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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91年冬季到1996年夏季这段时间里，我曾对“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进行
了一系列调查和研究，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他们所提出问题的意义。
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由两者汇编而成的。
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以横滨市鹤见区为中心所形成的日本血统南美人社会的情况，但是我考察的重
点，与其说是其社会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其作为“新移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移民社会的形
成以及研究他们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我在书中称之为越境移民族群网络——在城市社会
学上所具有的意义。
　　我认为，通过自始至终地关注每一个“独立个体”所具有的越境移民族群经历(ethnic experiences)
及其在特定“场所”中所建立起采的相互关系，既可以考察这些近年来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有“适应而
不同化”之称的“新移民”与我们共同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形态，同时也得以重新考察他们绕行或克
服各种既定条件的行为以及由“共同体”这个词在产生该行为的日常网络中所指明的实际社会状态所
具有的城市社会学意义。
　　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我在第一章中聚焦他们的“越境移民族群经历”，安排了从调查笔
记中所选出的“非同化”形态以及对解释这种个人具体情况的理论架构(关于异质性认识的理论架构)
所做的一些分析和研究。
在第二章，我聚焦他们的适应形态、“生活方式”以及“越境移民族群网络”——该网络作为一种日
常关系，构成了前两者的基础——安排了一些案例调查和分析研究。
在第三章，调查分析了在其“生活方式”与现有制度性社会的交汇点上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在第四章，聚焦他们(及其“互动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并以城市共同体
理论为素材，讨论了该方法的城市社会学意义。
　　在讨论这些新移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的城市社会学意义时，我把“城市共同体理论”的“问题
意识”和共同体概念本身作为论述的依据。
我认为，“越境移民族群”(关于此概念的含义，参见序章中所做的说明)研究向城市社会学所提出的
各种问题本身就是对现代城市中“城市共同体”的意义进行重新认识的结果。
正是这种看法构成了我采用上述方法的依据。
在终章，论述了结合城市共同体研究来进一步研究“越境移民族群”所显示的“日常实践”以及支撑
它的关系的必要性，并把它作为我今后研究的课题。
　　附带说明一下。
在本书各章的构成上，我往往将“案例调查”置于“分析研究”之前，这是出于我对上述课题均来自
“实地调查现场”的考虑。
　　最后，谨向为拙著付梓和每次调研提供帮助的所有老师、同仁以及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是我在立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中央大学奥田道夫教授，在研究上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
。
尤其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体现在日裔南美人中的“越境移民族群”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所做的调
查和研究工作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
尽管如此，奥田老师还是对我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并提供了很多发表这些成果的机会。
对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在那段时间里，我教的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配合我对那些聚焦个人经历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
，并就有关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包括横滨市鹤见区U地区在内的各地区的
居民和有关人士，对上述笔者所关注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莫大的帮助。
在此虽然不能逐一录下上述每位的尊姓大名，请允许我谨此奉上诚挚的谢意，并禀告拙著最终得以出
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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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前言序章　对越境移民族群问题的关注——此项研究的前后经过及我所关心的对象　1．
观察“越境移民族群”问题的视点　2．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本书的结构第一章 拒绝同化的人的“生
活方式”及其越境移民经历　第一节 来自调查现场的报告　　1．我所关心的对象　　2．“越境移民
经历”的各种形态　　　(1)单身外籍劳工　　　(2)家庭　　　(3)未成年人　　　(4)一位女性的“生
活方式”　　　(5)矢志创业的人　　　(6)鹤见区的地区特点以及旅日日裔外籍居民的应对者　　3．
“越境移民族群”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架构　　1．关心之所在　　2．“族
群性再生”理论与新移民　　3．适应形态及研究方法之关键　　　(1)适应形态——“非零和型”和
“异质性认识”　　　(2)家庭研究——“经历”的形成与现实之间的调整　　　(3)对移民未成年子
女所做的研究——社会化过程和学校文化问题　　　(4)考察认同和“族群网络”问题时的视点　　4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第二章 日常实践和越境移民族群网络　第一节 “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
”所形成的社会　　1．关心之所在　　2．“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形成及其展开　　　(1)作为羁留
点的一个“场所”鹤见区　　　(2)羁留点及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案例　　　(3)网络性世界的展
开　第二节 “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含义　　1．越境流动的各种形态——对“生活方式”所进行的
主体性选择　　2．主体性“生活方式”的形态——关于日常实践的含义　　3．构成主体的形态——
阶层和共生　　4．作为一个“回路”的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5．对“个体潜质”和“生成环境”的
展望　　补节 城市调查报告——圣保罗市自由大街与越境精神　　1．关心之所在　　2．圣保罗市自
由大街与日裔居民　　3．作为一个族群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方式”　　　(1)第一代城市日裔　　
　(2)在城市中长大的第二代日裔巴西人　　4．超越国家的“城市”的含义　　5．展望城市特有的“
城市理论”第三章 制度性社会的应对——外籍未成年学生及学校第四章 “越境移民族群”与城市社
会学——从同化到共存的形态变化过程终章 为了城市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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