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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澳門城市是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其歷史文化底蘊深厚、

文化資源豐富而別具特色。在面對城市、人們生活及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自然環境的變

化與侵害下，一些不在“文物清單”中而又具文化價值的不動產，有可能逐漸受到人為或

自然的破壞及損害，而法律工具乃是保存與維護具文化價值的不動產最為重要及具效力的

手段。 

隨著城市的急速發展、“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社會對文化遺

產種類及範圍的理解的擴展，以及近年市民大眾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持續關注，對於已沿用

二十多年的第83/92/M號法令中的文物清單已難以回應社會各方面的訴求，文化局藉著第

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於去年三月正式生效的契機，隨即於同年的五月開展了

對不動產類文化遺產的普查工作，藉此掌握本澳具文化價值不動產的基本情況、數量、分

佈、特徵及保存狀況等資料，普查期間市民亦十分踴躍提交建議，積極建言，充份反映了

社會大眾對本澳文化遺產保護的熱情、期望及意識方面的提高。 

因此，為有效保護本澳具重要文化價值而未列入“文物清單”的不動產資源，文化局

現根據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第 22 條的規定，對一些反映本土文化特

徵、資料齊備、論證充份、評定條件成熟、保存狀況屬瀕危或緊急的首批共十個不動產

（見下表）啟動評定程序，並按上述法律第 24 條的規定，對有關的待評定的不動產進行公

開諮詢，與社會各界充份溝通，聽取待評定的不動產的利益相關者、周邊居民以及文物保

育團體等不同方面的意見。 

全澳第一批待評定的不動產項目 

項目 項目名稱 位置描述 

1 雀仔園福德祠 澳門馬大臣街與羅憲新街交界的一幅土地 

2 福德祠（大碼頭街） 澳門大碼頭街 

3 福德祠（石牆街） 澳門石牆街 34 號 

4 福德祠（河邊新街） 澳門河邊新街 131 號 

5 

城牆遺跡（近加思欄馬路一段；

近若憲馬路一段；近西望洋聖堂

一段） 

三段城牆遺跡分別鄰近澳門加思欄馬路、澳

門若憲馬路、西望洋聖堂 

6 亞利鴉架街 28 號房屋 澳門亞利鴉架街 28 號 

7 中西藥局舊址 澳門草堆街 80 號 

8 葉挺將軍故居 澳門賈伯樂提督街 76 號 

9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 
澳門罅些喇提督大馬路的一幅土地（市政狗

房、牛房倉庫） 

10 西墳馬路 6 號房屋（藍屋仔） 澳門西墳馬路 6 號及區華利街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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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上述法律第 22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的規定，文化局須對上述待評定的不動產

項目進行分析，在基於維護待評定的不動產周圍的城市結構或景觀而顯示有必要時，建議

根據下列準則，設立“臨時緩衝區”： 

準則 1. 與待評定的不動產具有價值聯繫、或在功能上具有邏輯關係的周邊範圍。 

準則 2. 與待評定的不動產在景觀的審美角度上具有重要聯繫之周邊範圍。 

準則 3. 維護待評定的不動產的觀感之周邊範圍。 

準則 4. 維護待評定的不動產的結構安全性之周邊範圍。 

臨時緩衝區設立之主要作用，為對待評定的不動產的周邊空間及環境現狀提出臨時性

的管控，避免其周邊環境與現時相比，出現較大程度的負面變化，以作為保護該待評定的

不動產的預防性措施。 

以下，將按本批待評定的不動產之項目編號順序，逐一對其基本資料、歷史、文化價

值、評定的建議、相關的地圖、照片，以及測繪圖等資料向社會大眾進行介紹，集思廣

益，共同為本澳具文化價值的不動產的評定及保護工作出謀獻策。 



  

1. 暧ẻ⛹䥶⾞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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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雀仔園福德祠 

1.1 基本資料 

名稱 雀仔園福德祠 

 

位置 澳門半島 

地址 
澳門馬大臣街與羅憲新街交界

的一幅土地 

佔地面積 約 53 平方米 

建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33 平方米 

建造年份 1886 年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建築物業權 無登記 

詳細分類 建築物–廟宇 

現今用途 廟宇 

保存狀況 建築物保存狀況良好。 

  
圖 1.1.1：不動產位置 圖 1.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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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侊㔭資㑗 

Ą䥶⾞䥇ą，㸖㾚ι䨘Ą✆地⻆ą，ᾂ⤰Ą䥶⾞㭊䥅ą，ㇽ䨘Ą✆地ą，㘖Ḕ⛲㯸敺㛧
㙕及䙫䥅䤮Ḳᷧ，⅏⛲⏫地惤有ᾂ⤰，㛛暏取ạ䧢㯸ₚ㒔凚᷽䔳⏫地，䏥㘩有取ạ䙫地㖠
惤有⤎⤎⯶⯶䙫䥶⾞䥇˚✆地䥅⢮，⥩㝘⌾ẅ⎯䨘⅓⻆，榓來奦ẅᷴ⯸⅓⻆惤凯建✏
取ạ䧢㯸㛧∄⁃㲱䙫⏊ⲟ附徸，榀㸖䙫⛴㜸ẍ有娔㖣㜸⏊䙫㥼㨠⅓，俳㾚敧⛴˚憳內䙫
敧㧺ἴ何，⤎惤娔有✆地䥅潼，ⰲ劸ἶ⭬⤎⺯▕ἴ˚┭函ⷌ⺯敧∴惤有ᷴ⯸ᾂ⤰✆地䙫⯶
䥅潼。䥶⾞㭊䥅✏㯸敺ῈιḔ墒婴為㍳䮈ᷧ㖠✆地，ῄ孞㞷ᷧ䉠⮁⌧⟆Ⱜ㯸䙫䔆㴢˚⁌
⺞˚岈⮳，䔁凚怵᷽⽳䙫㈝䰴Ṳ⮃，暽䄝ᷴ㘖ἴ⇾檿晵䙫䥅䤮，Ἥ⯴㯸䔆Ṳ⋀有⽯⤎䙫䮈
䏭權，✏Ⱜ㯸⾪Ḕ⽉屈妑⇮，所Ọ䥶⾞㭊䥅䥅₶⤁為ㄯ䥌俨侨，杉⸝䫸⮠，㸖㾚㯸敺⤁䨘
Ḳ為Ą✆地⅓⅓ą，有㘩㛛愴有Ą✆地⨭⨭ą，ᷧᾂ⤰㖣✆地⻆ㇽ✆地䥅潼內。 

暧ẻ⛹䥶⾞䥇所✏䙫Ą暧ẻ⛹✱ą⎆為ᷧ勩⮭䙫㨠㝾，㷬⏳㲢ṳ⹛（1863 ⹛）㾚呈㔦
⺃㊺ⰼ柿✆，⅝⽳㖣 1864 ⹛敲⦲䙣ⰼ㭋⌧⟆為暧ẻ⛹✱，ḍ奶≪ㇷ㢲䛋㠣局䙫堾怺。1暧
ẻ⛹䥶⾞䥇內䏥⬿⅐⸬䡸姿，ᷧ為ₚ䵘⻆⭮䙫Ḕ文䡸姿££ˣ憴䥶⾞䥇䰤栳䡸姿ˤ（圖
1.5.4），⏍ᷧ為Ḕ呈文⯴照䙫䡸姿（圖 1.5.6）。㠠㓁㭋⅐⸬䡸姿所廰，⯯ⱓ㖣暧ẻ⛹✱䙫
䥶⾞䥇建㖣㷬⒟尷⹛敺（1850Ɛ1861 ⹛），⽳㖣㷬ℰ䶹⌨ṳ⹛（1886 ⹛）⛇暧ẻ⛹✱䙫
䙣ⰼ奶≪曧奨俳㐓恞凚䏥✧憴建。俳㠠㓁䥇內⌥栴Ą⾞唔斔斢ą䙫ᷱ㬥Ą⅓KᷧṄ⅒⅔⹛
㭙㬈Ḁ⮬ộ㘌⏰㗍憴ą，⽾䟌⅝㛥㖣 1986 ⹛憴。暧ẻ⛹✱䜥⅝⽳⎯暭資㖣䥇㖨䩡地凯
建㛪所（圖 1.5.2），ᾂ⌧內┭㈝及Ⱜ㯸凰徍文⨂㴢⊼，Ọ及ὃ為䥶⾞䥇值䏭㛪䙫徍⅓⮋Ḳ
䔏。 

暧ẻ⛹䥶⾞䥇ἴ㖣暧ẻ⛹✱內䙫佬㆙㖗堾⑳榓⤎凊堾ẋ䔳嘼，為ᷧ⺎Ḕ憸⬾ⰲ柩䙫
ⶡ⌾建䮰，䥇㖨䙫㛪所為⽳㜆凯建䙫䏥Ị建䮰（圖 1.5.1）。暧ẻ⛹䥶⾞䥇Ọ䣁㜏䴷㦲為
Ḣ，∴晉䙫⛴䈭ᷱ有ᷧ⛺㋘敧㴅⅌⏊，敧㴅⅐㖨㇟㎂㜏製㥠偖，㋘柩Ḕ⤕滅䶛ṭ䁗⠸ὃ壄
棥，⛴䈭柩惏ỌḔ⯝䓝及奦劘䷁愴㐔，㷞⏯ṭḔ奦䙫建䮰K䴇，⾅㋘敧怙⅌∴晉，⏖
奲⅓所（圖 1.5.3）及㭊㮦（圖 1.5.5）⅌⏊，⅝外䈭敧栴繪有䁗⠸⢨䕒。㭊㮦Ḣ䥅潼內ᾂ⤰
有䥶⾞㭊䥅˚⪤䤽䬰䥅䤮䙫䥅₶，Ọ及岈⸂㘆␂（文岈䥅）潴栔䈳，⁛䥅潼分∌ᾂ⤰䍫⢮
（㭍岈䥅）Ọ及⤑㭙。㭋外，䥇內㛛ῄ⬿⤁ῲℰ䶹˚㯸⛲Ọ及徸⹛䔘暧ẻ⛹✱䜥㌷峯䙫⌥
栴˚⯴偖˚榀㠯及榀䇷䬰♏䉐（圖 1.5.7）。 

暧ẻ⛹䥶⾞䥇㮶⹛✆地䥅婼䙭有⤎❲䙫ㅝ䥄㴢⊼，除㐝劘䂕徸⹛ⷙ⁃徍外，ᷱ㻻䥅⊆
㈙⑳凰徍㕓俨⮛ᷧ䛛⻝乳凚ằ，㘖暧ẻ⛹✱憴奨䙫䤥⌧㴢⊼，婙䥶⾞䥇Ṇ㘖㾚敧㛧⤎❲䙫
✆地婼ㅝ䥄㴢⊼⠛所Ḳᷧ（圖 1.5.8˚1.5.9及 1.5.10）。 

 

                                                 
1䍲文总ˣ㾚敧㍳㔬ˤ，㾚敧：㾚敧㕀備⇡版䤥，1999 ⹛，172–173 柨ƞ䫌▓ㅎˣ㾚敧✆地䥅⻆䟻䩝ˤ，⻊ⷅ：⻊㝘ạ㯸⇡

版䤥，1999 ⹛，101 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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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ᾷỺ㙎 

✆地䥅Ὲι㘖✏⭾㕀ᷱ˚㯸ιᷱ⎴㘇取ạ建䪲䤥⌧ㇽ㖶例婴⏳䙫塏䏥，凯建䤥⌧˚㜸
吤ㇽ⛴憳⯯ⱓ䙫䥶⾞䥇ᷴ€Ị塏≪⮁有⽉䙫地⌧䮫⛴，㛛⋬␒Ⱜ㯸⯴所ἶ地䙫㭟ⱓㄆ，㘖
䄈⽉䙫地⌧䮫⛴䙫≪分。 

暧ẻ⛹䥶⾞䥇㘖暧ẻ⛹✱䙫⯯ⱓ䥶⾞䥇，䏥⬿建䮰吤ㇷ凚ằⷙ总ᷧ䙥ṳ⌨⤁⹛，為ṭ
愴⏯✱內┭岐䤯㰩䔆ヶ凯㗡䙫曧㰩，䥇內分∌ᾂ⤰文㭍岈䥅££岈⸂㘆␂及䍫⢮。建䥇Ḳ∄
ⷙ娔䪲⅓所，ᾂ✱䜥議ṲḲ䔏，⽳⎯㖣䥇㖨䩡地建有㛪所，ᾂ┭岐˚✱䜥凰堳ᷴ⏳桅❲䙫
㴢⊼，俳㭞⹛來✱䜥˚┭岐ẍ⏸婙䥇㌷峯⤁ῲ⌥栴˚㜏⹈˚榀䇷䬰♏䉐，䥇內㛛⬿有䔘暧
ẻ⛹✱䜥所䪲˚㾚敧┖ᷧḔ呈文⯴照䙫⻆⭮䡸姿，⎴㘇婙䥇凮暧ẻ⛹✱有吾⮭⇮䙫旃ᾩ，
㘖䤥⌧庒Ụ婴⏳䙫屈⾜，⯴䟻䩝取ạ䤥⌧有憴奨ヶ侐。暧ẻ⛹✱䙫┭岐及Ⱜ㯸㮶⹛✆地婼
惤䨴㥜䰳徍⤎❲ㅝ䥄㴢⊼，⎯㖣䥇∴堾怺㐔建⤎❲䙫㴢⊼㣁㞝，㕛ῲ暧ẻ⛹✱惤ㇷ為ㅝ䥄
㴢⊼䙫⠛所，␟⤎憶ⷩ㯸˚怱⮉參凮，ℬỤ䙣㏕暧ẻ⛹䥶⾞䥇ὃ為✆地婼䮧ㅝ文化䙫廰
檻䙫⭾㕀⊆僤及䤥⌧⊆僤。 

 

1.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暧
ẻ⛹䥶⾞䥇䬍⏯Ą（ᷧ）✏ὃ為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
ὃ為屈⾜ヶ侐ㇽ⭾㕀ヶ侐䙫奲嬰㖠杉⅞價值ƞ（ṻ）✏文化˚㭞⏙˚䤥㛪ㇽ䦸⭟䙫䟻䩝㖠
杉䙫憴奨『。ą㭋ᷰ柬㨀㹽，建議⯮⅝娼⮁為䳧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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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考圖片 

  
圖 1.5.1：雀仔園福德祠及其會所。 圖 1.5.2：福德祠之會所。 

  

圖 1.5.3：祠旁公所。 圖 1.5.4：《重修福德祠簽題碑記》。 

  

圖 1.5.5：福德祠正門。 圖 1.5.6：中葡文對照之碑記。 



 

 

雀仔園福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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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7：ℰ䶹⅒⹛（1882 ⹛）㌷峯⌥栴。 圖 1.5.8：䥅⊆㈙塏㻻ㅝ䥄✆地婼。 

  
圖 1.5.9：䥅⊆㈙ᷱ㻻∴㖣䥇內怙堳䥔䤧䤯䥶⃧。 圖 1.5.10：暧ẻ⛹䥶⾞䥇凰徍䙫㕓俨⮛。 

 

1.6 㳪䴨◔ 

1.6.1 ⹚杉圖及㭊䪲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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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䥶⾞䥇（⤎䢣栔堾） 



 

 



 

 

9 

福德祠（大碼頭街） 

2. 福德祠（大碼頭街） 

2.1 基本資料 

名稱  福德祠（大碼頭街） 

 

位置 澳門半島 

地址 澳門大碼頭街 

佔地面積  約 15 平方米 

建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15 平方米 

建造年份 約 1796 年前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建築物業權 無登記 

詳細分類  建築物–廟宇 

現今用途  廟宇 

保存狀況  
建築物內外牆身保存狀況一

般，石碑及香案等有損毀。 

  
圖 2.1.1：不動產位置 圖 2.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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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侊㔭資㑗 

Ą䥶⾞䥇ą，㸖㾚ι䨘Ą✆地⻆ą，ᾂ⤰Ą䥶⾞㭊䥅ą，ㇽ䨘Ą✆地ą，㘖Ḕ⛲㯸敺㛧
㙕及䙫䥅䤮Ḳᷧ，⅏⛲⏫地惤有ᾂ⤰，㛛暏取ạ䧢㯸ₚ㒔凚᷽䔳⏫地，䏥㘩有取ạ䙫地㖠
惤有⤎⤎⯶⯶䙫䥶⾞䥇˚✆地䥅⢮，⥩㝘⌾ẅ⎯䨘⅓⻆，榓來奦ẅᷴ⯸⅓⻆惤凯建✏
取ạ䧢㯸㛧∄⁃㲱䙫⏊ⲟ附徸，榀㸖䙫⛴㜸ẍ有娔㖣㜸⏊䙫㥼㨠⅓，俳㾚敧⛴˚憳內䙫
敧㧺ἴ何，⤎惤娔有✆地䥅潼，ⰲ劸ἶ⭬⤎⺯▕ἴ˚┭函ⷌ⺯敧∴惤有ᷴ⯸ᾂ⤰✆地䙫⯶
䥅潼。䥶⾞㭊䥅✏㯸敺ῈιḔ墒婴為㍳䮈ᷧ㖠✆地，ῄ孞㞷ᷧ䉠⮁⌧⟆Ⱜ㯸䙫䔆㴢˚⁌
⺞˚岈⮳，䔁凚怵᷽⽳䙫㈝䰴Ṳ⮃，暽䄝ᷴ㘖ἴ⇾檿晵䙫䥅䤮，Ἥ⯴㯸䔆Ṳ⋀有⽯⤎䙫䮈
䏭權，✏Ⱜ㯸⾪Ḕ⽉屈妑⇮，所Ọ䥶⾞㭊䥅䥅₶⤁為ㄯ䥌俨侨，杉⸝䫸⮠，㸖㾚㯸敺⤁䨘
Ḳ為Ą✆地⅓⅓ą，有㘩㛛愴有Ą✆地⨭⨭ą，ᷧᾂ⤰㖣✆地⻆ㇽ✆地䥅潼內。 

䥶⾞䥇（⤎䢣栔堾）ἴ嘼䙫⤎䢣栔堾Ọ及䛟愗⌧⟆⎆為⋾䁊㷡䀿，㘖㾚敧岏怲岦㗺䙫
憴奨䢣栔（圖 2.5.1）。㷬㔦⺃㖣⺞䆀ṳ⌨ᷰ⹛（1684 ⹛）娔䪲Ą旃惏堳⏗ą㘩，Ą⤎榓
栔⏊ąⷙὃ為⅝ᷲⱓ䙫Ąⷈ䷄⏊ą，1⽳來㛛ὃ為Ą䧬椏ą㊤䧬。2凑⌨Ṅ᷽䳧敲⦲，㾚呈㔦
⺃㖣⋾䁊怙堳⤎❲⡒㵞ⷌ䧲，ằ㗌⤎䢣栔堾Ọ奦✮為ạⷌ⡒㵞俳ㇷ（圖 2.5.2）。⅝Ḕ⤁㢄
堾怺⥩⤎䢣栔堾˚⿒刮栔堾䬰，Ẵ⎴㘇⇡㗻㗌䢣栔䙫⏴䨘。⤎䢣栔堾ᷱ㛥敲娔峔椏，䏥㘩
堾怺⅐㖨Ẵ⬿有ᷴ⯸㗐㜆凯建䙫㭞⏙建䮰，ὃ為㰛㞃㉠䙣┭㈝䙫岏及徍⅓⮋，暽䄝惏Ụ
地㮜憴建⽳䙫建䮰㨊˚檿⺍ᷱ凮ₚ䵘堾ⰲ⬿✏廪⤎ⷕ䕗，Ἥ⅝㕛檻外妧ῄ㋨剖⥤，⅝建
䮰檿⺍及敺巄凮婙䥶⾞䥇䛟勌及⌻媦，⅘⏳䶔㋨⎆有䙫堾怺杉屳（圖 2.5.3）。 

䥶⾞䥇（⤎䢣栔堾）內ⴳ㖣ⷍ⁛䈭庒ᷱ䙫ˣ憴⤎榓栔䥶⾞䥇䡸姿ˤ䡸文暽䄝有所㏴
㮨（圖 2.5.6），惏分⬾檻㜑僤㷬㙗徏婴，ἭẴ⏖䟌婙䥇䔘⤎䢣栔✱䜥≜建㖣㷬◰ㅝ（1796
⹛）Ḳ∴，㘖⤎䢣栔✱䙫⭯孞⻆⭮，⽳㖣㷬ℰ䶹ᷪ⹛（1881 ⹛）憴。3䔘䥇內⯴偖Ą䥶
㾋❩昴本⡪⏳㲥曏朙 / 䥅⊆桖俧⏯✱ㄆ㱷ぐℰąᷱ∢有Ą⮊䵘K⹛ộ㘌⏰㗍ą及Ą憴值Ṳ
忨ą，⏖䟌⅝㛥㖣㷬⮊䵘K⹛（1909 ⹛）憴。䏥⬿建䮰為ᷧ⺎ᷧⱋ▕敲敺ᷧ怙㷘˚ₚ䵘
Ḕ憸⬾ⰲ柩䙫ⶡ⌾建䮰，愴有溢䟚敧㠭，ᷱ有ᷧ≖䟚∢⯴偖，⯴偖ᷱ㖠∢有ᷧ⯴址均，
外娔有ᷧ怺Ọ䆆搜怇䙫㫫㟜敧，Ḕ敺愴有Ą⣤ą⬾圖㠯，內∮娔有ᷧ怺⅞忶㰊⬻䙫㜏㝦
敧，ⰲ㩷嘼∮Ẵ⬿有暼∢䲥䷢䙫壄棥。婙䥶⾞䥇Ḣ䥅潼ᾂ⤰✆地⅓，⏍娔⁛䥅潼ᾂ⤰✆地
⨭，✏㾚敧⌨分似奲。䥇內有䔘✱䜥㖣ℰ䶹ᷪ⹛（1881 ⹛）㌷峯䙫榀䇷（圖 2.5.4），Ọ
及ℰ䶹⌨⛂⹛（1888 ⹛）製䙫榀㠯（圖 2.5.5）。⾅建䮰∝及⮋內㓡娔㎏㖞，⅝ㆰỌ
Ą⻆⭮ą㠣局ὃ為䥔䤧✆地䥅䙫建䮰䉐，凮分Ἧ㖣本㾚⅝ẽỌĄ䤥⢮ą為⦲，及⽳⊇ᷱᷱ
咲䙫䥶⾞䥇䙣ⰼ㖠ᷴ⏳。㭋外，ᷱ志䡸姿內䙫㌷㬥⏴▕除ᷧ刓✱䜥外，恫有Ą⻊凯
㸈ą˚Ą⻊㳗㸈ą˚Ą㰟⭰㊣ą˚Ą⤑⑳䕝ą䬰⤁ῲ┭噆䙫⏴⬾，⎴㘇䕝㘩⻊⎾⤎䢣栔凚
內㸖ᷧ⸝┭㈝及Ⱜ㯸䙫憴好。䄝俳，婙䥶⾞䥇䏥⏑ὃ為⯸憶㰛㞃㉠䙣┭㈝㋃䥔䙫⠛所，榀
䁒恇ᷴ及⾅∴。 

 

                                                 
1 ␚⾾剖˚㹖敲建˚憸⛲⹚ˣ㾚敧䷏⹛⏙ˤ䬓ṳ⍞，⻊ⷅ：⻊㝘ạ㯸⇡版䤥，2009 ⹛，668–669 柨。 
2 危㨠取˚唈㶸䐫˚㝾᷽朹䷏ˣ㾚敧⯯㩻ˤ䬓ᷰⅱ，凡⋾：Ḕ⤕䟻䩝晉徸Ị⏙䟻䩝所，1995 ⹛，129 柨。 
3 孁᷽⯝ˣ憸䟚承∢䙫㾚敧⏙：明㷬㾚敧⻆⭮䡸∢揿承暭拫䟻䩝ˤ，⻊ⷅ：⻊㝘ạ㯸⇡版䤥，2006 ⹛，305–306 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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䥶⾞䥇（⤎䢣栔堾） 

2.3 ᾷỺ㙎 

✆地䥅Ὲι㘖✏⭾㕀ᷱ˚㯸ιᷱ⎴㘇取ạ建䪲䤥⌧ㇽ㖶例婴⏳䙫塏䏥，凯建䤥⌧˚㜸
吤ㇽ⛴憳⯯ⱓ䙫䥶⾞䥇ᷴ€Ị塏≪⮁有⽉䙫地⌧䮫⛴，㛛⋬␒Ⱜ㯸⯴所ἶ地䙫㭟ⱓㄆ，㘖
䄈⽉䙫地⌧䮫⛴䙫≪分。 

䥶⾞䥇（⤎䢣栔堾）⦲建凚ằⷙ急ṳ䙥⤁⹛，⻆Ḕ㛛ῄ⬿有㭞⹛䔘⤎䢣栔✱┭㈝及Ⱜ
㯸所㌷峯䙫榀㠯˚榀䇷˚⯴偖及⃧Ế䈳䬰。✏ṳ䙥⤁⹛敺，婙䥶⾞䥇ὃ為✆地䥅Ὲι䙫廰
檻，㘖䕝㘩憴奨岦㗺㸈⏊䙫⭯孞⻆⭮，⎯㘖⤎䢣栔✱┭㈝及Ⱜ㯸⯯ⱓ䙫䤥⌧䥔䤧⠛所，奲
嬰吾㾚敧岦㗺䙣ⰼ˚➵ⷩ堾怺孱恞，Ọ及䤥⌧弰孱䙫㭞⏙。俳䥇內Ḣ䥅潼ᾂ⤰✆地⅓，⏍
娔⁛䥅潼ᾂ⤰✆地⨭㘖䥶⾞䥇Ḕ䙫ᷧῲ䉠ὲ，⯴䟻䩝✆地䥅Ὲι有憴奨參考價值。 

 

2.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䥶
⾞䥇（⤎䢣栔堾）䬍⏯Ą（ᷧ）✏ὃ為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
（⛂）✏ὃ為屈⾜ヶ侐ㇽ⭾㕀ヶ侐䙫奲嬰㖠杉⅞價值ƞ（ṻ）✏文化˚㭞⏙˚䤥㛪ㇽ䦸⭟
䙫䟻䩝㖠杉䙫憴奨『。ą㭋ᷰ柬㨀㹽，建議⯮⅝娼⮁為䳧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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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仁◔䄅 

 

 

圖 2.5.1：⏋地圖ᷱ⏖奲Ą⤎榓栔ą及Ą䧬椏ą。 圖 2.5.2：㾚敧㵞ⲟ䷁孱化。 

  
圖 2.5.3：䥶⾞䥇（⤎䢣栔堾）愗徸㰛㞃㉠䙣┭函。 圖 2.5.4：ℰ䶹ᷪ⹛（1881 ⹛）㌷峯Ḳ榀䇷。 

  
圖 2.5.5：ℰ䶹⌨⛂⹛（1888 ⹛）製榀㠯。 圖 2.5.6：ˣ憴⤎榓栔䥶⾞䥇䡸姿ˤ。 

 ⌨ṻ᷽䳧㵞ⲟ䷁ 
⌨⅔᷽䳧㵞ⲟ䷁ 
⌨᷽ᷪ䳧㵞ⲟ䷁ 
⌨⅒᷽䳧㵞ⲟ䷁ 
⌨Ṅ᷽䳧㵞ⲟ䷁ 

 
⤎䢣栔堾 

䥶⾞䥇 
（⤎䢣栔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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䥶⾞䥇（⤎䢣栔堾） 

 
圖片資料來源 

圖 2.5.1： ⍗ℰỢ˚⼜㱄曽⎆吾，嶀㘌㙏㠈㳏，ˣ㾚敧姿䕌㠈㳏ˤ，㾚敧：㾚敧文化⏟余，1992⹛，210–211 柨。 

圖 2.5.2： 䔘文化局文化岈䔉⻚繪製。 

 

2.6 㳪䴨◔ 

2.6.1 ⹚杉圖及㭊䪲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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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䥶⾞䥇（䟚䈭堾） 



 

 

 



 

 

福德祠（石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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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德祠（石牆街） 

3.1 基本資料 

名稱 福德祠（石牆街） 

 

位置 澳門半島 

地址 澳門石牆街 34 號 

佔地面積 約 23 平方米 

建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23 平方米 

建造年份 不晚於 1874 年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建築物業權人 無登記 

詳細分類：  建築物–廟宇 

現今用途  廟宇 

保存狀況 
建築物內外狀況良好，門口土

地及廟後空間有加建物。 

 

 

圖 3.1.1：不動產位置 圖 3.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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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侊㔭資㑗 

Ą䥶⾞䥇ą，㸖㾚ι䨘Ą✆地⻆ą，ᾂ⤰Ą䥶⾞㭊䥅ą，ㇽ䨘Ą✆地ą，㘖Ḕ⛲㯸敺
㛧㙕及䙫䥅䤮Ḳᷧ，⅏⛲⏫地惤有ᾂ⤰，㛛暏取ạ䧢㯸ₚ㒔凚᷽䔳⏫地，䏥㘩有取ạ䙫地
㖠惤有⤎⤎⯶⯶䙫䥶⾞䥇˚✆地䥅⢮，⥩㝘⌾ẅ⎯䨘⅓⻆，榓來奦ẅᷴ⯸⅓⻆惤凯建
✏取ạ䧢㯸㛧∄⁃㲱䙫⏊ⲟ附徸，榀㸖䙫⛴㜸ẍ有娔㖣㜸⏊䙫㥼㨠⅓，俳㾚敧⛴˚憳內
䙫敧㧺ἴ何，⤎惤娔有✆地䥅潼，ⰲ劸ἶ⭬⤎⺯▕ἴ˚┭函ⷌ⺯敧∴惤有ᷴ⯸ᾂ⤰✆地䙫
⯶䥅潼。䥶⾞㭊䥅✏㯸敺ῈιḔ墒婴為㍳䮈ᷧ㖠✆地，ῄ孞㞷ᷧ䉠⮁⌧⟆Ⱜ㯸䙫䔆㴢˚⁌
⺞˚岈⮳，䔁凚怵᷽⽳䙫㈝䰴Ṳ⮃，暽䄝ᷴ㘖ἴ⇾檿晵䙫䥅䤮，Ἥ⯴㯸䔆Ṳ⋀有⽯⤎䙫䮈
䏭權，✏Ⱜ㯸⾪Ḕ⽉屈妑⇮，所Ọ䥶⾞㭊䥅䥅₶⤁為ㄯ䥌俨侨，杉⸝䫸⮠，㸖㾚㯸敺⤁䨘
Ḳ為Ą✆地⅓⅓ą，有㘩㛛愴有Ą✆地⨭⨭ą，ᷧᾂ⤰㖣✆地⻆ㇽ✆地䥅潼內。 

䥶⾞䥇（䟚䈭堾）ἴ嘼䙫㲀㢏栔堾⎯⏴䟚䈭堾，⏋䨘Ą䟚䈭㜸ą，婙㜸㲦ᷰⷛ敧⻝
䙫䟚䈭俳建（圖 3.5.1 及 3.5.2）。㠠㓁ˣ㾚敧䷏⹛⏙ˤ志䙫文䍢所䤡，Ą䟚䈭㜸ą㗐㖣
1844 ⹛䙫㷬㔦⺃⭿文⤶㉿Ḕⷙ墒㎷及，1ⱓ㾚敧⏋㜸吤Ḳᷧ，凑⏳㲢ṳ⹛（1863 ⹛）敲
⦲，怊⏳㲀⳾䬰地䔘㾚呈㔦⺃敲䙣。堾怺䙫偳䏭⭳㕛，䄈媽✏㾚敧䙫㭞⏙地圖，ㇽ✏䏥ằ
䙫地圖ᷱ惤⌨分㷬㙗㗺奲（圖 3.5.3 凚 3.5.7 及圖 3.5.10）。⏍外，䔘 1865 ⹛䙫㾚敧地圖
⏖奲䕝㘩䟚䈭㜸ⷙ有ᷴ⯸建䮰（圖 3.5.4），㜸吤䙫㝘杉為ᷧ片䔗地，⍚䏥ằ䔗䔻堾凚朹匰
堾ᷧ⸝。⌨Ṅ᷽䳧㜒凚ṳ⌨᷽䳧∄，婙片䔗地䔘吾⏴䙫晚偖榏榀⻇敲䙣，建有ᷧ⇾ⷌ⠛及
ἶ⭬，㛛凑娔有䙣曢㩆˚㰛Ṽ䬰。2 

ἴ㖣凱⌧內䙫䥶⾞䥇⤁有䤥⢮⏴䨘，俳⏫ῲ䤥⢮䙫⏴䨘ㇽ凮㜸吤地⌧有旃˚ㇽ凮㯸䜥
娔⢮䤯栿有旃，ḍ䄈ᷧ⮁奶⽲。ἴ㖣䟚䈭堾䙫䥶⾞䥇ẍᷴὲ外，⻆Ḕ䤧⢮䟚䡸∢有Ą㰟⭰
䤥ą䙫⏴䨘。ˣ㾚敧㍳㔬ˤ婴為婙䥶⾞䥇䔘Ⱜἶ✏䟚䈭堾䙫㻨㯸所建，3俳䔘㖣㚒㜑䙣䏥婙
䥶⾞䥇䙫䛟旃䡸姿，㔬⅝⦲建⹛Ụᷴ婚。Ἥ㠠㓁䥶⾞䥇內⌥栴Ą㰟㈛⸈⹑ą（圖 3.5.9）䙫
ᷱ㬥Ą⏳㲢㭙㬈䔙ㇳ⭊↓⏰㗌ą及⏍ᷧ⌥栴Ą⏳㲥⾞㾋ą（圖 3.5.9）䙫ᷱ㬥Ą⏳㲢䔙ㇳ⹛
⭊↓⏰㗍䪲ą，⏖䟌⅝凯建⹛Ụᷴ㙁㖣⏳㲢䔙ㇳ⹛（⍚⏳㲢⌨ᷰ⹛，1874 ⹛）。 

䥶⾞䥇（䟚䈭堾）䏥⬿建䮰為ᷧ⺎ᷧⱋ▕敲敺ᷧ怙㷘䙫䣁㜏䴷㦲建䮰，敧杉㱹有㎈䔏
⯍䈭敲敧㴅䙫ᷧ刓ὃ㲼，俳㘖㎈䔏ṭ㾚敧⻆⭮廪⯸奲䙫Ą晻㈮ą⽉，暽䄝Ą晻㈮ąḔ䙫
㜏敧ⷙᷴ⬿，Ἥ敧杉⅐⁛Ẵῄ䕀有暼ⷌ䲥凛䙫态劘晻ⰶ，栴㝲Ẵ䕀有㜏敧扟䙫䖼巈，怀Ẃ
䴗䮧惤⏖ὃ為Ą晻㈮ą㛥䵺⬿✏䙫ἷ嬰ƞ俳⾅䟚㟘ᷱ䕀有䙫暣⍖㎌⏊⏖䟌，⅝㩷⏊⎆㘖✏
䟚㟘ᷱ壄娔㜏㠘俳ὃㇷ㋸㩷。怀Ẃὃ㲼凮䛟巄ᷴ恇䙫㲀㢏栔✆地⻆Ḣ㮦⥩⇡ᷧ弴。婙䥇Ḳ
✆地䤧⢮⽉∝凮Ą⤑⸒㣬ą䙫ᷧ刓✆地䤧⢮䛟⏳，Ἥ⅝∢有䲥併劘恱圖㠯，為㾚敧⏳桅
❲䤧⢮Ḕ似奲（圖 3.5.8）。婙䥶⾞䥇除ὃ為䟚䈭㜸Ⱜ㯸䙫䥔䤧Ḕ⾪外，㎏㖞⽳㜆ẍὃ為敲
䙣⽳䙫䔗䔻堾˚朹匰堾ᷧ⸝Ⱜ㯸䥔䤧䙫⠛所。 

 

                                                 
1 ␚⾾剖˚㹖敲建˚憸⛲⹚ˣ㾚敧䷏⹛⏙ˤ䬓ᷰ⍞，⻊ⷅ：⻊㝘ạ㯸⇡版䤥，2009 ⹛，1591 柨。 
2 唈䏕䎙ˣ㾚敧䥅榀㥔ˤ，榀㸖：ᷰ偖㛟（榀㸖）有昷⅓⏟，2009⹛，29–33柨。 
3 䍲文总ˣ㾚敧㍳㔬ˤ，㾚敧：㾚敧㕀備⇡版䤥，1999 ⹛，147 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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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ᾷỺ㙎 

✆地䥅Ὲι㘖✏⭾㕀ᷱ˚㯸ιᷱ⎴㘇取ạ建䪲䤥⌧ㇽ㖶例婴⏳䙫塏䏥，凯建䤥⌧˚㜸
吤ㇽ⛴憳⯯ⱓ䙫䥶⾞䥇ᷴ€Ị塏≪⮁有⽉䙫地⌧䮫⛴，㛛⋬␒Ⱜ㯸⯴所ἶ地䙫㭟ⱓㄆ，㘖
䄈⽉䙫地⌧䮫⛴䙫≪分。 

䥶⾞䥇（䟚䈭堾）凯建凚ằⷙ急ᷧ䙥⛂⌨⹛，㎏㖞㘖䟚䈭㜸㜸㯸所凯建䙫㜸吤⯯ⱓ䥶
⾞䥇，㘖㜸內Ⱜ㯸䤥⌧庒Ụ婴⏳䙫屈⾜。䟚䈭堾ῄ⬿⭳㕛䙫堾怺偳䏭，⎴㘇⇡㲦䟚䈭俳建
䙫⏋㜸吤䟚䈭㜸䙫凱屳，婙䥶⾞䥇㘖䟚䈭㜸䏥⬿㛧⏋俨䙫建䮰。䥶⾞䥇內ῄ⬿有㜸㯸㭞⹛
㌷峯䙫⤁⸬⌥栴，⎴㘇⅝ᷧ䛛⎾∗Ⱜ㯸䙫憴好。婙䥶⾞䥇㘖✆地䥅Ὲι䙫廰檻，⭾㕀⊆僤
⻝乳凚ằ，⏳㘩奲嬰吾㜸吤˚䤥⌧䙫䙣ⰼ，⯴䟻䩝取ạ䤥⌧有憴奨ヶ侐。 

 

3.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䥶
⾞䥇（䟚䈭堾）䬍⏯Ą（ᷧ）✏ὃ為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
（⛂）✏ὃ為屈⾜ヶ侐ㇽ⭾㕀ヶ侐䙫奲嬰㖠杉⅞價值ƞ（ṻ）✏文化˚㭞⏙˚䤥㛪ㇽ䦸⭟
䙫䟻䩝㖠杉䙫憴奨『。ą㭋ᷰ柬㨀㹽，建議⯮⅝娼⮁為䳧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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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參考圖片 

  
圖 3.5.1：歷史繪畫可見自三巴門延伸的石牆及石牆村。 圖 3.5.2：歷史繪畫可見自三巴門延伸的石牆及石牆村。 

  
圖 3.5.3：1886 年地圖，可見“石牆街”標註於圖上。 圖 3.5.4：1865 年地圖，石牆街的形狀清晰可見。 

  

圖 3.5.5：1912 年地圖，石牆街的形狀清晰可見。 圖 3.5.6：現今地圖，可見石牆街肌理仍然完整。 

三巴門 石牆村 
  三巴門 石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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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石牆街現況。 圖 3.5.8：福德祠（石牆街）內土地神龕。 

 

  
圖 3.5.9：“永戴帡幪”及“同沾德澤”匾額。 圖 3.5.10：石牆街一側仍保持沿石牆而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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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 

圖 3.5.1： ㈿榓㖖ƑⰯ凊 1852 ⹛ 12㛯 17 㗌䕒ὃˣ⾅⤎䂕⏗ῖ好㾚敧景剙ˤ。凑▓㲢澽按䳴∐䬰繪ƞ䦋⻊䑃，䰈䆼ℹ䷏弖，

ˣ㭞⏙繪䕒ˤ，㾚敧：㾚敧嗄堺⍁䉐椏，2009 ⹛，46柨。 

圖 3.5.2： ⹛Ụ及ὃ俬ᷴ婚Ḳ䕒ὃ。凑 Garrett, Richard J, The Defences of Macau: Forts, Ships and Weapons over 450 

Year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6-57。 

圖 3.5.3： 1886 ⹛ˣ㜂⺯及⅝附徸㜸吤地圖ˤ（局惏）。凑␚⭶ⱷ˚嶀㸿庴ˣˡ㜂⺯及⅝附徸㜸吤地圖ˢ∄㭌䟻䩝ˤ，

ˣ文化曃婳ˤ，䬓 77 㜆，2010⹛，188 柨。 

圖 3.5.4： 1865 ⹛㾚敧地圖（局惏）。凑㾚敧㭞⏙㩻㠯椏，䬓MNL.05.04a.Cart噆文ờ。 

圖 3.5.5： 1912 ⹛㾚敧地圖（局惏）。凑㾚敧㭞⏙㩻㠯椏，䬓MNL.11.01.Cart.P2 噆文ờ。 

圖 3.5.6： 䔘文化局文化岈䔉⻚繪製。 

 

3.6 㳪䴨◔ 

3.6.1 ⹚杉圖及㭊䪲杉圖 
3.6.2 ∽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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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䥶⾞䥇（㲚恱㖗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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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德祠（河邊新街） 

4.1 基本資料 

名稱 福德祠（河邊新街） 

 

位置 澳門半島 

地址 澳門河邊新街 131 號 

佔地面積 約 243 平方米 

建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100 平方米 

建造年份 1868 年 

土地類型 私有土地 

建築物業權 私有 

詳細分類 建築物–廟宇 

現今用途 廟宇 

保存狀況 
建築物保存狀況一般，石碑及

香案有輕微損毀。 

  
圖 4.1.1：不動產位置 圖 4.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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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侊㔭資㑗 

Ą䥶⾞䥇ą，㸖㾚ι䨘Ą✆地⻆ą，ᾂ⤰Ą䥶⾞㭊䥅ą，ㇽ䨘Ą✆地ą，㘖Ḕ⛲㯸敺㛧
㙕及䙫䥅䤮Ḳᷧ，⅏⛲⏫地惤有ᾂ⤰，㛛暏取ạ䧢㯸ₚ㒔凚᷽䔳⏫地，䏥㘩有取ạ䙫地㖠
惤有⤎⤎⯶⯶䙫䥶⾞䥇˚✆地䥅⢮，⥩㝘⌾ẅ⎯䨘⅓⻆，榓來奦ẅᷴ⯸⅓⻆惤凯建✏
取ạ䧢㯸㛧∄⁃㲱䙫⏊ⲟ附徸，榀㸖䙫⛴㜸ẍ有娔㖣㜸⏊䙫㥼㨠⅓，俳㾚敧⛴˚憳內䙫
敧㧺ἴ何，⤎惤娔有✆地䥅潼，ⰲ劸ἶ⭬⤎⺯▕ἴ˚┭函ⷌ⺯敧∴惤有ᷴ⯸ᾂ⤰✆地䙫⯶
䥅潼。䥶⾞㭊䥅✏㯸敺ῈιḔ墒婴為㍳䮈ᷧ㖠✆地，ῄ孞㞷ᷧ䉠⮁⌧⟆Ⱜ㯸䙫䔆㴢˚⁌
⺞˚岈⮳，䔁凚怵᷽⽳䙫㈝䰴Ṳ⮃，暽䄝ᷴ㘖ἴ⇾檿晵䙫䥅䤮，Ἥ⯴㯸䔆Ṳ⋀有⽯⤎䙫䮈
䏭權，✏Ⱜ㯸⾪Ḕ⽉屈妑⇮，所Ọ䥶⾞㭊䥅䥅₶⤁為ㄯ䥌俨侨，杉⸝䫸⮠，㸖㾚㯸敺⤁䨘
Ḳ為Ą✆地⅓⅓ą，有㘩㛛愴有Ą✆地⨭⨭ą，ᷧᾂ⤰㖣✆地⻆ㇽ✆地䥅潼內。 

ἴ㖣凱⌧內䙫䥶⾞䥇⤁有䤥⢮⏴䨘，俳⏫ῲ䤥⢮䙫⏴䨘ㇽ凮㜸吤地⌧有旃˚ㇽ凮㯸䜥
娔⢮䤯栿有旃，ḍ䄈ᷧ⮁奶⽲。㠠㓁䥶⾞䥇（㲚恱㖗堾）內ⴳ㖣⏚⁛䈭庒ᷱ䙫ˣ䥶⾞䥇䡸
婳ˤ（圖 4.5.2）所廰，⎆ⱓᷲ䒗✱䜥䙫䥶⾞䥇㘖ᷧ⯶䤥⢮，Ἥ䤥⢮⏴䨘及ἴ何ᷴ婚。⽳來
⛇䤥⢮䋠⯶˚ἴ何ᷴᾦ，ᷲ䒗✱䜥怩㖣㷬⏳㲢ᷪ⹛（1868 ⹛），✏怀㢄䔘⡒㵞俳ㇷ䙫㲚恱
㖗堾ᷱ奺⽾䏥✧建ᷧ所⤎❲䙫䥶⾞䥇，ḍ㖣⅝⏚㖠建函，杉┕峊榀䇔製⒨，⽳㖠ὃ為ᷲ
䒗✱䜥䙫⅓所，ὃ議ṲḲ䔏。⏖ッ建ㇷᷰ⹛⽳，⍚⏳㲢⌨⹛（1871 ⹛），⎾∗梏䁤⽘柦，
䥶⾞䥇⚛憴㏴㮧，✱䜥ⅴ暭資憴。㠠㓁䥶⾞䥇內⌥栴Ą憴ℰ偁䥶ą䙫ᷱ㬥Ą㯸⛲䔙⮬⹛
⭊↓⏰㗍ą及ᷲ㬥Ą㱷ぐ䕝⹛憴值䏭䪲ą，⏖䟌⅝⽳來⎯㛥㖣㯸⛲䔙⮬⹛（1914 ⹛）憴
。 

䥶⾞䥇（㲚恱㖗堾）㘖㾚敧┖ᷧᷧ⺎娔有槵㧺䙫Ḕ⻆⭮建䮰，᷻⅝槵㧺䩡敺凮䛟愗
建䮰䉐抃㎌，㎏測⛇⅝䕝㘩⾬柯㋰照內㸖地⌧䙫建䮰奶䮫俳凯建。䥶⾞䥇建䮰Ọ䣁㜏䴷㦲
為Ḣ，為ᷧ⺎ᷧⱋ▕敲敺ᷧ怙㷘˚ₚ䵘Ḕ憸⬾ⰲ柩䙫ⶡ⌾建䮰，㮦內娔有ⱘ敧，內有⤐
Ṽ，ⷍ˚⏚⅐⁛㰛ⷞ凮⽳晉䛟怊（圖 4.5.3）。敧∴尵䪲⃧Ế䈳，⅌⏊⤎敧愴有溢䟚敧㠭，
ᷱ有ᷧ≖䟚∢⯴偖，敧栴Ḣ⅌⏊ᷱ繪有⤎❲⽐繪⢨䕒Ą嗮㝘❈㕀⭟ą，⢨䕒ᷲ㖠∢有Ą䥶
⾞䥇ąᷰ⬾敧栴（圖 4.5.1）。除ὃ為ᷲ䒗✱䜥䙫⯯ⱓ䥔䤧Ḕ⾪外，婙䥶⾞䥇㛛㖣 1906 ⹛
⯮⅐⁛㰛ⷞ˚⽳晉及附ⱓ函，ὃ為晝䑅曙⭟⡥，⍚⽳來䙫䑅曙⯶⭟，Ọ及 1989 ⹛䔘ᷲ䒗
⌧✱䜥ṹ⊐㛪㎌徍䙫ᷲ䒗✱䜥⭟㠈䙫㠈凴，1䛛凚 2007⹛⛇䔆源ᷴ嶚⁃徍（圖 4.5.4）。 

䥶⾞䥇內Ḣ䥅潼ᾂ⤰䥶⾞㭊䥅，⅐⁛䥅潼分∌ᾂ⤰⋾⸄及⤐⏵。䥇內㛛ῄ⬿有㷬◰ㅝ
⣓䔚⹛（1812 ⹛）㌷峯䙫榀㠯（圖 4.5.7）˚㷬怺ℰㇱㇳ⹛（1838 ⹛）㌷峯䙫榀䇷（圖
4.5.5），Ọ及⏳㲢˚ℰ䶹˚⮊䵘˚㯸⛲Ọ及徸⹛，䔘ᷲ䒗✱䜥㌷峯䙫⤎憶⌥栴˚⯴偖˚㜏
⹈及榀㠯（圖 4.5.6 及 4.5.8）。㭋外，㠠㓁ˣ䥶⾞䥇䡸婳ˤ所志，婙䥶⾞䥇✏凱✧㘩㮶怉
✆地婼惤㛪ᷱ㻻䥅⊆㈙˚徍㝖⍃媲潴栔䈳⛅⮝ᾂ⤰，䏥㘩䥇內⤁ῲ⌥栴䙫ᷲ㬥✮有Ą㻻
㈙ą˚Ą建憕ą䬰⬾，㎏㖞㭋凰ᷧ䛛⻝乳凚䏥✧，テ徸⹛䙫ㅝ䥄奶㨈忷㼟孱⯶。 

 

                                                 
1 ≰侈↗ˣ᷽䳧䕀䖼££ṳ⌨᷽䳧㕀備⤎Ṳ婳ˤ，㾚敧：㾚敧⇡版⌻㛪，2010 ⹛，65 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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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ᾷỺ㙎 

✆地䥅Ὲι㘖✏⭾㕀ᷱ˚㯸ιᷱ⎴㘇取ạ建䪲䤥⌧ㇽ㖶例婴⏳䙫塏䏥，凯建䤥⌧˚㜸
吤ㇽ⛴憳⯯ⱓ䙫䥶⾞䥇ᷴ€Ị塏≪⮁有⽉䙫地⌧䮫⛴，㛛⋬␒Ⱜ㯸⯴所ἶ地䙫㭟ⱓㄆ，㘖
䄈⽉䙫地⌧䮫⛴䙫≪分。 

䥶⾞䥇（㲚恱㖗堾）吤ㇷ凚ằⷙ总ᷧ䙥⛂⌨⤁⹛，㘖ᷲ䒗✱䜥所凯建䙫䤥⌧⯯ⱓ䥶⾞
䥇。建䥇Ḳ∄ⷙ娔䪲⅓所，ᾂ✱䜥議ṲḲ䔏，⽳來⅝㰛ⷞ˚⅓所⎯ὃ徍⭟Ḳ䔏，䥇Ḕῄ⬿
⤎憶㭞⹛✱䜥㌷峯Ḳ♏䉐，᷻㮶⹛✆地婼䙭凰堳ㅝ䥄㴢⊼，⎴㘇⅝⭾㕀⊆僤及䤥⌧⊆僤ᷧ
䛛⻝乳凚ằ，⎾∗Ⱜ㯸䙫憴好，㘖䤥⌧庒Ụ婴⏳䙫屈⾜。婙䥶⾞䥇⏳㘩奲嬰吾䤥⌧䙫䙣
ⰼ，⯴䟻䩝取ạ䤥⌧有憴奨ヶ侐。 

 

4.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䥶
⾞䥇（㲚恱㖗堾）䬍⏯Ą（ᷧ）✏ὃ為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
（⛂）✏ὃ為屈⾜ヶ侐ㇽ⭾㕀ヶ侐䙫奲嬰㖠杉⅞價值ƞ（ṻ）✏文化˚㭞⏙˚䤥㛪ㇽ䦸⭟
䙫䟻䩝㖠杉䙫憴奨『。ą㭋ᷰ柬㨀㹽，建議⯮⅝娼⮁為䳧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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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參考圖片 

  
圖 4.5.1：福德祠（河邊新街）正門。 圖 4.5.2：《福德祠碑誌》。 

  

圖 4.5.3：福德祠內現況。 圖 4.5.4：福德祠水巷內的學校（已於 2007 年停辦）。 

   

圖 4.5.5：道光十八年（1838 年）捐贈的香爐。 圖 4.5.6：由下環坊眾及兩廣督標補用都司冼懿林夫婦贈

送的木幡。 



 

 

福德祠（河邊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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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嘉慶十七年（1812 年）捐贈的香案。 圖 4.5.8：多幅由下環坊眾贈送的匾額。 

 

4.6 測繪圖 

4.6.1 平面圖 

4.6.2 正立面圖 

4.6.3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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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䈭恡巈 

（徸⊇〄㫫榓巖ᷧ㮜ƞ 

徸勌㆙榓巖ᷧ㮜ƞ 

徸奦㜂㳲倽⟩ᷧ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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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牆遺跡 

5. 城牆遺跡 

（近加思欄馬路一段；近若憲馬路一段；近西望洋聖堂一段） 

5.1 基本資料 

名稱 城牆遺跡（近加思欄馬路一段） 

 

位置 澳門半島 

位置描述 近澳門加思欄馬路 

佔地面積 約 95 平方米 

構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95 平方米 

體量 
殘長約 50 米，殘寬 3 米，殘高

約 10 多米 

建造年份 十七世紀上半葉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構築物業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 

詳細分類 遺跡–軍事設施 

現今用途 城牆 

保存狀況 牆體保存狀況良好。 

  
圖 5.1.1：不動產位置 圖 5.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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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城牆遺跡（近若憲馬路一段） 

 

位置 澳門半島 

位置描述 近澳門若憲馬路 

佔地面積 約 16 平方米 

構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16 平方米 

體量 殘長約 6 米，殘寬 2 米 

建造年份 十七世紀上半葉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構築物業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 

詳細分類 遺跡–軍事設施 

現今用途 城牆 

保存狀況 牆體保存狀況差。 

  
圖 5.1.3：不動產位置 圖 5.1.4：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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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牆遺跡 

 

 

 

名稱 城牆遺跡（近西望洋聖堂一段） 

 

位置 澳門半島 

位置描述 近澳門西望洋聖堂 

佔地面積 約 39 平方米 

構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39 平方米 

體量 
殘長共約 18 米，殘寬約 2 米，

殘高約 2–4 米 

建造年份 十七世紀上半葉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西段） 

私有土地（東段） 

構築物業權 
無登記（西段） 

私有（東段） 

詳細分類 遺跡–軍事設施 

現今用途 城牆 

保存狀況 
牆體保存狀況一般（西段）； 

牆體保存狀況差（東段）。 

  
圖 5.1.5：不動產位置 圖 5.1.6：不動產範圍 

西望洋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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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侊㔭資㑗 

㾚敧䙫➵䈭，㘖凑⌨⅔᷽䳧呈叫䉀ạⰬ㾚Ọ⽳，為㊜㉾㵞䛃⑳㉾㑪卞嘔ạ⅌ᾜ忷㼟
建俳ㇷ䙫。㠠㓁文䍢姿廰，㾚敧➵䈭䙫凯建㛧㗐⏖忤㺖凚 1568 ⹛。1⅝⽳㖣 1623 ⹛榓⣒
⊇巖Ṇ（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Ợ㾚敧⅜栔⽳，㾚敧ⅴ㬈⤎奶㨈建➵䈭，➵
䈭䙫䔳✧⑳奶㨈，⤎凛⥇⮁㖣㭋㘩，㭋⽳凚⌨Ṅ᷽䳧Ḕ㜆㾚敧两䝊ẅ榓䕀（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敲⦲晟乳⤎奶㨈㊭㮧➵䈭Ḳ∴，㾚敧➵䈭暽ⅴ有㊭㮧⑳⾐建，Ἥ惤㱹
有⯴㕛ῲ昙䦍ⷌṲ㦲ㇷ憴⤎䙫孱化。2㗐㜆呈叫䉀ạ✏㾚敧䙫Ⱜἶ䮫⛴，基本ᷱⰘ㘖✏➵䈭
內䙣ⰼ嵞來。 

㗻㗌呈叫䉀ạ✏㾚敧所建䪲䙫昙䦍䳢䵘，㘖ᷧ䴫Ọ䂕⏗為Ḕ⾪，䔘➵䈭ὃ怊㎌，ᾄⱘ
⋉俳建䙫昙塂檻䳢。⅝所⛴⏯䙫䮫⛴䛟䕝㖣㕛ῲ㾚敧⌱ⳝ䙫Ḕ⌾惏，⤎凛Ọ⤎䂕⏗為基
滅，分∌⏸㝘奦ⰼ，奦⋾怊㎌ᷰⷛ敧，㝘杉凚倽䳫俗䂕⏗及Ẩ䈜䂕⏗ 3，ⅴ㲦㵞ᾄⱘ俳
ᷲ⻝凚倽㖠㿆⏫䂕⏗ƞ⏍ᷧ㮜㘖Ọ奦㜂㳲䂕⏗為Ḕ⾪，⏸㝘⻝凚䆹䁗䇷䂕⏗，⭯塂㾚
敧⌱ⳝ䙫⌾惏。4 

除ṭἴ㖣倽ῄ䥦㕀⟩恡✧奦⁛䙫➵䈭恡巈外，✏本㾚䏥⬿䙫䈭檻恡巈Ḕ，ῄ䕀䛟⯴⭳
㕛，僯䵈㮻廪㷬㙗䙫有ἴ㖣徸⊇〄㫫榓巖ᷧ㮜˚徸勌㆙榓巖ᷧ㮜Ọ及徸奦㜂㳲倽⟩ᷧ㮜䙫
ᷰ嘼⤖✆䈭檻（圖 5.5.1）。✏繪製㖣 1635 ⹛䙫ˣ㾚敧⹚杉圖ˤḔ，ⷙ⇡䏥ᷱ志ᷰ嘼➵䈭
建䮰（圖 5.5. 2）。 

➵䈭恡巈（徸⊇〄㫫榓巖ᷧ㮜）ἴ㖣㾚敧⌱ⳝḔ⌾惏，Ẩ䈜䶃⏯憒晉ⱘ檻⌾⁛，⤖
✆䈭檻局惏有䟚䟳䈭基，奦⌾Ɛ㝘⋾嵗⏸（圖 5.5.3 及 5.5.4）。婙㮜䈭檻㘖㗻㗌怊㎌倽
㖠㿆⏫䂕⏗凚Ẩ䈜䂕⏗Ḳ敺䙫➵䈭（圖 5.5.5），ⱓ㖣㗻㗌㾚敧➵䈭㝘䈭䙫ᷧ惏Ụ。 

➵䈭恡巈（徸勌㆙榓巖ᷧ㮜）ἴ㖣㾚敧⌱ⳝḔ⌾惏，Ẩ䈜䶃⏯憒晉奦⁛ⱘ檻Ḳᷱ，
㝘⌾Ɛ奦⋾嵗⏸。䏥㘩⤖✆䈭檻⎾∗⚛憴䠛⣅，€㭿棿ᷧ⯶㮜䈭⠱（圖 5.5.6）。⏍䴷⏯
文䍢資料Ọ及䏥有䈭檻䙫ἴ何⑳嵗⏸，㎏測為㗻㗌怊㎌倽䳫俗䂕⏗˚Ẩ䈜䂕⏗凚⤎䂕⏗
Ḳ敺䙫➵䈭（圖 5.5.7），ⱓ㖣㗻㗌㾚敧➵䈭⋾䈭䙫ᷧ惏Ụ。 

➵䈭恡巈（徸奦㜂㳲倽⟩ᷧ㮜）ἴ㖣㾚敧⌱ⳝ⌾䫖，⦲㖣奦㜂㳲倽⟩∴地（圖
5.5.9），ᾄⱘ⋉⏸㝘⌾⻝，奦⋾Ɛ㝘⌾嵗⏸，⏳㨊為⤖✆䈭檻。⛇态怺䙫敲旉，婙㮜
➵䈭恡巈墒分ㇷṭ⅐㮜，Ḕ敺䏥㘩娔何ṭᷧ怺⤎敧。怊㎌奦㜂㳲倽⟩⛴䈭䙫ᷧ㮜䈭檻（奦
㮜）ῄ⬿䊧㲨ᷧ刓（圖 5.5.10）ƞ俳㝘㮜䈭檻⛇塏杉⎾∗梏化䠛⣅，恱䒗⡪㨠㜏⏉䔆，
ῄ⬿䊧㲨廪ⷕ（圖 5.5.11 及 5.5.12）。婙⅐㮜䈭檻為㗻㗌怊㎌奦㜂㳲䂕⏗凚䆹䁗䇷䂕⏗Ḳ
敺䙫➵䈭（圖 5.5.8），ⱓ㖣㗻㗌㾚敧➵䈭⌾䈭䙫ᷧ惏Ụ。 

                                                 
1 ⊇㖖ⷼ䈥Ƒ䥶歖圖⥌ἷ（Gaspar Frutuoso）ˣ㇞㔬✆（䬓ṳ䮮㈲䨦）ˤ，ˣ文化曃婳ˤ，䬓 31㜆，1997 ⹛，123 柨。 
2 㝾䙣㬤ˣ明⭊㾚敧➵䈭建何考ˤ，ˣ㾚敧㭞⏙䟻䩝ˤ䬓 4 㜆，39–45柨。 
3 㗻㗌✏⤎䂕⏗凚倽㖠㿆⏫䂕⏗Ḳ敺，恫⬿✏吾倽䳫俗⑳Ẩ䈜⅐ῲ䂕⏗，分∌ἴ㖣ằ㗌暧ẻ⛹附徸˚Ẩ䈜䶃⏯憒晉䮫⛴，

文䍢Ḕ⁝有⯮⅐ῲ䂕⏗䙫⏴䨘㷞㶭䙫ガ㲨⇡䏥。 
4 Jorge Graça, Fortificações de Macau, Concepção e História, Gráfica de Macau, 1984,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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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ᾷỺ㙎 

➵䈭㘖㾚敧㭞⏙ᷱᷧ柬憴奨庴Ṳ昙䦍ⷌ䧲。✏⽯敞䙫ᷧ㮜㭞⏙㘩㜆內，➵䈭⯴ῄ塂㾚
敧➵ⷩ⭰⅏嵞吾旃捜䙫ὃ䔏。ὃ為㾚敧庴Ṳ昙䦍䳢䵘䙫㠟⾪建娔，⅝㕛檻Ἧ局Ọ及建怇ⷌ
嗄⑳㉧堺，為䞔姊㗻㗌呈叫䉀ạ庴Ṳ文化⑳建➵䙫䏭㎷ᾂṭ⯍䉐䙫資料。㾚敧➵䈭䙫凯
建，Ṇ㘖ᷧ柬憴奨䙫➵ⷩ建娔ⷌ䧲，⥇⮁ṭ呈叫䉀ạ㗐㜆✏㾚敧Ⱜ䕀䙫䔳✧，㷘∢地⽘柦
吾㾚敧➵ⷩἯ局䙫䙣ⰼ。俳ᷰ嘼➵䈭恡巈㭊㘖㗻㗌㾚敧➵䈭檻䳢䙫憴奨䴫ㇷ惏Ụ。 

 

5.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
䈭恡巈（徸⊇〄㫫榓巖ᷧ㮜ƞ徸勌㆙榓巖ᷧ㮜ƞ徸奦㜂㳲倽⟩ᷧ㮜）䬍⏯“（ᷧ）✏ὃ為
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ṻ）✏文化˚㭞⏙˚䤥㛪ㇽ䦸⭟䙫䟻䩝
㖠杉䙫憴奨『。”㭋⅐柬㨀㹽，建議⯮⅝娼⮁為䳧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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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仁◔䄅 

  
圖 5.5.1：⾅ᷱ凚ᷲ為ằ㗌徸勌㆙榓巖˚徸⊇〄㫫榓

巖˚徸奦㜂㳲倽⟩ᷰ㮜➵䈭恡巈䙫ἴ何。 

圖 5.5.2：1635 ⹛ˣ㾚敧⹚杉圖ˤ，所㨀䤡嘼為ᷰ㮜➵

䈭恡巈䙫⤎䳫ἴ何。 

  
圖 5.5.3：➵䈭恡巈（徸⊇〄㫫榓巖ᷧ㮜）䙫䏥㲨。 圖 5.5.4：➵䈭恡巈（徸⊇〄㫫榓巖ᷧ㮜）杉⏸奦⋾ᷧ

⁛。 

  
圖 5.5.5：⌨Ṅ᷽䳧Ḕ㜆▓㲢Ƒ按䳴∐䕒ὃḔ，ẍ繪有

徸⊇〄㫫榓巖䙫ᷧ㮜➵䈭恡巈。 

圖 5.5.6：➵䈭恡巈（徸勌㆙榓巖ᷧ㮜）䙫䏥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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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7：怊㎌⤎䂕⏗凚Ẩ䈜䂕⏗䙫ᷧ㮜➵䈭（⹛Ụ

ᷴ婚）。 

圖 5.5.8：ṳ⌨᷽䳧∄奦㜂㳲ⱘ凱照片，奦㜂㳲倽⟩凚

䆹䁗䇷䂕⏗ᷧ㮜➵䈭Ẵ䄝㷬㙗⏖奲。 

  
圖 5.5.9：➵䈭恡巈（徸奦㜂㳲倽⟩ᷧ㮜）奦㮜䏥㲨。 圖 5.5.10：➵䈭恡巈（徸奦㜂㳲倽⟩ᷧ㮜）奦㮜䏥㲨。 

  
圖 5.5.11：➵䈭恡巈（徸奦㜂㳲倽⟩ᷧ㮜）㝘㮜䏥㲨。 圖 5.5.12：➵䈭恡巈（徸奦㜂㳲倽⟩ᷧ㮜）㝘㮜䏥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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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 

圖 5.5.1： 䔘文化局文化岈䔉⻚繪製。 

圖 5.5.2： 
Antonio Bocarr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 

Biblioteca Pública e Arquivo Distrital de Évora. 

圖 5.5.5： Pedro Dias, A Urbanização e a Arquitectura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2005, p.109. 

圖 5.5.7： Jorge Graça,Fortificações de Macau, Gráfica de Macau, 1984, p.126. 

圖 5.5.8： 
Richard J.Garrett, The Defenses of Macau: Forts, Ships and Weapons over 450 Year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8. 



  

6. 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 



 

 

 



 

 

亞利鴉架街 28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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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亞利鴉架街 28 號房屋 

6.1. ⚸本資㑗 

⏴䨘 ẅ∐泰㞝堾 28噆㈦ⰲ 

 

ἴ何 㾚敧⌱ⳝ 

地✧ 㾚敧ẅ∐泰㞝堾 28噆 

Ἳ地杉䨴 䳫 192⹚㖠䱚 

建䮰䉐两建䮰杉䨴 䳫 315⹚㖠䱚 

建怇⹛Ụ 䳫 1917凚 1918⹛ 

✆地桅❲ 䦨有✆地 

建䮰䉐㥔權 䦨有 

婚䴗分桅 建䮰䉐–∌⡬ἶ⭬ 

䏥ằ䔏忻 ἶ⭬ 

ῄ⬿䊧㲨 
建䮰䉐惏分恔㊭㮨，䛕∴ῄ⬿

䊧㲨ⷕ。 

  
圖 6.1.1：ᷴ⊼䔉ἴ何 圖 6.1.2：ᷴ⊼䔉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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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侊㔭資㑗 

㸈删堾（Rua da Barca）㘖㖗㨲⌧䙫Ḣ奨堾怺Ḳᷧ，䔘⅝Ḕ呈文⏴⬾⏖䟌㭋堾怺⎆為
㰛巖，⏖态删。1㾚呈㔦⺃㖣⌨Ṅ᷽䳧㜒凚ṳ⌨᷽䳧∄䙣ⰼ㖗㨲ᷧ⸝，䛛凚ṳ⌨᷽䳧⅔˚ᷪ
⌨⹛Ị，㖗㨲⌧內Ẵῄ䕀ᷴ⯸∌⡬ἶ⭬。⅝⽳暏吾䤥㛪䙣ⰼ，晟乳墒㊭⍟及憴建。 

㠠㓁䉐㥔䙢姿資料所䤡，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及⅝䛟愗⤎⺯䙫地㮜㛧㗐奶≪㖣 1917
⹛，ᷧ㣆ᷰⱋ檿䙫∌⡬ἶ⭬䳫㖣 1917 凚 1918 ⹛㜆敺吤ㇷ。⾅ 1941 ⹛䙫刑拍圖（圖
6.5.1）及㭞⏙照片（圖 6.5.3 及 6.5.4）⏖奲婙建䮰⎆為ᷧⷍ⏚⯴䨘䙫建䮰，杇徸佬∐俨榓
巖ᷧ⁛㈦ⰲ⽳來ⷙ㔠建為ἶ⭬⤎⺯，俳䏥⬿杇徸㸈删堾ᷧ⁛㖣 2013⹛恔局惏㊭㮨。 

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㧺⭮Ḣ檻㧺檿ᷰⱋ，建䮰Ḣ檻⽳㖠有ᷰⱋ檿䙫≖㧺，ὃ為⻁㈦˚
⺨所䬰廻⊐䔏㈦，㛥ὃ為㯸Ⱜ˚徍⅓⮋˚憒椏䬰䔏忻，⤁⹛來暽䵺㭞⤁㬈䔏忻䙫㔠孱，Ἥ
⅝建䮰䪲杉K䴇Ẵ䄝ῄ⬿⽾⌨分⭳㕛，⥩ṳ⌨᷽䳧ᷱ⌱吰㴨堳䙫⏋⅟Ḣ侐⑳壄棥嗄堺梏㠣
䙫壄棥及劘䷁（圖 6.5.7），Ọ䦸㝾㖖㟘壄棥䙫⛺㋘⅌⏊（圖 6.5.8）䬰，Ⰻ桖取湾。㕛⹉
建䮰䙫㟘及暼棥䬰K䴇✮Ọ䕝㘩㴨堳䙫ᷱ㵞㉠䛑（㳾䟚䱚）ὃ為棥杉，⅝棿∮為溪剙䱰
∞䈭庒，杉⏸㸈删堾䪲杉ṳⱋ䙫䩾⏗ᷲ㖠㛛有䢨䣁圖㠯ὃ為壄棥（圖 6.5.6），朙⏗⛴㫫∮
Ọ乽ⷎ䙫㛙䷁❲㰛㳌㫫劘ὃ壄棥，俳建䮰內惏地⏗ῄ䕀ṭ䕝㘩㴨堳䙫⽐剙㰛㳌劘䣁，建䮰
壄棥䴗䮧⎴㘇䕝㘩∌⡬ἶ⭬䙫㴨堳㨊，⁁ⷌ䲥䷢。 

暽䄝䏥⬿䙫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㘖⎆建䮰䙫局惏，ἭẴ⏖⎴㘇⎆建䮰所嘼㸈删堾及
ẅ∐泰㞝堾ẋ䔳俳㦲ㇷ䙫䮧滅ὃ䔏，ẍ㘖婙⌧為㕟ᷴ⤁䙫㨀婳『建䮰Ḳᷧ。 

 

6.3. ᾷỺ㙎 

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ἴ㖣⅐堾䙫ẋ䔳弰妹嘼，✏➵ⷩ景妧及堾怺梏屳Ḕ嵞憴奨䙫䮧滅
ὃ䔏。⅝吤ㇷ凚ằⷙ㎌徸䙥⹛，暽䄝䵺㭞⤁⹛䙫䔏忻㔠孱，Ἥ內外壄棥及建䮰㦲ờ⤎惏分
ᾄ䄝ῄ䕀∄建㘩䙫嗄堺梏㠣䉠剙，㘖㾚敧䕝㘩㴨堳˚怴地敲劘䙫∌⡬ἶ⭬䙫⅟❲ὲ⬷，
㛛㘖✏➵ⷩ「≮䙣ⰼᷲ⯸㕟ῄ⬿凚ằ䙫⏳桅❲建䮰Ḳᷧ。 

 

6.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ẅ
∐泰㞝堾 28 噆㈦ⰲ䬍⏯Ą（ᷧ）✏ὃ為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
（ᷰ）⅞建䮰嗄堺䙫娔姯，Ọ及⅝凮➵ⷩㇽ景妧䙫㕛⏯ƞ（ṻ）✏文化˚㭞⏙˚䤥㛪ㇽ䦸
⭟䙫䟻䩝㖠杉䙫憴奨『。ą㭋ᷰ柬㨀㹽，建議⯮⅝娼⮁為⅞建䮰嗄堺價值䙫㧺⭮。  

                                                 
1䍲文总ˣ㾚敧㍳㔬ˤ，㾚敧：㾚敧㕀備⇡版䤥，1999 ⹛，155–156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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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仁◔䄅 

  
圖 6.5.1：1941 ⹛刑照圖（局惏），⏖奲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建䮰䮫⛴。 

圖 6.5.2：1988 ⹛刑照圖（局惏），⏖奲⎆建䮰杇徸佬

∐俨榓巖ᷧ⁛ⷙ墒㊭⍟。 

  
圖 6.5.3：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屳。 圖 6.5.4：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屳。 

  
圖 6.5.5：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恔局惏㊭㮨∴。 圖 6.5.6：ẅ∐泰㞝堾 28 噆㈦ⰲ恔局惏㊭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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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7：䲥䴗䙫外䈭壄棥（婙惏分ⷙ墒㊭㮨）。 圖 6.5.8：⅞䦸㝾㖖㟘及劘䷁䙫⛺㋘⤎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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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㳪䴨◔ 

6.6.1 ⹚杉圖及⁛䪲杉圖 

圖片資料來源 

圖 6.5.1： 䔘地圖繪製㚏地䰴局㎷ᾂ。 

圖 6.5.2： 䔘地圖繪製㚏地䰴局㎷ᾂ。 

圖 6.5.3： P. Manuel Teixeira, Toponimia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7, p.595. 

圖 6.5.4： P. Manuel Teixeira, Toponimia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7, p.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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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Ḕ奦嗌局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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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西藥局舊址 

7.1 基本資料 

名稱 中西藥局舊址 

 

位置 澳門半島 

地址 澳門草堆街 80 號 

佔地面積 約 188 平方米 

建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525 平方米 

建造年份 1892 年以前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建築物業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 

詳細分類 建築物–店屋 

現今用途 文化設施 

保存狀況 建築物保存狀況一般。 

 

 
圖 7.1.1：不動產位置 圖 7.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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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侊㔭資㑗 

Ḕ奦嗌局㖣 1893 ⹛ 7 㛯 29 㗌㭊敲㥔，㘖⭒Ḕⱘℯ䔆堳憒䙫䦨ạ娡所，㠠㓁㭞⏙考
嬰㎏㖞，䕝㘩䙫Ḕ奦嗌局⍚㘖ằ㗌ἴ㖣匰⟭堾 80 噆䙫㈦ⰲ。匰⟭堾凮䇆地⤎堾及旃∴堾⏯
䨘為ᷰ堾，㘖㷬㜒㾚敧䤥㛪㛧䆘欎䙫堾⌧Ḳᷧ，凮呈ạⰬἶ⌧䛟㮾怊，取㳲暭嘼，Ḕ奦ẋ
㻀。⭒Ḕⱘ除ṭ✏議ṲẔ∴地敲娔憒椏外，恫✏匰⟭堾敲娔Ḕ奦嗌局，⏖奲㭋堾怺䕝㘩Ḳ
丨取，⽧內⏖态∗䇆地⤎堾䬰䙫➵內ⷩḔ⾪地⌧，⽧外∮⏖态⽧有吾⤎憶ạ㴨及䉐㴨䙫內
㸖ᷧ⸝，㘖䕝㘩Ḣ奨䙫ẋ态奨怺Ḳᷧ。 

Ḕ奦嗌局凱✧䳫建㖣 1892 ⹛Ọ∴，㘖ᷲ函ᷱⰬ䙫㠣局（圖 7.5.1˚7.5.2˚7.5.4˚
7.5.5），㗐㜆䙫㥔權ạ⏖忤㺖∗㷬㜒㘩㜆㾚敧䟌⏴䙫取┭㛠有，⅝⽳䵺⤁㬈䙫䧆┕及拍
峊，㥔權及ὦ䔏權ᷴ㖞㔠孱。凑ṳ⌨᷽䳧ᷰ⌨⹛Ị敲⦲，Ḣ奨䵺䇆䶉䷅䔆ヶ，1932 ⹛㘖ᷧ
敺⏴為“Kong On”䙫函，䳫⾅ 1935⹛凚 1963⹛㜆敺，㘖ᷧ敺⏳㨊䵺䇆䶉䷅䔆ヶ䙫坛
坝⅓⏟，䳫 1963 ⹛∮䧆岪䵍吓㖗䕲栔⅓⏟䵺䇆。俳∗ṭṳ⌨᷽䳧⽳㜆嵞䧆岪ṯ䵺䇆曢♏堳
䔆ヶ䙫┭㈝，⽳來曢♏堳䔆ヶ忷㼟塗吤，建䮰䉐Ḣ奨墒ὃ為⺒ὦ䔏，2011 ⹛䔘䉠⌧㔦⺃
峣⅌。1 

1892 ⹛⭒Ḕⱘℯ䔆✏榀㸖奦憒㛟晉䕉㥔⽳來∗ṭ㾚敧揈㸽憒晉堳憒，ㇷ為䕝㘩㾚敧楽
ἴ取ạ奦憒，ẽ⎯✏議ṲẔ∴地徸Ẩㄯ⟩䙫ᷧ敺ⰲ內敲徍憒椏，⽳來ẍ敲徍ṭḔ奦嗌局。
㠠㓁資料姿廰，⭒Ḕⱘℯ䔆✏㾚敧䙫堳憒㘩敺⤎㥩㘖 1892 ⹛䦲⭊凚 1893 ⹛ 9 㛯。凑Ḕ奦
嗌局敲徍⽳，⭒Ḕⱘℯ䔆㮶⤐䙫㗐ᷱᷪ㘩凚Ṅ㘩✏Ḕ奦嗌局ㆰ娡，⌨㘩凚⌨ṳ㘩✏揈㸽憒
晉，ᷲ⌯ᷧ㘩凚ᷰ㘩✏議ṲẔ∴地䙫憒椏，ᷰ滅Ọ⽳∮㘖⇡娡㘩㮜。Ḕ奦嗌局奲嬰ṭ⭒Ḕ
ⱘℯ䔆✏⯍堳材⑤Ṳ㥔Ọ∴䙫䔆㴢姿⯍，曊僤⏖岛。2 

㔦⺃峣⅌Ḕ奦嗌局凱✧⽳，⯴⅝怙堳⾐及㴢化姯≪（圖 7.5.7˚7.5.8），✏ⷌ䧲怙堳
䙫怵䧲Ḕ，㖣建䮰䉐⽳㖠附ⱓ䩡敺䙫地基ᷲ䙣䏥ṭ⤎❲溢䟚䙫凱ⷌṲ，俳✏溢䟚⛴及⅝
ᷲ㘖檿␒㰛憶䙫㷋㳌（圖 7.5.6），䵺考⏋䙣㍿⽳㎏㖞⏖僤㘖㾚敧㗐㜆䙫䢣栔ㇽ㸈⏊ⷌ
Ṳ。怀ᷧ考⏋䙣䏥有⊐㛛⅞檻䙫䢡⮁䕝㘩恱䙫地䏭旃ᾩ。除㭋Ọ外，⅝㭊䪲杉✏⾐怵
䧲Ḕ䙣䏥有Ą棙榀₱椏ą⬾㨊（圖 7.5.3），㎏測建䮰䉐㛥䵺ὃ為怺㕀䙫䷛怺⠛ὦ䔏。 

  

                                                 
1 㾚敧䉐㥔䙢姿局，䉐㥔䙢姿資料，䷏噆 3518ƞ㛠㰟㦕⟩㥔懻ⅱ–䔙得⹛ƞ1897 ⹛旃㖣㛠有䙫恡⚸䳧拫ƞˡ㘌㻦揈㸽ˢ，揈

㵞⏉⠘，1893 ⹛ 9 㛯 26 㗌及 10 㛯 7 㗌ƞˣ㾚敧㆙⠘ˤ，1908 ⹛ 2 㛯 29 㗌ƞDirectório de Macau, 1932, p.XVIƞ

Directório de Macau, 1935, p. XXXIVƞDirectório de Macau, 1937, p.XXXIƞˣ㾚敧ⷌ┭⹛搸ˤ1961⹛，122 柨ƞˣ㾚敧

ⷌ┭⹛搸ˤ1977 ⹛，182 柨ƞLuis Gonzaga Gomes, 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172, p.175ƞ≰侈↗ˣ㾚敧Ḕ奦嗌局䙫㭞⏙價值凮䢡⯍地✧ˤ，ˣ文化曃婳ˤ，䬓 81 㜆，22–29 柨ƞ晚㨠㦕ˣ⭒Ḕ

ⱘḔ奦嗌局⯲帑凮ῄ備ˤ，ˣ文化曃婳ˤ，䬓 81 㜆，29–34 柨ƞ唈䏕䎙ˣḔ奦嗌局地✧考嬰ˤ，ˣ文化曃婳ˤ，䬓 81

㜆，2011⹛，34–37 柨ƞ㝾⻊⾾ˣ匰⟭堾 80 噆㘖媗⮝䙫䉐㥔Ƣˤ，ˣ文化曃婳ˤ，䬓 81㜆，37–40 柨。 
2 溪⭮⑳ˣ⭒怟Ề㾚敧堳憒㎉䴉ˤ，ˣṄⷅ⭟㝾ˤ，䬓 6 ⍞，䬓 2 㜆，104–171 柨ƞ孁᷽⯝ˣ⭒Ḕⱘ✏㾚敧敲≜“Ḕ奦嗌

局”䙫ᷧẂ┶栳㖗㎉ˤ，ˣ文化曃婳ˤ，䬓 81 㜆，2011 ⹛，40–48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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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價值分析 

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於國家及中華民族都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有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西藥局舊址是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成功前的一個辦公地點，見證著他

在澳門的生活景象，意義非凡。 

建於 1892 年以前的草堆街 80 號房屋即現在的中西藥局舊址，至今為止，最少有一百

二十二年以上的歷史，是澳門歷史比較悠久的建築。它亦是澳門歷史上最早由華人開辦的

售賣外國藥物及有西醫看診的民間私人診所之一，彌補了公共醫療部門或鏡湖醫院等大型

醫療機構在華人私人診所領域上的空白，是華人接觸西方醫療的平台，對澳門醫療史具有

一定的重要性。 

 

7.4 建議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第 18 條的評定標準，中

西藥局舊址符合“（一）在作為生活方式或歷史事實的特殊見證方面具重要性；（四）在

作為象徵意義或宗教意義的見證方面具價值；（五）在文化、歷史、社會或科學的研究方

面的重要性。”此三項標準，建議將其評定為紀念物。 

  



 

 
48 

全澳第一批不動產評定──諮詢文本 

7.5 ⊁仁◔䄅 

  
圖 7.5.1：⾐∴䙫㭊䪲杉。 圖 7.5.2：Ḕ奦嗌局凱✧⽳䪲杉。 

  
圖 7.5.3：⾐㘩䙣䏥㭊䪲杉䙫文⬾Ą棙榀₱椏ą。 圖 7.5.4：⽳䪲杉柩惏Ḳ䁗⠸。 

  
圖 7.5.5：Ḕ䓍片ⰲ柩。 圖 7.5.6：Ḕ奦嗌局凱✧附ⱓ䩡敺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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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7：建䮰䉐內有ᷧ⤐Ṽ。 圖 7.5.8：建䮰䉐內惏ガ㲨。 

 

7.6 㳪䴨◔ 

7.6.1 地杉ⱋ⹚杉圖 

7.6.2 ∽杉圖 

7.6.3 ∽杉圖及㭊䪲杉圖

 



1
2

地
面

層
平

面
圖

中
西

藥
局

舊
址

PL
AN

TA
 

An
tig

a 
Fa

rm
ác

ia
 C

ho
ng

 S
ai

草堆街
Rua das Estalagens 



A-
A剖

面
圖

C
O

R
TE

 

中
西

藥
局

舊
址

An
tig

a 
Fa

rm
ác

ia
 C

ho
ng

 S
ai

草堆街
Rua das Estalagens 



B-
B剖

面
圖

C
O
R
TE

正
立

面
圖

AL
Ç

AD
O

 

中
西

藥
局

舊
址

An
tig

a 
Fa

rm
ác

ia
 C

ho
ng

 S
ai



  

8. 吰㌡⯮庴㔬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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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葉挺將軍故居 

8.1 ⚸本資㑗 

⏴䨘 吰㌡⯮庴㔬Ⱜ 

 

ἴ何 㾚敧⌱ⳝ 

地✧ 㾚敧岯㧩㎷䝊堾 76噆 

Ἳ地杉䨴 175⹚㖠䱚 

建䮰䉐两建䮰杉䨴 185⹚㖠䱚 

建怇⹛Ụ ᷴ㙁㖣 1923⹛ 

✆地桅❲ 䦨有✆地 

建䮰䉐㥔權 䦨有 

婚䴗分桅 建䮰䉐–∌⡬ἶ⭬ 

䏥ằ䔏忻 文化娔㖤 

ῄ⬿䊧㲨 
䔘文化局怙堳⅏杉䙫䴷㦲『
⾐ⷌὃ㖣 2013 ⹛⭳ㇷ，䛕∴
ῄ⬿䊧㲨剖⥤。 

  
圖 8.1.1：ᷴ⊼䔉ἴ何 圖 8.1.2：ᷴ⊼䔉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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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侊㔭資㑗 

吰㌡㘖Ḕ⛲ạ㯸姊㔥庴≜建ạḲᷧ，㖗⛂庴庴敞，✏⋾ỷ㈗䈔⑳㉾㗌㈗䈔Ḕ⊆⋚⌺
嵱，✏柿⯵⌾㗳嵞侐⑳⻊ⷅ嵞侐⽳，1932 ⹛凚 1942 ⹛敺，吰㌡ᷧ⮝恟㒮ṭ㾚敧ὃ為⭰⮝
Ḳ所（圖 8.5.1˚8.5.2 及 8.5.3）。㠠㓁䉐㥔䙢姿資料桖䤡，吰㌡⯮庴㔬Ⱜ（Ọᷲ䰈䨘㔬
Ⱜ）㛧㗐䙢姿⹛Ụ㘖 1923 ⹛，吰㌡ᷧ⮝㖣 1932 ⹛Ọ吰ᷰ䥶⏴侐峣⽾，Ąᷰ䥶ą㋮䙫㘖䕝
㘩吰㌡䙫ᷰῲ⭐⬷。11941 ⹛ 1 㛯䙽⌾Ṳ孱⽳，吰㌡墒⛲㯸㔦⺃⛁䥨，⅝⮝ạ為ṭ照料吰
㌡䙫䔆㴢，㖣㬈⹛晟乳曉敲㾚敧，徻⛅內地Ⱜἶ。2䈥⽳，㔬Ⱜ怩ẋ䔘㟖溆㚒䮈，䔏ὃ㔖㏛
⛲內⅘䔉材⑤Ṳ㥔Ḳ䔏忻，ṻ⌨⹛Ị∄，吰⮝⽳ạ㱡⮁⯮㔬Ⱜ弰孺，ḍ䔘Ἴ峉˚榓吓䥡峣
⽾，31953 ⹛㾚敧㯸Ḣ⩍⥚偖⏯㛪（䏥䨘㾚敧⩍⥚偖⏯㛪）⯮≂敲徍䙫㈿ℹ所⾅⎆✧恞∗
㔬Ⱜ（圖 8.5.4），⎾㈿ℹ䫌总 90 ⤁⏴，凚 1958 ⹛㈿ℹ所恞∗㰛✸Ⱕ堾⽳，4㔬Ⱜ∮弰ẋ
䔘Ḕ取⭟䔆偖⏯两㛪ὦ䔏，䔘ṳ⌨᷽䳧⅔⌨⹛Ị⦲凚⅒⌨⹛Ị㜒，㔬Ⱜ敞总ᷰ⌨⹛ὃ為⭟
偖Ḳ㛪✧，ㇷ為⭟偖⭟䔆偖㭈暭㛪˚凰堳⺎媮㛪˚敲娔斘孧⮋⑳媙棿凯嶊䏔䙫⅓⅘地㖠，
㘖⭟偖⯵⭟䔆䨴㥜參凮䤥㛪䙣ⰼ䙫奲嬰䉐（圖 8.5.5及 8.5.6）。5 

㔬Ⱜ㘖ᷧ⺎㧺檿⅐ⱋ䙫∌⡬ἶ⭬，為䣁㜏˚㷞⇄✆䴷㦲建䮰，⅞有ᷧῲⰲ∴劘⛹及
⤐Ṽ，建䮰䙫Ḣ檻為ⱘ䈭㉦㪐䙫䣁㜏䴷㦲，杉⏸岯㧩㎷䝊堾，㭊䪲杉⑳⁛䪲杉ᷱ分∌娔
有 8 䴫ἴ何䛟ṹ④ㆰ䙫敧䩾，⹚塈俳⯴䨘，⹚凡˚槵㧺∮怲䔏ṭ䕝㘩㖗凯䙫拣䬲㰛㳌㉧
堺，㭋桅❲建䮰㗻㗌✏㾚敧⌱ⳝḔ⋾惏⌨分⸟奲，Ἥ暏吾➵ⷩ䙫䙣ⰼ，䏥ⷙ所≐䄈。 

2006 ⹛，為䳧吰㌡⯮庴婼得ᷧ䙥ᷧ⌨⹛，㾚敧䉠∌堳㔦⌧㔦⺃✏㔬Ⱜ劘⛹凰堳ṭ
㎂䈳⃧，摙ⴳṭ䔘ⷙ㔬⅏⛲㔦⌻≖Ḣ⸔榓吓䥡ℯ䔆所栳ḲĄ吰㌡㔬Ⱜą䈳⌥。2011 ⹛，
㔬Ⱜ䔘㾚敧⩍⥚偖⏯两㛪ẋṯ文化局ὃ敞㜆ⰼ妤Ḳ䔏，2013 ⹛ 5 㛯文化局⭳ㇷ㔬Ⱜ䙫⾐
ⷌ䧲，ḍᾄ照吰㌡ᷧ⮝䙫䔆㴢⎆屳，⯴㔬Ⱜ怙堳ṭἯⰼⷌὃ，䏥✏吰㌡⯮庴㔬Ⱜⷙㇷ為⯴
外敲㔥䙫⅓⅘ⰼ妤䩡敺（圖 8.5.7及 8.5.8）。 

 

  

                                                 
1 吰㭊⤎⯮庴娑媮姿拫，2012⹛，㖣⻊ⷅ㎌⎾㾚敧䉠⌧㔦⺃文化局Ą吰㌡⯮庴⽳ạ及妑ⱓ娑媮ⷌὃḲ⏊志娑媮ą。（㜑⇱） 
2 吰㭊⤎˚吰㭊明䬰吾，ˣ⬷⥚姿㆝Ḕ䙫䈝妑£吰㌡䛟ₚˤ，㾚敧：㾚敧文⏙資料ⷌὃ姯≪有昷⅓⏟，2006 ⹛，72–83˚85–

92 柨。 
3 㟖⯶≂ℯ䔆娑媮姿拫，2012⹛，㖣⻊ⷅ㎌⎾㾚敧䉠⌧㔦⺃文化局Ą吰㌡⯮庴⽳ạ及妑ⱓ娑媮ⷌὃḲ⏊志娑媮ą。（㜑⇱） 
4ˣ㾚敧⩍⥚偖⏯㛪⯯⇱：㾚敧⩍⥚ˤ（䬓ᷧ㜆），1994 ⹛，1柨。 
5 㬷晤‰䄝˚⾾浓Ḣ䷏，ˣ㾚敧Ḕ取⭟䔆偖⏯㛪ㇷ䪲⅔⌨⹛圖片恟弖ˤ，㾚敧：㾚敧Ḕ取⭟䔆偖⏯㛪䷏弖⦻Ⓢ㛪，2011

⹛，32–65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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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ᾷỺ㙎 

吰㌡㘖Ḕ⛲ạ㯸姊㔥庴≜建ạḲᷧ，✏⋾ỷ㈗䈔⑳㉾㗌㈗䈔Ḕ⊆⋚⌺嵱，岯㧩㎷䝊
堾 76 噆ἶ⭬㘖吰㌡⯮庴ⅴ㬈㉼庒材⑤Ṳ㥔˚參凮㉾㗌㈗䷁䙫嵞滅，✏㈗䈔䙫⹛Ị，㾚敧ㇷ
ṭ吰㌡⯮庴䙫⭰⮝Ḳ所，ὦẽ✏㈗䈔∴䷁僤㔥ᷲ⯴⮝⺔䙫ㅩㅕ，㔬Ⱜὃ為⛲⯮柿䙫Ⱜ
所，㘖本㾚ⷩ㯸䷓㇞吰㌡⯮庴䙫尷⊆‰严，婴嬿⛲⮝材⑤㭞⏙䙫䛛㎌奲嬰。㭋外，㔬Ⱜ敞
㜆為㾚敧Ḕ取⭟䔆偖⏯两㛪ὦ䔏，ὃ為敲娔㕀備及䤥㛪㛴⋀䙫⠛所，ẍ奲嬰ṭ⭟偖㖣ṳ⌨
᷽䳧ᷲ⌱吰䨴㥜參凮㾚敧䤥㛪䙫䙣ⰼ。 

8.4 ⶸ娮 

㠠㓁㾚敧䉠∌堳㔦⌧䬓 11/2013 噆㲼⽲ˣ文化恡䔉ῄ孞㲼ˤ䬓 18 㢄䙫娼⮁㨀㹽，吰
㌡⯮庴㔬Ⱜ䬍⏯：Ą（ᷧ）✏ὃ為䔆㴢㖠ㇽ㭞⏙Ṳ⯍䙫䉠㭱奲嬰㖠杉⅞憴奨『ƞ
（ᷰ）：⅞建䮰嗄堺䙫娔姯，Ọ及⅝凮➵ⷩㇽ景妧䙫㕛⏯ƞ（ṻ）✏文化˚㭞⏙˚䤥㛪ㇽ
䦸⭟䙫䟻䩝㖠杉䙫憴奨『。ą㭋ᷰ柬㨀㹽，建議⯮⅝娼⮁為䳧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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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仁◔䄅 

  
圖 8.5.1：1941 ⹛，㾚敧刑照圖（局惏），⏖䛲奲㔬Ⱜ 

⺔⛹Ḕ䙫⤎㥼㨠。 

圖 8.5.2：吰㌡及⅝⮝ạ✏㔬Ⱜ劘⛹內⏯⽘。 

  
圖 8.5.3：吰㌡⮝ạ✏㔬Ⱜ內⏯⽘。 圖 8.5.4：ṳ⌨᷽䳧ṻ⌨⹛Ị，㾚敧㯸Ḣ⩍⥚偖⏯㛪✏ 

㔬Ⱜ敲徍㈿ℹ所。 

  
圖 8.5.5：ṳ⌨᷽䳧ᷪ⌨⹛Ị，㔬Ⱜὃ為㾚敧Ḕ取⭟䔆 

偖⏯两㛪㛪✧。 

圖 8.5.6：ṳ⌨᷽䳧ᷪ⌨⹛Ị，⭟偖⭟䔆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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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7：㔬Ⱜ⮋內䏥屳。 圖 8.5.8：㔬Ⱜ⮋內䏥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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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 

圖 8.5.1： 䔘地圖繪製㚏地䰴局㎷ᾂ。 

圖 8.5.2： 㾚敧文⏙資料⾜暭徍⅓⮋䷏ˣ吰㌡£攝⽘ˤ，㾚敧：㾚敧文⏙資料ⷌὃ姯≪有昷⅓⏟⇡版，2007 ⹛，56˚57 柨。 

圖 8.5.3： 㾚敧文⏙資料⾜暭徍⅓⮋䷏ˣ吰㌡£攝⽘ˤ，㾚敧：㾚敧文⏙資料ⷌὃ姯≪有昷⅓⏟⇡版，2007 ⹛，70 柨。 

圖 8.5.4： 照片䔘㾚敧⩍⥚偖⏯㛪㎷ᾂ。 

圖 8.5.5： 照片䔘㾚敧⩍⥚偖⏯㛪㎷ᾂ。 

圖 8.5.6： 㬷晤‰䄝˚⾾浓Ḣ䷏，ˣ㾚敧Ḕ取⭟䔆偖⏯两㛪ㇷ䪲⅔⌨⹛圖片恟弖ˤ，㾚敧：㾚敧⭟䔆偖⏯两㛪䷏弖⦻Ⓢ㛪 

 ⇡版，2011 ⹛，50柨。 

 

8.6 㳪䴨◔ 

8.6.1 㭊䪲杉圖及地杉ⱋ⹚杉圖 

8.6.2 ∽杉圖及⁛䪲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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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㔦䉎⠛凱✧及ⷩ㔦䊾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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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 

9.1 ⚸本資㑗 

⏴䨘 ⷩ㔦䉎⠛凱✧及ⷩ㔦䊾㈦ 

 

ἴ何 㾚敧⌱ⳝ 

地✧ 
㾚敧伬Ẃ╮㎷䝊⤎榓巖䙫ᷧ⸬
✆地（ⷩ㔦䊾㈦˚䉂㈦⺒） 

Ἳ地杉䨴 䳫 5830⹚㖠䱚 

建䮰䉐两建䮰杉䨴 䳫 1675⹚㖠䱚 

建怇⹛Ụ 
ⷩ㔦䉎⠛凱✧££1912⹛ 
ⷩ㔦䊾㈦££1948 ⹛ 

✆地桅❲ ⛲有✆地 

建䮰䉐㥔權 㾚敧䉠∌堳㔦⌧ 

婚䴗分桅 
建䮰䉐–䉂㈦ 
建䮰䉐–䊾㈦ 

䏥ằ䔏忻 徍⅓⠛所˚文化娔㖤 

ῄ⬿䊧㲨 
ⷩ㔦䉎⠛凱✧及ⷩ㔦䊾㈦建䮰
㛪⮁㜆怙堳丼，ῄ⬿䊧㲨剖
⥤。 

  
圖 9.1.1：ᷴ⊼䔉ἴ何 圖 9.1.2：ᷴ⊼䔉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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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背景資料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位處罅些喇提督大馬路和美副將馬路交界處的十字路口，背

靠望廈山，環抱的前園及逾百歲的假菩提樹營造出良好的綠化緩衝作用，建築與自然山體

的地形地貌相映成趣。 

市政牧場舊址 

望廈山山腳原為墳塋遍野之荒地，1847 年以後澳葡政府開始在此區域拆寮毀塋，修路

闢地。1同時本澳肉類專營制度自十九世紀中期始已見實施，2至 1911 年牛肉專賣的批給權

開始由市政廳負責，3並於 1912 年批准牛肉專賣承充商在罅些喇提督大馬路旁新闢之荒地

興建儲牛棚等設施（圖 9.5.1 及 9.5.2），4興建地點雖然鄰近工業區，又與市政屠場（俗稱

媽閣屠場）相距遙遠，但因為該地區有適合施工的環境、不潮濕、空氣流通，而且遠離民

居，5所以空曠的望廈山腳成為市政牧場建築的理想選址。 

1924 年原址重建後的新建築為兩幢平行的大型桁架結構的平房，四面坡的瓦片屋頂，

其坡度低、跨度廣，飄簷外露出牆體，紅褐色屋頂與土黃色牆身展現濃厚的葡式折衷主義

建築風格特徵（圖 9.5.3、9.5.5、9.5.10、9.5.11），四周置有拱形、寬闊、修邊渾厚的窗

戶，除考量通風效果外，亦按 1912 年公佈的《私人建築及澳門城市建築衛生條例》的要

求，規劃其建築物高度、地台，以及室內的牛棚、飼槽（圖 9.5.12）及排水系統等設施。6 

昔日肉類牲畜大多由海路輸入，牛肉專賣承充商在港口卸下牛隻後必須先運至市政牧

場停放，經獸醫檢疫後，按每日需要數量運至市政屠場屠宰出售，所以牽牛趕路的情景是

昔日提督馬路至內港沿岸常見的畫面（圖 9.5.6）。1987 年 10 月，由於舊市政屠場機器落

後，澳葡政府遂將屠場及牧場一倂遷往青洲。及後市政牧場一部份被改為貨倉使用，另一

部份則被活化利用規劃為展覽空間之用。 

市政狗房 

管理狗隻事務的市政狗房曾在 1875 年至 1908 年間設在東方斜巷，7上世紀四十年代

狂犬病在各地流行，澳門亦屢有發生，狗隻管理的事務日漸繁重，亟需擴充，8於是狗房在

1948 年遷至現址（圖 9.5.4），為狗隻提供獸醫門診、收留、防疫注射、申領准照等綜合

                                                
1
 P.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389-390；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 年，162-163 頁，193-203 頁。 
2
 《澳門憲報》，1851 年 1 月 11 日，第 8 號。 

3
 《澳門憲報》，1911 年 1 月 21 日，第 3 號。 

4
“Oficio no.160 de 4-7-911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acompanhado de uma planta”，澳門歷史檔案館，第

MO/AH/AC/SA/01/03140 號文件。 
5
“Nota No. 311 de 7-7-911 da Direcção das Obras Publicas”, 澳門歷史檔案館，第 MO/AH/AC/SA/01/03140 號文件。 

6
 Regulamento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de 13-4-925, 澳門歷史檔案館，第 MO/AH/AC/SA/01/09884 號文件；田渝，

《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彙編》，澳門：澳門大學，2014 年，229-271 頁。 
7
《澳門舊街往事：風順堂區》，澳門：民政總署，2012 年，65 頁。 

8
《市廳積極興建望廈養狗屋》，大眾報，194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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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圖 9.5.8）。五十年代澳門在抵抗狂犬病肆虐的過程中，市政狗房發揮了積極作用，9

該疫症至今再未有發生。 

市政狗房是一座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其正立面對稱且設有裝飾柱式及水平線條，圍牆

上更設有層次突出的幾何元素（圖 9.5.7），是二十世紀中旬本澳常見的裝飾藝術風格建築

樣式。原市政狗房的狗住所及 1953 年加建的狗隻檢驗所等附屬建築現已被拆卸重建（圖

9.5.9），但具有裝飾藝術風格立面的主體建築，至今仍保持完整。 

 

9.3 價值分析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是二十世紀初澳葡政府開發望廈地區時規劃興建的公共建

設，市政牧場作為專門為食用牛隻提供貯放、畜養及檢疫的場所，而市政狗房則作為狗隻

的檢疫機關，這些建設反映了澳門邁入城市現代化的步伐。 

市政牧場舊址具有葡式折衷主義建築風格特徵，是澳門僅存的牧場建築實例。在提供

合宜的飼養環境及衛生條件的考量下，市政牧場舊址在建築物座向、高度、體量、屋頂構

造和空間佈局上都具有特殊性，體現了其作為公共建築上對於功能取向的針對性。 

市政牧場舊址、市政狗房背枕蓮峰山，位於兩條主幹道之交匯點，其景觀特徵由二十

世紀初一直沿襲至今，是此區的地標性建築物，其建築群組與前園、後園等戶外空間的有

機結合，是望廈山腳自然與人文景觀結合的例證。 

 

9.4 建議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第 18 條的評定標準，市

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符合“（一）在作為生活方式或歷史事實的特殊見證方面具重要

性；（三）具建築藝術設計，以及其與城市或景觀的整合；（五）在文化、歷史、社會或

科學的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此三項標準，建議將其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 

另外，在考慮維護上述不動產之文化價值、景觀價值或安全性等各項因素後，根據上

述法律第 22 條第 3 及 4 款，經社會文化司司長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為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設立臨時緩衝區（詳見附件一）。  

                                                
9Evitar o aparecimento da raiva, Sábado, 4 Setembro1982,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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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仁◔䄅 

  
圖 9.5.1： 1912 ⹛ⷩ㔦䉎⠛凯建⌧⟆⹚杉圖。 圖 9.5.2：1932 ⷩ㔦䉎⠛⁛屳，ⷍ㖨䙫ⷩ㔦䊾㈦Ⰱ㜑建 

怇，∴劘⛹ẍ㜑娔何。 

                            
圖 9.5.3：1924 ⹛憴建ⷩ㔦䉎⠛㘩䙫娔姯圖∮。 

  
圖 9.5.4：1948 ⹛ⷩ㔦䊾㈦敧㧺建䮰及⎆䊾ἶ所䙫建䮰 

娔姯圖∮。 

圖 9.5.5：ṳ⌨᷽䳧ᷰ⌨⹛Ịⷩ㔦䉎⠛外屳，建䮰外屳 

凚ằ㱹有⤑⤎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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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6：㗻㗌內㸖㲦忻⏖奲䉤䉂嵼巖⽧ⷩ㔦䉎⠛ㇽ⪤ 

斊ⱇ⠛䙫ガ景。 

圖 9.5.7：1950 ⹛ⷩ㔦䊾㈦≂吤ㇷ㘩䙫外屳，⅝劘⛹䙫 

娔何凮䟚其暼⠸ᾄ䄝ῄ⬿凚ằ。 

    
圖 9.5.8：ṳ⌨᷽䳧⅒⌨⹛Ị∴ὦ䔏䙫㌼䊾ⷌ⅞，Ọ及ⷩ㔦䊾㈦䍟憒㪉䖒䊾暢䙫ガ㲨。 

      
圖 9.5.9：ⷍ圖為 2008 ⹛㘩⎆䊾ἶ所䙫⹚㈦建䮰。⏚圖為䊾ἶ所ằ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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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 

圖 9.5.1： Oficio no.160 de 4-7-911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acompanhado de uma planta, 㾚敧㭞⏙㩻㠯椏，䬓

MO/AH/AC/SA/01/03140 噆文ờ。 

圖 9.5.2： Directório de macau 1932, Macau: Inspecção dos Servicos Econômicos, 1932, p.192. 

圖 9.5.3： 䔘✆地ⷌ⋀怲弟局㎷ᾂ。 

圖 9.5.4： 䔘✆地ⷌ⋀怲弟局㎷ᾂ。 

圖 9.5.5： R. Beltrão Coelho, Album Macau 1844-1974 , Macau: Tipografia Martinho, 1990, p.86. 

圖 9.5.6： 㱯䦰⑳䷏，ˣ尰䷯䉤⛂⌨⹛ˤ，㾚敧：溌㯶⯍㥔有昷⅓⏟，2007⹛，9柨。 

圖 9.5.7： Anuario de Macau 1950, Macau: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Economicos, 1950, p.16. 

圖 9.5.8： Evitar o aparecimento da raiva, Sábado, 4 Setembro 1982, p.21-23. 

 

9.6 㳪䴨◔ 

9.9.1 ⹚杉圖 

9.9.2 ⁛䪲杉圖及㭊䪲杉圖 

  
圖 9.5.10：∴ⷩ㔦䉎⠛ⰲ柩䙫ᷰ妹㠨㞝˚㡞㢄。 圖 9.5.11：∴ⷩ㔦䉎⠛䙫外朙ⰲ䰞及梫䰞˚ᷰ妹⽉㔖 

㞝˚䱾䳀䙫䁗㳌外䈭Ọ及㋘⽉䩾㈝。 

    
圖 9.5.12：∴ⷩ㔦䉎⠛⮋內䙫棣料㧤ᾄ䄝ῄ㋨⎆䊧，Ἥ⽳⛹䙫惏Ụ棣料㧤ⷙ恔㊭㮧ㇽ㔠ὃ⅝ẽ䔏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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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奦⢚榓巖 6 噆㈦ⰲ（喴ⰲ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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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墳馬路 6 號房屋（藍屋仔） 

10.1 基本資料 

名稱 西墳馬路 6 號房屋（藍屋仔） 

 

位置 澳門半島 

地址 
澳門西墳馬路 6 號 

及區華利街 9 號 

佔地面積 約 485 平方米 

建築物總建築面積 約 692 平方米 

建造年份 1941 至 1952 年間 

土地類型 國有土地 

建築物業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 

詳細分類 建築物─別墅式住宅 

現今用途 辦公場所 

保存狀況 建築物保存狀況一般。 

  
圖 10.1.1：不動產位置 圖 10.1.2：不動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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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背景資料 

西墳馬路 6 號房屋俗稱“藍屋仔”，興建於 1941 至 1952 年期間。1原建築是一棟只
有地面層的私人別墅（圖 10.5.1），業主為當時活躍於澳門社會的意大利籍建築師夏剛志
（Oseo Acconci），他設計的建築物包括有九澳七苦聖母教堂、望廈聖方濟各教堂等。2 

1958 年澳葡政府購入此物業後，分別於 1965 年和 1985 年進行擴建，期間又作簡化
及弱化處理，將原建築改建成現時的兩層高，並把原來的花園與建築物融為一體，具有當
時葡萄牙本土建築的特色。並於 1966 年轉移予公共救濟處（社會工作局前身）作辦公室之
用（圖 10.8.2、圖 10.5.4 至圖 10.5.6）。3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建築物的外牆被漆
成藍色（圖 10.5.3），由於藍色的建築物在該區十分罕見，故西墳馬路 6 號房屋在此以
後，成為了該區的地標物之一，並被社會大眾稱之為“藍屋仔”，花園內的大樹與建築物
藍色的外觀更形成了高度融合的街道景觀。 

社會工作局前身是 1938 年創辦的公共慈善救濟總會，為貧困市民提供救濟性的援助服
務，1947 年改組為公共救濟總會，1960 年重組為公共救濟處。到了 1967 年，公共救濟
處重組為社會救濟處，提供貧民保健、資助清貧學生學費或膳食費、協助戒酒、戒毒等的
工作。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社會環境的轉變，社會救濟處於 1980 年改組為社會工
作司，回歸後改稱為社會工作局至今。4 

“藍屋仔”位於重要的節點上，毗鄰被評定的建築群望德堂坊，亦位於從塔石廣場往大
三巴牌坊最為便捷的通道上，是連貫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兩大片緩衝區域（東
望洋山區域及主城區域）的中心點，亦是連繫大三巴核心區、東望洋山、望德堂坊三個特
色區域的步行路徑之交滙處。 

在澳門郵電司（郵政局前身）於 1983 年發行的系列郵票中，將“藍屋仔”列作 15 個
最重要的澳門公共建築和紀念物之一，肯定了它所具備的紀念意義。並於 1984 年被列入澳
葡政府的文物清單內，但於 1992 年的清單中被除名，到了 2006 年，社會工作局提出拆卸
計劃，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同年，在旅遊學院對“藍屋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不支持將
該建築物拆卸及希望保留的市民比例較高，這顯示出該建築物在澳門市民心目中有著一定
的重要性。5最後特區政府擱置了“藍屋仔”的拆卸計劃。 

 

  

                                                 
1 根據 1941 年航拍照片可知該房屋當時仍未興建。 
2 澳門天主教望廈聖方濟各堂網頁。http://mhsfx.catholic.org.mo/yof_act2reportmhsfx.html 
3 澳門物業登記局，物業登記資料，編號 19238。 
4 澳門社會工作局網頁資料。http://www.ias.gov.mo/tw/about-swb/development-history/development-history 
5 澳門旅遊學院編《專家及公眾對藍屋仔有關問題的意見研究》，2006 年，澳門：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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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價值分析 

西墳馬路 6 號房屋（藍屋仔）建於 1941 至 1952 年之間，毗連望德堂區，是該區的代

表性建築之一，其藍色的外貌，被社會大眾以廣東方言稱為“藍屋仔”，數十年來一直是

該區地標性建築物。自 1966 年起，作為社會救助的公共部門之辦公地點，“藍屋仔”見證

了澳門公共救助體系的成立與發展，是澳門公共救助福利和慈善工作的標誌。 

建築物的葡萄牙民族主義建築風格，是葡萄牙的本土建築特色之一，整體的體量及形

制仍然保留至今。“藍屋仔”與建築群“荷蘭園大馬路，由連接西墳馬路之大樓至 95 號

G”、聖味基墳場及望德堂坊上的一系列連續的特色建築，共同構成了大三巴核心區以東規

模最大的、完整程度最高的、由西式建築風格之建築物構成的特色城市景觀。 

 

10.4 建議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第 18 條的評定標準，西

墳馬路 6 號房屋（藍屋仔）符合“（一）在作為生活方式或歷史事實的特殊見證方面具重

要性；（三）具建築藝術設計，以及其與城市或景觀的整合。”此兩項標準，建議將其評

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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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參考圖片 

  

圖 10.5.1：藍屋仔最初只有地面層。約攝於 1964。 圖 10.5.2：建築物後來改建成兩層高。約攝於 1965 年。 

  

圖 10.5.3：外牆已漆成藍色。 圖 10.5.4：原戶外庭院已封閉。 

  

圖 10.5.5：大樹向上延伸越過一樓之平台。 圖 10.5.6：“藍屋仔”之屋簷。 



 

 
73 

西墳馬路 6號房屋（藍屋仔） 

 

 
圖片資料來源 

圖 10.5.1： PROVEDORIA DA ASSISTÊNCIA PÚBLICA NO ANO DE 1964，㾚敧，䤥ⷌ局內惏⇱䉐，䳫 1964 ⹛。 

圖 10.5.2： PROVEDORIA DA ASSISTÊNCIA PÚBLICA NO ANO DE 1965，㾚敧，䤥ⷌ局內惏⇱䉐，䳫 1965 ⹛。 

 

10.6 㳪䴨◔ 

10.6.1 地杉ⱋ⹚杉圖 

10.6.2 㭊䪲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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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ờᷧ    ⷩ㔦䉎⠛凱✧及ⷩ㔦䊾㈦

Ḳ减㘩䷐塄⌧Ẳ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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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之臨時緩衝區介紹 

ⷩ㔦䉎⠛凱✧及ⷩ㔦䊾㈦Ḳ恱䮫⛴䬍⏯娔䪲Ą减㘩䷐塄⌧ąḲ㹽∮ 1 及 2，（婚奲䬓

2柨两媽Ɛᷴ⊼䔉䙫Ą减㘩䷐塄⌧ąḲ娔䪲㹽∮），媑明⥩ᷲ： 

z 㵔℅ 1濖僅⹃評定不動產◦⅝侻‵㗇彍巭撚Ẁ䕂⌦邊䪂○ 

䮫⛴：ⷩ㔦䉎⠛凱✧及ⷩ㔦䊾㈦䙫⽳⛹ 

媑明：ᷱ志䮫⛴內㛥娔有㗻㗌ⷩ㔦䉎⠛䙫附ⱓ娔㖤，⥩棣料㧤，䏥㘩ẍ㘖䊾㈦䙫附ⱓ

娔㖤⠛所，凮⽬娼⮁ᷴ⊼䔉⅞有⊆僤ᷱ䙫旃偖『，㔬建議⯮ᷱ志䮫⛴娔䪲為减

㘩䷐塄⌧，⏳㘩建議䶔孞ᷱ志䮫⛴內䙫地⽉˚䶇化䩡敺及凮⽬娼⮁ᷴ⊼䔉䛟旃

䙫㦲ờ。 
 

z 㵔℅ 2濖僅⹃評定不動產◦㔭塾䕂⪧乌墐ⵤ‵㗇悋堿伭䴩之⌦邊䪂○ 

䮫⛴：ⷩ㔦䉎⠛凱✧及ⷩ㔦䊾㈦䙫∴⛹及⽳⛹ 

媑明：ᷱ志䮫⛴內䙫∴⁛劘⛹及⽳⁛ⱘ❈地⽉，凑ṳ⌨᷽䳧∄ᾦ凮⽬娼⮁ᷴ⊼䔉ㇷ為

ṭ㜂⺯ⱘ党䙫地㨀景妧，㖣景妧䙫⯐併妹⺍ᷱ⅞有偖乒，㔬建議⯮ᷱ志䮫⛴娔

䪲為减㘩䷐塄⌧，⏳㘩建議䶔孞ᷱ志䮫⛴內䙫㨠㜏及∴⽳⛹景妧梏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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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的臨時緩衝區之範圍 

對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周邊範圍劃設一幅面積約為 3535 平方米的臨時緩衝區，其

範圍如下圖。 

 
圖 1：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臨時緩衝區範圍圖 

 



  

附ờṳ    嫕婉㴢⊼資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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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6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 大炮台-澳門博物館演講廳※ 

2016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 營地街市四樓-營地活動中心 

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 下環街市四樓-下環活動中心 

※  此場公眾諮詢會將附設葡文即時傳譯 

歡迎全澳市民參與，對不動產的評定， 

發表寶貴的意見！ 
 

填寫後頁的意見收集表後，請於 2016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透過下列方式將 

《全澳第一批不動產評定── 諮詢文本》的意見及建議送交文化局！ 

 

感謝您的寶貴意見！ 

 

郵寄：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傳真：(853)2836 6836 

 

電郵：CBIM@icm.gov.mo 

 

網頁：www.macauheritage.net/survey/CBIM 

 

查詢電話：(853)2836 6866 或 8399 6699（辦公時間內） 

  



 

 

 



  

附ờᷰ    ヶ奲㔝暭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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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您是否認同前述10個不動產項目列作被評定的不動產？ 

  雀仔園福德祠 ------------------------- □ 認同 □ 不認同 

  福德祠（大碼頭街） ------------------ □ 認同 □ 不認同 

  福德祠（石牆街） -------------------- □ 認同 □ 不認同 

  福德祠（河邊新街） ------------------ □ 認同 □ 不認同 

  城牆遺跡（近加思欄馬路一段；近若憲 

 馬路一段；近西望洋聖堂一段） ------ □ 認同 □ 不認同 

  亞利鴉架街 28 號房屋 ---------------- □ 認同 □ 不認同 

  中西藥局舊址 ------------------------- □ 認同 □ 不認同 

  葉挺將軍故居 ------------------------- □ 認同 □ 不認同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 ------------- □ 認同 □ 不認同 

  西墳馬路 6 號房屋（藍屋仔） -------- □ 認同 □ 不認同 

   

 2. 其他意見 

   

   

   

   

 （若上表空間不足，可另紙詳細填寫） 

  

 

註：凡在本諮詢活動上所提供之意見及書面資料，一律用作全澳第一批不動產評定公開諮詢的研究用途，且該等資料無須徵詢提供者

的情況下，同意文化局用於分析、匯報及公開等用途；而個人資料僅在需要時才作聯絡用途，文化局將嚴格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妥善處理個人資料。 

  

 聯絡資料（可選填） 

 姓名：  電話：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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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4.pdf
	1.2 4B背景資料
	1.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雀仔園福德祠所在的“雀仔園坊”原為一茂密的樹林，清同治二年（1863年）澳葡政府拓展領土，其後於1864年開始發展此區域為雀仔園坊，並規劃成棋盤格局的街道。雀仔園福德祠內現存兩幅碑記，一為傳統廟宇的中文碑記──《重修福德祠簽題碑記》（圖1.5.4），另一為中葡文對照的碑記（圖1.5.6）。根據此兩幅碑記所載，專屬於雀仔園坊的福德祠建於清咸豐年間（1850－1861年），後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因雀仔園坊的發展規劃需要而搬遷至現址重建。而根據祠內匾額“德蔭閭閻”的上款“公元一九八六年歲次丙寅仲春吉旦重修”，得知其曾於1986年重修。雀仔園坊眾其後又集資於祠旁空地興建會所（圖1.5.2），供區內商戶及居民舉辦文娛活動，以及作為福德祠值理會的辦公室之用。
	雀仔園福德祠位於雀仔園坊內的羅憲新街和馬大臣街交界處，為一座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祠旁的會所為後期興建的現代建築（圖1.5.1）。雀仔園福德祠以磚木結構為主，前院的圍牆上有一圓拱門洞入口，門洞兩旁懸掛木製楹聯，拱頂中央點綴了灰塑作裝飾，圍牆頂部以中式寶瓶及西式花線配搭，混合了中西的建築元素，從拱門進入前院，可見公所（圖1.5.3）及正殿（圖1.5.5）入口，其外牆門額繪有灰塑壁畫。正殿主神龕內供奉有福德正神、媽祖等神祇的神像，以及財帛星君（文財神）龍頭牌，側神龕分別供奉玄壇（武財神）以及太歲。此外，祠內更保存多個光緒、民國以及近年由雀仔園坊眾捐贈的匾額、對聯、香案及香爐等器物（圖1.5.7）。
	雀仔園福德祠每年土地神誕皆有大型的慶祝活動，除搶花炮近年已停辦外，上演神功戲和舉辦敬老宴一直延續至今，是雀仔園坊重要的社區活動，該福德祠也是澳門最大型的土地誕慶祝活動場所之一（圖1.5.8、1.5.9及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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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論

	p010.pdf
	2.2 3B背景資料
	2.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福德祠（大碼頭街）位處的大碼頭街以及相鄰區域原為北灣淺灘，是澳門貨運貿易的重要碼頭（圖2.5.1）。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設立“關部行台”時，“大馬頭口”已作為其下屬的“巡緝口”，後來更作為“稅館”抽稅。自十九世紀開始，澳葡政府於北灣進行大型填海工程，今日大碼頭街以西均為人工填海而成（圖2.5.2）。其中多條街道如大碼頭街、快艇頭街等，仍反映出昔日碼頭的名稱。大碼頭街上曾開設賭館，現時街道兩旁仍存有不少早期興建的歷史建築，作為水果批發商戶的貨倉及辦公室，雖然部份地段重建後的建築樣式、高度上與傳統街屋存在較大差異，但其整體外觀保持良好，其建築高度及間距與該福德祠相若及協調，共同維持原有的街道面貌（圖2.5.3）。
	福德祠（大碼頭街）內嵌於左側牆身上的《重修大馬頭福德祠碑記》碑文雖然有所損毁（圖2.5.6），部分字體未能清晰辨認，但仍可知該祠由大碼頭坊眾創建於清嘉慶（1796年）之前，是大碼頭坊的守護廟宇，後於清光緒七年（1881年）重修。由祠內對聯“福澤垂降本境同沾雨露 / 神功顯耀合坊感沐恩光”上刻有“宣統元年仲春吉旦”及“重修值事送”，可知其曾於清宣統元年（1909年）重修。現存建築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傳統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配有麻石門框，上有一副石刻對聯，對聯上方刻有一對蝙蝠，外設有一道以熟鐵造的欄柵門，中間配有“壽”字圖案，內則設有一道具透氣孔的木板門，屋檐處則仍存有雕刻精緻的裝飾。該福德祠主神龕供奉土地公，另設側神龕供奉土地婆，在澳門十分罕見。祠內有由坊眾於光緒七年（1881年）捐贈的香爐（圖2.5.4），以及光緒十四年（1888年）製的香案（圖2.5.5）。從建築制式及室內擺設推斷，其應以“廟宇”格局作為祭祀土地神的建築物，與分佈於本澳其他以“社壇”為始，及後加上上蓋的福德祠發展方式不同。此外，上述碑記內的捐款名單除一般坊眾外，還有“廣興渡”、“廣泰渡”、“永安押”、“太和當”等多個商號的名字，反映當時廣受大碼頭至內港一帶商戶及居民的重視。然而，該福德祠現只作為少量水果批發商戶拜祭的場所，香火遠不及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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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測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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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B背景資料
	3.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福德祠（石牆街）位處的沙梨頭街又名石牆街，古稱“石牆村”，該村沿三巴門延伸的石牆而建（圖3.5.1及3.5.2）。根據《澳門編年史》引述的文獻所示，“石牆村”早於1844年的清政府官文奏折中已被提及，屬澳門古村落之一，自同治二年（1863年）開始，連同沙崗等地由澳葡政府開發。街道的肌理完整，無論在澳門的歷史地圖，或在現今的地圖上都十分清晰易見（圖3.5.3至3.5.7及圖3.5.10）。另外，由1865年的澳門地圖可見當時石牆村已有不少建築（圖3.5.4），村落的東面為一片田地，即現今田畔街至青草街一帶。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該片田地由著名的陳聯馨香廠開發，建有一列工場及住宅，更自設有發電機、水井等。
	位於舊區內的福德祠多有社壇名稱，而各個社壇的名稱或與村落地區有關、或與民眾設壇祈願有關，並無一定規律。位於石牆街的福德祠亦不例外，廟中祀壇石碑刻有“永安社”的名稱。《澳門掌故》認為該福德祠由居住在石牆街的漁民所建，而由於暫未發現該福德祠的相關碑記，故其始建年份不詳。但根據福德祠內匾額“永戴帡幪”（圖3.5.9）的上款“同治歲次甲戌季冬吉日”及另一匾額“同沾德澤”（圖3.5.9）的上款“同治甲戌年季冬吉旦立”，可知其興建年份不晚於同治甲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
	福德祠（石牆街）現存建築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的磚木結構建築，門面沒有採用實牆開門洞的一般作法，而是採用了澳門廟宇較少見的“隔扇”形式，雖然“隔扇”中的木門已不存，但門面兩側仍保留有雕工精致的通花隔屏，額枋仍留有木門鉸的痕跡，這些細節都可作為“隔扇”曾經存在的佐證；而從石柱上留有的隼卯接口可知，其檐口原是在石柱上裝設木栱而作成挑檐。這些作法與相距不遠的沙梨頭土地廟主殿如出一轍。該祠之土地祀壇形制與“太師椅”式的一般土地祀壇相同，但其刻有精美花邊圖案，為澳門同類型祀壇中罕見（圖3.5.8）。該福德祠除作為石牆村居民的祭祀中心外，推斷後期亦作為開發後的田畔街、青草街一帶居民祭祀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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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位於舊區內的福德祠多有社壇名稱，而各個社壇的名稱或與村落地區有關、或與民眾設壇祈願有關，並無一定規律。根據福德祠（河邊新街）內嵌於右側牆身上的《福德祠碑誌》（圖4.5.2）所載，原屬下環坊眾的福德祠是一小社壇，但社壇名稱及位置不詳。後來因社壇狹小、位置不便，下環坊眾遂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在這條由填海而成的河邊新街上覓得現址建一所大型的福德祠，並於其右方建舖，店面售賣香燭製品，後方作為下環坊眾的公所，作議事之用。可惜建成三年後，即同治十年（1871年），受到風災影響，福德祠嚴重損毀，坊眾再集資重修。根據福德祠內匾額“重光聚福”的上款“民國甲寅年季冬吉旦”及下款“沐恩當年重修值理立”，可知其後來又曾於民國甲寅年（1914年）重修。
	福德祠（河邊新街）是澳門唯一一座設有騎樓的中式廟宇建築，且其騎樓空間與相鄰建築物銜接，推測因其當時必須按照內港地區的建築規範而興建。福德祠建築以磚木結構為主，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傳統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殿內設有山門，內有天井，左、右兩側水巷與後院相連（圖4.5.3）。門前豎立儀仗牌，入口大門配有麻石門框，上有一副石刻對聯，門額主入口上繪有大型彩繪壁畫“蘇東坡教學”，壁畫下方刻有“福德祠”三字門額（圖4.5.1）。除作為下環坊眾的專屬祭祀中心外，該福德祠更於1906年將兩側水巷、後院及附屬店舖，作為陶瑞雲學塾，即後來的瑞雲小學，以及1989年由下環區坊眾互助會接辦的下環坊眾學校的校舍，直至2007年因生源不足停辦（圖4.5.4）。
	福德祠內主神龕供奉福德正神，兩側神龕分別供奉北帝及天后。祠內更保存有清嘉慶壬申年（1812年）捐贈的香案（圖4.5.7）、清道光戊戌年（1838年）捐贈的香爐（圖4.5.5），以及同治、光緒、宣統、民國以及近年，由下環坊眾捐贈的大量匾額、對聯、木幡及香案（圖4.5.6及4.5.8）。此外，根據《福德祠碑誌》所述，該福德祠在舊址時每逢土地誕都會上演神功戲、辦杯卜請龍頭牌回家供奉，現時祠內多個匾額的下款均有“演戲”、“建醮”等字，推斷此舉一直延續至現址，惟近年的慶祝規模逐漸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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