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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探讨研究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的历史发展状况及其在社会生活消费背后所蕴藏的经济
文化演变的历史特点与趋向。
所谓消费，是指人类用物质资料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过程。
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
它包括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
生产性消费，是指在生产劳动中通过劳动工具和原材料的消耗而产生新产品的过程，它是直接与生产
合而为一，它属于生产本身的范畴.生产性消费将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
非生产性消费，是指人类用物质资料来满足自己物质文化需要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过程，直接与劳动力
再生产相联系，即通常所指的社会生活消费。
本书将要研究探讨的问题，主要就是非生产性消费的历史发展问题。
　　清代澳门，是澳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商品经济繁荣兴旺，行业增多，人口增加，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商业都
市。
由于社会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物质条件逐步改善，刺激了澳门社会内部生活需求的进一步扩大，社
会生活消费的渠道纵横交错，社会生活消费的结构内容五花八门，社会生活消费关系与层次也复杂多
变，整体的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清代澳门的社会生活消费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日趋多元化、商业化、市场化。
一般而言，一定的社会生活消费关系，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水平从客观上制约了一个地区整个社会和一定历史阶段的总体生活消费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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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的历史发展状况及其在社会生活消费背后所蕴藏的经济文化演变
的历史特点与趋向。
全书对清代澳门生活资料的来源作了详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清代澳门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消
费时尚、消费类型、消费结构及消费特色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就清代澳门居民的生活消费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展现了清代澳门社会生活消费的发生、运作和发展的运行机制。
不仅如此，本书对从更深层次来认识社会生活消费的历史作用与意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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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渔网用于居住。
尽管这样的居住很不安全，但已能够把整个家庭安置在里面。
有时候，一层平台岌岌可危地容纳了五六个居所，但尽管如此，居所的占用者之间仍然不可能获得任
何特权，也没有依附关系。
①类似的所谓房屋，其实只是把一些废置在岸上的破船简单组合而居，事实上，这些水上人家，其生
活消费层次是最低的，其消费生活能力也是最差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后来澳葡当局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强行拆迁类似的贫民聚集区。
1886年2月1日的《澳门及帝汶省卫生司1885年度报告》曾指出：毫无疑问，1885年完成的最大工程是
清除新桥水渠上用木椿支起的昼民棚屋，在这些滋生瘟疫的栖身之处居住着一个肮脏、贫穷的群体。
据舆论认为，他们当中部分人过着堕落和罪恶的生活，对健康和公共秩序构成危险，其人数大约
在2000人以上。
受总督先生阁下委托，我仔细调查了那些可怜的临时住区，并在最近的报告中提出了我的意见，粗略
地谈到一个敢于深入那些悬于空中的肮脏的空中囚室（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儿）的欧洲人毛骨悚然的
感受，那里的人们确实过着再糟糕不过的贫穷生活。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建议，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火和斧头。
我把这些办法呈请政府委员会审议，获得批准。
我非常满意，随后便实施了改善澳门的大工程，清除了一个巨大的传染源，否则它也许会日渐扩大。
首先，规定了一个期限，让他们在三个月内搬走，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想法，也许由于他们对什么
都满不在乎的本性，反正到时间没有搬走，也许不相信会真的实施这一命令，也许已经约好进行什么
抵抗活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华人决定离开悬于更加肮脏的地面上肮脏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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