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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澳門街──葡萄牙在氹仔的殖民與管治 

一. 路線構想 

1. 歷史沿革：過去氹仔島原是分裂的島嶼，位於澳門半島和路環島之間，因沙

泥長期沖積和城市發展需要填海造地，面積不斷擴大。另外，1968 年路氹連

貫公路和1974年嘉樂庇總督大橋建成，把澳門、氹仔和路環的距離拉近，三

地緊密相連，氹仔隨之成為澳門的「衞星城市」。現今氹仔蜚聲國際，外資企

業在此迅速發展，與昔日漁農並存的情況相去甚遠。透過路線設計，在現代商

業發展與過去傳統文化遺產保護之間取得平衡，生於斯，長於斯，作為澳門一

分子，維護與重視這些珍貴有形文化資產，使之彰顯其存在意義與價值。從蒐

集史料、圖片、田野考察等過程中，發現氹仔街道蘊含着深厚的歷史痕跡，藉

着探索感受昔日生活點滴。從中既體驗氹仔自身的歷史文化，同時氹仔是澳門

的一部份，關係密切，認識她的底蘊亦有助了解澳門的歷史文化。 

2. 自我探求：本組的其中一位成員自青年時代遷居氹仔，由於工作的緣故，基

本上每天需乘車往返澳門至氹仔，乘車沿途經過許多街道與建築，既熟悉又

陌生，自此心裡留下探索問題的種子。有鑑於此，希望從身處的社區出發，

作為引子，探索街道與景物建築背後的歷史意義。 

3. 社區歷史：社區與我們生活是密不可分，社區的歷史變遷由街道的名稱可以

體現，如盧伯德圓形地的命名，是由於 1847 年海軍少校盧伯德受澳葡總督

亞馬留的命令，於該處修建炮台，即現今氹仔炮台，故街名紀念炮台的興建

者。由上例可窺探葡人佔據氹仔的歷史軌跡。透過街道與景物建築的源流，

可以追溯葡人管治與規劃，以及其發展歷程的演變。 

4. 永續觀念：藉着此路線希望可以喚醒、推廣與教育民眾「永續發展」的概念，

早在 1987 年的《布倫特蘭報告》(又稱為《我們共同的未來》一書)，首次

提出平衡「環境」、「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重要性。並將可持續發展定

義為「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不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

展模式。」透過路線的宣傳，使政府與民眾能夠重新審視與思考氹仔的未來，

盼望氹仔成為一個「活化」的可持續發展的社區，重視人與環境的和諧、平

衡及互動的發展。此路線不但可以作為旅遊賣點，成為旅客深度認識氹仔的

歷史文化，還可以藉推廣教育的方法，培養年青人從實際生活中累積先輩的

智慧，一方面政府著力鼓勵社區文

化導賞員訓練，使之積極投入社區

活動，另一方面提升年青人對自身

社區的認識以及關懷社區的義務，

促進社區的文化保育和健康發展，

達致社區可持續發展的理念。 

1920 年的氹仔地圖，大氹和小氹仍未相連1  

                                                       
1 引自網站：http://memorymacau.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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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路線特色 

1. 路線主體：本路線設計分兩個部分，一是葡人侵占氹仔的歷史源起，二是葡

人為鞏固在氹仔的殖民而創設的一系列機構。從氹仔的殖民史來看，這兩部

分可由兩個區域來闡述，一是氹仔炮台，二是氹仔舊城區。當中可以認識葡

人在氹仔由侵占到管治階段的歷程，透過街道與景物建築，呈現其過去管治

氹仔的不同的面向，造就一系列包括宗教、軍事、教育、交通等方面設施；

此路線承載著過去葡人在氹仔生活的足跡，以及與華人共存的故事。 

2. 特有文化：就以節慶紀念為例，位於氹仔嘉模前地的嘉模聖母堂，建於 1885

年，曾於 1985 年重修，是氹仔唯一的天主教堂。每年 7 月 16 日爲嘉模聖母

紀念日，另一譯名為加爾默羅聖母的重要日子，2自教宗本篤十三世(Benedict 

XIII)於 1726 年把這日納入羅馬禮儀年曆，至 1970 年羅馬彌撒書把 7 月 16

日降為隨意紀念的日子。3另外，據 1988 年與 1990 年 10 月 30 日《市民日報》

刊載在 10 月 29 日那天，海事署會請神父到氹仔紀念碑花園舉行彌撒，並獻

花致祭。上述紀念活動承載葡人宗教節慶的禮儀，反映當時氹仔獨有的風土

情懷，發展出一套具有氹仔特色的天主教活動。 

3. 延伸補充：民政總署所統籌的漫步澳門街路線雖然種類繁多，但有關氹仔的

歷史路線只集中廟宇部分，本路線則側重說明葡人由侵占至管治氹仔的歷史

進程，反映氹仔多元又獨特的文化景觀，通過路線整合有關葡治時期的氹仔

發展脈絡，進行系統性歸納，結合歷史文獻加以補充，藉由街道與景物建築

把過去葡人在氹仔的建設與社會變遷連帶起來，探索氹仔的演變情況，穿街

過巷考察中西共融文化景觀，活現氹仔的非凡之處。 

4. 文化保育：此路線細說葡人在氹仔的殖民故事，街道之間印證葡式建築與中

式景觀並列林立，體現中西文化相輔而行，街道與景物建築背後的故事，有

待我們發掘與保護。究竟如何在經濟發展與文物景觀之間取得平衡？事實上

兩者並非互相衝突，若其角色發揮得當合宜，必然相輔相成，但關鍵在於政

府與民眾的共同參與。而且在文化景觀管理規劃上必須適切環境現況與民眾

的實際需要，使其存在對民眾有實質性的意義。另外，此路線能強化民眾的

文化守護意識與鄉土情懷，為未來社區永續發展而邁步，從而凝聚行動力，

積極維護與呈現文化景觀價值，以及尋回久違的地道人情味，延續社區的關

懷與動人的故事，為社區注入生命力。 

                                                       
2 參考「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聖母節慶」網站：http://www.peacemacau.org/ccs/mar/mar.html。 

3 天主教對於慶節的分類十分複雜，梵二大公會議予以徹底簡化，各慶節就其重要性分為節日、慶日及紀念日，

後者又分為必行紀念日和自由紀念日。即舉行彌撒的神父有其選擇的自由，而選擇的標準和出發點常常是根據

牧靈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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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站點介紹 

以下圖中虛線是本路線設計所途經的街道： 

 
 

 

完成本路線預計所需時間一覽表： 

 站點 預計本站遊覽時間 到下一站點所需時間 

1 盧伯德圓形地 20 分鐘 步行約 5分鐘 

2 紀念碑花園 10 分鐘 乘車約 15 分鐘 

3 告利雅施利華街 10 分鐘 步行約 2分鐘 

4 施督憲正街 10 分鐘 步行約 1分鐘 

5 兵房斜巷 5 分鐘 步行約 2分鐘 

6 嘉路士米耶馬路 10 分鐘 步行約 2分鐘 

7 嘉模前地 15 分鐘 步行約 1分鐘 

8 嘉模斜巷 10 分鐘 步行約 3分鐘 

9 海邊馬路 20 分鐘  

 共需約 1小時 50 分鐘 共需約 3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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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站：盧伯德圓形地(Rotunda Tenente 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 

在 19 世紀中葉，葡萄牙逐步侵佔氹仔，使之成為殖民地。葡人在氹仔統治

的歲月裏，留下許多反映澳葡殖民時代的街道，本路線的第一站盧伯德圓形地就

是其中之一。 

究竟葡人怎樣侵占氹仔呢？與首站有密切關係，這一街道的名稱是紀念海軍

少校彼德‧祖西‧施維亞‧盧伯德(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於 1847 年

修建氹仔炮台，成為現存有實物可考葡人佔據氹仔最早的地點。 

(1) 氹仔炮台(Fortaleza da Taipa) 

又名西沙嘴炮台。鴉片戰爭後，當時氹仔仍分為大氹島和小氹島，葡人乘清

廷敗於英國，趁機擴張勢力。1846 年亞馬留(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出任第 79 任澳葡總督，推行武力殖民政策，侵佔澳門半島水坑尾以北的龍田村、

望廈村……往南侵佔小氹。因小氹位於十字門水道的咽喉，戰略位置重要，亞馬

留遂命盧伯德在小氹修建炮台，現今炮台主體建築的牆上仍存有「1847」的字樣

可考。炮台修成後，不但用於軍事防禦，且現今炮台對開的東亞運大馬路(Avenida 

dos Jogos da Ásia Oriental)在昔日仍是一片汪洋，故炮台涼風送爽，曾成為

澳門總督夏天避暑的別墅。至 1975 年改為海島市警署，1998 年遷出，翌年成為

澳門童軍總部直至現今。 

炮台現保存着三根大炮、建有走廊的兵營、具印度特色的哨房和後方高處昔

日的火藥庫。 

   

炮台建築物的外牆上    現今澳門童軍總部(炮台)       保存至今的大炮 

標有「1847」字樣    

 
約 1920 年時候的炮台，清楚可見現今東亞運大馬路一帶仍是海洋4 

                                                       
4 賈約翰：《氹仔─路環》，澳門：海島市政廳和東方文萃 1998 年第 2 版，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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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氹仔碼頭(Ponte da Taipa) 

據已故澳門學者陳煒恆指出，葡人於同治年間(1862-1874 年)在炮台旁修建

軍用碼頭。5在嘉樂庇總督大橋和路氹連貫公路未建成之前，澳門、氹仔和路環

三地居民依靠船隻互相往來，而往昔來往氹仔至澳門或路環的渡輪便停泊於此。

而過去澳氹路之間的渡輪營運是怎樣呢？據1959至1963年間的《澳門工商年鑑》

記載，上世紀 60 年代初渡輪服務是由澳氹路小輪公司經營，設有五艘客輪：廣鴻、

廣禎、廣光、廣照、廣沅。當時澳門乘坐渡輪去路環需時40分鐘，澳門至氹仔則

需時 20分鐘，根據航程不同，票價各異，最貴是 6毛，最便宜是 2毛，當時基本

維持每天 6 至 8 班船來往澳氹路之間，但是據澳門掌故學家唐思稱當時由於氹仔

受沙泥長期沖積，退潮時水位不及 1 米，即使小型電船航行亦感困難，只能在漲

潮時停泊。 

然而，1974 年嘉樂庇總督大橋落成後，有公共汽車來往澳氹路之間，導致

當時負責營運澳氹路航線的澳門海島市小輪有限公司逐漸減少至每天 2 班船隻

來往澳氹之間，碼頭日漸衰落，及後停用。 

碼頭旁築有「碼頭花園」，花木茂盛，過去乘船到達氹仔或候船，乘客可到

這個小花園遊覽或休憩。 

 

附表 1：1939 年出版的《澳門遊覽指南》記載澳氹路之間的航程表 

航程 票價 開行時間 

頭等 貳等 

澳門氹仔 壹毫半 壹毫 頭船上午六時半，二船九時半，三船十二時半，

四船三時，尾船五時四十分。 

路環氹仔 壹毫 伍仙 頭船七時半，二船拾時半，三船一時半，四船四

時，尾船五時四十分。 

 

附表 2：1959至1963年間《澳門工商年鑑》記載澳氹路小輪公司營運澳氹路之間的航班情況 

航程 票價 開行時間 

頭等 貳等 

澳門氹仔   

氹仔路環 

五毛 三毛 頭渡六時半；二渡九時；三渡十一時一刻；四渡一時半、

五渡四時、六渡六時半；七渡十時、尾渡十二時半 三毛 二毛 

路環澳門 六毛 四毛 頭渡七時半、二渡十時、三渡十二時一刻、四渡二時三

刻、五渡五時一刻、六渡八時、尾渡十一時一刻 

氹仔澳門 五毛 三毛 頭渡開八時、二渡開十時半、三渡十二時三刻、四渡三

時一刻、五渡五時三刻、六渡八時半、尾渡十一時九。

 

 

                                                       
5 陳煒恆：《路氹掌故》，澳門：澳門特別行政局民政總署 2007 年再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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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澳門工商年鑑1975‧1976‧1977》記載澳門海島市小輪有限公司營運澳氹之間的情況 

航程 票價 開行時間 

澳門氹仔 五角(往返同價) 上午八時；下午五時  

氹仔澳門 上午九時；下午五時半 

 

   

現今的氹仔碼頭              從山上俯瞰碼頭，今日碼頭對開的東 

亞運大馬路原是海洋 

    

昔日連結離島的船(約 1960 年)6      澳門、氹仔與路環之間的 

水上航運路線圖7

                                                       
6 賈約翰：《氹仔─路環》，澳門：海島市政廳和東方文萃 1998 年第 2 版，頁 63。 
7 澳門工商年鑑編輯部編：《澳門工商年鑑 1963》，澳門：澳門大眾報 1963 年 10 月出版，第 3篇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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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站：紀念碑花園(Jardim do Monumento) 

由氹仔炮台往海洋花園的方向行，穿過一條長約 40 米的隧道，據澳門的掌

故學家唐思稱這條隧道開鑿於 1974 年，是氹仔最早和最短的隧道。在隧道出口

不遠處靠東亞運大馬路的一方，有一道石階，依山而建，拾級而上，周圍樹木繁

茂，景色清幽，至最頂平台，有一塊用石砌成環拱的紀念碑，上有十字架、皇冠、

船錨和橄欖葉等圖案，以及中、葡文字和年份等字刻，園名因此而來。 

   

          紀念碑花園入口                 位於山坡上的紀念碑 

為何有此紀念碑？與葡萄牙殖民活動有關，在首站提到由於亞馬留採取武力

殖民政策，激起中國人憤恨，結果在 1849 年 8 月 22 日被華民沈志亮所殺，事件

發生後，震驚中外，葡人為報復中國人殺害亞馬留，由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率葡兵佔領關閘、襲擊北嶺炮台，殺害清軍，由於美士基打作戰勇

敢，後來澳葡政府為紀念他，澳門有一系列街道以他命名，如澳門半島的美副將

大馬路（Avenida do Coronel Mesquita）、美上校里(Beco do Coronel Mesquita)、

美上校圍(Pátio do Coronel Mesquita)、美副將街(Rua do Coronel Mesquita)

和美副將巷(Travessa do Coronel Mesquita)及位於氹仔的美副將馬路（Estrada 

Coronel Nicolau de Mesquita）。此外在上世紀 40 年代於議事亭前地豎立一尊

他的銅像，可見葡人對其的重視程度。 

雖然葡人一度擊敗清軍，但澳葡政府擔心清政府的反擊，故急調印度果阿的

「瑪利亞二世號」(又譯第二瑪麗亞號)、葡萄牙里斯本的「若昂一世號」和巴西

里約熱內盧的「彩虹號」等戰船前來防禦。然而 1850 年 12 月 29 日，駛至氹仔

水域的戰船「瑪麗亞二世號」於半夜 2點發生爆炸，據葡國史學家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記載是「一失去理智的人為報復所為」，8爆炸導致 224 名水手

中，有 188 名死亡，由於傷亡慘烈，澳葡政府立碑悼念陣亡將士，並刻上爆炸事

發年份和立碑年份，但本組參考紀念碑的舊照片，最初的碑文刻的爆炸年份是

1848 年和立碑年份是 1880 年，由於兩個年份皆有誤，後來澳葡政府派員更改為

爆炸年份為 1850 年和立碑年份 1851 年，現今碑文依然存有明顯的更改痕跡。 

上世紀 90 年代，澳葡政府將紀念碑周圍一帶闢建為花園，對外開放，且據

1988 年及 1990 年 10 月 30 日的《市民日報》報導，海事處皆在 10 月 29 日在紀

念碑前，請來神父舉行彌撒，悼念陣亡官兵，成為氹仔獨有的活動。 

                                                       
8 施白蒂：《澳門編年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金會 1998 年出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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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未被更正錯誤       現今的紀念碑        1990 年 10 月 30 日 

年份的紀念碑
9                             《市民日報》報導有 

關悼念瑪麗亞二號戰 

船遇難者的情況(報 

紙左方圖) 

 

從碑文可見，阿拉伯數字的年份和干支紀年的年份都有更正的痕跡 

                                                       
9賈約翰：《氹仔─路環》，澳門：海島市政廳和東方文萃 1998 年第 2 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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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站：告利雅施利華街(Rua Correia da Silva) 

從紀念碑花園出發，經過昔日氹仔的海岸線，即盧伯德圓形地(Rotunda 

Tenente 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柯維納馬路(Estrada Governador 

Albano de Oliveira)、黑橋街(Rua da Ponte Negra)、地堡街(Rua do Regedor)，

回想以往這片地方原是大海，海面上波光粼粼，帆影點點，環境寧靜恬謐，如今

這些街道對開已是一大片陸地和馬路，每天都有數之不盡的車輛穿梭來往，昔日

的海灣已不復見，可見氹仔發展之快，經歷滄海桑田的變化。 

沿着這條海岸線走，便能到達告利雅施利華街。這一街名是紀念 1919-1922

年擔任第 108 屆澳門總督的告利雅施利華(Henrique Monteiro Correia da 

Silva)。葡人在佔據小氹後，又擴展勢力至大氹，於 1872 年頒布訓令任命當時

駐軍司令 Antonio Baptista Tassara 兼首任路氹行政委員會行政長官，並逐步

在此建立政治中心。 

(1)路氹歷史館(Museu da História da Taipa e Coloane) 

現今可以在這條街道見到一座兩層高的綠色大樓，是昔日海島市政廳大樓，

是離島的行政中心，俗稱「衙門」。於 1920 年招標興建，成立之初，由於葡人在

氹仔建立的管治機構仍未完善，所以海島市政廳除行政外，還兼管其他職能，譬

如當時澳門警察局氹仔分站的主管警長駐守於此，具保衛社會秩序的職能；此外

當時瑣碎的案件也交由市長處理，使海島市政廳掌控部份司法的職能；1928 年

市長兼管郵政，直至 1954 年，氹仔郵政局成立，郵政的職能才被分割。但自澳

門回歸祖國後，澳葡政府遺下的政治組織陸續撤離，故此大樓於 2002 至 2006

年重修，在 2006 年 5 月 7 日轉變為保存路氹歷史文化的博物館。 

        

現今的路氹歷史館，          20 世紀 80 年代的告利雅施利華街10 

昔日為海島市政廳大樓11 

 

圖中右邊是氹仔排角、埗頭一直至左邊地堡街的遠景，中間的建築物就是 20 世

紀 30 年代的衙門12

                                                       
10 黎鴻健：《氹仔情懷》，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 年 12 月出版，頁 76。 
11 引自網站：http://abrabbit.pixnet.net/blog/post/49 
12 同上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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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站：施督憲正街(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 

與告利雅施利華街同在一條直路上，緊緊相連的便是施督憲正街，街道的名

稱是為了紀念在 1876-1879 年間擔任 89 屆澳督施理華(Carlos Eugénio Correia 

da Silva)，他於 1877 年 1 月兼任駐華代辦，同年 8月起兼任駐華公使。說來有

趣，施理華是告利雅施利華的父親，所以他們二人成為澳門史上的父子總督。另

外，本街亦與官也街(Rua do Cunha)相連，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

是澳門第 81 屆總督，這些以總督名字命名的街道，充份反映澳葡的殖民色彩。 

在本街與官也街的交界處，有一塊葡人為改善氹仔居民生活、促進貿易的地

方，它是嘉模墟，是昔日氹仔的街市，建於 1886 年，當時造價為 80 萬「里」(reis，

當時的貨幣單位，約相等於當時 1600 元澳門幣)。街市落成後，佔地 990 平方米，

共有 18 個檔位。過往氹仔居民以漁業和農業為主，將所得魚獲和農產品拿到這

裏售賣。但隨着社會發展，街市的規模不堪使用，故在上世紀 70 年代街市逐漸

荒廢，在 1983 年政府在地堡街建成新街市，取代嘉模墟，現今此處已改為公共

休閒場所。儘管如此，嘉模墟仍然保存着獨特的建築風格，融合中西建築特色，

現今所見，嘉模墟是由 10 根西方羅馬式支柱支撐而成的棚屋，它的頂部卻全是

中式瓦片，通過嘉模墟的歷史，不但反映葡人佔據氹仔後，曾作出一些措施改善

氹仔民生，更帶來西方的建築手法，與氹仔固有的中式建築結合，形成具中西風

格的建築特色。 

       

          現今的嘉模墟                     現今的施督憲正街 

 

攝於 1935 年的氹仔市場擺賣情況13 

 

                                                       
13 賈約翰：《氹仔─路環》，澳門：海島市政廳和東方文萃 1998 年第 2 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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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站：兵房斜巷(Calçada do Quartel) 

離開嘉模墟，再往施督憲正街的方向走，過了古老的觀音堂，進入右側的路

口，到達兵房斜巷。這是一條通往嘉模前地的石仔斜坡路，每年 7月中旬聖母節，

嘉模教堂聖像遊行會路經此地，斜巷兩側主要是兩層高的民宅。斜巷以「兵房」

命名，顧名思義，走到斜巷的頂部能看見一座高大紅色的建築物，便是昔日葡兵

駐守的兵房。  

20 世紀初，十字門水域海盜橫行，著名的海盜如林瓜四、梁義華等，更盤

踞路環島，故此葡人為加強氹仔防衛和控制，在此建立兵營。據氹仔老居民黎鴻

健在其著作《氹仔情懷》記載，上世紀 50 年代駐守的葡兵有白人和黑人，白人

俗稱「牛叔」，黑人俗稱「黑鬼」或「咪咕」(源自葡文「Amigo」，指「朋友」)。

60 年代政府將兵營改作社會復原所，即住院式強制性戒毒所，主要收容吸毒犯

人和自願戒毒求助者，並提供收容乞丐及流浪者服務。而據《氹仔情懷》

一書指出，當時的戒毒方式，主要是採取強制勞動，每日戒毒人士都被安排不

同的工作，如清潔、協助廚務、或送往觀音岩附近採沙。直到 1982 年，復原所

改作警察學校的校址，故今日在大樓的三角楣上，能看到上下兩行葡文，上行為

「FORCAS DE SEGURANCA DE MACAU」(意謂「澳門保安部隊」，底行為「ESCOLA 

POLICIA」(意謂「警察學校」)，從此開始較有系統的學警訓練。後來澳門回歸

祖國，2000 年為配合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軍駐澳部隊永久駐址的安排，警校遷出

搬往路環，氹仔兵營重新恢復原有的使命。 

         

教堂聖像遊行必經的兵房斜巷14        20 世紀 60 年代的復原所15 

     

20 世紀 20 年代從排角天后廟後山崗       現今的氹仔兵營 

望去，前為軍營，更亭下是告利雅施 

利華街，右邊隱約可見教堂的鐘樓 16 

                                                       
14 黎鴻健：《氹仔情懷》，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 年 12 月出版，頁 128。 
15 嘉模會堂底層張貼有關氹仔兵營的展示板。 
16 黎鴻健：《氹仔情懷》，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 年 12 月出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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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站：嘉路士米耶馬路(Avenida de Carlos da Maia) 

離開兵房斜巷，再往東北方的山丘頂部前行，便到達嘉路士米耶馬路。嘉路

士米耶(José Carlos da Maia)是葡萄牙海軍少校，曾參加葡萄牙共和革命，1914

年 6 月被委任為第 105 屆澳門總督。除此處外，澳門半島的嘉路米耶圓形地

(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即著名的三盞燈，亦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這

條馬路上，保存着一些昔日澳葡政府有關社會服務的建築物。 

(1)嘉模會堂(AUDITÓRIO DO CARMO) 

進入馬路南面，入口斜坡中段是嘉模會堂，前身為氹仔電燈總局，即是發電

廠，為氹仔居民提供電力。該廠於 1929 年興建，內置兩台發電機，由於是氹仔

唯一公營發電廠，供電有限，故《氹仔情懷》一書指出上世紀 40 年代至 50 年代

氹仔居民要限時供電，且電費昂費，所以當時不少家庭仍用火水燈照明，直至

1962 年電燈局由 110 伏特轉為 220 伏特，方能全日供電。1982 年氹仔改由澳門

供電，電燈局便停產。後來建築物被多次更改用途，至 2007 年經民政總署重建

後再次啟用，作為多用途文藝活動及表演中心。 

(2)氹仔郵政分局(ESTAÇÃO DE CORREIOS) 

再往山丘頂部前行，便看見一座外牆粉紅色、兩層高的西式建築，那是氹仔

郵政分局。這座建築物建於 1954 年，在此之前，氹仔郵政先後由軍部和市長負

責。昔日郵政分局地下為郵政局，二樓是局長住所。但現今暫停服務。 

 (3)聖善學校(ESCOLA D. JOÃO PAULINO) 

與郵政分局相鄰的是聖善學校。學校前身是上世紀 40 年代已存在的嘉模托

兒所，俗稱「姑娘堂」(據《氹仔情懷》指出由於托兒所由修女管理，氹仔居民

稱修女為姑娘而得名)，而聖善學校最早的原址是設在嘉模教堂側，1938 年校舍

遷至施督憲正街 89 至 91 號的一幢樓宇(現址是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文化設施

處)，1968 年在此處建成新校舍，多年來為氹仔教育事業付出巨大貢獻。 

    

攝於 20 世紀          現今的氹仔郵政分局      現今的聖善學校 

30 年代的電燈總局17     

 

                                                       
17 嘉模會堂底層張貼有關嘉模會堂的展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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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站：嘉模前地(Largo do Carmo) 

再往前行，到達山丘的頂部，有一片廣闊的地方，稱作「嘉模前地」。這一

名稱源於此處的嘉模教堂，「嘉模」是聖母的一個頭銜，又譯加爾默羅山聖母，

相傳在 1251 年 7 月 16 日，聖母向天主教加爾默羅修會的聖西滿‧斯道克神父

（Simon Stock）顯現，並將聖母聖衣賜給他，許諾他任何人在離世的時候虔誠

地佩帶聖衣，將會得到救贖，因此 7月 16 日是聖母聖衣節。 

(1) 嘉模教堂(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O CARMO) 

葡人掌控氹仔後，為宣傳天主教和便於在氹仔的教徒敬拜上帝，葡軍駐氹仔

司令馬德拉向澳葡政府申請撥款創建教堂，1885 年 9 月 15 日完工，至今亦是氹

仔唯一的天主教堂，教堂樓高 3層，頂層為鐘樓，外觀採用嚴謹的西方古典式構

圖，內部主祭壇供奉嘉模聖母。每年 7 月 16 日是聖母聖衣節，教堂神職人員會

舉辦嘉模聖像巡遊，據氹仔老居民黎鴻健指出，該活動俗稱「出聖相」，通常由

神父或澳門主教主持儀式，天主教徒、聖善學生、政府高官都會齊集嘉模教堂，

然後抬着聖母像巡遊，巡遊路線途經電燈局、兵房斜巷、施督憲正街、至嘉模斜

巷直上，返回教堂，熱鬧非常，成為氹仔獨有的宗教節慶活動。 

(2) 民事登記局(CONSERVATÓRIA DO REGISTO CIVIL) 

教堂入口對面是民事登記局，是一座外牆為米黃色建築物，只有一層。追溯

建築物前身，在 20 世紀初原是議事公局學校的校址，據氹仔老居民黎鴻健指出

該校可能是葡人在氹仔最早設立的正規學校，但上世紀 20 年代學生人數逐漸減

少，故改為政府官員宿舍，海島市長晏德地和公務局大偈施興利都曾居住於此。

其後用途數易，原本打算在 90 年代拆卸，因有文物建築條例保護而幸免於難，

但昔日頂部的三角形建築已被拆去，今不復見。重新修葺後，改為氹仔市政圖書

館，至 2005 年改為民事登記局氹仔分站，成為澳門市民辦理結婚手續的地方。 

   

現今嘉模教堂(正前方黃色建築物)       現今氹仔民事登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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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像遊行的隊伍18   

 

 

60 年代初，聖像巡遊經醫靈廟右轉嘉模斜巷，直達嘉模前地
19
 

   

 

 

 

 

                                                       
18 黎鴻健：《氹仔情懷》，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 年 12 月出版，頁 131。 
19 同上書，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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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站：嘉模斜巷(Calçada do Carmo) 

嘉模斜巷是一條長梯，階梯兩側長滿高大的樹木，樹木兩側各有米黃色的建

築物，給人一種和諧寧靜的感覺。昔日葡人曾在此興建各種社會福利機構，如樓

梯頂部與民事登記局相鄰的是一座外牆為米黃色的空置建築物，其前身是政府設

立的氹仔官立學校，又稱「民主學校」。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葡人在氹仔的管

治日益穩固，但有感氹仔居民普遍文化水平低，故海島市市政廳為提供居民讀書

的機會，建立此校。這所學校是官辦的免費學校，文具書簿一概由政府免費提供，

但當時一般氹仔居民兩餐不繼，根本沒有時間接受教育，送子女上學的家庭不

多，就算報讀的亦會嫌它太嚴格，又要學葡文及天主教教義，所以有些家長寧願

繳學費送子女到聖善學校就讀，亦不願報讀此校，所以收生不多。民主學校無奈

於上世紀 30 年代結束，其後作為政府官員宿舍，當時氹仔警察局長伊斯度曾在

這座樓宇居住。1954 年曾改作海島鎮留產所，為氹仔居民提供分娩的服務，但

自 1974 年嘉樂庇總督大橋通車後，留產所停辦後一直空置，直到 1996 年作為明

愛服務中心，兩年後中心遷出，致使至今空置。 

拾級而下，到達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文化設施處大樓。前身是嘉模大樓，

屬於澳門天主教教區的物業。1924 年成為聖善學校的校舍，1968 年學校遷至嘉

路士米耶馬路，1973 年改為嘉模聖母安老院。1999 年前臨時海島市政局與教會

簽訂借用合同後，開展修建工程的籌備工作。民政總署成立後，對該建築進行重

修，至今成為民署屬下的機構。 

    

      現今的嘉模斜巷      20 世紀 20 年代的「氹仔官立學校」20 

                                                 

1958 年留產所服務收費表21         留產所平面圖22 

                                                       
20 同上書，頁 141。 
21 引自澳門歷史檔案館網站：http://www.archives.gov.mo/cn/featured/detail.aspx?id=62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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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站：海邊馬路(Avenida da Praia) 

    從嘉模前地的大型十字架旁沿石級而下，可到達海邊馬路，有一列建於 20

世紀 20 年代的葡式建築，初期是海島市政府高級官員的住宅，其後經政府重新

修葺，改裝成五間博物館與展覽廳，1994 年連同附近一帶被名為「龍環葡韻住

宅式博物館」。 

    在 1927 年間有公司試辦水上航空服務，於現在「葡韻」第五間屋宇旁邊建

有一座建築物，人稱「水上飛機庫」，但其實這建築物只供飛機維修及補給物品，

並非作停泊或存放飛機的用途。其後水上航空服務至 1933 年間結束，幾年後曾

再度啓用，至 40 年代初，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業，所以老居民都稱該處為「飛

機場」。而這座建築物在 50 年代亦曾作為警察部拘留所。這座建築物及附近，在

20 世紀 70 年代改作警察宿舍至 80 年代末。 

    其中第五座的兩層高樓宇，歷來都是市長官邸，而最接近石級那一邊第一座

是政府高層人員的住屋，此等高官一般人多稱之為「大寫」。故此處亦稱為「大

寫屋」。第一座的房子原由 60 年代初到氹仔任副市長的巴路士(Gastão Humberto 

Barros)居住，到 1963 年他陞任市長，搬到第五座官邸。第二座的單層樓宇是警

察分局局長伊斯度的官邸，至 50 年代初才遷出。40 至 60 年代初市長秘書羅俾

士居住第四座，據「大寫」羅俾士的女兒講述，第三座兩層高的樓宇，40 年代

仍是飛機師及一些職員歇息之所，當時每日有一班機升降，後因日本侵華戰事

爆，航空服務停辦，該屋宇撥歸郵電廳使用，供電報員居住及收發電報，當年是

每小時發一次電報的，後來改為衞生局的大醫生居所。 

    
1927 年的葡式建築群及前面沙灘，遠   20 世紀 50 年代末的海島市市長官邸，  

處的矮屋是飛機庫，隱約可見停在庫   門前停泊市長的座駕，車後的建築物就 

 前的水上飛機23                      是早年的飛機庫24 

現今的住宅博物館 

                                                       
23 黎鴻健：《氹仔情懷》，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 年 12 月出版，頁 147。 
24 同上書，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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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來說，回顧是所勘察的遊覽路線，希望參加者能瞭解三方面內容： 

首先，路線從首站氹仔西部的炮台至終點站東部的住宅博物館，反映葡人如

何侵略氹仔，先在西部建立軍事據點，繼而在東部建立一系列機構鞏固政權和發

展氹仔，從站點的介紹，可見葡人是漸進式地加強對氹仔的控制。 

其次，葡人在建設氹仔市鎮時，亦將自身的文化帶到氹仔，故此在島上創建涉

及政治、軍事、教育、宗教、交通等設施，諸如市政廳、氹仔炮台、氹仔官立學校、

嘉模教堂、氹仔碼頭等，此路線正好是涵蓋葡治時期的文化堡壘和政治核心。 

第三，通過此路線途經昔日氹仔的沿海地區，先祖父輩在港灣捕魚拾螺的景

象已不再有，過去海島的寧靜已被喧鬧的外資機構所淹沒，過度的基建導致樹木

砍伐、空氣混濁，讓本來的綠色地帶寥寥可數，舊日的情懷與文化景觀受到嚴重

威脅，所以在發展城市的同時，亦要注意城市保育，而這一方面不能單靠政府努

力，作為澳門一分子必須貢獻自己力量，守護我們美好的家園。因為我們認為澳

門魅力不在於博彩，而是在於文化的傳承，為下一代樹立正確的榜樣，使之瑰麗

文化遺產得以永垂不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