文化「活」起來

香港　宛　芯

廣州

澳門青少年粵劇傳承比賽

香港　瀞　翹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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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張培忠、陳  致、湯  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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