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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
!

李长莉

摘
!

要!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经过
0"

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突出$具有鲜明

特色并达到较高理论高度的分支领域#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对城市生活近代化)高点低面*

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关注度不够#缺乏对各城市生活变迁不同类型的相互比较$相互联系研

究#缺乏对中西生活元素交汇融合的机制特别是传统生活元素的演变与作用的研究#缺乏

对各种生活元素在生活变迁及社会整体变迁中的地位与影响的研究%)公共性*理论范式

的应用提升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理论高度#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应用比较隔膜$生硬#与

实际生活状况及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和观念契合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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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城市近代化具有先导和火车头作用#生活近代化则是社会近代

化变革的一种标志和结果%生活世界的变革首先从城市开始#特别是处于中西文明交汇

前沿并具有扩散影响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是西方生活元素输入及生活近代化变

革的桥头堡%自晚清上海$天津等早期通商城市生活领域出现变化#直至清末以后伴随政

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生活变革潮流向其它城市扩展#各大城市新生活元素成为引领中国社

会生活近代化变迁的播种机%因此#伴随近代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深化#城市生活史也

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但迄今尚未有专文

对此领域的研究状况作过综合评介#为了反省过去以寻求发展#本文拟对近代城市生活史

的研究历程作一回顾#并对研究热点$缺陷不足及发展趋向作些讨论%

一$研究历程及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以城市为空间范围$以生活为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可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

!55"

年以前#附属期%有关近代城市生活的内容#自
0"

世纪
%"

年代中期

社会史复兴带动城市史复兴以后#即开始有了相关研究#但
5"

年代之前研究成果不多#相

关内容主要附着于两个领域!一是附着于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但由于生活只是城市社会变

革的一种结果和呈现#不是城市变革的先端和发动力量#因而所占分量不重&二是附着于

近代风俗史等论著中#但一般内容比较综合和笼统#缺少城市特性和城市空间感%因此#

这一时期近代城市生活史虽然有了一些零散研究#但尚不能称为一个专题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

!55"C0"""

年#初兴期%进入
5"

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史和生活史研究走

向深化#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领域得到开拓#开始出现较多研究论文#也出现了较早的研

究专著#如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C!5!%

(.'上海人民出版社
!55!

年($忻平-从

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501C!531

(.'上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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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55&

年(二书#是较早有关近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专著#标志着近代城市生活史开始形成独立的

研究领域%

第三阶段#

0"""C0"!&

年#兴旺期%

0"""

年以后#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开始快速发展%首先#集中

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大城市近代生活史研究专著%如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
0"""

年(#对近代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的市民生活作了开拓性研究%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

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0""0

年(一书#考察了晚清上海通商后出现的生活风俗与观念

变迁的互动%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0""0

年(一书#考察了天津在

民国时期成为北方经济中心都市的过程中#市民衣食住行和就业$交往$消闲$时尚等生活方面的变化%

这三部书分别对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全国性中心城市生活史作了比较综合性的研究#标志着近代城市

生活史开始有了比较成熟的系列研究专著%与此同时#-史林.

0""0

年第
$

期刊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

史笔谈*专栏#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开展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呼吁倡导加强研究%这些都标志着近代

城市生活史研究开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此后近十余年来#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日渐兴旺#成为一个吸

引海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门领域#表现为研究成果快速增多#涉及面不断扩大#论题愈益细化#研究视角

和研究方法也有创新#形成一些研究热点#也显示出一些特点%

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成熟与成就#还反映在近年出版的近代生活史综合通史著作%由于城市生

活是近代生活变化时间最早$速度最快$程度最大$领域最广$具有先导性和代表性的领域#因此城市生

活史研究的积累#为撰写大部头近代生活通史著作奠定了基础%如近年陆续出版的严昌洪-

0"

世纪中

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
0""1

年($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

社
0""%

年($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合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9

年(#这三部近代生活综合性通史著作中#城市生活都是主线和主要内容#是反映近代城市生活史

研究达到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二$研究对象城市的分布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对象城市的分布#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该城市由中西文明交汇引起生

活领域变化的先后$程度及范围#出现新生活元素的数量$种类及层次#在中国人生活近代化变迁过程中

的地位及影响力&第二#留存历史资料状况&第三#研究力量%这些因素具有优势的城市#会成为研究者

优先或集中选择的研究对象%其中第一是首要因素#由于各地生活领域变化先后及程度极度不平衡#由

此导致研究对象城市的分布也呈现极度不平衡状态#表现为高度集中在少数全国性及区域中心城市%

'一(集中在全国性及区域中心城市

!#

全国性中心城市

上海第一批开口通商#很快发展为全国第一大商业贸易城市#是近代中西文明交汇时间较早$发展

最快的城市#也是西方生活元素进入及社会结构变动而引起生活领域发生变化时间早$速度快$规模大$

领域广$影响最大的城市#在全国首屈一指#而且贯穿整个近代百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新生活文明的中

心#因此受到研究者集中关注%其次是稍后兴起的北方通商及新生活文明的中心天津#以及清末新政以

后全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中心北京%这三个城市都具有全国性影响#可说是全国性中心城市#相继成为

城市生活史研究最受关注的重点城市%

上海城市生活的丰富内容$在中国近代社会占据的特殊地位及对全国的强大影响力#吸引了众多研

究者关注#不仅上海本地学者#还有上海之外的学者甚至海外学者#纷纷对上海城市生活展开研究%上

世纪
5"

年代以来上海生活史的研究论著数量#也远远多于其他城市研究论著的数量#呈现一枝独秀的

状态%较早及综合性研究著作除前述成果之外#还有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

0""&

年($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等%

近十年来#上海生活史研究呈现喷涌式发展状态#出现了批量性研究成果%特别是在
0""%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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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短短四年间#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为首组织出版)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连续

推出了两批共
09

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大部分属于近代时段#涉及

的专题丰富多样#有都市生活$饭店与菜场$房荒$舞厅$照相$公共生活空间等物质生活史#还有关于买

办$文人$学生$报人$律师$工人$职员$闸北居民$女性以及日侨$犹太人$俄侨等社会群体生活史%这套

丛书将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推向了专题化$精细化$深化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此后#关于上海生活

史的研究成果仍在持续增加%我们期待着在这些专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尽早出现综合性的上海

生活通史著作%

上海生活史研究的兴旺发展#得益于三个优势条件!一是近代上海生活本身具有其它城市不可比拟

的丰富性$先导性$代表性和典型性&二是留存历史资料$研究资源相当丰富#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生活

变迁的一座宝库&三是拥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上海科研机构及多个高校都有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团

队#他们有分有合#相互协调#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组织得力$合同作战的上海本地研究军团#成为研究上

海生活史的主力军%上海作为近代全国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吸引外地学者的关注%作为近代东方国际

都市和中国近代城市典型#也吸引着海外学者的关注#)国际化*成为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

点#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都有上海生活史的研究者#并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如在美

国的学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53"C!5$9

(.'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0""!

年($

卢汉超-霓虹灯外,,,

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0""!

年(等%

除了上海之外#天津是稍后兴起的通商城市#也是北方中西生活文明交汇的中心#在北方地区有广

泛影响#在天津城市史研究中生活史内容也日益受到关注%还有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清末新政以

后生活领域出现明显变化#对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北京生活史也陆续出现研究成果#如袁熹-北京近百年

生活变迁'

!%$"C!5$5

(.'同心出版社
0""1

年(等%上海$天津$北京这三个全国性中心城市#成为城市

生活史研究的重点城市#研究者也不仅限于本地#还吸引了不少外地学者#其中上海又是重中之重#研究

成果最为集中和突出%

0#

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全国性中心城市之下#在某一区域,,,一般是省域或跨省域,,,具有影响的城市可称为区域性

中心城市#也日益受到关注#出现一些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如广州$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城市%大

致趋向是#晚清时期主要集中在通商性中心城市#如广州!

$武汉#民国以后集中在政治性中心城市#如

新首都南京和抗战时期陪都重庆#这些城市生活变迁都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影响#因而受到关注%此外一

些省域城市的研究成果则多取决于研究力量的强弱#如成都$济南$杭州"等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城市

生活史论著%近年随着各省加强文化建设#纷纷制定了编撰省级城市史$甚至次级城市史的计划#因而

省域中心城市史研究有所扩展#可以预期#有关更多省域城市近代生活史研究成果也会随之增多%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由于在近代省城以下的府$县城及小城镇#生活方式一般受上级中心城市

的辐射#在研究视野下大多与乡村结合而纳入区域史范畴#如比较多的江南城镇生活史#大致属于城乡

一体结构#不具城市近代化典型意义#故本文暂不讨论%

'二(研究对象选择的优势与不足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对象集中在全国性及区域中心城市#这种集中研究的优势表现在!

!#

上海是中国近代开放通商城市的典型#也是中国城市生活变革的先锋和代表#对上海生活史的集

中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和把握中国城市生活近代化发展的最高点%其它几个研究比较集中的全国或

区域中心城市#也代表着一定区域范围生活变迁达到的高度%城市生活史研究集中在生活变迁的前沿

地带#反映了生活近代化达到的最高水平%

+

&0

+

!

"

蒋建国
#

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
!%""

+

!5!!#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0""&#

何王芳
#

民国杭州社会生活
#

杭州!杭州出版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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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城市生活史关注重心在中西文明交汇下西方生活元素进入的状况#对研究对象城市的选择#也往

往以吸收西方生活元素的程度为标准%反映了中国近代生活变迁的根本特征#即是中西文明交汇及吸

收西方近代文明生活元素#这对于延续至今的中西文明交汇融合下的生活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但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

(

集中研究中心城市生活#即以城市生活近代化的高点来选点#易使我们对于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观察流于

片面#只看到点而忽略了面#只看到突出的高点#而忽略普遍的低面#只强调城市近代化从点上达到了怎

样的高度#而忽略了对城市近代化全面状况的观察和估量%对城市近代化状况这种)高点低面*的极度

不平衡状况关注度不够#估计程度不足#对于城市生活变迁极度不平衡的状况$程度及造成后果缺乏研

究#因而影响我们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总体判断$特别是对不平衡状况及难度的判断%'

0

(多数研究是

对特定城市的个案研究#而对于各城市生活变迁不同类型的相互比较$相互联系缺乏研究#因而难以对

城市生活变迁复杂性及整体状况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估%'

3

(对城市生活变迁中吸收西方生活元素集中

关注#而对中西生活元素交汇融合的机制特别是传统生活元素的演变与作用研究不够#使得城市生活变

迁史#往往成了引进吸收西方生活元素史#而对人们的原本生活如何发生变迁则甚少注意#使得城市生

活变迁的面貌片面化%

三$研究热点领域

0"

余年来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正式出版的相关研究专著已达近百部#专

题研究论文有数百篇#还有一批未正式出版的博士$硕士论文#论题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且有日益

细化的趋向%综合来看#有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热点领域#分述如下%

'一(休闲娱乐与文化生活

近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点是消费性和商业性#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市民生活市场化$消费欲望增

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交需求加大#特别是西洋消费品引入$新消费形式出现#共同催生了消费商业$休闲

服务业发达#而休闲生活又与人们的公共生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近代城市生活中休

闲娱乐和文化生活的变化#是最显眼$富有特色$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的生活领域#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集

中关注#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如对城市公园$戏园$茶馆$妓馆$剧场$电影院$娱乐场$舞厅$报刊等都有

集中研究#专题论文数量众多#研究专著如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

!%&1C!5$5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社
0"!0

年($马军-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葛涛-唱片

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0""5

年(等%

报刊是近代城市中出现的一种新大众传播媒体#报刊阅读也成为新的大众化文化休闲方式#城市市

民是阅读报刊的主要人群%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崔波-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0"!0

年($卞冬磊-晚清报刊阅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9

年($卢宁-早期4申报5与晚清政府,,,

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0"!0

年(等%

'二(日常生活

近代城市市民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是外国商品输入流行且影响较广的领域#也是城市居民在实

际生活中感受最直接$最广泛的方面#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最大#因此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偏重于

西式生活器物的引进与影响%

新式交通工具是西方近代技术应用于生活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事物#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和推广使

人们的交通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对城市市民的日常出行和流动方式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受到较多研究者

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与交通史相重合%对城市新交通工具如人力车$自行车$电车$汽车的引入及发

展#特别是公共交通的变化#都有不少研究论著#研究专著如陈文彬-

!5"%C!531

年近代化进程中的上

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学林出版社
0""%

年(%还有一批尚未正式出版$但分量比较重的博士论文#如徐

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C!5$5

年(.'华东师范大学
0"!0

年博士论文($李玉梅-民国时期北京电车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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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究.'河北大学
0"!0

年博士论文($李沛霖-抗战前南京城市公共交通研究'

!5"1C!531

(.'南京师

范大学
0"!0

年博士论文(%此外还有一批硕士论文#涉及多个城市的交通变迁!

%

衣饰服装方面#有对洋布流行的考察"

#更多研究偏重清末以后的服制改革和女性服饰的演变#主

要是仿西服及简约化%饮食方面变化主要是西餐馆的出现及流行%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洋油$洋灯$火柴

等日用洋货进入市民生活的研究%

'三(群体生活

人以群分#一个群体或阶层的人们往往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生存方式及习俗文化有一定

联系#因此一些特定人群的群体生活#也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

第一个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妇女群体%由于女性占人口之半#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在近代发

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女性是这种变化的主要体现者#因此吸引不少研究者#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

成果#这方面的成果往往与女性史相重合%研究专著有多部#综合性著作有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

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
!553

年(%一些特殊女性群体受到集中关注#如有关妓女生活的研究有邵雍

-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0""9

年($薛理勇-上海妓女史.'海峰出版社
!55&

年(#还有海外学

者的研究专著#如美国学者贺萧-危险的愉悦!

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0""3

年中译本($法国学者安克强-上海妓女!

!5C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0""$

年中译

本($美国学者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

!%9"C!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0"!0

年中译本(%还有对于舞女群体的研究有马军-

!5$%

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

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0""9

年(#有对职业妇女的研究#如程郁$朱易安-上海职业妇女

口述史!

!5$5

年以前就业的群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3

年(%还有对政治人物夫人生活的研究#

如陈宁骏-民国政要及其夫人们!鲜为人知的政界要人家庭生活.'东南大学出版社
0"!$

年($蒋丰-民国

军阀的后宫生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0"!9

年(%

第二个研究比较集中的是文人群体%城市文化人群体是社会文化精英$是城市文化的主要创造与

传播者#在社会中有广泛影响#他们的生活状态对他们的文化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因而研究比较集中#论

著数量多#研究专著即有多部#如刘克敌-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3

年($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

!%$3C!5$9

(.'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刘克敌$苏翔-民国

杭州文人日常生活.'杭州出版社
0"!!

年($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59C!5$5

(.'上

海人民出版社
0""%

年(%还有关于特殊文化人群体的研究专著#如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

!%10C

!5$5

.'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张明武-经济独立与生活变迁!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及其生活状况

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0"!0

年($刘训华-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

!5"!C!5$5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0"!$

年($施扣柱-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0""5

年(等%

第三个受到较多关注的是工人及下层劳动者群体%这些多是城市出现的新劳动群体#特别是民国

以后人数日益增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尤其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以工人阶级为重要力量而予

以重视%研究专著如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

!%$3C!5$5

.'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此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有一批分量比较重的博士$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如于景莲-民国时期山东

城市下层社会物质生活状况研究'

!5!0C!531

(.'山东大学
0"!!

年博士论文(#有多篇硕士论文#涉及上

+

%0

+

!

"

韩鹏
#

民国时期天津人力车研究
#

沈阳!辽宁大学#

0"!3

&李志红
#

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

!539C!5$%

(

#

北京!首都

师范大学#

0""%

&邢利丽
#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
#

合肥!安徽大学#

0"!$

&薛圣坤
#

重庆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

'

!533C!5$5

(

#

重庆!重庆师范大学#

0"!0

&张伟
#

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研究
#

重庆!西南大学#

0"!$

&朱君
#

清代成都交

通与城市发展研究
#

成都!四川大学#

0""1

&余晓峰
#

传统与变革 ,,,从公共汽车的出现看成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变迁
#

成都!四

川师范大学#

0""1

&艾智科
#

公共汽车!近代城市交通演变的一个标尺 ,,,以
!505

年到
!53!

年的汉口为例
#

成都!四川大学#

0""1#

还有关于交通管理的研究#如!何兰萍
#

上海公共租界城市交通管理研究
#

上海!东华大学#

0""1#

李长莉
#

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

河北学刊#

0""9

#'

0

(

#



李长莉!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

海$天津$汉口$重庆$成都等城市的工人$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

%

除了这些重要群体之外#一些特殊群体生活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

'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考察了职员生活#马学强$张秀莉-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

'上海辞书出版社
0""5

年(考察了买办生活#汪之战-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
!%&%C!5$9

.'上海辞书出版社
0""5

年($王健-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

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考察了上海外侨生活%

以上几个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热点领域#反映了这些生活方面出现的变化比较突出#吸引研究者关

注%这种突出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西方生活元素引进比较多$与传统生活相比变化

显著的现象#如公园$电影$舞厅$唱片$报刊等西式休闲方式#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对人们出行方式的影

响等&另一方面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影响比较大的生活领域#如女性$文人和工人群体生活的变迁#

交通出行方式的变迁等%这两个方面正是中国人生活近代化的两条主线#是标志生活近代化水平的主

要指标和体现#其内含的生活)现代性*价值观#反映了研究者的普遍共识%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主要表现在!'

!

(对新生活元素的描述比较多#而对这

些元素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关系研究少&'

0

(对生活元素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多#而综合性研究特别是对

各种生活元素在生活变迁及社会整体变迁中的地位与影响研究少&'

3

(对单一城市生活变迁研究多#而

对不同城市生活变迁的特点及异同比较研究少%这些不足与缺陷#在城市生活史研究发展初期阶段也

许是难免的#在个案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应有所改观%

四$理论范式!)公共生活*与)公共性*

在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少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关注点#

形成一种理论化研究范式#即生活的)公共性*问题%这一问题是借鉴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公共领

域*理论#把)公共性*作为城市近代化的核心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主要体现就在生活领域#即)公共生活*

或生活的)公共性*%因此#许多城市生活史研究者#将生活的)公共性*作为或显或隐的价值指标和理论

解释范式%

有不少研究论著以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作为论题#如关于城市公园$茶馆$剧场$街区等)公共空

间*#关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的)公共休闲*#报刊媒体等形成)公共舆论*等%在城市生活史研究论著的

行文中#也多见一些体现生活)公共性*的名词#如)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休闲*)公共时间*)公共

舆论*)公共交往*等%直接明标生活)公共性*的研究专著就有多部#如关于城市)公共空间*有王敏等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

!%$3C!5$5

.'上海辞书出版社
0"!!

年($日本学者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

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
0""3

年(&关于公共休闲生活有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

地方政治#

!%1"C!53"

.'李德英$谢继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

年($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

和微观世界#

!5""C!5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

年(&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如前述陈文彬-

!5"%C

!531

年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关于城市公共卫生有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

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9

年($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

!%5%C!5$5

(.'上

海人民出版社
0""1

年(&关于公共交往有前述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59C!5$5

(.%

这些研究论著#都把)公共性*作为论述城市某一方面生活的核心#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范式%

)公共性*是城市近代化$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标志#)公共性*理论在中国城市近代化变迁研究中有

所体现#而体现最为突出和集中的即在于城市生活史研究领域#或者说城市的)公共性*主要就是在城市

+

50

+

!

汤蕾
#

多重权力网络下的近代中国人力车夫 ,,,以
!5$9C!5$5

年的汉口人力车夫为中心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0""&

&张致森
#

二

十世纪三十
+

四十年代成都市人力车夫研究
#

成都!四川大学#

0""1

&匡丹丹
#

上海工人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501C!531

(

#

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

0""%

&陈柳青
#

天津工人经济收入与生活状况考察'

!53"C!59&

(

#

天津!天津大学#

0""5

&张晶
#

抗战时期重庆工人收

入与生活状况研究
#

重庆!重庆师范大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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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领域集中体现的#也因此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在研究实践中#)公共性*理论范式对近代城市生活变

迁及其意义#也确实体现了一定的解释力%

)公共性*理论范式在城市生活史领域的突显#提升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深度与理论高度#特别是在

近代社会史各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平面化$碎片化而理论稀薄$缺少理论解释范式的状况下#具有引领和

提升理论高度的意义#也突显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及研究者的理论关怀%

但是#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中)公共性*理论范式的应用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一些研究中#借

用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或名词#还比较粗糙$隔膜$生硬#与实际生活状况及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和观念契

合度不高%其次#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城市生活中西生活元素的交汇融合$对于传统生

活元素的近代演变等本土性问题#其解释力不足%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更深入地探索基于中国

近代城市生活变迁本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本土化的理论解释范式%

五$结
!

语

由以上回顾可见#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经过
0"

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

果#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可以说是一个成果突出$具有鲜明特色并达到较高理论高度的分

支领域%

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总的趋向是研究对象城市日益增多#随着今后各省级城市史研究的扩展#各地

城市生活史也都有随之扩展的前景%从研究涉及城市生活的层面来看#呈现日益多样化$精细化及问题

意识增强的趋向#特别是与当今城镇化关系密切的生活问题#以后会更加受到关注%这些新趋向既是学

术深入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对当今我国城镇化改革现实需求的回应%

对于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存在细碎化$平面化缺陷#以后应当注重加强理论性$联系性$综合性研

究#特别注重探索对近代城市生活变迁的理论解释#以提供对中国近代城市化及生活变迁具有更强解释

力的理论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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