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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在澳
门的最后一天，澳门
自从回归祖国怀抱，
博彩业、旅游业……
相向发展，丰盈的经
济 收 益 提 升 了 社 会
的 福 利 基 金 ， 年 终
政府都会派发3000余
澳 门 元 赡 养 金 给 每
位退休、乐龄人士，
保障特区老弱居民有
幸福的晚年生活。政
府对教育事业也非常
重视，为缓解澳门大
学 现 校 园 的 挤 迫 状
况，2009年经中央人
民政府特准、授权澳
门 特 区 政 府 管 辖 珠
江口横琴岛教学区的
部分地块，辟为澳门
大学新校区，并专凿
河底隧道联通，便利
往来，这为澳门的未
来，培养专业优秀人
才发挥无比的作用。

趁早东瑞贤兄已
带我去游览澳门的旧
城区，无异于香港，

因地域所限，城区非
常拥挤，街道都挨人
行道而建，在狭窄街
道边多会竖起青色短
柱子或栏杆以保护行
人的安全。旧城区的
一些街道一侧，会整
齐地泊着长蛇般的车
阵，好像我们去过数
次的巴黎，观察泊放
车辆、车子首尾的间
距，不禁促使人们对
车主熟练的驭车技术
感叹不已。因为澳门
是山城，道路上下坡
陡峭，每当车辆行驶
至斜坡岔口，司机必
须换档提速，故我们
在路边行走、过街务
必多加留神。行走在
旧城区，所见四周的
建筑模式融汇中西风
格，配衬緑树花丛巧
妙布置，尤现典雅古
朴，突兀了完美的亚
欧风情。巿区内，无
论上坡处的窄巷，还
是平缓的大街，两旁

有很多旧式铺面，几
处经营餐饮的小餐館
会原汁原味地供应云
呑面、鱼粥之类的快
餐，信步漫游其间，
让我们感受跟别处一
些国际大都会不同的
生活节奏和步调，处
处洋溢着山镇小城的
情调，真不愧有东方
威尼斯之美喻。

我们徒步逛了个
把点钟，早已累得汗
流浃背，赶忙返回旅
馆休息，并在旅館食
堂享用早点，过后自
把行李托放柜台先行
退房就出外逛游了。

我们搭的士先去
大砲台，大砲台是16
世 纪 澳 門 耶 稣 会 人
士构筑的，它是昔日
防 卫 澳 门 的 重 要 标

志，17世纪初叶，耶
稣会在澳门还未被天
主教派取代之前，会
士 们 曾 藉 砲 台 的 威
力挫败了荷兰人的侵
袭。离此几步之遥的
澳门博物馆，其建筑
与砲台群融为一址，
博物馆构建为三层，
里面展现澳门数百年
来的历史文化与商贸
活动，对中、葡民间
的传统习俗和当代生
活都有详尽介绍，作
为东、西方四百余年
来 的 经 贸 文 化 交 汇
点，澳门时下也融进
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
路经济链构想，为配
合与促进一带一路的
贯通振兴发力。

出得博物馆，我
们 赶 紧 去 大 三 巴 牌

坊，我们去那边不单
是 为 显 示 曾 来 此 一
游，更重要是为购买
咀香园售卖的特色风
味 卜 达 糕 点 以 作 手
信。所谓的大三巴牌
坊，充其量只是一面
圣保禄教堂于19世纪
烧毁后残剩的前壁，
䇯立在长宽的石阶台
上，而“三巴”一词
是圣保禄St Paul 广府
语的谐音，因前壁形
似中国传统牌坊，故
被 俗 称 为 大 三 巴 牌
坊，是澳门的首要地
标。在大三巴景区，
游人如织，或观赏，
或拍摄，挤得水泄不
通，在牌坊右侧下方
的小巷，均是贩卖卜
达、葡色糕点、礼品
等的店铺，我们在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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