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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诞生60周年。
经过前30年的曲折探索和后30年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已从一个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成长为具有重要
话语权和巍峨形象的现代化大国。
从60年前的灰姑娘到21世纪的大力士，中华文明的巨变与沧桑自不待言。
仔细探究，不难发现，其中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不是别的，而是在“乡土中国”躯壳上如雨后春
笋般生长出来的都市和城镇。
从城市化率的角度看，1949年新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而2007年已达到44.9％。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还创造了惊人的中华速度，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
了120年时间，美国用了80年，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仅用了22年。
中国城市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着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转型，也为亚洲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繁
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
西方学者曾预言，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表示，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还会持续30到35年。
这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化进程仍将是影响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要因素。
与新中国城市化同时，已持续200多年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中期以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就是被学界冠以“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区”的都
市化进程(Metl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特点是“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凭借
优越的城市环境与人才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新技术、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文化资本，取代了人口
流动相对平缓、空间流量相对均衡、社会变化相对缓慢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并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影响
世界环境和人类发展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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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都市文化研究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与
社会科学的交叉建构、跨学科与多学科的集约组合、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
界性前沿学科。
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文化研究对于应对各种城市社会问题，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文明建设与城市社会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
兴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集刊具有研究性、信息性和咨询性三种功能。
所选论文是具有都市文化研究综合竞争力的标志性科研成果。
它们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为中心，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与
现状，通过吸收当代国际都市文化的先进知识与技术手段实现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前沿性，在引领
都市文化学的研究方向、建构都市文化学的研究范式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凝聚力的同时，进一步起到沟
通学术研究领域与实践决策领域的桥梁作用，以众多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影响都市化进程的决策及实
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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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音乐对宗教的依附性的削弱，音乐的形式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原来的以人声演唱为中心的音
乐形式逐渐淡化，逐渐出现了纯器乐作品，当时的器乐曲分为即兴演奏、声乐改编曲和创作乐曲三类
，后两类都有作品流传下来。
器乐曲的出现，进一步淡化了音乐的宗教内涵，在纯粹娱乐和审美方面前进了一步。
　　17世纪，意大利音乐出现了巴洛克风格，这种风格与正在兴起的歌剧热结合起来，使得歌剧艺术
的情感内涵更加丰富。
实现这种统一的是威尼斯歌剧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蒙特威尔地、卡瓦里和切斯蒂等人。
这种歌剧强调演出的娱乐性和华丽的场面，较少宗教色彩。
巴洛克时期，意大利音乐的另一成就是器乐合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通奏低音”的演奏
风格。
到18世纪，巴洛克音乐迎来了迟到的辉煌，“巴洛克音乐晚期三杰”是这一音乐思潮的顶峰。
“三杰”是：法国的D．斯卡拉蒂，其奏鸣曲构思巧妙，长于抒情；德国的亨德尔，他创作了大量的
意大利歌剧和器乐曲，其作品处处洋溢着欢乐的基调；德国的巴赫，他在复调艺术上来了一次大总结
，其赋格曲是巴洛克时期复调艺术的最高峰。
他们在音乐的抒情性、娱乐性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
　　18世纪中期，古典主义音乐崛起，而巴洛克音乐走向没落。
海顿和莫扎特的出现标志着古典主义的顶峰。
在他们的努力下，古典交响曲的形式得以完善，古典主义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得到了体现。
“和谐、对称、自然、纯真以及高度的有序性、彻底的世俗性、超越种族界限的世界主义，这些都成
为古典主义的特性表征。
”①海顿作品富有幽默、愉悦的情趣，充满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莫扎特的作品天真、亲切，体现出他善于从自然中发现美表现美的过人本领，无论是歌剧、钢琴曲还
是室内乐、交响曲，莫扎特的成就都堪称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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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1卷)》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专门从
事都市文化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高端学术集刊。
它的定位是：凝聚学术资源，精研学理问题，扶持学术创新，推动学科建设，关注城市发展，引领时
代思潮。
其所设栏目有：“都市化进程”、“都市文化理论与政策”、“世界都市文化研究”、“城市文化战
略与管理”、“都市文化经济”、“中国都市圈与区域战略”、“都市精神与形象”、“城市文化叙
事”、“都市文化史”、“都市茶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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