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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
!

任吉东

摘
!

要!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城乡问题一直处于薄弱环节%一方面#城市史研究应该具

备城乡视野#实现城乡角色的自我定位和转化#采用)从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来解读分析城

乡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城乡关注角度的变化也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志趣转向#表明

了城乡研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而城乡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需要给予充分

重视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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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虽然)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正是从研究城乡关系开始的*

!

#而

大部分学者们也基本认同!)城市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的!城市有其独特之

处%如果城市与社会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再把0城市史1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

领域进行讨论就没有意义%无论城市的特性包括什么,,,无论它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

的还是文化的#既然明确是城市#其特征就应该使其与乡村区分开来%因此#任何综合性

的城市史都应该包括对城乡关系的考察%*

"

但关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仅仅是作为城市的一个伴生参照物而出现的#即使

是在近代城市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作为独立分支的城乡问题一直处于不上不下的夹

生状态#是其他分支研究的擦边球!)由于传统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大多并不是直接针

对城市或乡村而引发#而是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如乡绅地主$地方赋役$商品流通与市场$

基层管理$地方治安$地域社会和文化$0共同体1研究等#才关涉较多%*

#有鉴于此#相对于

近代城市史的其他分支来讲#城乡研究无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它既是连通城市与乡

村两个专业学科的桥梁和纽带#又是两者都常常选择性忽略的边缘和过渡领域%

然而毋须赘言#城乡研究无论对如日中天的城市史还是渐入佳境的乡村史来讲都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前者#城市史必须重视城乡研究#重新解读城乡研究

在城市史中的角色和地位#重新审视城乡研究的重点和趋向#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拓展

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对近代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和特点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解读#

也才能正确理解当下社会城乡关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症结%

一$角色与方法!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站位解读

作为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的两种不同社会生存场域#城乡各自代表的既是两种相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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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空间#更是诸多相依的社会关系#不仅仅包含有简单的地理区位指向#更涵盖有复杂的人文社会内

容%虽然由于彼此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以及人文形态的不同#城乡往往被视为对立存在而加以表征#

但是两者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正所谓)无乡不城$无城不乡*%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城市的众多起源论中#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是城

乡发展的自然顺序#即城市由乡村衍化而来#乡村是城市的源头#城市是乡村的方向#而在城市形成以

后#城乡在经济文化上对彼此都发挥着效力不等的影响#古代是这样#现代亦然#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无论是乡村形成城市'乡村城市化(#还是

城市回归乡村'城市乡村化(#两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对立统一$依存包容$密不可分$浑然一体%

因此无论在城市史还是乡村史研究中#我们都应该力求从城乡的整体出发#将城乡个体与城乡整体统筹兼

顾#而不应该只是偏执于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存在#形成没有乡村的城市史和没有城市的乡村史%

而对于城市史研究来说#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和举足轻重%无论是研究个案城市$区域城市乃至不同

类型的城市群体#首先必须把城市置于与之相对应的城乡界限之中#从而有效精准地定位城乡角色在不

同范围中$不同区间内的相互转化%因为无论城市规模如何#跨度几何#都会有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之对

应存在的腹地乡村作为支撑和呼应#就好比学者论述的那样#站在上海的位置#中国的其他城市皆为乡

村内陆地位#而站在西方国际城市的角度#上海也不得不屈尊为乡村腹地角色#城乡之间角色互换与联

系是我们研究城市史必须具备的思维和视野%

西方城市史学者在研究中就十分关注城乡的相互关系#重视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如芝加哥学派就认为#城市发展是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的#外部乡村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着城市未来前

景与发展特征&新城市史学派更是把城乡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过程的两端#着重论述城乡从量变到质变

的进程%而在施坚雅之后#学者们对城乡关注也逐渐从小城乡升华到大城乡#即从城市,郊区县镇扩展

到城市,乡村腹地#)过去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不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

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

系程度的研究*

!

%

同时#当我们深入观察和细入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的各种城市问题和不同社会层面时#也不应该只局

限于站位于城市的角度#以城看城容易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窘境和困境#而应该

移身换位于乡村层境#以)从下而上*的站位视角#通过乡村眼光来审视城市话语#从而把城市与乡村置

于同一个平面上加以分析比较#得到更为立体多维$全面透彻的观感和体验%

而事实上#这种从下而上的乡村站位更能反映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和外部制约力#从而更

到位地理解中国式乡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诸如赵冈提出的)余粮率*那样#将城市内部'城市(发展规模

的局限所在与城市外部'乡村(粮食生产相联系#对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也诠释了中

国江南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市镇形成之路"

%另一位学者黄宗智对乡村的过密化解读也论证了城市与乡

村文化差别的经济成因!)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0发展1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

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巨大而复杂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层文化

得到高水平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筑在农村过密化的贫困之上的%*

#

可见#只有定位于城乡角色转化$站位于城乡整体视野#才能更精准地体察理解城市发展的区域特

征和动力所在#体映出城乡之间的内部联系和互动影响#从而拓展城市史研究的外延界面和场域体位#

激活城乡本身应有的层次性和辐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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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与文化!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差别探究

目前为止#关于城乡差别的问题一直是城市史研究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它既是城市史研究的

基本出发点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史研究的走向%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赞同中国城乡之间分化的结果是近代的产物#诚如卢汉超所言!)在二十

世纪#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工业化并行#促进了城乡的分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渐

渐被城乡断层所取代%*

!

对于这种城乡差异#学者们早期关注的是经济层面的诠释#)粗略地看#

!5$5

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

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
19D

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

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
&9D

的农产品#也利用手

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有一个与城市的联系变化不定的农业腹地附属于城市部分#它主要分布在通

向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沿线#它可以与中国农村的主体区别开来#因为它在较大程度上与城市部分的

沿海和沿河城市贸易*

"

%

在经济活动上#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泾渭分明#但又各司其职#各有功用%如果把前近代城市看作是

一种传送带#)它联结与农村相接的各条道路#主要地在各地资源流动上起一种内外穿梭的作用*

#

#那

么近代城市则是一台挖掘机#)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

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

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

$

%

晚期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文化层面%学者们认为#)城市是所有近代事物的集中地#而乡村则被看做

是传统地区并被当做落后的典型%造就近代社会的新科技,,,电力$汽车$柏油路$摩天大楼$摄影$电

影$电话和电报,,,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城市%近代经济诸如工厂$银行和百货商店'惟一的例外是

采矿业(也都是城市独有的现象%所有这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上的变化#其结果是使城市逐

渐产生出一种明显区别于周围乡村的新型近代文化%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在
0"

世纪上半叶不断扩

大*

%

%

文化鸿沟的形成使得传统中国城乡那种无差别的连续统一体状态消失殆尽#基于城市意识之上的

城市优越感成为社会的共识%虽然在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地分野很早就消失了#虽则世

界上许多别的地方久久地保留着这个特点#直到近代才消失#而在他国文明里#这又产生了独特的城市

傲态%在中国#这种傲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帝国时代开始时似乎就已消失了#他消失的这么早#使

得城市优越感竟至分毫不留了*

&

%然而在最晚至明清时期这种城市优越感已经萌芽再起#卷土重来#

)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城市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发展#城

市地位有所提高#市民渐有凌驾乡民之上的趋势%但直到通商口岸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其中

上海这样的通商大埠则在促成城市优越感上面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

%这些与乡村#甚至是与它相毗邻

的乡村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

大厦上瞧的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

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

)

%

在讨论近代城乡关系转变原因的问题上#在经济层面上#学者们多归因于城市近代化和经济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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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早期的论点最典型的当属)冲击,反应*模式!

#但费正清也在后期部分地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很

大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近代化主因是中国自身内在生命和动力的因素%罗威廉的研究则以与)原初工

业化*含义大致相同的)现代早期*来解释这种转变#他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长途贸易的发

展导致地方生产专业化以便供应远方市场的需求,,,低地国家和江南的手工纺织品是最著名的$但不

是唯一的例子%由于这些新的$地方性的$面向外销的产品实际上是在乡村或郊区生产的#诸如运输协

调$估价和最后加工等许多职能#都势必在主要城市进行%这不仅改变了城乡关系的性质#也改变了城

市自身的内部结构%伴随着大规模的机械化工厂企业集中出现在城市郊区#城市外貌发生了重大的$引

人注目的变化'在欧洲始于
!1%"

年前后#在中国始于
!%59

年前后(#它又进一步引发了一些根本性的变

化*

"

%

在文化层面上#学者们部分地归因于士绅群体的作用#认为在士绅阶层的缺位和异化是城乡文化分

离的根源之一#士绅阶层中介地位的丧失导致城乡人文联系被迫割断#)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

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

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入金钱来

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

#

%谢和耐也承认!)伴随着使某些农村变空#在资本外流

的同时#人才也离开了内地的辽阔农村22过去的社会精英有着强韧的地方关系并且与农村社会保持

着某种接触#他们处于传统而多少还关心一些农民阶级的利益%但对于商业资产阶级和开放口岸的知

识分子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范围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思想意识#都使他们

越来越远离农民阶级了%*

$

这种中介桥梁的缺失使得城乡文化交流与互动功能陷于瘫痪和丧失#城市精英文化与乡村大众文

化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开始出现#而之所以会在城市出现传统乡村文化的延留和固守#则)可以通过区分

城市社会中的不同阶级来找到%受近代科技和外国影响最大的是城市精英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乡

村的多数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看到城市贫民的社会习俗$生活条件及娱乐方式#就会注意到

古老的乡村文化在城市中的存在%当城市精英在文化上变得与乡村日益疏远时#城市贫民反而在社会

文化方面一直与乡村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

%

%

在城乡差别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这种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的探讨转向和角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城市史研究的研究趋向与转变#即学者们的研究志趣逐渐从关注经济为主题的总体宏观层面#逐渐过

渡到偏于碎片化的城市社会文化微观层面#开始力图用一种新的文化视角来解读城乡问题#为我们呈现

出城乡社会内部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立体全面的历史景观与大众百态%

三$问题与建议!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发展审视

作为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问题虽然已经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数量#

而且日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但总体而言#目前仍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点突

破和解决%

理论框架缺失%与城市史研究的窘境相同#城乡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远未成熟#甚至一些基本的概

念和定义还存在模糊和分歧#需要进一步加以厘清析明%而在理论上也还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无法

摆脱西方框架下的理论束缚#未能真正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城乡实际的带有权威性的理论体

系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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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吉东!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

研究区位失衡%研究中仍然存在)东多西少*和抓大放小的失衡现象%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

研究成果较多#而内陆和边疆省份研究相对薄弱%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周边#而中国各地差异

巨大的大多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还处于薄弱或空白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区域城乡研究和

整体宏观研究的全面展开%比较性研究极度缺乏#尤其需要开展不同区域城乡的比较研究#目前这方面

的成果不容乐观%

交叉研究缺乏%在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的成果较多#而交叉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的成果尚

不多见#特别是对新文化史$网络分析$大数据方法的利用和借鉴还十分欠缺%尤其缺少对通史的融会

贯通和缺乏能够统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城乡发展的比较和总括性研究%另外#对一些社会文化$社会

群体研究不够#如民间信仰$行业发展和非主流群体等方面继承性和融合性的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研究领域存在的上述问题#今后研究的方向和进路建议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方法与理论的创新%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借鉴人类学$地理学与城市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对

新文化史$网络分析的吸收和借鉴#总结各区域各时段城乡发展规律#通过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成熟理论#

加以吸收创新#构建整合具有中国城乡特色的理论框架%

重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一方面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不同地区的个案研究#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城

乡问题研究#这是当前研究的短板%另一方面要对区域城乡进行系统和分类研究#勾画出区域的整体发

展特点和主线#进而形成长时段与短时段$点线面相辅相成$互为参考和借鉴的综合研究体系%

重视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在横向上#重视比较同一时段不同地域的城乡发展特点#尤其是东西部$

沿海与内陆等地区的城乡发展模式%在纵向上#加强对同一区域在传统$近代以及当代不同时段的多个

主题#特别是在城乡信仰观念$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构画出带有跨时代$长时期的发展异

同和特点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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