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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

（1986-2006）①

熊月之 张生

【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 年至 2006 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

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

得了重要成果。

【关键词】城市史；江南市镇；冲击－反应模式；通商口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发展很快，相当繁盛，表现为研究人员众

多、研究对象广泛、研究成果繁富与研究方法多样。它通过对单体城市、城市群、城市与城

市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国城市的功能、结构、地位、作用、精神与特质，

既参与、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本文重点介绍、分析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情况。

研究概况

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

《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均

可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著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 年，

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

②
20 世纪 30 年代，陶希圣、全汉昇等人关于长安、古代行会制度的论文为城市史研究的起

步。
③
侯仁之潜心于古代城市研究，其对于古都北京的研究，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了重

①
本综述涉及范围为 1986—2006 年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情况。对于该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

的研究，中国学者对外国城市史的研究，本文从略。2007 年 3 月，本文在“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

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台湾中研院刘石吉研究员、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上海社会

科学院周武研究员等人的评论指正，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② 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晨报》七周纪念增刊，1926 年 10 月；《中国之都市》，载《史学与地学》第

1、2 期，1926 年 12 月—1927 年 7 月。
③ 陶希圣：《西汉长安的市》，北平晨报历史周刊 9 期，1936 年 11 月 25 日；全汉昇：《中国古代的行会制

度及其起源》，《现代史学》2 卷 1、2 期，193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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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以柳亚子为馆长、以胡怀琛、蒯世勋、胡道静等为骨干的上海通志馆学者悉心搜集

资料，进行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 1934 年、1935 年各出版《上海市通志馆期刊》4 期，

涉及沿革、气象、地文、风土、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党务、外交、实业、金融、工业、

交通、文化、新闻、体育、学艺、人物、教育、社会事业等，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实开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之先河，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抗日战争

胜利后，通志馆于 1945 年 9 月恢复工作， 1946 年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先后编写、

出版《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城隍庙》、《上海人口志略》、《上海胜迹略》

等著作。

19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大陆学者或对洛阳汉唐城址进行开拓性勘查，对洛阳在汉唐

的形制变迁进行研究（阎文儒）；或对古代城市兴起与发展进行系统探索
①
，或对近代上海城

市功能进行资料梳理和初步研究，编成《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1 年)，《辛亥革命

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 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史料》(1958 年)、《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58 年)、《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

编 1921-1957》(1958 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 年)、《上海钱庄史料》(1960

年)、《荣家企业史料》(1962 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 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

(1964 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 年)，资料都相当扎实，有很高的价值。有些资料，

还包括了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问、调查，为他书无法替代。这些研究均因十年动乱而中断。

同期，许倬云等台湾学者，探讨了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等问题。
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呼唤着城市史研究的繁荣。建国初期，中国城

市化水平仅有 10.6%，当时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 29%，欧美发达国家则超过 60%。从 1950

年到 1978 年，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化率缓慢增加到 18%。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城市数量迅速增多，体量增大，城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比重日益加大。到 2005 年，中

国城市化率提高到 43%，城市人口达到 5.63 亿。
③
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城市史的

研究，有关科研单位与科研管理机构加大了对城市史的重视与投入，城市史逐渐成为中国史

① 代表性的成果如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 年第 2 期；
② 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史语所集刊 48 本 2 分册，1977 年 6 月；杜正胜：《周秦城市

的发展与特点》，史语所集刊 51 本 4 分册，1980 年 12 月。
③ 参考朱铁臻：《 21 世纪的中国城市化》，《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12 月 14 日；刘玉：《中国城市化发展

的若干区域特性与矛盾差异》，《城市规划学刊》2007 年第 2 期，及国研网、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由于统

计口径不统一，数字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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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门新的分支，日益兴盛。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史论著量多面广。

据张利民统计，自 1979 年至 1994 年，国内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

论文集等共计 534 部。
①
以城市史、城市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期刊逐渐增多，如天津的《城

市史研究》（1-23 辑）、上海的《上海研究论丛》（1-17 辑）、《都市文化研究》等。一些历史

专业期刊上，与城市史研究相关的论文日渐增多。据笔者统计，自 1986 年至 2006 年，《历

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等八家主要历史专业期刊中，共刊发城市

史及相关研究文章 390 篇，占总数的 3%。其中《史林》刊发的城市史及相关论文最多，占

其总篇目 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分别占 4%和 3%。《史林》专门开辟了“城

市史研究”专栏。此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期刊也有大量与城

市历史、地理研究相关的论文。

中国大陆历史类期刊所载城市史论文（1986-2006）

刊名 总篇数 城市史研究篇

目数量（以“城

市”、“市镇”等为

主题关键词检索）

百分比

历史研究

(1994-2006)

1300 25 2

中 国 史 研 究

(1994-2006)

1080 18 1.5

近代史研究 2175 47 2

史林 1528 103 7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175 49 4

史学月刊 3762 97 3

史学集刊 1452 20 1.5

① 张利民：《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城市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14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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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 2090 31 1.5

总计 14562 390 3

注：本文数据取 1986 年为上限，即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国近代城市研究”

课题开始。检索范围以中国期刊网为准，其中《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仅见 1994 年后

数据。

其二，城市史研究基地逐渐形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

均从 1980 年代就从事城市史研究，承接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城市史课题，汇聚了

一批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成为研究城市史的基地。与此同步，以城市史研究为主题

的学术讨论会此伏彼起，蔚然成风。从 1988 年到 2006 年，上海、重庆、武汉、天津、青岛

等城市举行过 15 次比较大型的关于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

中国城市史学术讨论会简表（1988－2006）

年份 举办地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议题或成果

1988 年 7 月 上海 租界与近代中国

社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历史学会

租界对中国的双重影响

1988 年 9 月 上海 近代上海城市

研究国际学术讨

论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

洪泽主编：《上海：通往

世界之桥》上下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

版。

1989 年 重庆 第一届近代中

国城市讨论会

重庆城市史课

题组承办

1990 年 武汉 第二届近代中

国城市讨论会

武汉城市史课

题组承办

1991 年 天津 第三届近代中

国城市讨论会

天津城市史课

题组承办

近代城市研究课题组交流

经验，互通信息。

1991 年 10 月 上海 城市研究与上 上海研究中心 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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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研究国际学术

讨论会

上海研究的学术史；近代上

海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上海

社会研究；近代上海的经济

政治问题，上海文化研

究。

1993 年 8 月 上海 城市进步、企业发

展与中国现代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康奈尔大

学

张仲礼、熊月之等主编：《城

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

代化（1840～1949）》，上海

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1996 年 8 月 上海 近代中国城市发

展史国际学术讨

论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经济研究所、上

海史研究中心

张仲礼、熊月之等主编：《中

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

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998 年版。

1998 年 上海 中国近代城市

史国际研讨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

长江沿江城市、上海城

市、企业史、城市综合与比

较等

2002 年 9 月 上海 上海史青年学者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日本上海史研

究会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化与

社会变迁

2003 年 12 月 上海 上海开埠 160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高校都市

文化 E研究院合

办、

百年来上海社会变迁、市民

生活、城市建设、经济发展、

文化演进等

2005 年 8 月 青岛 近代中国的“城 中国社会科学 含有近代城市社会史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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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乡村·民间

文化 ”——首届

中国近代社会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

院近代史研究

所、青岛大学

关讨论

2006 年 6 月 天津 “ 城 市 空 间 与

人”国际学术研

讨会

今晚报、美国康

奈尔大学等

天津城市建设历史与发展、

天津历史文化沿革与发展。

2006 年 9 月 上海 中国城市史国际

学术讨论会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以城市社会史、文化史为主

注：本表仅对历史学界举办之城市史相关学术会议加以统计。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比较城市史研究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

主办的“城市中国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

中心主办的“都市研究网”等城市研究相关网站，在交流研究信息，共享学术资源方面起了

很好作用，成为城市史研究兴盛的标志之一。

其三，城市志编撰蔚为壮观。

城市志是地方志的一部分。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享誉世界，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 8264 种，11 万余

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1979 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指示各地

“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胡乔木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要

继承修志传统，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1980 年，修志工作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1985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文件。1986 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

会议。 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个城市都成立了地方志办公室。这是政府规定

的文化项目，有经费，有人员，有资料，这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史研究。截至 2005 年 11 月，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台湾未统计）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

编纂 6000 余部，已出版 5000 余部。其中，省级志书规划 2615 部，已出 2176 部，完成 83.2%；

市级志书规划 288 部，已出 261 部，完成 90.6%；县级志书规划 2506 部，已出 2371 部，完

成 94.6%。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总共完成了规划任务的 88.8%。同时，编辑出版 4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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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

城市志不等于城市史。城市志以行政市为范围，城市史以城市实体的历史为研究对象，

但毋庸置疑，城市志的主要部分，可以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范畴。经过二十多年的修志努力，

可以说全国已经无市无志。即使是一些以县命名的地方志，其主体部分也是城市志内容。城

市志一般说来，具备地方性、资料性、连续性、百科性特点。相当一些参加者熟谙地方典籍，

了解风俗民情，更增强了这些志书的史料价值。

二 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

中国城市何时起源、特征如何，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史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马克斯·韦

伯在《中国宗教》与《城市》两书中，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则否。

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

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

国的特殊社会结构。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针对韦伯

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中国城市起源、发展特征问题上各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问题，傅筑夫、张光直等持“防御说”，
①
强调政治、军事因素

在城市起源中的作用。杨宽提出一种特殊的“防御说”，他考察了日本的古城后，主张“沟

应是城的萌芽”
②
。有的学者提出“集市说”，认为城市是在市集的基础上兴起的，民间交换

或经济交往频繁、固定的出现，使得人口的聚居成为可能。这种说法与西欧城市史家看法较

为接近。此外，还有地利说，城乡差别说等。
③
近些年来，有学者以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

为基础，对中国古文明设都、都城选址、军事防御及规划布局制度等作了论述，其中对中国

夏商时代施行主辅都制的论述在学术界属于首创。
④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特征与分类问题，大陆学者傅筑夫、傅衣凌、李伯重，台湾学者赵冈

等均有深入研究，成一家之言。

傅筑夫将中西封建时代的城市进行比较，揭示了中国与西欧古代城市及城市经济的特

点，指出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都城是统治阶级根据政治、军事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兴建的，

①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市布局的探讨》，1983 年 7 月 19 日在河南省博物馆所作的学术报告。
③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④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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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明清，城市的性质结构的管理制度基本类似
①
。但从北宋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自古相沿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结构和面貌开始与近代城市相类似。

傅衣凌破除了将前近代中国城市简单地分为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城市的做法 ，从经济的

层面对明清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划分为“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两种类型；并指

出工商业繁荣在“苏杭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李伯重在此基础上提出，实

际上存在第三种类型的城市，将其命名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并用现代城市化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明清江南的城市化问题；进一步将明清江南城市分为两种类型：“苏杭

型”城市与“众星拱月”型的城市，以及“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与“群芳争艳”型的城

市。
②

台湾学者赵冈将中国城市分为两大系统：一类是行政区划的各级治所，称为城郡，政治

意义很强，另一类是治所以外的市镇。二者总合称为城市。赵冈对于古代城市居民的密度，

城市人口数量及占全部人口比重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

阶段：从城市起源到南宋为止，是第一阶段。此时期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

人口有向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大都市规模迅速膨胀。南宋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停

滞，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落。城市人口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

的众多市镇。19 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城市化进程转入一个崭新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

继开辟，现代化工业逐渐兴起，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城市人口迅速回升。
③

三 从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学者对于秦汉时期的城市非常关注，大量的城址

考古资料，为先秦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④
虽然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尤其

是汉唐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社会”，
⑤
但作为人类聚落的城市已然存在。《汉代城

市研究》与《汉代城市社会》等书，是近年来关于秦汉城市研究中的力作，前者搜集了大量

① 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第 321—386 页。
②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清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2002 年第 1、2
期。李伯重、周春生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绪论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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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汉代城市的分布及汉代城市人口比例研究方面，均有突破。后者受日

本学者影响，深入地研究了汉代的聚落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汉代大小城市在结构和

布局上的规律和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研究相对薄弱。但近年也有对该时期的城市管理机制，治安管

理，居民管理问题的专著问世。
①
有些研究著作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六朝时期以建业为代

表的江南城市的繁荣景象。
②

唐代时期的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京。有学者对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及所带

来的社会变迁作了详细研究。
③
宁欣的系列论文关注了唐代坊市制度破坏的渐进性，即街道

在突破坊市制度中的作用，详细论述了“街”在坊市向街市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侵

街”的表现。
④

宋代城市研究成果集中于东京和江南城市。研究者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

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不仅传统州县城市的发展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各种商业市镇大

量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发展格局和等级体系。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种城市变革

表现得尤为明显，其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⑤
有研究者围绕宋代江南城镇发展概况、

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三部分来展开论述，包括城镇的发展过程、基本类型、区域体系与特点、

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不少方面是以往学术界研究

宋代城市史时较少涉及和注意到的。
⑥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不长，考古和历史工作者主要对元上都、大都、和中都进行

了发掘和研究，代表作有《元上都》、《元上都研究》等。
⑦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还有史念海、杨宽等倡导的古都研究和城市建

筑、制度研究。史念海在对周、秦、汉、唐古都进行考察后，于 1983 年发起组织中国古都

① 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 1992 年版。
③ 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④ 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唐宋城市变革中的线形空间》，《文史哲》2006 年第 5 期；《转型期的唐

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 年第 5 期等；其承担的“唐宋城市比较研究”与“唐宋

都城社会结构研究”等研究课题，直指唐宋城市研究的重点内容。专著方面有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

篇》，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等。
⑤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⑥ 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⑦ 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详情可参见刘晓：《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载《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4—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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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后来写就《中国古都概说》一书，将中国古都学定义为“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

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在其 1998 年编的《中国古都与文化》

专集中，
①
论述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古都与自然关系，及唐代长安外郭街道及里坊的变

迁等问题。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对宫城、坊郭、城门、市场、街

道等城市建筑与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②
此外，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从建筑学

的角度，概述了历代城市主体建筑的结构、布局、形象，及造园等，图文并茂。
③

四 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城市研究是古代城市研究中相当活跃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明

代城市研究》及《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
④

江南市镇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研究成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
⑤
。1964 年,傅

衣凌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框架下，最早直接

涉足江南市镇研究。尽管他的开创性研究，因“文革”而中断，但他提出的“专业市镇”概

念，对后来的研究起了引领性作用。
⑥
1970 年，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

究，并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刊布了其成名作《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⑦
他

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业市镇、米粮市镇等类型，这种研究范式对 1980 年代

以来江南市镇研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台湾的李国祁、范毅军等随后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1980 年代以后，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极其丰富
⑧
。樊树志、陈学文等，注重

①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此外还有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 1999 年版；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 1991 年版；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

秦出版社 1992 年版；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侯仁之主编：《北京城

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尹君科等：《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 2002 年版，等等。
④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其他城市分论性的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参见任放：《20 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

举要(1976—2000 年)》等。
⑥ 文载《历史教学》1964 年第 5 期，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 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第 8 卷之 6、7、8 期，后收入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论文集，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⑧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 (1976—2000)》，原载《人文论丛》2003 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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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在汇集排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市镇的个案分析相当深入，令人赞

叹。王家范、陈忠平、范金民、王卫平、朱小田、包伟民、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

等人的研究，注重江南乡土生活、社会风气、慈善事业，会馆公所、商业市场等方面探讨，

从多角度、多领域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施坚雅模式的回

应。

对于中国城镇城乡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曾提出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

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 A 类、B 类、C 类和 D 类四个中

心构成，由低到高，D 类中心朝着 C 类中心，C 类中心朝着 B 类中心，B 类中心朝着 A 类

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

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①中

国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模式颇有解释力，比如，王卫平在《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

为中心》中，就运用施坚雅这一理论，以市镇为中心地，将江南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即标准

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各级市场中心地的市镇，也相应地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

镇、中心市镇三个层次，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补充与修正。比

如，王家范认为，从江南市镇与城市关系看，辐射不是严格遵循由低到高顺序的，因为江南

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

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范金民以苏州府的市镇

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施坚雅所说的

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

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在县城为中心。苏

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

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

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

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

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

① 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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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

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是从单体城市起步的，成果中九成以上是关于单体城市的。
①

1979 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已经论及近代城市史研究问题，并将

上海城市史研究作为首批项目，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上海学者经过多年努

力，后来出版了由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1986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中国近代史

学科组在讨论“七五”规划时，更加重视城市史研究，并决定先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

四个城市着手，之后，相继出版了关于四个城市著作《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

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这几个规划项目，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城市

史的高度重视，开创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先路。

此后，中国史学界关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北京、成都、开封、洛阳、济

南、广州、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昆明、沈阳、大连、鞍山、宝鸡、本溪、自贡、

长沙、邯郸、包头等城市都有相应的专著面世。其中，东部新兴城市和口岸城市所占比例较

大，这与城市地位、研究力量、资料储备均有关系。香港、澳门在上世纪末回归祖国，关于

这两个城市的史学著作在当时也有大量出版。

单体城市史研究著作录要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出版年份

上海史 唐振常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张仲礼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上海通史 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

的编年史

熊月之、周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北京通史 曹子西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4

重庆开埠史 隗瀛涛、周勇 重庆出版社 1983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

崛起

周勇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9

近代重庆城市史 隗瀛涛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① 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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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城市史 罗澍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空间与社会: 近代天

津城市的演变

刘海岩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03

近代武汉城市史 皮明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武汉城市发展轨迹 杨蒲林、皮明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990

汉口五百年 皮明庥、吴勇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

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

何一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

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王卫平 人民出版社 1999

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

研究

张海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邯郸近代城市史 郝良真、孙继民 测绘出版社 1992

南通现代化:

1895-1938

常宗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成都城市史 张学君、张莉红 成都出版社 1993

开封城市史 程子良、李清银 1993

鞍山城市史 刘景玉、智喜君 1994

宝鸡城市史 王琪叔 1994

本溪城市史 沈玉成 1995

自贡城市史 王仁远、陈然、曾凡

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沈阳城市史 张志强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3

深圳城市史 邢凤麟 团结出版社 1996

拉萨史 傅崇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包头史稿 张贵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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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代大连城市经济研

究

沈毅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

开埠以来的济南

党明德、林吉玲 齐鲁书社 2004

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

研究:1900-1937

周子峰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草原明珠：内蒙古主要

城市由来

潘照东、刘俊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无锡通史 宋菊如、周解清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聊城通史 程玉海、李泉、王云 中华书局 2005

广州简史 杨万秀, 钟卓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

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

研究

严忠明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十九世纪的香港 余绳武 中华书局 1994

香港的历史 刘蜀永 新华出版社 1996

澳门政治发展史 吴志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999

香港史新编 王赓武 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1997

澳门史 黄鸿钊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澳门通史 黄启臣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 邓开颂 珠海出版社 1999

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

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

代化研究

朱庆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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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体城市研究的延伸， 90 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向

内的取向，对城市内部区域、人口、功能、结构的深入剖析，比如对上海宁波人（李瑊）、

广东人（宋钻友）、福建人（高红霞）、苏北人研究，对成都茶馆研究（王笛），对城区史研

究（苏智良）；另一方面是向外的取向，编写城市通史。作为中国的“双城记”，通史编撰工

作首先从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开始。曹子西所主编的《北京通史》（全十卷），由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学者编撰，叙述的时间，从远古时代至本世纪 80 年代末止；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

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熊月

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凡 15 卷，叙述了从远古到当代的上海历史，重点是近代。北京、上

海之后，杭州、宁波、无锡、重庆等地，也先后有通史类著作结集问世。其他已开始或正在

进行通史编纂的有天津、苏州、武汉、广州、济南、青岛等城市。城市通史以作为行政区划

的市境为范围，与以城市实体为研究对象城市史有重要区别，但其主体部分属于城市史，涉

及城市区域、人口、结构、功能、沿革等内容，建立在广泛的调查、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城

市通史的编撰，对城市史研究是有力的推动。

“八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引导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和区域城市研究，

相关城市和高校、研究院所也加大对此类研究的支持力度，先后完成的有“中国近代不同类

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

东城市史研究”、“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粤港澳城市互动研究”等
①
。因此，从 1990

年代初起，大陆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呈现单体城市研究与类型城市、区域城市研究并进共盛的

局面。

1985 年问世的傅崇兰所著《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从联系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杭州、苏

州等运河城市，是关于中国类型城市或城市带研究的前驱之作。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成果，《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承担。该书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就上海、宁波、

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进行多角度研究，认为这些城市各有特点、

互有联系，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形成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中国对

外开放的程度联系在一起，开放则兴，封闭则衰。

① 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梁渭雄：《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广东

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16

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以

长江沿江城市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从宜宾起至上海的 14 个城市。分析在社会、经济、文

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上海城市的开发与发展同沿江城市的联动关系，进而探讨沿江城市在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

天津学者进行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课题，较为关注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

变和城市化的进程，认为在近代华北以北京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

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
②

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以北京为主体，将北京及其周围城市作为一个有机

整体来研究，既自具特点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
③
。山东学者所著的《近代山东

城市变迁史》，对山东城市的布局、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整体分析。④

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在研究理念上将城市与区域放在一起，代表着区域史与

城市史研究结合的努力。
⑤
顾朝林的《中国城市地理》，对从秦汉到近代的城市发展作了综合

论述，内以相当篇幅论述近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变化、城镇分布等问题。书中关于近代

中国部分城市（镇）1843-1936 年的发展趋势的论述、从区域面积、城镇数、城镇网密度，

城镇人口比重等具体指标进行长时段地分类详列，展示了不同区域、时段的城市的兴衰。⑥

六 “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史的研究，费正清等人提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解释模式，

即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来解释中国现实，口岸城市是冲击－回应的集中表现地。

应该说，对于这些口岸城市，这个模式是很有解释力的，因为，研究结果表明，开埠通商对

这几个城市来说，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些城市的原先演变路径，改变了这些城市的功能，

改变了这些城市与腹地及周边城市的关系，或大或小地影响了这些城市变化的速率。但是，

通过对这几个分布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口岸城市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对于西方冲击的回应，既

①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 年第 6 期；周俊旗：《关于近代区域城

市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 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

性》，《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等。
③ 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王守中、郭太松著：《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清末民初西部城市发展的困顿》，未刊稿。
⑥ 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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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击力的强弱大小有关，更与这些城市所在地域的经济结构、人口特点、文化背景、时代

因素有关。同样是西方冲击，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的演变结果各不相同，各具特点。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研究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变迁，从

天时（时代因素）、地利（地域因素包括）、人和（移民人口）与格局（中外关系、华洋关系、

沪宁关系即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关系）等角度，分析上海城市的变迁复杂因素。
①

《近代天津城市史》按时期分篇，
②
按专题分章，讨论了天津城市发展的特质。书中指

出，一方面，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并立，这在全国 16 个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1860 年的开埠使天津作为首都附庸格局被打破，天津逐渐脱离北京的控制，开

辟了与华北各省商品交流的新网络，城市格局、功能都发生巨大变化，到了 30 年代，成为

闻名于全国的大都会。这样，作者便从历史的延续性与变异性、与首都关联度的变化、列强

在天津的特殊态势等方面，表达了天津城市变迁的复杂因素。

《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都从既是口岸城市、又是对内陆城市角度出

发，研究了这两个城市的变迁与特质。
③
《近代重庆城市史》从理论上对研究近代中国城市

的目的、意义，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城市的分类等问题进行探讨，涉及重庆城

市发展的原因与特点、近代化的过程等问题。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线索有两条，

相互推进，相互制约，一条是近代城市化，一条是城市近代化，既研究城市内部矛盾运动，

也研究城乡关系，在古代中国是城市乡村化，在近代中国则是乡村城市化，在一些地区城市

近代化与乡村城市化并非同步进行。这就间接回应了冲击－反应模式，即单从传统与近代、

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运动是难以把握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实质的，必须从历史的、全面的、变动

的关系中把握城市变迁实质。《近代武汉城市史》体例上与前者有相似之处，对于武汉成为

近代中国区域性、乃至全国性革命风暴中心提出了独到看法。作者特别强调武汉的地理区位、

武汉城市在前近代时期的结构与功能、世界政治格局与中国政治变局变动对武汉的影响，说

明武汉城市的特质。

上述关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这四个城市的研究著作问世之时，正是冲击－反应模

式为中国学术界广泛知晓、屡加讨论之时，其时反映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作《剑桥晚清中

①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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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中译本已经出版多年
①
，这四部著作的作者，显然不是不知道这一解释模式，但是，

他们都没有从正面对这一模式提出讨论， 其原因就是既有限地认同这一模式，同时又不满

意这一模式，而是努力用历史的、全面的、变动的、辩证的观点来加以解释。

口岸城市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架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标准条约口岸”有

59 个
②
，上述四个口岸城市研究的解释框架和一些观点，对其它口岸城市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比如众多条约口岸设有租界，对条约口岸的研究，焦点之一是对租界的评价。
③
大陆学界在

相当一段时间里，一说到租界，除简单描述租界的历史沿革，就是单向性地指斥其为“帝国

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国中之国”、“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等。在此方面，一些上

海学者以晚清民主与革命、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交流为突破口，讨论租界影响的复杂性
④
，

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利用租界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一方面也借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传播

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前者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后

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觉醒，加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对于租界的影响，

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他们还进而从城市政治格局、中西文化差异、上海

与全国关系方面，提出缝隙效应、示范效应、孤岛效应等命题，解释租界在中国产生复杂影

响的原因。
⑤
这些观点，开启了对租界进行具体分析的进程，也把租界的研究推进到社会的

层面，把租界放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综合考察。这种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冲击

－反应模式的补充。

七 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与中外学术互动

比较研究方面，总体来看，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研究都有，较突出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学者进行了上海与香港的比较研究，上海学者与日本学者合作进行上

海与横滨的比较研究
⑥
，厦门大学的王旭将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区域进行比较研究

⑦
。这

① 《剑桥晚清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博士论文，1995 年，第 64—65 页，

转引自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第 397 页。
③ 吴圳义：《上海租界问题》，台湾正中书局印行。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

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熊月之：《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学术季刊》1985 年第 3 期；《论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史林》1987
年第 3 期；《上海租界与社会思想变迁》，《上海研究论丛》1989 年第 2 辑。
⑤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九章。
⑥ 《上海和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华东师范大学 1997 年版。
⑦ 王旭：《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城市史研究》，天津

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14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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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在城市功能相同、相近的城市间进行的比较。

通论性著作中，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城市转型为基本

研究范式，并视城市的近代化为城市转型的同义语，是现代化研究范式下城市研究的典范之

作。书中首先对中国城市化道路进行描述，指出市镇化是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

而近代以来城市化道路出现转变。接着从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变、开埠通商与城市近代化、

近代工业与城市发展、新式交通与城市发展等四个方面阐述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①
此

外，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曹洪涛等的《中国近现代城

市的发展》，都是关于近代城市发展各具特点的通论性著作。
②

何一民在中国城市史综合研究方面下过很深功夫，有多种论著问世。在《中国城市史纲》

中，他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城市产生、发展的整体历程。将中国城市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从原

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的“城市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从秦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古典

城市发展时期”，鸦片战争到 1949 年的“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时期”。
③
在《近代中国城

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中，他将近代城市的发展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中

来考察，重点探讨城市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对城市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

用。
④
他从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近代

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的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社会结

构的演变、城乡关系的变迁、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城市婚姻与家庭的变迁等八个方面对近

代中国城市进行综合考察。

不同时期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时期的城市人有不同的生活。随着城市史研究的

深入，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扩大，城市日常生活史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颇成规模是

湖南出版社出版、赵世瑜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宏观地介绍了唐、宋、

元、明、清历代城市生活。
⑤
台湾学者的“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研究计划也有较新成果

问世。
⑥

①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技出版社 1994 年版；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曹洪涛、刘金声：《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④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 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李春荣：《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

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赵世愉：

《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 李孝悌：《中国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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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人作为一个流动着的生命集合体，有其特有的品格，特有的精神。

对于城市的品格和精神，研究者无法从统计学角度去计算，也无法纯粹通过文献来考证，但

是，能够靠经验、直觉去感受和品味，能够通过前人的直觉和品味去研究，鲁迅等人在 1930

年代就已经涉及。因此，关于城市综合研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关于城市品格和精神的提炼。

上述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北京、南京、苏州的单体城市研究中，都有这方面的内

容。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品评的是北京与上海人，开此类研究之风气，其后，解读各城

市人的作品层出不穷，包括易中天的《读城记》，解读的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厦门

人、成都人等。

中国城市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门类，它的发展、走向均受中国历史学整体态势、发展、

走向的制约与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城市化速度加快，文化

空前繁荣，于是才有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繁盛。历史学在中国本有悠久的传统，存史、资政、

教化是此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因此，现代化与现代性、城市发展规律、公共领域、民众日常

生活、文化交流冲突与融合，这些在一般中国历史学界经常讨论的议题，在城市史研究中都

有反映。

中国城市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同类研究息息相关，既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也回应他

们提出的问题。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都已经被翻译、介绍进中

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罗兹·墨菲的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写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

城市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的典范，该书经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译为中文，是海外学者城市

史成果介绍到国内的较早尝试。
①
70 年代中叶，施坚雅和伊懋可合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

市》，包含施坚雅、芮沃寿、牟复礼、斯波义信、伊懋可等众多学者研究中国城市的论文，

将区域体系方法应用于中国城市研究，经译为中文以后
②
，对中国学者有多方面的启发。80、

90 年代以后，国际同行与中国学界互动增多，既参与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也回应了中国学

术界提出的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圣芭芭拉等校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法

国里昂第三大学汉学系等单位，成为中国城市史特别是上海史研究的重镇，白吉尔、魏斐德、

裴宜理、高家龙、李欧梵、叶文心、韩起澜、贺潇、顾德曼、罗威廉、瓦格纳、叶凯蒂、安

克强、毕可思等著名学者，都有在中国大陆作较长时间访问学者的经历，与中国大陆学者有

①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 2000 年出版。



21

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关于上海资产阶级、警察、上海歹土、纱厂女工、上海苏北人、上海

帮会、上海学生运动的研究成果，均被译为中文发表，对于中国同行的研究有广泛而深入的

影响。卢汉超、王笛一些大陆学者移居海外，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资料基础，使得

他们如虎添翼，成就斐然，发表了《霓虹灯外》、《街头文化》等有影响力的城市研究著作。

①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推出的《上海史研究译丛》第 1辑 12 种，比较集中地展现了海外学者的

研究成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城市史学界时分重视介绍、引进海外优秀研究成果，取得了

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就译著选择来看，有不少著作，如罗兹·墨菲的

后期名著《局外人》，此书方法论意义很强，虽已面世三十年，迄今仍尚未有中文译本。
②
还

有关于苏州、北京、南通等城市史的很好研究成果，还没有介绍进来。就研究对象而言，与

上海相关的著作被译介较多，而其它城市的研究著作略显不足。相较于对欧美学界中国城市

史研究的重视和引入，我们对于日本学界的中国都市史研究的关注略显薄弱。日本学界有“比

较都市史研究会”等一些组织，东洋学传统中一向重视中国的城市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波利贞、宫崎市定探讨过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与城市结构的关系。内藤湖南首创“唐宋变革

论”以后，日本学者相应的提出从“城市革命”的概念来解读北宋时期的东京。80 年代，

唐代史研究会编写过《中国都市历史的研究》，90 年代，森正夫主编的《江南市镇研究》集

中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于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伊原弘的《中国开封生活与岁时——宋代城市

生活绘卷》，以开封为个案，分析了宋代城市中的城市精英、社会救济、婚姻交往、公共墓

地等有趣问题。近年出版的妹尾达彦的《长安都市计划》，斯波义信的《中国都市史》，五井

直弘的《中国古代城郭与地域支配》等书，均在都市史研究若干问题或领域有所突破，
③
以

① 这方面著作主要有：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贺萧著、韩敏中等译《危险的

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2003 年版；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

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 ,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樊书华等译《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李欧梵著、毛

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罗威廉著、江溶等

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梅尔清著、朱修

春译《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白吉尔著、张富强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安克强著、袁燮铭等译《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卢汉超：《霓虹灯外——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张笑川：《本土环境与西方冲击互动中的中国通商口岸——<局外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述评》，

《史林》2006 年第 1 期。
③ 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國都市の歷史的研究》，刀水書房 1988 年版；伊原弘的《中国开封の生活と岁时—

—宋代城市生活绘卷》，山川出版社 1991 年版。森正夫主編《江南デルタ市鎮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1992 年版。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畫》，講談社 2001 年版；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東京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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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茂树为代表的日本宋史研究小组，将地域社会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到宋代城市的研究之

中，其成果也多有可以借鉴之处。
①
这些功力很深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著作，还没有译介

进来。

影响总是互相的。中国学者针对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包括对熊月之

对上海张园、李德英对城市公园的研究
②
，乐正、忻平、李长莉对于城市社会心态、社会伦

理的研究
③
，刘海岩对于城市贫民的研究

④
，苏智良对于城市黑社会的研究

⑤
，郭绪印等对于

城市移民群体、同乡团体的研究
⑥
，都是国际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尽管语境不同，但从中

可以看出中外学术的互动。在资料掌握、理论分析、研究方法诸方面，中外学者有互通有无、

互相切磋方面，也有见仁见智方面，前述对施坚雅城镇体系分析模式的补充，对冲击－反应

模式的补充，都反映了中国城市史学界既有国际眼光又自具特色、既延续传统又有时代特点。

城市作为一个实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筑、生态，无所不包。这一特性，决

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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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政治学、

人口学、生态学、统计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门学科，要求研究者具有相

当丰富的学识和极其广阔的视野。这也是城市史这门学科既有艰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

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史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以后的道

路会更广阔，前景会更灿烂。

會 2002 年版；五井直弘：《中國古代の城郭と地域支配》，名著刊行會 2002 年版。
①《宋代の社會網路》，汲古書院 1998 年版。《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汲古書院 2001 年版。
②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 年第 6 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

共空间拓展》，《学术月刊》1998 年第 8 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

《城市史研究》第 19—20 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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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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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版。
④ 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⑤ 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⑥ 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
—1936》，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