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金會（下稱：基金會）於
1984 年成立，並在 2001 年與當時另
一職能相近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
金會”合併，成為現今澳門特區政府
一個以實現社會公益為目的綜合性

公共基金。2024 年，基金會迎來成立
四十週年，在這期間，基金會經歷多
次功能變化和角色轉換，始終堅守
服務社會的初心，配合政府施政方

針，與社會各界合力為澳門的可持
續發展貢獻力量。砥礪前行四十載，

基金會工作碩果累累，筆者將從不
同領域社會賢達及學者的視角，探
尋基金會與蓮花寶地共成長、伴同
行的故事。

繁榮澳門文學 培育創作新芽

小說、散文、詩歌、劇本，各種各
樣的文學創作，承載著個人對歷史
的反思、對社會的體驗、對生活的感
悟，是以文字作為媒介的文化載體，

勾劃出一個城市文化性格，更是城
市人文建設的累積與深化。

1980 年代中期，澳門文學嶄露
鋒芒，本地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出
版方面開始蓬勃發展。1990 年代初，
基金會關注澳門文學發展並加以投
放資源，持續透過出版、研討、徵文
等多種方式助力本土文學的成長。

至今已舉辦至第 29 屆的“澳門中學
生讀後感徵文比賽”，是澳門歷史悠
久的文學比賽，由早期以鼓勵居民
閱讀澳門出版的書刊，促進出版業

澳門基金會四十周年系列報導（五）：

拉近藝術與生活
文化精神薪火相傳

◆文：少楓

圖：澳門基金會、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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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雅集交流活動，現場展示 85位參與“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藝術家的個人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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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為初衷，回歸後，改以中學生為
徵文對象，加深其對國家歷史文化
的認識，啟發學生透過文學形式表
達對生活的無窮想像和創作興趣，
為孕育澳門文學創作人才提供養

分；1993 年，基金會與澳門筆會策劃
每兩年一度的“澳門文學獎”，培養
文學界新力軍，為進一步發展和繁
榮澳門文學事業奠定基礎。

20 世紀，澳門文學進入百花齊

放的繁榮年代，本地作品視角與題
材廣闊多樣，2014 年，基金會與作家
出版社、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推出
新版《澳門文學叢書》，至今已出版
四批共 66 冊及精選集《美麗澳門》，
集結當今本地文壇具廣泛代表性的

作家和作品，是澳門文學水平和發
展成果的重大展示，此外，基金會與
文化局合作編選年度《澳門文學作
品選》，十多年來發掘更多有潛質的
文壇新秀，以文字見證澳門社會的
時代變遷。“澳門基金會在歷史研

究、文學建設上，是策劃者，更是開
拓者，基金會的團隊人員身體力行
地參與研究，我認為它是一個充滿
學術色彩的機構。”澳門筆會常務副
會長湯梅笑如此說。

對 話

◇記者：在澳門獨特的歷史背

景下，本土作品在題材、風格、創作

手法上具有什麼特色?

◆湯梅笑：澳門小城的文學作
品出版業曾經長時期荒蕪遲滯，在
1980 年代中期才開始得以發展。由

於現實條件所限，不能進入內地市
場，也難以擠身香港商業書市競爭，
僅有的本地市場甚為細小，作家和
出版社都不大重視宣傳推廣，但也
造成了澳門文學不受市場利益驅
動，作家為個人熱愛、理想、目標而

創作。許多人都說，澳門文學仍然缺
乏傳播廣、迴響大的重量級作品，文
壇欠缺具代表性作家。然而，澳門作
家們在這麼多年努力下，創作出優

秀作品。作家們多重視本土題材，放
眼歷史與時代變化，關注現實生活
和社會問題，體察市民大眾的喜怒
哀愁，並與之同頻共振。筆下多是芸
芸眾生，有個體婚戀的愛恨與家庭、

人際困惱、小人物的坎坷命運與掙
扎，有輝煌中的暗影，有卑下者的高
尚，有個體與社會的衝突，也有以科
幻和武俠為題材的作品。回歸後，澳
門作家也在有歷史感、視角比較開
闊的題材上實踐，例如穆欣欣以強

烈的家國情懷書寫清朝時期志士沈
志亮反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鏡海
魂》，塑造出熠熠生輝的藝術形象；
胡根的長篇小說《孤島》，反映澳門
同胞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的大時代風
雲；鄧曉烱的長篇小說《迷城咒》以

林則徐巡視澳門查禁鴉片為背景。
澳門小說創作題材也在趨向多樣
化，科幻、武俠等都有。正由於市場因
素考慮不大，澳門作家創作心態比
較放鬆，並樂於實驗，作品中寫實和
荒誕、傳統與前衛的風格並存。

◇記者：澳門筆會是見證澳門

文學萌芽和壯大的重要陣地，上世

紀 90 年代初筆會與澳門基金會合

辦“澳門文學獎”，培養文學界新力

軍，你認為“澳門文學獎”如何促進

本土文學發展？

◆湯梅笑：文學是一種情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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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筆會常務副會長湯梅笑

“澳門文學叢書”累計出版共 66 冊，總結了澳門文學
創作的多年成果，記錄近代澳門文學發展的歷程。



育，使人認知真、善、美，學習愛、同
情和悲憫。通過文學的精神溝通作
用，優秀的文學作品使讀者的心靈
產生正能量，在逆境中獲得勇氣。中
國文學從古至今流傳不息，有些作

品更是家喻戶曉，可見影響何其廣
泛、深遠。“澳門文學獎”是一個競爭
機制，激發寫作人的創作熱情和鬥
志，對於推動文學創作氛圍有莫大
助益；競賽亦是一個交流、是促進彼

此提升的好機會，能帶動更多人關
注本土文學。“澳門文學獎”得獎的
短篇小說、戲劇作品，部分作品被拍
成電影和製作舞台劇公演，比如廖
子馨的《奧戈的幻覺世界》改編拍成
電影，曾在國際電影賽事中獲獎；李

宇樑的《請於口訊後留下訊號》被搬

上舞台，《捕風中年》除被搬上舞台
外還拍成電影《還有一星期》；葉玉
君的劇本《決定·性》製作成舞台劇。
比如鄧曉烱的《迷城咒》，在澳門中
篇小說獎得獎後，獲得天津的百花

文藝出版社賞識，已經付梓出版。

◇記者：“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

文比賽”是基金會品牌活動，活動每

年組織本地作家走進校園分享創作

心得，使閱讀的風氣在澳門校園得

以盛開，你對獲獎學生們筆下的澳

門故事有何體會？

◆湯梅笑：“澳門中學生讀後感
徵文比賽”是在回歸前已開展的活

動。如果以人生階段來比喻，已到而

立之年了。比賽一直得到澳門中學
校師生的廣泛支持，通過比賽培養
學生閱讀興趣、思考和寫作能力。歷
屆都出現不少優秀作品，有些得獎
學生成為了澳門文學界的生力軍，

在不斷磨礪下成長，現已是本地活
躍作家。比賽推出初期是鼓勵閱讀
澳門作家或學者的作品，後來擴至
澳門題材的書籍，主題不斷變化，但
仍圍繞澳門作主軸，我認為主題式

閱讀有利不同學校的學生們在同一
主題領域內彼此互鑒，深化閱讀的
效果。在我看來，參賽作品的水平不
斷提升，學生寫作技巧漸漸成熟，加
上基金會每年組織作家到本澳中學
舉辦“閱讀寫作講座”，分享自身的

創作經驗及實例討論，啟發學生對
文學的無窮想像和興趣。

◇記者：你認為基金會在澳門

文化研究和文學推廣上發揮了甚麼

關鍵作用？

◆湯梅笑：澳門基金會是一個
重視文化的機構，基於它深刻理解
文化對社會的作用及其力量，因而
對澳門文化建設作出不少貢獻。基
金會積極策劃、推動、參與澳門歷史

研究和出版，內地和本澳學者有關
述著成果空前；它協同催生以澳門
地區知識體系構建的“澳門學”，揭
示澳門在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的

20

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頒獎禮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獲獎作品於學校巡展，學生閱讀細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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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地位和作用，具有學術價值和
現實意義。2010 年起，基金會資助出
版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包括短
篇小說、散文、詩歌和舊體詩詞）和
《澳門演藝評論選》，其中，《澳門文

學作品選》就是讓更多的作者的佳
作擇優一起結集出版，呈現本土文
學的概貌，讓更多作品保存和積累，
利於學習、交流和研究。另一大舉措
便是從 2014 年起，基金會與中華文

學基金會一起資助出版“澳門文學
叢書”，文類包括詩歌、小說、散文、
評論，由作家出版社，至今共出版了
六十多冊澳門作品。它有如方陣一
般，向內地讀者展示了澳門文學的
面貌、風格、內涵，發揮推廣和建設

澳門文學的作用。

形塑藝術群像 活躍創作氛圍

一個城市的文化藝術發展是其
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藝術為人們生
活注入豐富多彩的創意，亦能積澱
深厚的人文修養。上世紀 80 年代中

期，澳門一批優秀的藝術家在藝術
教育尚未興起之時，經過艱苦的實
踐磨練，造詣日臻，他們用自己的作
品譜寫出對這小城的情感，為城市文
化形象增光添彩。然而，由於缺乏系
統的推介，澳門藝術家總體形象尚不

夠鮮明，其在城市文化藝術發展中的
貢獻也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和頌揚。

基金會深感這些具藝術天賦、

才華、個人風格和特色的藝術家缺
乏具質素的交流平台，自 2011 年起

推出“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邀請
澳門資深藝術家參與，通過系統地
為其舉辦展覽、出版《澳門藝術家叢
書》，整體建立澳門藝術家的群像，
此計劃歷時逾十年之力，邀得 100
位藝術家參與，期望促進創作水平

提升的同時，喚起大眾對文化創意
產業的重視與支持。近十年來，隨著
高等教育的普及，本地的美術創作
逐漸走向專業化和多元化，新人輩
出，又帶來新的藝術思潮、新的創作
技巧、新的視覺元素和新的欣賞方

式。2019 年，基金會在“澳門藝術家

推廣計劃”的基礎上增設“澳門青年
藝術家推廣計劃”，為 45 歲及以下

的澳門青年對藝術家舉辦展覽及出
版個人作品集，希望澳門的藝術事
業得到傳承，進一步推動本地文化
藝術發展。

此外，基金會不定期邀請內地
藝術名家來澳展出作品，提升居民

的藝術鑒賞能力，2013 年推出“澳門
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系列活動，把
不同類型的演出帶進社區，通過包
括音樂、舞蹈、繪畫、新媒體、雕塑、
設計、演藝等不同範疇的藝術工作
者參與和跨界別合作，提高市民大

眾對澳門本地文化藝術的關注及參
與。“有人認為藝術是很高深的事，其
實人人都可成為藝術家。自從基金會
投入支持藝術領域活動後，凝聚澳門
藝術家、藝術社團，帶動創作風氣，亦
推動市民走向藝術。”澳門美術協會

常務副會長邵燕樑如此說。

對 話

◇記者：基金會於 2011 年啟動

“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記錄藝壇發

展足跡，整體地呈現澳門美術作品

面貌。你認為該計劃對激勵藝術家

提升創作水平、凝聚本土藝術人才

有何重要作用？

◆邵燕樑：“澳門藝術家推廣計

E-mail：amyk3388@sina.com 21

澳門美術協會常務副會長邵燕樑

基金會曾多次舉辦“中國文聯澳門藝術人才研修班”，組織
本地藝術工作者走進內地藝之都，與當地藝術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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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匯聚一百位本地具代表性的藝
術家，網羅繪畫、書法、雕塑、攝影等

不同藝術門類，有傳統、有抽象，也
有新媒體等，反映澳門藝術發展方
向多樣，每次當我到場觀展，每場展
覽都能發現驚喜，藝術家的創作意
念和技法推陳出新，正是因為這計
劃，推動藝術家拿出真本領，持續創

作、交流、觀摩和創新。在品牌式推
動下，澳門藝術家的知名度有所提
升，並出版共一百冊“澳門藝術家叢
書”，我認為這系列叢書是重要的歷
史檔案，記錄了當下本澳藝術發展

歷程。我們老一輩更欣喜的是，藝壇
後起之秀漸漸湧現，整個藝術界注
入了新氣象，我認為，基金會對藝文
活動的支持，從“澳門藝術家推廣計
劃”發展至“澳門青年藝術家推廣計
劃”，不僅團結和活躍了本地藝術創

作風氣，更是讓藝術家的影響力漸漸
擴大，拉近普羅大眾與藝術的距離。

◇記者：基金會主辦的本地藝

術家展覽增設配套活動，豐富大眾

對不同藝術門類的知識，加強與本

地藝術家交流，如何啟發和吸引市

民更多發現澳門文化之美？

◆邵燕樑：回歸後，赴外升學的

渠道和機會增加，市民對藝術課程
的認知提升，到海外修讀藝術的大
學生漸多。我認為，接觸藝術是提煉
人們審美觀的方式，基金會的藝術
展覽配以講座、工作坊，為藝術家與

市民搭建交流平台，透過分享創作
點滴，啟發人們感知美學與生活的
聯繫。配套活動不只是藝術家們之
間的技藝交流切磋，也是讓剛入門
的愛好者更多機會發現創作的樂
趣，人們都以為藝術是很高深的事，

當你提供解說和嘗試的機會，其實
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基金會此

舉正是帶動市民嘗試走向藝術，培
養他們對審美的追求，感受澳門的

文藝氣息。

◇記者：2006年起，基金會組織

“藝海流金”系列內地與港澳文化界

交流活動、與中國文聯合辦內地與

澳門藝術人才交流活動等，讓澳門

藝術工作者體驗當代中國藝術文化

產業的潛力和生機。你認為藝術人

才交流是否有助其專業發展？

◆邵燕樑：在我接觸藝術的年

代，澳門每年舉辦的藝術展覽數量
不多，提升畫技的途徑之一是購買
藝術雜誌自己研習，可是當時的印
刷技術一般，原作與雜誌上的圖片
介紹差異甚大。後來基金會逐步引
入外地藝術家展覽來澳，對本地藝

術創作和發展帶來重大影響，我們
可以近距離觀摩名家的作品真跡，
外地藝術家分享的創作經驗和視
野，互相交流和啟發，帶動本土作品
跳出框框。在基金會的組織和支持
下，本地藝術家近年到內地采風交

流，聯同中國美協、文聯、藝術團體
或文博機構參訪考察，都獲得高規
格的合作機會，反映基金會推動藝
術文化的成果獲內地機構的認同和
重視，隨著大灣區的發展建設將為
文化藝術產業迎來更多合作空間和

機遇，我深信，本地青年藝術家能漸
漸探尋澳門文化優勢和發展路向，
在文化交流上發揮澳門藝術家的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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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首場展覽“陳繼春作品展”於 2011年 9月 28日舉行。

基金會舉辦由藝術家關英傑教授的“風景速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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