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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澳门待一天觉得是
个赌城，待 3 天觉得是个旅游城
市，待一个星期就会爱上它。从
2009 年起，作为人民日报社澳门分
社 社 长 ， 我 在 澳 门 工 作 生 活 近 4
年。我对澳门的爱来自那一栋栋童
话般的欧式楼宇，来自花岗石铺就
的彩色道路，来自沧桑感的小街窄
巷，然而，最爱的，还是澳门的人。

澳门小，各机构又多集中在澳
门半岛，外出步行成了常态。行走
中我极少见到人争吵，更未遇到有
人脸红脖子粗地动起手来。五六十
万澳门居民，一天有几万的游客，
来来往往，哪能没个磕磕碰碰？澳
门人的温和有礼可想而知。刚到澳
门时，有好多手续要办，又不懂粤
语，人家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得问半天，其烦人可想而知。但
政府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人
员都耐心接待，有的操着让你听起
来很蹩脚的普通话，费劲
地为你解答，听着我心里
直为他们着急，却从未见
他们不耐烦。上街购物，
售货员笑脸相迎，热情推
荐，即使不买，临走也会
道声谢谢，说句“欢迎光
临”。初来乍到，问路是
免不了的。但凡被问到的
他或她，都会给你说个仔
细，指个明白，尽管有时
他们的粤语我听得稀里糊
涂。还有一次，我和朋友要去某
地，两人在路边各指东西，争执不
下，一女士路过，主动告知，还送
了一程，让我感动不已。我住的房

屋管理费每月一交，有时一忙就忘
了。这时物业会来个函提醒，对你
说“如已交，可对此置之不理”。明
明知道你根本没交，但话里话外给
你留足面子……

澳门人有温情，也有大爱，澳
门实行全民义务献血，捐血者中有
不少政府高级官员、立法会议员，
更多的则是普通市民，有母子同
来，有情人牵手，有全家一起行
动。澳门 50 多万人中，捐血 5 次以
上的有300多人。

澳门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黄如楷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主
人公叫刘不凡，原来是黄如楷住宅区
的保安员，后来辞职走了，再无音讯。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5月17日，黄如
楷家的邮箱收到一封信，内夹 500澳
门元。信中有简短的两行字：

黄先生您好：我见到电视四川
地震各同胞很凄谅 （凉），很同情。

我 亦 要 出 一 分 （份）
力，就捐 500 元，小小
心意，请代劳。 管理
员刘不凡 08—5—17

信 中 原 本 没 有 标
点，还有错字。但如刘
不凡这般善良者在澳门
绝不止成百上千，澳门
人先后给汶川地震灾区
同胞捐助约60多亿澳门
元，相当于50多亿元人
民币，这座50多万人的

小城人均捐助1万多元。
每年 12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可

以称得上是澳门的“公益节”。这
天，特首、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

澳门联络办领导及工作人员及澳门
社会各界、中资企业等，高举横
幅，浩浩荡荡，大家谈笑风生，奏
乐舞龙，行走在澳门街头，绵延数
里。这是由 《澳门日报》 发起的

“公益金百万行”，今年已是第 30届
了。近年每年筹集的善款都超过千
万，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澳门开放得早，东西方文明在
此冲突、共存和交融之后，产生了
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澳门文化。
也许正是这种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
和谐，形成了澳门人的善良和宽广
的胸怀，让我这样的外乡人感受到
家的温馨。现在，离开澳门已有 2
年了，但感觉从来都不曾离开过。
每天上网，总要先搜索一下“澳
门”。澳门，成了我远方的一个家，
曾经停留，就永远难再忘记。

在澳门的老城区漫步，你不仅感受到历史沉
淀出来的温文宁静，而且，你就是走在“世遗”
之中。澳门整片旧城区，包括 20多座建筑及相连
的广场、街道，于 200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内地老城区也不少，有些历史远长于澳门。
但澳门历史老城区与众不同，它是“活”的。它
既是景观，也是生活区。澳门人在其中居住、开
店、做祷告、听音乐会。在这里，历史与生活水
乳交融，毫无违和感。

老城区约有3平方公里，形似一片长树叶，由
前地 （类似于广场，通常是一圈
建筑围出一片空地） 和细小的马
路巷弄组成。想象这样一幅画
面：亚婆井前地被榕树浓荫覆
盖，周围是一圈鹅黄、粉红、淡
蓝的葡式民宅，黑白两色的葡萄
牙小石在地面铺出舒缓的海浪，
买菜的老婆婆在画上悠然走过；
一旁巷弄里，郑家大屋的木门悄
然打开，土生葡人门卫面露微
笑，发出无声的欢迎……

说老城区是“活”的，除了
因为它有生活的温度，还因为它
气色鲜润，绝无一般老城的破败与尘埃。近代澳
门虽然历经劫难，但城市始终没有遭遇大的战
火，加上澳门人的精心维护，让老城犹如一块
玉，越是切磋琢磨，越是温润柔和。

比如岗顶剧院，作为中国第一座西洋剧院，
康有为曾在此看过欧洲马戏，但澳门人直到今天
还在里面听音乐会，无需扩音设备，音效好到最
后排的听众能听到号手换气。又如议事亭前地的
仁慈堂，外表如旧，内里红色实木楼梯和地板一
尘不染，配上灯光橱窗，房间内装上玻璃墙和玻
璃门，老建筑也可以用冷气，兼具现代生活功
能。游澳门老城区，不是隔着百年看冰冷历史，
而是走进活生生的历史。

澳门老城区的老建筑，几乎就是一部澳门近
代史。老城的南边，妈阁庙面朝大海，烟火四时不断。400多年前，葡萄牙人
从这里首次踏上澳门的土地。当水手问这是哪儿时，当地人答曰“妈阁庙”，
于是就有了 “MACAU”这个流通国际的名字。

往北走，郑家大屋讲述的是一个衰败陈腐的大国思考如何自强的故事。
大屋的主人是郑观应，120年前，他在这里写下《盛世危言》：“欲攘外，亟须
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

再往前，澳门三大古教堂之一的圣老楞佐教堂高踞在台阶之上。1582
年，这座教堂迎来了一位震撼中国的人。30岁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带着中
国人从所未见过的自鸣钟和油画，带着画满珍禽异兽的世界地图和欧几里德
的几何原理来到了澳门……

“老建筑是历史的载体，好像树的年轮，一圈圈的记录下历史的真相。”
澳门的历史学者陈树荣曾对记者说，历史城区对澳门社会的意义不可替代。
因为“对人类来说，历史被割断将是很大的挫败”。

细细品味老城区，你会了解、记住并爱上澳门。如澳门流传的那句老话
所说：“喝下亚婆井的水，你就再也忘不了澳门。”

去澳门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10 年
前第一次去时，和娱乐城形成鲜明对比的小巷
弄里全是朴拙、沉静的生活气息——主人牵着
大大的牧羊狗沿着高高低低的石阶闲逛，挤挤
挨挨的民居墙外随处可见一座座小小的奉神壁
龛。

以后每一次去澳门，当初的恬静安适都多
多少少有所减退——裹挟在时代发展的洪流
中，凼仔、路环和本岛的许多土地上，一座座
娱乐城、商场和居民楼拔地而起。我想，这大
概是每一个小规模经济体在发展中都会承受的
不得已。好在澳门还留存了自己的传统，与一
海之隔的香港相比，还没有那么浓重的商业气
息，寻常巷弄间依然闻得到乡土之气。

前一阵又去了一次澳门，因为行程紧凑，仅仅在凼仔留宿了一晚。晚上无事出来转转，感受了一番澳
门的夜生活。昔日冷清的凼仔已是娱乐城和高档酒店鳞次栉比。威尼斯人、金沙喜来登、四季酒店、银河
娱乐中心……比肩而立蔚为壮观。夜色渐浓，所有娱乐城的灯光亮起，真的有些拉斯维加斯的样子。假如懒得
外出，乘着各个娱乐城或酒店的接驳班车便可以各处游走，将各家美食、博彩、演出、购物一网打尽。

所有酒店和娱乐城的底层都有奢侈品购物中心，看得到不少内地人在此扫货。这些商店的货品价格和
香港一样，只是款式不比香港丰富，可服务人员热情许多。要想寻找些平价商品，可以去威尼斯人，那里
地下运河沿岸的购物商店已成规模，除了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也有不少中等价位的货品，甚至一些内地品
牌。逛完商场，不妨去博彩场小试一下运气。金碧辉煌的博彩大厅里，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博彩设备不断
更新换代，全程自动化管理，还有不错的餐厅向流连在内的客人提供餐饮。

不过对我而言，更加惬意的还是逃离豪华奢靡的娱乐城，贴近当地人的生活更有乐趣。这一次七拐八
转，终于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了闻名遐迩的葡国餐厅“小飞象”。

“小飞象”的招牌挂在不临街的一面，非要让人转过街角才能看见。上
到二楼，餐桌摆放的密度很高但不至于拥挤，不少服务员忙碌其间，
显示出这里的生意一直不错。帮我点餐的服务
员是位中年男子，就在我兴致勃勃的时候，及
时用一句“这些够了”制止了我再犯眼大肚子
小的毛病。葡国鸡、马介休、木糠布丁，这些
特色菜配上一杯绿色的甘蔗汁，满足了所有味
蕾的需求，大大为这次匆忙的澳门之旅加分。

从“小飞象”出来，夜色渐深，便就近在
这一区走走。避开灯火阑珊的娱乐城和购物
街，沿着街灯昏黄的小路一路闲逛，路旁一会
儿是外墙漆成蓝色的葡风小屋，一会儿是供在
屋脚、插着几炷香的神龛，夜风拂过，爬在篱
笆上的蔷薇轻轻颤动……这样的夜晚，绚烂而
静谧……

1999年，女儿唱着《七子之歌》走进了小
学，对于住在北京的我们来说，澳门虽远，但
不再陌生。

当我终于踏上澳门的土地，感受到的是繁
华与宁静并存，现代与历史重叠，东方与西方
交汇，她的气质需要外来人细细品味。传统的
妈祖庙，庄严的天主教圣堂，优美的海滨风
光，大街小巷的蛋挞店、猪扒包店……这一切
组成澳门的风貌。

漫步澳门街头，仿佛置身欧洲城
镇。特别是圣诞节前夕，无论是议事厅
前地还是大三巴牌坊，所有的建筑都被
五光十色的彩灯覆盖着，整座城溢彩流
金，缤纷满眼。夜游大三巴，拥挤的游
人散去，教堂的肃穆和历史幽思在空气
中震荡。沿着大三巴旁边的小路下去，
有一条幽静的小巷被称为“恋爱巷”，墙
壁被鲜花妆点着，连石头都是浪漫的。

澳门以博彩业著称，鳞次栉比的博
彩酒店——葡京娱乐场、法老王、威尼
斯人、星际、金沙，等等，其规模与豪
华世界一流，担得起“东方蒙地卡罗”
之称。走进葡京娱乐场，出乎我意料的

是，牌桌井然有序，
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并没有赌徒的喧嚣。
赌场里到处都是善意
的提示标语：赌博无
必胜，轻注可怡情。我观察到周围每一位过客
都会小试一把，不为赚钱，只是看看自己的运
气和体验一下顶级赌场的氛围。

澳门是个去了还会去的地方。

华丽、沧桑、是教堂却叫牌坊，
没有比被焚毁却矗立百年的大三巴更像澳门

的命运和气质。这个 400 年前的小渔村，在历史的
时空中葡萄牙人修建起教堂、剧院、广场，并据此地为自

己的殖民地，本地人却沦为被贩卖的“猪仔”和下等人。但
是，“你可知 MACAU 不是我的真名姓”，澳门人几百年来仍信仰

着妈祖，遵循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传承着中华的价值与审美，
“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1999年12月20日零时，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世界瞩目下交接澳门政权。12月21日凌晨，中
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
权。“母亲！我要回来”的诗句成为澳门新的历史。

回归后的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均产值由
1.5万美元提升到8.7万美元，世界排名第四，澳门进入历史上发展

最快的阶段。 澳门这座小城，成为中西合璧的国际化都市，
他的下一个目标：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在澳门回归15周年前夕，本版以整版图文邀读
者感受澳门。

陈晓星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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