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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李沛霖

摘
!

要!自
0"

世纪
5"

年代#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趋向繁盛#其中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并形成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近代公共交

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等热点专题领域%然迄今尚无专文梳理相关学术史%既如此#对该域

研究的学术源流$发展现状加以爬梳总结#兼论阙失而展望未来#不仅可为学界添枝加叶#

亦有裨于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史和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城市&人畜力&机械化&公共交通&城市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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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

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

%作为城市网状系统沟通的核心,,,公共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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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城市内为方便公众出行所营运的客运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重

要组成部分#包括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地下铁道和出租汽车等城市客运系

统"

%历史证明#公共交通不仅为乘客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维系着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

也是城市社会和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
0"

世纪
5"

年代始#一批关乎我国近代城市史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逐次展现$

#进而愈来

愈多的学者对近代城市公共交通发生兴趣并从各个角度参与研究%然迄止现时#并无专

文评介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取得的成效#而一些成果陈陈相因#亦未能开拓领域%鉴于

此#本文拟梳理总结该域学术现状#兼论其阙失之处进而展望未来#俾期对学术发展有所

裨益%囿于篇幅和所知#笔者不能将海内外相关成果无一挂漏逐一评介#遗珠失玉之憾#

尚祈方家补阙%

一$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研究

!5$5

年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几陷于停滞%嗣后)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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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
#

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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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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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城市史研究的前驱之作#可参见!张仲礼
#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5"

&隗瀛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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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城市研究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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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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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代表性论文参见刘海岩
#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

展望
#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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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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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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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
#

中华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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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
#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城市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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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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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

市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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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视野!内向性与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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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汉论坛#

0"!0

#'

!

(

#

值得指出的是#亦有研究者通过美$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做出

一定程度的回顾和梳理#参见水羽信男
#

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

历史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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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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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

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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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

#'

!

(

#

囿于篇幅#关涉中国各城市编志机构主撰的交通史专

著和公共交通类志书#则不再胪列%



李沛霖!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城市研究$城市科学在国内理所当然地兴盛起来*

!

%

即伴随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方兴未艾#进一步形成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初步探索%由此#近代城市公共

交通的重要工具,,,人力车及其车夫群体#成为学界研究的起步对象%

其一#人力车业的运营和车夫群体研究%王印焕首先指出#民国时期人力车虽对城镇的交通运输发

挥重大作用#但人力车夫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的职业流向#其工作生活方式极为艰困%在人力车退出历史

舞台的过程中#车夫又因就业机会少而成为时代变革的障碍与受害者%走向革命#可以说是他们在被逼

无奈下的必然选择"

%严昌洪则认为#人力车夫作为近代人数众多的新的城市下层社会职业群体#具有

素质低和流动性$分散性强等特点#并初步形成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等群体意识#

%亦有论

者以现代交通工具不发达$城市面积扩张和人口增加$工农业衰败提供车夫来源及城市街道狭窄等因

素#探究人力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原因$

%不啻如此#关涉人力车与近代城市的联系#研究者颇为关注%

如孔祥成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构成及生存状况#通过社会各界的评价分析#反思该业发展

的历史宿命%

%罗国辉则对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生存实态$形象和文化展开探析&

%杨齐福以其时

沪宁杭城市化发展为基点#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通过折射其整体形象凸现城市苦力的

边缘场景'

%邱国盛进一步指出人力车对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做出推动#并在机械化交通工具

引入后仍扮演重要角色#虽人力交通工具的废除是历史必然#但在近代上海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人力车

被取代终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并对民国时期北京人力车夫的收支状况$生存状态等深入研证*

%

斯特兰德亦以人力车为主线#重点探讨
!50"

年代北京的城市底层生活及社会关系#认为人力车及车夫

受到的关注#主要是基于它在近代中国城市中的广泛,-.

%韩鹏则具体分析民国天津人力车业的经营特

点$行业变迁及同业公会的发展态势,-/

%而郑忠等从城市边缘人视角#探索民国时期南京人力车夫群体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0

#进而有学者探寻
!53"

年代南京人力车生存状况,-1

%张致森从来源构成$工作生

活$婚姻家庭等方面管窥其时成都的人力车夫群体及其最终归宿,-2

%另有论者对近代广州$西安$青岛

和安徽$江浙等城市或地区的人力车业运营和车夫生存状态等领域展开不同程度的研讨,-3

%

其二#人力车业的救助和管理研究%譬如严昌洪认为#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群体具有生存资源匮乏$

生存状态恶劣$生存地位边缘化$生存心理脆弱等弱势群体特征%由此#政府和社会采取多种方式救济

人力车夫#其间#救济方式出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4

%马陵合则通过剖析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

局对人力车制度的)改良*和指导车夫的)自助*#从中揭示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和中国近代城市化

的痼疾和畸形,-5

&继而指出#其时华$租界当局及车夫群体均参与到人力车夫的救助中%但城市发展水

平的制约$特定的利益格局及扭曲的城乡关系#使对车夫的救济无法找到根治问题的对策%政策的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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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城市下层劳工的生存状况,,,以南京社会调查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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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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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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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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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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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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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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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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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歧异#一定程度上决定对其救助仅能流于形式!

#从而弱势群体的救助#需要政府干预和管理%然严

氏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人力车夫骤增#带来流动人口$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和

租界当局为缓解车夫带来社会问题的压力对其加以管理#并在取缔过程中施以各种救济%但因管理主

体与被管理者的对立#产生负面效应进而导致对抗%当局取缔人力车的举措#终因在解决失业车夫出路

和解决城市交通替代问题上缺乏可行的制度安排#遭到广大车夫及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最终失败"

%而

对
!5$9C!5$5

年汉口人力车业的管理#汤蕾则认为当地政府$人力车业职业工会和同业公会$人力车商

在管理地区的人力车夫上充当不同的管理角色#共同构筑一个多重管理的权力网络%但在此管理网络

控制下#车夫却形成自己生存之道!一是在争取权益的行动中异常团结#二是在斗争中共同采用)合法*

方案与野蛮手段%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屡屡改变政府的决策#则显示出不容忽视之力量#

%亦有研究者

从制度$组织和精神等层面#探寻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当局对人力车夫的控制和管理$

%

其三#人力车业的纠纷和斗争研究%邱国盛通过检视近代人力车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关系#认为

尽管人力车的某些优势使它在近代中国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出现后仍具存在价值#但从它与电车$公共

汽车间持续的冲突和复杂关系中又可看到#近代中国交通的早期现代化同整个城市的早期现代化一样#

注定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特殊历程%

%王印焕进一步以近代化过程中交通工具的矛盾视域#对城市

新旧两种交通工具'电车$人力车(展开深度解析#并认为机械化取代人畜力工具成为历史必然&

%刘敬

忠等则管窥民国时期北京电车与人力车矛盾冲突的根源#认为交通工具进步与车夫生计艰难并存的状

态下#缓解二者矛盾的关键是兼顾交通与民生%但此类矛盾实质上为社会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

一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庄珊曼进而具体分析
!505

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的原因及其影响#认为民初电

车开行后即对人力车业产生冲击#从而使两者矛盾日益加深#这成为引发此次人力车夫风潮的重要原

因)

%随之#何建国等以
!53$

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规范人力车业和改善车夫生活的改革为出发点#指

出在人力车纠纷危机过程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利益联盟与工部局博弈#最终将车夫利益绑架%而人力

车夫组织又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共同体#从而使车夫利益并没有人能真正替其代言*

%邵雍进一步对

!539

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罢工事件进行考察#认为法租界公董局限令人力车夫登记$限制车夫人数并

拒绝与其交涉#成为车夫罢工的主要原因%虽此中人力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但双方更

多的是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

%

最明显的例证#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另一典型代表,,,马车业的研究则甚为寥寥#这在其与

近代城市化发展不相适的特征及逐渐被淘汰等史实方面得到印证%以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罗岗以马车

为个案分析#通过城市)游荡者*理论把)人的移动*与现代性问题结合#管窥开埠以来上海城市化进程的

语境中#)性别移动*和城市流动空间形成间的复杂关系,-/

%还有论者则对近代城市马车业展开史话性

的追忆和描叙,-0

%具如上述#关乎中国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研究成果#已开此域之先声%在这其

中#成果多集中于人力车业和车夫群体的研究#资料详实$考订细密#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颇具深意的

是#这在折射学界研究态势的同时#也从侧面映射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曲折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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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昌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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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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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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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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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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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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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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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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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珊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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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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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国#谢永栋
#

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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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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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霖!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二$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的研究

近代以降#)现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廉#这些条件都促进了大城市的发

展*

!

%)由此#伴随中国近代城市区域扩张$移民增加#人口流动则日益频密#从而导致人们出行距离逐

步超出可使用非机动交通方式的范围#交通需求迅速增长#'机动(公共交通成为多数人必选的交通方

式%*

"即传统的人畜力工具显然难以适应近代市民长距离的交通需求#其对迅捷$运量大的机械化公共

交通的)派生需求*

#应运而生%

其一#近代中国中心城市的研究%作为北洋政府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对其相关研究

逐步展现%如艾琦认为#城市人口增长$落后的交通设施难以适应都市交通的需要#是导致北洋政府创

设官商合办的北京电车公司之根本原因$

%嗣后#李玉梅以民国时期北京电车公司为个案#重点探讨公

司的创办过程$经营状况$职工生活和劳动条件#分析该公司在城市公共交通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

缓慢发展的原因#从中透视北京城市交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并据此刊发若干研究成果&

%亦有学者

对此期北京电车缓慢发展和发生火灾的原因展开简述'

%刘鹏进一步论及近代北京电车$公共汽车的

运行线路$车辆维修$运营车辆和班车时刻等发展情事)

%李志红则具体分析民国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业

的三种经营组织形式,,,市营$电车公司兼营$公司制#并剖析其经营困难的原因!北京城市发展迟缓导

致公共交通系统滞后#而政府经营公共事业模式的弊端又导致汽车业无法得到足够资金支持*

%相形

之下#相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研究也随之展现%如李建飞阐述民国时期南京的公共汽车$市内铁路和

出租汽车等发展概况,-.

%王桂荣亦对当时南京人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做出简论,-/

%嗣后#李沛霖切入抗

战前南京城市公共汽车业的运营模式#分析促进该业日增月长的三个动因!道路建设的推动$人口增长

的需求及-首都计划.的倡扬,-0

%邢利丽则对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公共汽车的兴起背景$发展态势及经营

管理等做出探讨,-1

%另对被誉为抗战前)中国城市中最大的商办公共汽车公司*,,,江南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李沛霖则对其运营模式$发展原因和竞争博弈等情事做出考释,-2

%另有论者对近代南京市内铁路

的发展沿革和运营态势展开不同程度的研讨,-3

%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相关研究亦持续呈现%如陈文彬指出#为保障以纳税人为主体

的公众利益#促进租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近代上海租界创立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该制度对专营企业运

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专营权的期限和终止做出规定%专营权的管理#体现出租界当局一系列现代城

市公共事业管理的新理念,-4

%刘椿在
0"

世纪初民间资本式微的情况下#检讨'华界(上海市公用局积极

介入区域公共交通建设及初步成效#通过其)公营为宜*主张引致商办企业对监管方式的争执#藉此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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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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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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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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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市客运与官商管理模式变迁的内在联系!

%亦有研究者对发生在近代上海的罢工展开论证%

如沈海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次工人罢工$发生在上海英美烟厂抑或是法租界电车公司做出深入辨

析"

%而莫庆红则指出#

!53"

年法租界电车公司大罢工胜利的重要经验#即为排除)左*倾路线和策略的

干扰#制定符合实际的罢工策略及利用敌人间的矛盾$争取大量同盟者#

%于道远等更关注
!5$"

年法

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的大罢工#通过罢工爆发后汪伪政权令饬上海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对劳资双

方调解斡旋的发展态势#管窥此次罢工的起因$经过及调解始末#力图从侧面反映汪伪政权与法租界当

局的微妙关系$

%

其二#近代中国省会城市和陪都的研究%譬如艾智科剖析
!505

至
!53!

年汉口公共汽车业的运营

与管理$运营权变化$调度与服务#并论及该业直面困惑及其与旧式交通工具的矛盾#通过公共汽车在城

市中的强势地位#探析其发展过程中隐喻的困难因素%

%还有论者对
!50"

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武汉

公共汽车业的运营车辆$运行路线和乘车票制等做出概述&

%李婧则考察民国时期杭州公共汽车业的

路线开设$运营管理和票制分析等诸多面向#认为公共汽车改变大众出行方式#为杭城旅游业的发展提

供全新条件#但该业发展亦有诸多障碍#如人力车与公共汽车的冲突#通常是汽车公司做出让步#由此新

旧交通工具之争成为制约杭城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因子'

%杜乐秀着重阐述了
!50"

年代成都市内公

共汽车的客运状况$发展特点和管理规定以及以防区为主的长途汽车客运状况#兼论汽车运输职工的遭

遇及他们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另有研究者对同期成都公共汽车运营的道路状况$交通规

则和交通线路等展开简述*

%余晓峰则进一步阐释近代成都城市道路的建设$公共交通管理体制的变

迁及其对公共汽车业的影响#同时探讨该业的经营状况及其对成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的作用

等问题,-.

%

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相关研究亦随之展开%例如薛圣坤结合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公共汽

车业的发展轨迹#认为该业壮大阶段是国民政府中央管理扶持时期#其他时期则乏善可陈%抗战爆发

后#国府中央接管陪都公共汽车业#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管理制度$确保物资原料配送#从而使该业

呈现良性运营态势%并指出#中央之所以如此#实因抗战大环境倒逼%但该业发展壮大亦满足重庆城市

的现实需要#促进战时首都的繁荣和有序#为抗战顺利做出贡献,-/

%张伟则进一步管窥抗战期间重庆公

共交通的特点!一是发展公共汽车$轮渡$缆车等方式#初步构建立体公共交通系统&二是修建主城与迁

建区之间及迁建区彼此之间的公共汽车线路%同时认为#战时重庆公共交通为配合抗战$保证疏散$信

息畅通$便利生活等做出努力#但制约公交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国内物资短缺$油料价格上涨#致企业运

营成本增加&企业规章制度不完善#管理人员尸位素餐#使其运营效率低下&日本对重庆的无差别大轰

炸#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0

&继而认为#战时因人口内迁$城市规模扩大和山城的特殊地形#使重庆公共

汽车业的发展独具特点,-1

%综观上述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此中对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的运营态

势$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和制约因素等各个向度均做出深入勾勒$关涉甚多#从而将近代城市公共交通整

体发展体系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虽然在一些成果中呈现出研究细碎化的特点和零星散布的分布趋势#

但就相关档案和史料的耙梳和整理而言#对学界研究是贡献甚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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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霖!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掉战争以外#交通就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动态因素22#那么缺少交通#便构成

了城市发展的一种威胁#甚至根本威胁到城市的存在*

!

%可见#交通网络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鉴于

公共交通系统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已成为许多城市居主导

地位的战略思想*

"

%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估指标#与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相互

推演$互相挽进%

其一#近代公共交通与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例如廖大伟指出#抗战前上海华界的公交如电

车$公共汽车等#在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

%何益忠通过对近代马车$

小车$行人的交通行为的争论#展示开埠后上海城市社会中的中外双方在民族情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

冲突#进而探究隐藏在冲突背后的根源及城市交通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方华进一步以公共交通系统

的路政建设$交通工具的嬗变$交通法规培养市民意识等向度#探讨
!501

年前公共交通在上海城市发展

中的历史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陈文彬以战前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为视角#通过比较租界和华界公共交

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以此分析不同政体下公交行业的管理得失及对区域公交发展的制度性影响#

并研究公共交通与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对移民社会与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

#即陈氏对

城市节奏演进与公共交通结构变迁的交互展开阐释%陈文彬认为#近代上海城市节奏明显加快#公共交

通结构由传统人力交通工具逐渐向机动公共交通方式转变#但由于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

结构的特征#公共交通结构的转型则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并通过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空间

拓展$日常流动性增强$公共意识生长$权利观念觉醒等视域#探讨该业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与社会观念

带来的深刻变化)

%张松等则以近代上海的租界扩张和道路建设为背景#通过梳理租界公共交通线路

分布$客运量增长和交通管理等演进过程#运用定量技术分析#剖析公交线网密度与地价分区之间的耦

合关系#指出公共交通的发展演进对近代上海都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近代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

其二#近代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吴本荣认为#新式工具引入及城市人口增长$经

济发展#使近代南京逐步建立公共交通系统%该业不仅促进城市空间融合$改变城市经济结构$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改善人们生活#并对城市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但亦认为#因政局动荡$官吏腐败#公共交

通发展的时起时落#制约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

%嗣后#李沛霖通过对抗战前南京公共汽车$市内铁路$

出租汽车$人力车及马车业运营态势的探讨#研判公共交通业与南京城市化进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依发

展,-/

%继而#李氏认为#公共交通不仅与城市人口需求相互影响#且与人口分布紧密关联#同时与人口流

动相互促进#即通过人口需求$人口分布和人口流动三个视域#考察民国时期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人口

之交互,-0

&以公共交通的税捐厘定保障城市财政$税捐计查管控城市财政$税捐占比进献城市财政等视

角#辨析战前南京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之关联,-1

&通过对公共交通法规构建$登记检验与装置管理$乘价

订定与行停规制以及交通违法行为处罚等各向度的考论#探求当时首都公共交通管理体系的相为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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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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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及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影响!

&以近代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各界

面的交互#观测该业与南京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挽进"

&运用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对民国南京公共交

通系统的典型代表,,,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业的竞争博弈展开辨析#并对此中政府的外力楔入和干预角

色做出一定程度的研判#

%

其三#近代公共交通与京津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邱运华等指出#民国元年出于改善交通$改良市

政之目的#北京始筹有轨电车#却遭致商会与文化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电车的开行进一步突破皇城的封

闭空间并威胁传统的城市空间#同时也遇到既有城市空间的顽强阻挡%为使电车顺利开行#电车公司多

次要求拆除北京街头的跨街牌楼#而市民则以保护古迹为由坚决反对%经过长久激烈的斗争#最终牌楼

与电车同时并存#实现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表征在北京城市空间中的交叠$

%而刘海岩则认为#自
0"

世纪初电车在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中国城市进入)电车时代*%天津电车通车路线覆盖了五国租界和

老城区#成为近代公共交通网络的中心%电车的出现曾经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反映演变中的城市社会

接受外来事物的矛盾心态及对打破现存空间秩序的恐惧%最终电车为市民普遍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交

通工具#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

%针对天津电车肇事的个案#

秦方从中管窥事故展现出的晚清现代性在中西方$传统与现代中的复杂面向#认为事件凸显的现代性不

仅表现为地方士人对以电车为象征的西方殖民力量一种抗拒和挑战#亦展现近代女性和媒体以女学为

契机进行身份建构所面临的机遇%事故呈现的现代性兼容器物和感知层面$兼具建设性和摧毁力#这些

混杂构成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动力&

%

值得指出的是#鲍成志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新式公共交通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该业对城市发

展的作用#其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兴衰的关系等多重维度#阐释公共交通与近代城市发展的交互关联'

%

而关涉近代新式交通与区域变迁的研究#亦有学者展开更为深入的论证)

%依前而述#公共交通与城市

社会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动态历史过程#同时又是近代城市化进程的集中体现#彼此间是两条相互推进且

制约的主线%然就上述成果观#相关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结

构模式和量化程度#我们尚乏明确的认识%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于近代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发达的大都

市#其他城市的关涉并不足见%这亦是当前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公共交通史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

四$余论!几点思考与展望

纵览城市演变进程#)我们的城镇是以放射型公共交通系统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

%历史发展使

人们从教训中得到一条宝贵经验!要解决大$中型城市的交通问题#并使其具有必要的活力#应该特别重

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由前述学术史回顾#经过长期铢积寸

累$锐意拓荒#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成果粲然可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学

的热点区域%但毋庸讳言#既往研究亦存漏卮之处#这须在今后研究中加以修正$突破和深化%

其一#研究区域相对集中于近代中心城市%易于看出#)当今世界特大城市#伦敦$纽约$巴黎及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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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霖!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科等#都建立有庞大的公共交通系统*

!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最终

构织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网络#较小的行政管理中心也随之在全国兴起*

"

%但如果对中国近代城市

公共交通总体的现有成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主要选题仍集中在近代少数的大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和

经济发达的大都市%由此#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近代开埠通商后的商贸中心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

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而对其他城市则关涉甚少%即虽有武汉$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城市

的相关研究#但无论在成果数量或被关注程度上都远逊于前者%就其本质而言#这一研究态势难以呈现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中国特色#并且容易导致理论的偏颇和肤浅%诚如布洛赫指

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

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

#

%既如此#依拙见#今后学界在关注近代中心城市相关问题的同时#更应展

开对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研究#包括个案和城市群体研究#进而加强中西部城市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关

注其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轨迹及取得的进步#由中管窥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进度%与此同时#可开展近代

国内各城市公共交通的共时类比#进而该业的演变态势和发展规律了然于胸#这将有助于近代城市史研

究各领域的持力推进和深度拓展%唯其如此#才能对近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作用做

出更为宏观的把握#才能更全面$深切地解读和洞见中国近代城市向现代嬗变的恢宏场景%

其二#研究对象存在畸重畸轻的现象%由前述及#既往研究对于近代城市人畜力和机械化公共交通

的运营发展$生存状态等浓笔重墨#成果满坑满谷&然对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着

墨较淡#缺乏应有之关切#从而使该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无法全息彰显%史实证

明#公共交通映射中国城市由传统到近代演化的步伐#影响市民生活嬗变的过程#与城市化进程相互推

演#与社会进步$民众福祉互相挽进%相对于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城市而言#其对城市变化速率的影响至

深至巨#重要意义毋须赘言%即研究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是探索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

但以往成果在论证两者间的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等方面仍缺乏深度和广度#经常会出现先入为主的定性

判断#进而使用相对模糊的语言界定该业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最终导致彼此间关系的简单化及近代

城市化进程无法全面量化%既然)发达的交通是社会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

$

#

那么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绝不仅囿于生活领域#但过往成果过多关注于其与城市生活领域的交

互#对其与城市道路$城市人口$城市财政$城市管理等社会发展的其他重要领域缺乏应有的关注#从而

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并陷入浅尝辄止之窘境%很明显#近代城市化发展要求在更精确$更本质的层次

上揭示城市兴衰流变#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各项因子%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城市发展的

基础设施和衡估城市物质文化进步的关键指标#与城市工商业$道路建设$人口分布和流动$行政管理$

政府财政$社会生活等各项指标相依发展$相互促进%由此#对这些相关领域均要加以重视$均衡考量&

进而采用各种科学手段加以测算$评估#使之分析鞭辟入里和具有科学性#如此才能使近代城市化进程

和社会嬗变程度全面彰显%概言之#对研究对象不偏不倚等这一类问题亟待学界关注及延展!要对这些

悬而未决且尚存较大空间的研究领域强化重视#这不仅使今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理论

创新性#也对推进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公共交通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当有助益%

其三#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法国年鉴学派曾指出!历史学要建立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

学和关注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要与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

等进行合作%

%城市作为一个实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无所不包%这一特征#决定城市史研

究作为一门学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学$文化人

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学识和极其广阔的视野%由见#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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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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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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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史学是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具有共生性#其研究方法要以协同学的原则顾及学科

之间的联姻#把人文学科和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熔为一炉%即)与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一样#城市史对

传统史学的背离#首先应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改变#即由叙述的$定性的方法#改变为分析的方法$定量的

方法*

!

%推而言之#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相关研究要将各学科相互融汇#才能全面感悟城市化进程的

整体脉络和发展规律%然据既往成果观之#除一些研究采用历史文献探研法$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等方法外#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范式则较少涉猎%问题之实质在于#近代公共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各个

界面有深切影响#其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等诸多方面均有密切交互%

有鉴于此#除科学地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外#应在本域研究中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运用%除上述研究方法

外#引进和嫁接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交通社会学$人口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行政管理

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相关知识和手段#并辅以个案分析法$定

量定性结合法乃至模型设制等#这样就可能实现跨学科的合作效应#将科际整合的理念浸润于近代公共

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各个层面#一以贯之#最终拓展$深化近代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纵深

面和学术内涵#这亦是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既有艰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总括而言#)公共交通在各类城市都应优先发展*

"

#其系统是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

子%在当代探索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及解决)城市病*

#的背景之下#研讨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更

是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回溯往祀#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已迈出坚实的一步#成果繁复%展望未

来#该域研究必将寻求新的突破#不断拓展和深化#进而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从长远言之#通过把握本

域研究的基本态势和客观规律#延伸对当代公共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的适度展望与未来思考#呈现有益

的决策支持价值#才是研究常青的本源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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