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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過渡期的中文官方地位與中葡雙

語化
＊

王增揚＊

一九八七年，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從此澳門進入

了過渡期。在過渡期內直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葡萄牙政府負責管理澳門

，而中國政府保証澳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此外，中葡兩國政府

還保証爲實現澳門的平穩過渡而努力。爲了實現平穩過渡這一目標，有關方面提

出要解決澳門過渡期的三大問題，即中文官方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 。

由此可見，中文官方化是一個直接關係到澳門平穩過渡和九九年政權順利移交的

重大問題。同時，中文官方化問題也直接影嚮到另外兩大問題的解決 。

中文官方化的法律含義。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中文在澳門官方化（即

獲得官方地位，成爲官方語言）就是獲得與葡語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一九九

一年中葡兩國外長在里斯本達成協議，同年十二月，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法令，

確定中文在澳門地區享有官方地位，並具有與葡語同樣的法律效力。一九九二年

一月，上述法令在澳門《政府公報》刊登，正式在澳門生效。可以說，澳門中文

官方化的問題，在法律意義上已經獲得解決 。

＊“中文官語化研討會”上的講話，研討會由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於九三年四月廿四日舉行 。

＊＊ 澳門大學翻譯中心

中文官方化的實際含義。“官方語言”就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關係領域均可

以使用的正式語言，尤其是在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等領域使用的正式語言。澳

門是一個以中國文化爲主體的社會，其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是華人（佔總人口的

95％ ）， 因此 ，漢語 （粤 語） 從來 就是澳 門居 民的 主要 語言。 然而 ，由 於漢 語

長期以來不是官方語言，所以，漢語的主要使用領域包括：家庭關係、鄰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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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關係，以及敎育領域和社會服務領域（其中主要是那些以滿足生存需要爲

交際目的的關係領域，（例如：飲食、服裝、住房、醫療衞生、娛樂等），而在

業務關係領域中則不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很少或不能使用。鑒於上述分析，中文

在澳門官方化的實際含義，就是使漢語從以滿足生存需要爲交際目的語言，變成

在事務關係領域（ 尤其是立法、司 法和公共行政領 域）的正式語言 。

中文官方化的實際目標。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目前澳

門的中文官方化的問題，主要指的是使中文在立法、司法以及各個公共行政和公

共事務部門成爲實際使用的正式語言。換言之，中文在上述各個領域的應用，是

中文官方化 今後在澳 門要達到的 實際目標 。

不難看出，如果中文在澳門的法律地位這一問題，可以通過政府的行政措施

比較快地獲得解決，那麼相比之下，使中文成爲各個事務關係領域中實際使用的

正式語言，則是一個更加複 雜，並需要一段較長時間 才能逐步得到解決的問題 。

衆所周知，由於歷史原因，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之前的四百年間葡語一直是

澳門地區立法、司法和政府行政部門使用的唯一正式語言。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起中文已經成爲澳門的官方語言。根據中葡兩國政府所達成的協議，以及前不久

已獲中國最高立法機構通過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九九九年之後，葡語仍

然是澳門地區的官方語言，這一切都表明，從現在起直到九九年之後相當長的一

段時期，澳門是一個擁有兩種官方語言的地區。從這一政治和社會的現實出發，

澳門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部門，應該實行中葡文並用的雙語政策，因爲只有實

行雙語政策，才有可能逐步提高中文在事務關係領域裏的實際地位和效力，從而

使中文在 澳門的官 方語言的 法律地位 ，得以眞 正落實 。

在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部門實行中葡文並用的雙語政策，涉及許多複雜問

題。近年來，澳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公務員培訓措施，例如公務員赴葡就讀計劃

、中文及中國公共行政課程，以及行政曁公職司培訓中心舉辦的雙語推廣課程等

等。此外，澳門的高等敎育機構也開辦了中葡語翻譯課程。所有這些敎育和培訓

措施都有助於 實行雙語政 策，也有助 於落實中文 的官方地位 。

然而，要眞正實現中葡文雙語並用，眞正落實中文的官方地位，還有許多工

作 要 做 。

首先，政府應制定一個在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領域實行雙語制的指導方針

。這一指導方針應該使實行雙語制和落實中文的官方化地位，成爲一個連續漸進

的過程。這一指導方針還應在考慮到過渡期澳門社會平穩發展的基礎上，有利於

各個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部門的有效和良好運作，並同時有利於公務員本地化

和法 律本 地化 問題 的解 決 。

第二、人材培訓。實行中葡文雙語並用的政策，最關鍵的一個條件，是要有

一大批能夠正確運用中葡文的雙語人材。然而這樣的雙語人材目前在澳門仍然十

分缺乏。根據行政曁公職司的統計資料，目前澳門公共行政的公職人員中，懂中

葡雙語的只有26．5％，其中，懂葡語和普通話的只有1 ．24％。因此，培訓中葡雙

語人材是目前的 當務之急。雙語 人材的培訓，可 以分爲二個層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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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培訓，赴葡就讀計劃，中文和中國公共行政課程以及行政曁公職司的

雙語推廣課程，都屬於這個範圍。公務員的雙語培訓，包括以葡語爲母語的人學

習漢語，和以漢語爲母語的人學習葡語。考慮到澳門是一個以華人爲主的社會，

以及過渡期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公務員的雙語培訓應以華人公務員學習葡語爲

主 。

中葡文翻譯人材的培訓。翻譯人材對於實行雙語制和落實中文的官方地位具

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對於澳門過渡期而言，尤其需要培訓高質素的翻譯人材，

他們旣要有堅實的中葡文語言知識和能力、又要具有公共行政和法律方面的知識。

第三、師資。人材培訓，不論是公務員培訓，還是學校教育（翻譯培訓），

都離不開敎師。就澳門目前的情況來看，培訓雙語人材的敎師本人就應該是出色

的雙語人材，他們不僅要有堅實的語言知識，還應具有把葡語或漢語作爲外語敎

學的豐富經驗 。

第四，學術研究。實行雙 語制，就必須對所涉及的 兩種語言（葡語和漢語 ）

有充分的了解和認識，這就需要在語言學（包括社會語言學）、社會學等不同學

科，從歷史和文化的不同角度，對葡語和漢語進行科學研究，其中重點是進行兩

種語言的對比研究。學術研究的目的是對漢語和葡語的敎學、推廣和使用提供理

論基礎和指導。學術研究的優先領域應該是 ：

——中葡比較語言學，以指導兩種語言的敎學以及工具書的編 纂 ；

——漢語作爲第二語言（ 或外語）的敎學方 法 。

——中葡翻譯和傳譯的理論問題和技術問題 。

第五、編寫敎科書和工具書。前面已經談過，爲了實行雙語制，爲了落實中

文的官方化地位，培訓大批能正確使用中葡文的公務員是當務之急。要進行語言

培訓，就必須有整套適用的語言敎科書。這些敎科書，無論是敎授漢語，還是敎

授葡語，都應遵循以下原則，要有明確的針對性，要把敎授語言知識和培養語言

交際（實際使用）能力結合在一起，要便於學生自學 。

澳門缺少中葡文對照的工具書，而高質量的工具書幾乎是一個空白，這種情

況對實行雙語制是極爲不利的。澳門現在急需的工具書包括通用型工具書（例如

葡中／中葡字典、中文和葡文的實用語法和對比語法等等）如專業工具書（例如

：專業辭典、專業詞匯手冊等等）。前不久法律辦公室出版的《葡中法律詞滙》

是一部專業工具書，對法律翻譯和在法律事務領域裏使用中文都是非常重要的意

義 。

以上是我對中文官方化和中葡雙語化問題的思考。在任何社會裏，語言問題

都不僅僅是“語言問題”，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而澳門過渡期的語

言問題，則更具政治性，它應該而且已經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在澳門過渡

期餘下的不到七年的時間裏，語言問題如何得到圓滿的解決，這是我們面臨的一

大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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