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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前言

　　澳门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门地区一个重要的人文特色，他们是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
体，其存在与发展，既是中西多元血统混合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其
生活空间和环境的影响，这个主要由葡人与华人组合体形成的特殊族群，具有有别于葡人亦有别于华
人的思维概念和行事方式，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土生文化。在土生文化中，土生葡人的宗
教信仰是甄别他们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书正是着眼于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通过人类学调查研究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当前土生葡人的信仰变迁趋势，并进一步探究造成土生葡人宗教信仰变
迁背后的动力学因素，借此揭示土生整个族群在澳门的未来前景。　　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 首先回顾
历史脉络下澳门土生葡人这一特殊族群的起源，借此了解他们文化与身份认同中的基本要素，在此基
础上笔者对本书中土生葡人这一族群范畴作了一个限定。本书接着回顾了20世纪之前土生葡人的天主
教信仰传统以及澳门宗教的历史与现状。接下来在第四章 和第五章 中，围绕田野调查的材料，笔者
呈现了当前土生葡人从最初葡萄牙式的纯粹的天主教信仰向多元、混融化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一趋势
背后的深层动因。　　在这一变迁趋势中，“多元”与“混融”并非是指多种宗教信仰的并立，而是
指不同宗教传统的混合。在今日，多数土生葡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天主教信仰传统或是转信其他宗教，
但是在他们宗教信仰的观念、话语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宗教元素，尤其是澳门的汉传
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元素的存在。　　本书一方面揭示了上述这种变化趋势是如何与20世纪以
来天主教世界性的变化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揭示了土生葡人的信仰变化更主要还是受澳门20世纪以来
地方社会及文化变迁的影响。重点针对20世纪下半叶的澳门，特别是考虑到回归对澳门社会带来的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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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内容概要

澳门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门地区一个重要的人文特色。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是甄别他们身份的重要标
志之一。《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从"单一"到"多元混融"的变迁》正是着眼于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通过人类学调查研究，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当前土生葡人的信仰变迁趋势，并进一步探究造
成土生葡人宗教信仰变迁背后的动因，揭示土生整个族群在澳门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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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格尔兹相类似的但又有所区别的是奥贝斯耶克在《美杜莎之发》里的论述，如果说格尔兹的上
述短文更多是透过表现研究对象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从而呈现出作为意义体系的宗教与社会变迁之
间复杂、微妙关系的话，奥氏强调的是宗教传统的意义体系在社会变迁之下，人们为了应对社会生活
的变化所带来的动荡，借助传统宗教意义体系、传统资源进而作出应对变化的“意义调整”和“修正
”。可以说奥氏的《美杜莎之发》一书更加偏重于个体在社会变迁背景下针对宗教象征体系的能动性
实践。不过我们从格尔兹和奥氏的论述中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变迁对于从人类
学角度研究宗教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透过社会变迁，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作为意义体系的宗教与
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方式之间的微妙关系。此种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功能性体现，透
过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某种现实的矛盾性，也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以能动性的方式
，借助传统的宗教象征资源对日常生活或对宗教生活本身进行“意义的调整和修正”，从而达到应对
现实的变化。　　实际上，宗教变迁的总体趋势及其与社会的关联，近来一直是宗教人类学及宗教社
会学最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二战后的欧美宗教社会学最重要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从对整体宗教变迁
的研究和诠释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关于宗教“世俗化理论”的论证（Beckford
，1990）。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世俗化理论”的宗教社会学者，如贝尔格和卢克曼（。Bergei
’&Luckmann，1963），他们一方面极力批判“教会”的社会学家所作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提出社会
愈是现代化，宗教愈是没落的基本命题（如wilson，1976；Berger，1967）。这一争论可谓一直持续不
断，尤其是在有比较强的“基督宗教背景”并同时兼具“现代性”特征的欧洲。事实上我们说这场争
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广阔的题域，即现代性与宗教的关系，这一题域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和特洛
尔奇等经典论者那里就已经是一个显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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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土生葡人既有的宗教和文化逐渐淡薄，未能在中国继续积极传承拉丁文明，实在是很可惜。书中
主要归因于天主教世界的世俗化和澳门华人地位上升、葡华通婚增加，使土生葡人大家族纽带解体，
趋于原子化。我想一方面也是因为土生有回欧洲这条退路，故缺乏积极坚持文化独特性的动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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