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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闻童乔慧博士撰写的《澳门城市环境与文脉研究》专著即将出版，十分高兴。
该书原是作者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学习期间的博士论文成果，并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澳门建
筑文化遗产研究》项目的子课题之一。
我作为研究课题的总负责人，又是作者的导师，对她的研究成果十分欣赏，研究内容既丰富了澳门建
筑文化遗产的内涵，又拓宽了常规的研究视野，把中葡文化交流四百年的区域环境与人文历史环境作
了相关的解剖，使读者对澳门建筑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地域性更具有背景的理解，同时也对澳门建筑
文化遗产特色形成的原因及其价值具有理性的认识。
作者在调查与研究过程中，不仅在当地与内地查阅了大量文献材料，而且还跑遍了澳门的大街小巷，
实地收集了第一手的有关资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研究成果。
童君在写作过程中既表现了有明显的个人见解，并具有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全书图文并茂，条理清
晰，评述简明扼要，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可供有关的历史学者、建筑师、文化工作者以及
旅游者参考。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澳门建筑文化的宣传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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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从多个角度阐述澳门城市环境与文脉的书籍。
作者通过大量文献的研读和整理以及亲身的实地考察，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澳门地理环境的变迁、人
口规模的变动、区域结构和城市形态的演化等；从空间的维度对澳门城市节点、街道、边界进行分析
；从城市建筑学的角度对澳门的城市建筑进行宏观与微观的考察；从文化层面上解读澳门城市环境与
文化生活的多元混合现象以及身份认同；并分析研究了澳门城市文脉的基本向度以及文脉特色的延续
。
全书图文并茂，条理清晰，不仅可以使读者系统了解澳门城市文脉的特殊性和价值所在，对于目前中
国的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城市特色的建设，也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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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乔慧，女，1976年生，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毕业(2004年)，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武
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脉保护与更新、东西方建筑文化比较、中国古典园林。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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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澳门城市环境的历史源流　　二、澳门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　　（二）人口变化的特征
　　澳门人口的历史变化主要是指华人的多次起落。
葡人和其他国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小，影响不大。
根据澳门历年来人口的变化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1．移民社会特质　　澳门原是一个荒芜
小岛，可以说早期的人口都是从内地迁来的。
福建人建造了妈阁庙（建于公元l488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庙内天后相传为福建莆田人，而明万历
年已有一帮福建商人到澳门0（D可以相信，除了香山县居民逐步南移到澳门居住以外，福建人也是最
早到澳门定居的居民之一。
开埠后又迁来一部分葡人和外国人。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如今在澳门出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成，六成以上是外来人口。
澳门曾是苦力贸易的一个据点，后来成为内地居民移居国外的一个中转站，随之成为国内剩余劳动力
劳务输出的目的地和转口地。
今天的澳门每年人境旅游的人数是人口总数的十余倍，而过境到内地探亲、旅游的人数也是人口总数
的五倍多，在边境附近活动的人数更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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