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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

宗教活動的自由； 特區政府根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不干預
宗教組織和教徒同澳門以外地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及發展關係，不限制與澳門特區法律

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

《宗教自由》（第 5/98/M號法律）是澳門特區規範宗教自由、禮拜自由以及一般宗教教派
的法律。當中指出，澳門地區不指定信奉任何宗教，它與各宗教教派的關係以分離原則及中

立原則為基礎。該法律還規定，在法律面前，所有宗教教派平等。

不同宗教並存發展

澳門的宗教充分體現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徵，除佛教、道教、儒教信仰為主體的民間信仰

之外，也有傳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歷史源遠流長。

不同宗教的門徒和信眾在自己的傳統宗教節日裏，以特有的方式進行各種紀念活動或慶

祝儀式。例如，澳門天主教教區的傳統宗教遊行活動，包括聖母像出遊、大耶穌遊行、耶穌

聖屍遊行等。在佛教傳統節日，佛門弟子及信眾上香禮拜、敲經唸佛、祈求普渡眾生。另外，

每逢民間俗神，如天后娘娘、土地公公、譚公和哪吒三太子的神誕慶祝活動中，善男信女往

廟中祭祀，金豬酬神，並請來戲班演神功戲，藉此「娛神娛人」、「人神共樂」。

佛教

佛教信仰在澳門華人群體的社會生活中，佔據着相當重要的位置。值得指出的是，澳門

不少居民心目中的佛教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當中還可能包含儒、道及中國民間其他的傳統

習俗信仰。媽祖閣、普濟禪院和蓮峰廟等廟宇的興建和歷代的修葺，建成後一直香火鼎盛，

歷久不衰，就是最好的說明。

澳門居民大多數是華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份，佛

教信仰在澳門華人的文化和生活中植有深厚根基，佛門信眾和入廟燒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成千

上萬，難以統計。澳門有不少佛教團體，主要的有成立於 1997年的澳門佛教總會。

澳門有廟宇 40多座，數十間土地廟和神舍，在大大小小的廟宇中，以供奉觀音、天后和
關帝居多。

特區政府成立後，將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定為公眾假期。

道教

中國原始宗教信仰源自人類對自然現象的恐懼，產生於萬物有靈及靈魂不滅的觀念及祖

先的崇拜。道教便是在中國古代社會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在東漢末期形成的一種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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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山縣志》，公元三世紀時，道教已在廣東番禺及香山一帶傳播。在澳門，不少華

人家庭至今依然傳承着道教相關的民俗祭祀習慣。經過數百年的演變，現時，澳門的道教活

動場所主要有道教廟宇、正一派火居道院及道教壇堂三類。主要的道教團體則有成立於 2001
年的澳門道教協會。

2009年「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獲特區政府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於 2011年獲
國務院公佈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道教團體每年主辦道教文化節及道樂欣

賞會等，也參與澳門廟宇節慶文化節。

天主教

澳門天主教教區於 1576年 1月 23日由教宗額我略十三世頒令成立，成為近代遠東第一
個主教區。澳門教區成立初期，涵蓋的範圍極廣，包括中國、日本、越南和東南亞沿海各島

嶼。

澳門天主教教區首位署任主教是耶穌會會士賈耐勞（Melchior Carneiro S.J.）。耶穌會會士
1565年已在澳門設立會院和開辦書院，到 16世紀末，學院的專上程度獲得歐洲大學承認。耶
穌會的聖堂－天主之母堂（俗稱聖保祿教堂），曾 3次毀於火災，1835年的大火遺蹟，就是現
存的大三巴牌坊。

方濟會、奧斯定會、道明會和度隱修生活的聖嘉辣女修會，先後於 16、17世紀在澳門設
立會院。

現在，澳門教區的實際範圍只局限於澳門本埠，共擁有堂區 9個。獨立建築物形式的大
小聖堂 18間，設立在公教機構建築物內的小聖堂 55間。

根據澳門天主教教區的統計，至 2023年底，澳門教區堂區教友有 17,464人，暫住澳門
的教友約 15,457人（包括自葡萄牙來澳門工作的人員及家屬、從各地來澳門工作說英語的技
術人員及家屬、從菲律賓來澳門工作的僱員及家屬、從內地和亞洲其他地區來澳門工作的人

員），總數約為 32,921人。

在澳門登記的教區聖職人員： 正權主教 1人、榮休主教 1人、教區神父 12人、特約神父
20人；在其他地區工作的教區神父 1人。

在澳門參加傳道工作的修會神父 44人、修士 29人、修女 143人、義工 173人。

澳門天主教教區的統計資料顯示，2022/2023學年，澳門天主教主辦的教育機構合共 30
間，學生總數為 32,707人，包括大專學生 1,358人、中學生 11,489人、小學生 14,136人和幼
稚園學生 5,724人。

天主教的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有 22間，包括託兒所 7間、安老院和醫所 6間、為傷殘、弱
智及弱能人士服務的中心 4間、為單親家庭和問題學童提供服務的院舍 5間。受惠者總數為
1,788人，其中 1,055為住院者，733為非住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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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會還從事其他事業，如開辦書店、圖書館、文化及社會傳播機構、會議中心、

社會服務中心、福利機構、夏令營、靜修院舍和出版定期宗教刊物等。

基督教（更正教）

基督教傳入中國共有四次，分別在唐、元、明和清朝，最後兩次都與澳門有關，近代基

督教歷史，將澳門稱為「福音初至之地」。

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更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英國倫敦傳道會
來到澳門，展開基督教第四次來華歷史。1814年，馬禮遜為中國第一位更正教信徒蔡高施行
水禮，他在澳門和廣州工作 27年，成為中西交流的橋樑。19世紀，澳門基督教傳教士主要來
自英美，進行文化與傳教活動，開拓醫療、教育和出版工作。1834年，馬禮遜逝世，安葬於
澳門舊基督教墳場（白鴿巢公園側）。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傳道基地轉移至香港和上海，但澳門仍在珠江三角洲的教會發展中

扮演積極角色。

踏入 20世紀，基督教華人教會開始設立。在傳教士及回流華人信徒領袖努力下，澳門浸
信教會於 1904年創立，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於 1906年建堂；1938年，聖公會在澳門開展工
作。至 1950年代，澳門基督教約有 5間堂會，80年代，增加至 20間；90年代，香港與海外
傳教團體紛紛來澳植堂，教會劇增至 50多間。現在，澳門的基督教宗派主要有： 中華基督教
會、浸信會、聖公會、宣道堂、宣道會、浸信宣道會、神召會、協基會、播道會等。澳門基

督教有近 80多間堂會，教牧人員逾 150人，居澳信徒約 8,000人。

基督教團體開辦的中學有 4間，附設小學和幼稚園；3間附設幼稚園的小學；1間特殊教
育學校；1所聖經學院及多個培訓中心；2間基督教書店。

澳門基督教聯會於 1990年創立，是一個以澳門基督教教會及機構為基本成員的聯合組
織，促進基督教團體的緊密聯繫和發展，推動和籌辦本地福音事工。

基督教團體從事社會服務的機構約 60間，包括扶貧、青少年、家庭、勞工、慈善、輔導
和教育等多種社會服務。同時為監獄、醫療、戒毒及露宿等有需要者提供服務。

伊斯蘭教

澳門伊斯蘭會於 1935年成立，早年計劃興建清真寺及伊斯蘭中心，其中建築伊斯蘭中心
的藍圖在澳葡政府時代已獲批准。按計劃興建的清真寺，面積約有 1,250 平方米，可容納 600
名禮拜者。

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於 1953年傳入澳門。澳門巴哈伊教的地方級教務機構－澳門分會於 1958年成



2024 澳門年鑑 

452

立。1984年於氹仔島、1988年於路環設立地方巴哈伊中心。1989年，全澳性的教務機構－巴
哈伊教澳門總會成立。澳門 3個分會都歸巴哈伊教澳門總會管理。

巴哈伊教在澳門創辦一所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學校。2008年獲特區政府批地擴大
校園，培養來自數十個國家的學生。

傳統節日

澳門是個華洋共處的地方，中西方的傳統節日和習俗都得到居民的接受和尊重，中國人、

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其他族群一同歡慶，皆大歡喜。澳門中西節日名目繁多，部份公眾假

期是依照中國民間或西方傳統節日訂定的，包括農曆新年、清明節、復活節、佛誕節、中秋

節、聖母無原罪瞻禮、冬至和聖誕節等。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視的節日，澳門一般居民在農曆新年的最初幾天，通常會在家中

或廟宇進行宗教儀式、拜訪親友、燃放鞭炮和進行各項娛樂活動。公務員平日是不准進入博

彩娛樂場的，但在年初一至初三可特許進入。一星期不斷的炮竹聲烘托出熱鬧而愉快的氣氛，

這就是澳門的新春景象。此外，澳門居民利用農曆新年假期，舉家外遊的情況已愈來愈普遍。

清明節、重陽節和追思節

清明節和重陽節，是掃墓祭祖，紀念祖先的日子。掃墓是慎終追遠、敦親睦族及行孝的

具體表現。而追思節，是西方人傳統紀念先人的日子，也是澳門的公眾假日。

佛誕節

佛誕節是澳門一個很有地方特色的節日。每年的佛誕日，澳門的佛教團體都會舉辦誦經

法會或浴佛儀式等慶祝活動，以紀念佛陀的降生。澳門鮮魚行等非宗教的民間團體同樣舉行

慶祝活動，舞醉龍和派龍船頭飯就是傳統的節目。

發源於廣東中山舞醉龍的古老民間習俗，現已成為澳門魚行團結同行、惠澤社群的活動。

經過演變，時至今天，醉龍只有龍頭和龍尾兩部份。表演者一邊舞龍，一邊喝酒，帶着微微

醉意，舞姿豪放，追求一種行醉而意不亂的效果。

「澳門魚行醉龍節」2009年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預備名錄》，2011年入選《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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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

農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人們吃粽子賽龍舟。澳門的賽龍舟有其地方特色，並已發展為

一項國際賽事。外國人也加入賽龍船行列，一顯身手。

聖母無原罪瞻禮

在亞洲，澳門是唯一一個把聖母無原罪瞻禮列為公眾假期的地方。這個慶節始自 1854年
12月 8日。澳門的天主教徒每年這一天都舉行慶祝活動，希望能脫免一切的罪惡，保持心靈
的純潔。

聖誕節

聖誕節是紀念耶穌誕生的日子。在澳門，聖誕節的節日氣氛非常濃厚，加上它獨有的歐

陸風情，全城的大街小巷掛滿各式各樣的燈飾，大大小小的教堂內傳出鐘聲和唱聖詩的歌聲，

充滿聖誕的氣氛。



2024澳門年鑑



功德林



2024 澳門年鑑 

456

澳門功德林於1924年創辦，為嶺南地區首家女子佛學院，院內同時興辦女子義

校。該寺收藏和形成珍貴文獻6,000多件，見證寺院在澳門、內地和其他國家、地區

的佛教活動和文明進步中發揮的獨特作用，特別在推動婦女解放及提升女性地位、

人類和諧理念等方面。2023年5月24日，《澳門功德林寺院檔案文獻（1645-1980

年）》成功申報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國際）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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