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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人类利用、征服、控制自然并使自然秩序化的最显著的成就。
人类筑城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组织、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建立、发展的历史。
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而20世纪的“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
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
”　　文学的历史与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
自有文学以来，城市就是被描述的对象和想象的灵感源泉。
文学中的城市保存并拯救了人类的城市经验，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与断裂。
历史上有无数的城市消弭于自然灾害和无情战火，但文学却储藏了城市的历史记忆，记录了各民族城
市诞生之初的神圣建造和沧桑变化，描绘了它的宏伟辉煌和阴影褶皱，表现了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
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
从城市的角度阅读文学史，它也是一部人类城市经验的历史。
文学中的城市也以其独特的形式参与现实的城市，成为现实城市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类对于现实城
市的想象、认知和改造。
　　正是由于古希腊人一代代口口相传的特洛伊传说，在城市消失、人口四散、社群解体、没有文字
记载的黑暗时期（前12-前8世纪），保存了迈锡尼文明和黑暗时代的城市历史记忆。
正是由于荷马史诗（成书于前8-前7世纪）对于青铜时代后期文明程度极高的城市的描绘，才使后世得
以窥见当时的城市文明和城市社会。
传说和史诗也将神圣性赋予了希腊早期的城市。
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各城邦公民教育的百科全书和教科书，养育了千千万万人的灵魂，也哺育了西方
文明。
尽管历史学家一再强调：“将荷马史诗作为社会分析的根源是危险的，荷马史诗不是历史、社会、人
类学著作，而是神话。
”但是，它却为史学家关于早期城邦形态最大胆的假设提供了想象的依据，补充了历史知识的匮乏。
迄今为止，荷马史诗依然是研究古希腊早期城邦起源和城市发展形态的基础性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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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中的城市保存并拯救了人类的城市经验，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与断裂。
历史上有无数的城市消弭于自然灾害的无情战火，但文学却储藏了城市的历史记忆，记录了各民族城
市诞生之初的神圣建造和沧桑变化，表现了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
从城市的角度阅读文学史，它也是一部人类城市经验的历史。
《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以跨文化的视野，比较分析了古代中西城市观念的会通与差异，中西最早
的文学经典荷马史诗与《诗经》和汉都赋中的城市再现，《圣经》中的城市观念及其对于西方城市想
象的影响，并着重以现代转型时期的伦敦、巴黎和上海为中心，分析了19、20世纪早期中西都市文学
的反都市主义倾掏及其对于资产阶级和大众阶层的文学再现，呈观了中西作家的现代都市想象和文学
再现与其文化传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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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晓兰，复旦大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城市文化与文学、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性别与文学。
出版专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1999），《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
（2006），《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2006）；主编：《外国女性文学教程》（2011），
《中华十大才女》（普及本，2010），《想象异国——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2012），上
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诗与思》（2007）及《经典与理论》（2009）；发表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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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城市与政权极其密切的关系，频繁迁都、毁弃前朝权力中心而另建都城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
史上最显著的特点。
　　因此，与西方以一神圣之城作为民族、国家的恒久象征不同，中国却没有一个恒久都城可以象征
中华之文明。
不同于罗马之于罗马帝国，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从未随着朝代和权力的更迭而衰败至毁灭。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座都城，夏代历经400多年，17个帝王，迁都10次，所建都城主要集中在河南境内，
其中今天洛阳以东的斟，曾有三代帝王以此地为都城。
郑州地区作为中国夏、商时期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区，作为周代众多诸侯的分封之地，形成了“庞大的
古都群”。
据《史记》记载，自契至汤迁都8次，盘庚之前迁都5次。
殷墟作为都城历时273年，殷商时期宫廷与皇城占据面积十分之六以上，少数甚至十分之九。
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各诸侯都把立国与建城看作重大事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35个国
家的城邑共600个，⋯⋯若加上未统计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国家城邑当有千座之多”。
旧王朝的都城往往是被屠戮的对象，同时也被新王朝视为不吉。
都城作为帝王权力意志和欲望的产物，必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权力的斗争而沉浮。
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王赢政每灭一国，即令毁其都城宫殿，又将其仿建于秦都咸阳北阪，将六
国贵族和豪民迁至咸阳。
规模宏大、布局独特的六国都城宫殿群，与新建的咸阳宫相辉映。
咸阳作为秦国都城129年，作为秦王朝都城15年。
秦始皇死后三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
咸阳化为废墟。
长安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的战乱中遭逢巨大浩劫，宫室被毁、死者数万。
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长安城空40余日，强者四散，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复无人迹
”。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始终处于战乱的中心。
晋愍帝时（311年），长安城“墙宇颓毁，蒿荆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
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
都城作为权力中心也是战乱的中心。
　　自春秋战国至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的兴亡，一个朝代的兴起与灭亡导致一代都城的兴建与衰败
。
主导中国历史的是朝代更迭的历史，相应地，主导城市历史的也是都城的建设史，一部正统的中国城
市史往往就是一部中国都城史，而一部都城史则又常常是一部宫殿建造史。
尽管中国历史上经历无数次的朝代更迭和非汉族的统治，建造了无数城市，但这些城市只有地理方位
、时间和规模上的区别而无精神气质上的差异。
相比于西方城市发展的多元文化来源、历史的断裂性和多功能、多类型，中国城市表现出鲜明的稳定
性、连续性，局部地区或个体城市随着权力更迭的沉浮、中国城市在建城与毁城中此销彼长，但并未
影响中国城市整体在观念和具体规划上的超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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