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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澳门传统民居门窗装饰承袭却又区别于岭南装饰风格，文章探察澳门独特门窗纹样装饰。方法：

依据多次田野调查实据，对澳门卢家大屋门窗装饰类型及其装饰纹样特征进行研究，探讨装饰纹样背后

的艺术内涵。结果：总结归纳澳门装饰纹样背后的艺术内涵，进一步发掘澳门地区建筑艺术的形成原因。

结论：证明与展示澳门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对澳门式新派岭

南建筑传承与总结，有利于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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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door and window decoration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houses in Macao is inherited 
but different from the Lingnan decoration style. Methods: Based on many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decoration types and decorativ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ors and windows of Lu family 
house in Macao were studied, and the artistic connotation behind the decorative pattern was dis-
cussed. Resul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connotation behind Macao de-
corative patterns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rchitectural art in Ma-
cao. Conclusion: Prove and show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Macao, promot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and inherit and summarize Macao-style 
new-style Lingnan architec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
ditional art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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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澳门自 16 世纪以来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不同的建筑风格和艺术形式相互影响融合，逐

步形成独特的澳门建筑风格，该风格总体上以传统承续为主，局部则具有外来文化影响特征。卢家大屋

作为澳门岭南建筑独特存在的典型代表，充分展示了晚清时期澳门地区中西方文化的精妙融合，既体现

了澳门家族式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又反映了澳门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是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卢家大屋于 1889 年落成，坐落于澳门大堂巷，毗邻澳门主教座堂与市政厅，是澳门商人卢

华绍的故居[1]。在十九世纪初，大堂巷为葡人聚集区域，华人则相对聚集在内港河岸一带，卢家大屋建

设于葡人聚集区，其原因可能在于卢华绍的生意与葡人有较多的往来，这也间接致使卢家大屋的建筑风

格融入了葡式元素。因档案缺失，研究资料较少，针对卢家大屋建筑风格成因的研究寥寥无几。原因或

有其二：一因卢家大屋在历史上曾经被分租出去，有很多难民涌入居住，导致大屋的很多部分被拆掉或

改建，影响了原始建筑的真实完整性。二是卢家大屋的修复相对较晚，2002 年才开始修复工作，限制了

研究者的进入和调查。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分析卢家大屋门窗造型、纹样装饰，进一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

装饰规律，意在证明澳门传统民居设计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挖掘澳门传统民居门窗装饰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补充澳门传统民居研究资料的缺乏。 

2. 卢家大屋空间布局 

卢家大屋建筑布局为岭南院落式住宅布局，占地约 330 平方米，分为两层，为三开间三进的格局，

卢家大屋高 8.6 米，与宽度比 1:1.618，展现了岭南建筑的恢弘气派。卢家大屋首层布局见图 1，大屋由

外及内分别是门厅、轿厅和正厅，各空间之间通过天井连接；门厅面积约 6 平方米，门厅内部是一个 13
平方米的天井，天井起到采光通风的作用，适配澳门湿热的气候；轿厅面积约为 27 平方米，轿厅内部是

一个 17 平方米的天井连接到正厅。三个厅堂都位于中轴线上，是家庭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方。厅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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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墙，由可移动的隔扇门隔开，可以根据需要开合或拆除，调节空气流动和厅堂空间，灵活实用。

两边次间宽约 20 平方米，第一进和第二进之间也用天井作为过渡，右边天井面积约 25 平方米。二层空

间见图 2，二层的空间与一层相对应，第三进是两层高。由于一楼正厅层高较高，所以二层设有阁楼，

用于供奉祖先灵位。大屋建筑布局符合岭南建筑中的风水原理，又适应了澳门狭窄街巷环境。 
 

 
Figure 1. The layout of the first floor of Lu family mansion 
图 1. 卢家大屋首层布局① 

 

 
Figure 2. The second floor layout of Lu family mansion 
图 2. 卢家大屋二层布局① 

3. 卢家大屋门窗类型 

澳门地区传统民居的门窗设计受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影响，导致艺术形式变化且类型得到丰富，

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 门类型。澳门地区门的造型承袭岭南风格又融合了葡萄牙装饰特征，在工艺上大胆使用了新式

材料，因此诞生了浓厚的澳门特色。卢家大屋门按照结构来可分为凹斗门、行门、隔扇门、当中和罩。 
1) 凹斗门式。卢家大屋正门为凹斗门，见图 3，凹斗门又称凹门廊，是澳门传统民居常见的门类型，

凹斗门以花岗岩为框架，门洞宽 1.58 米，高 3.35 米，由吊脚门，趟栊门，实木板门三层组成，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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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浓烈的岭南西关大屋建筑特征。澳门地区三面环海，因此炎热潮湿、台风频发，需要建筑空间通风

透气，还要避免太阳辐射和热量进入门楼内，凹斗门兼具防风、避雨及遮阳等功能，在建筑入口处形成

一个遮敞空间，增强了热舒适性，使入户光线柔和舒适，适配了澳门的气候条件，达到功能与美学的统一。 
 

 
Figure 3. Recessed door 
图 3. 凹斗门② 

 

 
Figure 4. Concave door structure 
图 4. 凹斗门组成结构② 

 
2) 隔扇门。卢家大屋分布有两扇隔扇门，为轿厅隔扇门，见图 5，与正厅隔扇门，见图 6，隔扇门

是岭南传统门类型中的一种，起源于唐宋时期，为门连窗的结构，可装可拆，卢家大屋隔扇门平常只打

开两侧各两扇门以供出入，特殊时期可将隔扇门拆下，扩大使用面积。门扇的主躰由边抹、槅心、绦环

板与裙板组成，其特点在于可任意组合和拆卸。澳门地区冬暖夏热，因此卢家大屋隔扇门的特点是格心

面积大，采光效果好。澳门地区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外交流频繁，在隔扇门的设计上引进了套色玻璃

工艺，见图 7，颜色鲜艳，装饰味道浓厚，与外来文化多元融合的效果，清新简约，澄澈明快充分展现

了中西融合的装饰艺术。 
3) 行门。卢家大屋室内房间门为行门，其优点是门开启后可紧贴门洞内壁和墙壁，尤其在空间狭小

的情况下更显方便，见图 8 [2]。卢家大屋行门为传统中式造型，门框上方有砖雕或灰塑装饰以花卉、动

物、人物为题材，造型逼真，色彩鲜艳，展现了岭南传统艺术风格，见图 9。卢家大屋行门设计具有传

统的民间美术艺术价值，迎合了澳门当地民众的审美，展示了澳门地区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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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Lu family mansion sedan chair hall partition door 
图 5. 卢家大屋轿厅隔扇门② 

 

 
Figure 6. Lu family mansion main hall partition door 
图 6. 卢家大屋正厅隔扇门② 

 

 
Figure 7. Color glass process 
图 7. 套色玻璃工艺② 

 

 
Figure 8. Lu family mansion walking door 
图 8. 卢家大屋行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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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Lu family mansion door gray plastic 
图 9. 卢家大屋行门灰塑② 

 
4) 挡中。挡中的造型与隔扇门无二，皆起到隔断与视觉遮挡的作用，但与隔扇门不同的是，挡中是

风水学的产物，通常放置在正门于入口处起到分隔前庭空间的作用，见图 10。按照岭南风水学的原则，

卢家大屋主入口处设置挡中，起到挡煞气以及藏风聚气的用途，挡中槅心呈镂空造型，在起到分隔空间

的功能时不影响室内空间的通风与采光。 
 

 
Figure 10. Lu family mansion block 
图 10. 卢家大屋挡中② 

 
5) 罩。罩是岭南传统民居的构件之一，一般悬装在柱子之间或者房梁之下，在《营造法式》中，罩

同门窗一样都归于小木作制作构件，多用于室内装饰和隔断[3]。罩在功能上多用于室内装饰，以及空间

的过渡。卢家大屋有飞罩和落地罩，见图 11、图 12，两种类型的罩，落地罩与飞罩结构相似，区别在于

落地罩的罩脚直接接地，而飞罩的罩脚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卢家大屋轿厅装有落地罩，在设计上多

采用镂空雕刻工艺，并于落地处设置花岗岩须弥座，见图 13，以表现其典雅、玲珑、清新、古拙的艺术

效果；卢家大屋偏厅的飞罩净空高 4.32 米，罩上部设有菱格蚝镜楣子，保证了通风、采光功能。 
 

 
Figure 11. Lu family mansion flying cover 
图 11. 卢家大屋飞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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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Floor-to-ceiling cover for Lu family mansion 
图 12. 卢家大屋落地罩② 

 

 
Figure 13. Sumeru throne made of granite 
图 13. 花岗岩须弥座② 

 
(二) 窗的分类。窗户是建筑的重要构件，在通风、采光、防火、防潮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人们

营造出舒适的居室空间[4]。早期澳门传统民居只对外开门而不开窗，营造光厅暗房的居住环境，这种暗

房满足了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基本要求。随着海关开放与商品经济发展，澳门人对居住环境的

需求提高，室内空间采光通风等需求变得重要，窗的设计成为影响室内环境的主要手段，因此澳门出现

了诸多中西风格融合的窗，卢家大屋共有六种窗类型，既有偏传统的蚝壳窗、漏窗、满洲窗，也有蕴含

西式元素的百叶窗、铁艺窗与落地窗。 
1) 百叶窗。卢家大屋的建筑外窗之一为百叶窗见图 14，与西式百叶窗不同，卢家大屋百叶窗造型为

中式满洲窗与西式百叶窗的结合，在传统满洲窗扇上卸去木花格和玻璃，更换成开关灵活的木制百叶，

见图 15，关闭的木制百叶既能保证室内的私密，也可以起到隔音的功效，夏季可以通过调整叶片角度可

以形成清爽的自然风，冬天也可以利用百叶窗优秀的密闭性减少室内热量的散发。虽然木制百叶窗的耐

水性和透光率不高，但相比平开窗能有效控制光暗和视线，是能够解决澳门地区隔热与透光矛盾的理想

外窗构造。 
2) 蚝壳窗。卢家大屋部分房间内窗为蚝壳窗见图 16，蚝壳窗是岭南沿海一带十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传统建筑装饰，蚝壳窗由蚝壳打磨成均匀的薄片镶嵌在窗格上，具有良好的采光性，因此在澳门传统

民居中有广泛的应用。在卢家大屋蚝壳窗以几何为图案，以木窗框搭配打磨蚝壳，不仅温婉秀气，还蕴

含了澳门地域独特的海洋文化，极具欣赏性。 
3) 满州窗。满洲窗最早由满洲人所创，经与岭南本土元素的融合，后随清代彩色玻璃等西方建筑材

料传入，慢慢形成别具一格的窗式类型见图 17。卢家大屋一层二层均有满州窗分布，受西方宗教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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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卢家大屋满洲窗运用西方彩色玻璃镶嵌技术，五彩的颜色搭配花鸟等中式纹样题材，搭配光影的

变化，婉约别致，西方的极简之美又注入了东方古韵的意境。 
 

 
Figure 14. Lu family mansion shutters 
图 14. 卢家大屋百叶窗② 

 

 
Figure 15. Flexible wooden shutters 
图 15. 灵活的木制百叶窗② 

 

 
Figure 16. Lu family mansion oyster-shell window 
图 16. 卢家大屋蚝壳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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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Lu family mansion Manchurian window 
图 17. 卢家大屋满洲窗② 

 
4) 漏窗。漏窗是岭南传统窗式之一，见图 18，泛指置于庭院等建筑墙壁上的构建，起到框景、增加

空间层次的作用[5]。卢家大屋的漏窗位于轿厅与花园直接间的墙体上，该漏窗高 1.68 米，宽 1.36 米，由

四行五列共二十块内含铜钱形琉璃花组成。漏窗将卢家大屋轿厅与花园的空气循环，起到降温通风的功

效，还利用窗扇内外太阳照射而产生斑驳陆离的光斑，这种光影效果增强了空间层次感。 
 

 
Figure 18. Lu family mansion ornamental perforated window 
图 18. 卢家大屋漏窗② 

 
5) 铁艺窗。清末民初铁艺窗花从欧洲传入澳门，结合诞生出澳门特色的铁艺窗。卢家大屋后天井有

两扇铁艺窗见图 19，该铁艺窗在欧洲铁窗的制式上融入了卷草纹、莲花纹等中式传统题材，铁艺窗分为

四格相同的花样，铁花交叉処以实心莲花铸铁饼为装饰。中西文化碰撞结合，蕴含澳门风情。铁艺窗是

一种固定的，不能开启的窗户，相对于木窗来说，寿命更长，不容易损坏，硬度高，耐候性好，卢家大

屋铁艺窗在关注实用功能的同时，也注重窗饰所营造的精神功能和文化气息。 
6) 隔扇门式窗。卢家大屋二层向天井处采用了隔扇门式窗，见图 20，隔扇门式窗可视为将隔扇门的

所有裙板合并为整块平板，并进行了雕刻装饰。与隔扇门不同，隔扇门式窗的上半部分可以开敞起到通

风作用，其窗的格心为花棂夹彩色玻璃。 
7) 仿砖雕窗框。窗框位于卢家大屋天井処，与其他的窗类型不同，卢家大屋窗框没有窗扇，因此更

多起到的是装饰功能。卢家大屋窗框艺术造型独特，巧妙利用砖雕技法，将圆雕、高浮雕、镂空雕技术

相结合见图 21，窗框装饰纹样为岭南常见的一连串瓜果作为主题，取其子孙繁衍连绵不断之意，设计流

畅自如，给人画面与砖墻共出的立体观感。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75


陈宇，舒欣润 
 

 

DOI: 10.12677/design.2024.91175 1464 设计 
 

 
Figure 19. Lu family mansion wrought iron window 
图 19. 卢家大屋铁艺窗② 

 

 
Figure 20. Lu family mansion partition door type window 
图 20. 卢家大屋隔扇门式窗② 

 

 
Figure 21. Lu family mansion partition door type window 
图 21. 卢家大屋隔扇门式窗② 

 
8) 落地窗。卢家大屋二层正面向外街的墻体上分布有两扇落地窗见图 22，与当代落地窗不同，卢家

大屋落地窗由五部分组成：床裙为两扇外开的六角菱格蚝壳窗扇，内部建有木栏杆及落地玻璃门(现在的

门玻璃并非原物，外窗为木百叶窗，顶加花栅夹彩色玻璃拱梗窗；窗楣镶嵌着彩灰塑。落地窗设计充满

了中式风格又颇具葡韵，诠释了澳门艺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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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2. Floor-to-ceiling window of Lu family mansion 
图 22. 卢家大屋落地窗② 

4. 卢家大屋门窗纹样装饰特征 

澳门传统民居门窗的装饰风格受岭南风俗与葡萄牙元素双重的影响，装饰题材丰富展现了独特的文

化属性，为了能够找出这些装饰纹样的分布规律，本研究对卢家大屋门窗纹样进行绘制并统计归纳，进

一步分析澳门传统民居门窗装饰的艺术特征，更好地认识澳门门窗的艺术形式。卢家大屋门窗纹样装饰

主要分成五类：植物题材、动物题材、几何题材、吉祥题材、文字题材、器皿题材。 
(一) 植物题材。卢家大屋门窗装饰大量使用了植物题材纹样见表 1，例如门厅处的挡中使用了石榴

纹样、西番莲纹样与卷草纹样进行装饰，石榴纹为岭南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起源于明清时期，石榴多

子，因此被视为“多子”的祥瑞之果，石榴纹在丰富装饰效果的同时，又增添了许多吉祥寓意；西番莲

纹是洋为中用代表纹样，明朝时期由西方传教士传入；卷草纹是一种变化丰富的纹样，将石榴纹与西番

莲纹串联起来，为装饰增添灵动感。轿厅隔扇门使用了十字海棠纹样装饰，古人常用海棠表达思念、珍

惜的情愫，此外卢家大屋别名“金玉堂”，“棠”与“堂”谐音，因此卢家大屋内的海棠纹样蕴含了祝

福的寓意。百叶窗与行门使用了兰花纹，古人以兰喻隐君子，因而兰花纹寓意淡泊高雅的精神。铁艺窗

阵列式使用了莲花纹装饰，莲花纹蕴含了清韵长寿，寓意家族兴旺、人口平安的美好祝愿。部分窗还使

用了宝相花纹样，纹样以宝相花自然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圆满的造型，对称的形式蕴含着浓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内涵。总的来说澳门门窗装饰艺术中门窗纹样在装饰的同时借用植物的吉祥寓意，来表达对于美

好生活的希冀。 
(二) 动物题材。卢家大屋门窗装饰对于动物题材见表 2，也有着广泛应用。位于轿厅的漏窗使用了

蝙蝠衔吊钱纹样。蝙蝠纹起源自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最悠久的纹样之一。“蝠”为“福”字的谐音，

因此蝙蝠被赋予吉祥幸福的隐喻，蝠纹的表现形式是灵活的，与不同的素材搭配便有不同的寓意，花窗

用了蝙蝠纹与钱纹结合，蝙蝠取其谐音“福”，铜钱取其谐音“前”，取意“福在眼前”；位于书厅的

满洲窗以红蚀刻花鸟纹为画心，将鸟与牡丹花结合，寓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天井処仿砖雕窗框刻有

象征祥瑞的瑞狮兽纹样，承载了澳门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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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u family mansion plant theme pattern table 
表 1. 卢家大屋植物题材纹样表① 

植物纹样 

 

 

 

分布区域 挡中 落地窗 百叶窗 

纹样名称 石榴纹样、西番莲纹样、卷草纹样 宝相花纹样 兰花纹样 

植物纹样 

 

 

 

分布区域 隔扇门 铁艺窗 满洲窗 

纹样名称 海棠纹样 莲花纹样 牡丹花纹样 

 
Table 2. Lu family mansion animal theme pattern table 
表 2. 卢家大屋动物题材纹样表① 

動物纹样 

 

 

 

分布区域 漏窗 满洲窗 窗框 

纹样名称 蝙蝠纹样 鸟纹样 瑞兽狮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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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几何题材。岭南传统门窗纹样几何纹样，见表 3，几何纹样种是中国传统窗棂装饰最主要的装

饰手段[6]，几何形装饰往往会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列，与动植物纹样不同，几何纹通常没有具体寓意，

只是为了渲染建筑庄严肃穆的氛围，多用于门窗格心的装饰与衔接[7]。卢家大屋二层天井处隔扇门式窗

窗装饰纹样由菱形，六边形，这些纹样搭配独具匠心，富于情趣，具有较高的审美。卢家大屋建筑一层

二层蚝壳窗图形纹样为正六边形，每一边有垂线相交，垂线把图形平均分割成六个凸四边形，工匠以木

为线，以蚝壳为面，在窗框里绘制出无数个连绵不断的正六边形，设计缜密、精妙绝伦。卢家大屋罩上

的拐子纹为室内空间增添了几分柔和，避免了线条呆板僵硬，又恰当地凸显了纹饰的硬朗、挺拔，营造

了刚柔并济的纹饰风格。 
 
Table 3. Lu family mansion geometric theme pattern table 
表 3. 卢家大屋几何题材纹样表① 

几何纹样 

 

 

 

分布区域 蚝壳窗 隔扇门式窗 罩 

纹样名称 六边形纹样 菱形纹样 拐子纹样 

 
(四) 吉祥题材。吉祥纹样源于藏传佛教，大多数是以儒释道思想为设计的出发点，后被汉族人民所

接纳[8]。吉祥题材见表 4，在卢家大屋门窗装饰中有广范应用，例如飞罩与漏窗采用了祥云纹、福寿纹

与法轮纹：祥云图案具有生动飘逸的形态。其祥瑞、百搭的特性更是赋予了这种纹饰极大的表现力。是

人们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如意纹起源于商周时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吉祥图案

之一，表达了人们渴望吉祥的愿望；福寿纹则寓含福寿吉庆的美好祝颂；如意纹中的如意是佛八宝之一，

用于记录经文。如意纹在中国流传千年仍鼎盛不衰，常被借喻“称心”、“如意”，最是好口彩；法轮

纹盛行于明代，法轮寓意像轮子一样旋转不停，永不熄灭，有如愿吉祥之意；满洲窗使用了盘长纹样，

盘长纹又称吉祥结，原为佛教法器之一，绳结的形状连绵不断，没有开头和结尾，用它来表示佛法回环

贯彻，含有长久永恒之意，后寓意为家族兴旺、子孙延续、世代相传的美好祈愿。 
 
Table 4. Lu family mansion auspicious theme pattern table 
表 4. 卢家大屋吉祥题材纹样表① 

吉祥纹样 

 

 

 

分布区域 飞罩 满洲窗 落地罩 

纹样名称 祥云纹样、如意纹样、福寿纹样 盘长纹样 法轮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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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字题材。澳门人自古以来读书重教，门窗装饰中的文字类题材自然不能缺席。卢家大屋把寓

意吉祥的汉字应用在门窗装饰上，以文字为题材的装饰纹样所表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和意义更为直接。，

隔扇门上“富贵荣华”，见图 23，隔扇门的文字纹样工艺繁复，其书法布局的疏密合理、字体线条粗细

得当，造就了门窗装饰独特的节奏韵律，也体现了屋主人闲情逸致的生活。 
 

 
Figure 23. Partition door text theme “wealth and glory” 
图 23. 隔扇门文字题材“富贵荣华”① 

 
(六) 器皿题材。器皿形纹样图形装饰常见于岭南传统门窗，日常生活常见的有以花瓶、礼器、货币

等为原型进行组合设计的门窗，形式上主要以器皿的形象轮廓为造型。卢家大屋中器皿题材见表 5，罩

中的花瓶纹样，其主要寓意是“瓶”与“平”字读音一样，凝聚着人们对花开富贵和岁岁平安的美好愿

景。漏窗使用了钱纹，钱纹又称铜钱纹，钱纹兴起于宋代，是财富的象征也是代表镇灾、吉庆的符号。 
 
Table 5. Lu family mansion utensil theme pattern table 
表 5. 卢家大屋器皿题材纹样表① 

吉祥纹样 

 

 

分布区域 落地罩 漏窗 

纹样名称 花瓶纹样 钱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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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卢家大屋门窗装饰纹样的艺术特征 

(一) 装饰题材类型广泛。澳门传统民居门窗装饰题材丰富，大致分四个方面：一是植物题材与动植

物题材，将生活的情趣寄托于自然景物中的花鸟之间；二是吉祥题材，这类纹样通常取材于民间传说或

宗教故事中，具有很强寓意性，展现了人们对吉祥幸福的殷切期盼；三是几何题材，重复的几何元素设

计缜密、富于情趣，提高了门窗装饰的审美水平；四是文字题材与器皿题材，这类题材深受文人雅士喜

爱，具有吉祥富贵含义的书法以及器物装饰纹样在澳门门窗装饰里屡见不鲜。澳门地区的门窗装饰纹样

题材中既有源自西周的传统中式纹样祥云纹，也存在西番莲纹此类洋为中用代表纹样，充分诠释了澳门

地区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 
(二) 对称。对称是常用的构图手法，以中轴线可将门窗装饰分成对称的两部分，澳门传统民居门窗

装饰纹样中大量使用了对称的艺术手段，使门窗的装饰产生了均衡的美感，在装饰表现上给人以端庄之

感。卢家大屋大多纹样都有相应的应用，见图 24，例如天井处满洲窗的菱形纹、轿厅隔扇门的十字海棠

纹装饰、门厅挡中的西番莲纹与卷草纹等，这类装饰纹样均以中轴线对称，营造了和谐稳定的艺术特征，

让门窗变得更加协调。 
 

 
Figure 24. The symmetry and balance of decorative patterns 
图 24. 装饰纹样的对称与均衡① 

 
(三) 繁简有序。澳门传统民居门窗装饰注重繁简有序，在部分区域做了重点装饰增强了装饰的趣味

性，因此在保持门窗装饰均衡对称的同时并不单调。例如在书厅满洲窗，见图 25，其整体纹样为盘长纹，

但格心中部还加入了精巧的花鸟玻璃蚀刻画，在观感上不仅做到了色彩与形式的统一，还形成了引导视

觉中心，增加了整体窗格装饰的变化，使其达到了精巧耐看的艺术效果，在统一的同时又具别具一格。 
 

 
Figure 25. Lu family mansion Manchurian window 
图 25. 卢家大屋满洲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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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视寓意表现。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寓意美，把抽象的东西采用象征的方式来进行传

统门窗的装修，以此来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澳门门窗装饰纹样题材广泛、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流传久远，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在澳门传统门窗的装修过程中常常会在门窗上体现

出文化的特点，从而满足人们的审美。在生活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会

在门窗上进行装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予希望，例如象征“多子”的石榴纹饰、喻隐君子的兰花纹饰、

蕴含吉祥幸福的蝙蝠纹样等，通过门窗纹样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吉祥如意和多福多寿

的心灵，因此澳门传统门窗装饰在遵循形式美的同时蕴含了独特的寓意表现。 

6. 澳门门窗装饰纹样风格的艺术构成解析 

澳门门窗装饰风格体现了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尊重，卢家大屋门窗装饰特质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和互鉴，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表达了人类对美和自然的共同追求。既相互冲撞、排斥，

又交融、汇合，在这一片土地中对抗合作，使得这里的门窗艺术尤为灿烂出众。 
(一) 历史社会环境。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抵达澳门，澳门成为了欧洲在中国最早的据点，澳门逐步成

为一个有规模的商业城市。1887 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王国在北京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商品

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繁荣促使建筑艺术较之从前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应对地域文化和审美的

新形式，澳门地区传统门窗的类型逐渐增多，门窗装饰纹样也更为繁杂，由早期传统农耕主题的装饰向

更为美观、精致的方向转变，如在门窗中出现的各式纹样，以及满洲窗所展现出的极具西方味道的装饰。

澳门地区历史社会环境对建筑门窗的影响是重大的，无论是在其形制结构还是纹样装饰中，都能感受到

当时复杂的历史社会环境。 
(二) 文化融合环境。澳门地区根据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之前所描述的历史社会环境，为东西方

文化交流及共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岭南与葡萄牙的双重文化交流及共存亦塑造澳门本身独特的个性。

这种地域文化下形成的门窗装饰有着鲜明的多元性与包容性，既有早期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子，又善于接

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例如铁艺窗中金属的运用以及百叶窗与木材的融合。澳门历史上受到天主教的影响

颇深，澳门传统民居门窗造型亦存在宗教建筑风格，例如卢家大屋拱形彩色玻璃窗。澳门装饰风格与多

种艺术相结合，并部分融入西式建筑元素，从而形成极具地域性的艺术。 
(三) 澳门地区与岭南传统门窗装饰异同。 
同：澳门及岭南传统建筑都善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西学东渐，逐渐形成质朴、简练、清淡、雅

致、通透的独特建筑风格，两者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用了许多传统的吉祥图案和符号，也都

有一定程度的外来文化融合，反映了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质。 
异：相比传统岭南风格，澳门风格的装饰纹样更加突出中西合璧的特点，其门窗装饰纹样中带有明

显的葡萄牙或欧洲风格，如使用西式花纹、彩色玻璃、瓷砖镶嵌、和复杂的铁艺装饰；而岭南地区则更

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与地方特色的结合。其成因可能为澳门自 16 世纪中叶起便成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段长达几个世纪的葡萄牙统治使得澳门的纹样装饰风格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岭南地区虽然也是对

外开放的重要地区，相比澳门则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更多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其文

化交流更多地是在中国内部，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注  释 

①图 1、图 2、图 23~25、表 1~5 来源：作者绘制 
②图 3~22 来源：作者拍摄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75


陈宇，舒欣润 
 

 

DOI: 10.12677/design.2024.91175 1471 设计 
 

参考文献 
[1] 茹勇夫. 世遗漫记: 中国的世界遗产纪实[M].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 杨静. 岭南传统庭园门窗的特色及承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州大学, 2014. 

[3] 张诗君. 岭南传统建筑门窗艺术形式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2019. 

[4] 鲁群霞, 刘平凡, 黄涛. 岭南传统窗户及其地域特征影响因素解析[J]. 设计, 2018(3): 16-17. 

[5] 余宛琳, 徐雷. 花窗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设计, 2019, 32(13): 47-49. 

[6] 鲁群霞, 杨慧珠. 岭南传统窗棂装饰艺术研究[J]. 设计, 2015(7): 62-63. 

[7] 冯颖男. 广府地区传统建筑门窗装饰艺术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1.  
https://doi.org/10.27151/d.cnki.ghnlu.2020.000383  

[8] 王婧麑, 李欣华. 八吉祥纹样研究及现代设计探索[J]. 设计, 2023, 36(5): 30-33.  
https://doi.org/10.20055/j.cnki.1003-0069.000586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75
https://doi.org/10.27151/d.cnki.ghnlu.2020.000383
https://doi.org/10.20055/j.cnki.1003-0069.000586

	文化融合背景下澳门传统民居门窗装饰的设计表达
	——以卢家大屋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Design Expression of Doors and Windows Decoration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Houses in Macao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Lu Family Mans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卢家大屋空间布局
	3. 卢家大屋门窗类型
	4. 卢家大屋门窗纹样装饰特征
	5. 卢家大屋门窗装饰纹样的艺术特征
	6. 澳门门窗装饰纹样风格的艺术构成解析
	注  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