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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作者的演讲名闻校园内外。
《城市社会学》是作者讲授同名课程之实录。
教师常常面临两难：课讲得好，却踌躇授业内容之出版，因为出了书，课就不好讲了。
《城市社会学》作者系两栖动物。
兼爱讲道与著文。
于是只好在《城市社会学》第一版（2002）问世后不辞辛苦，添砖加瓦，更新讲课内容。
七年来的讲学。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城市社会学》之第二版终于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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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也夫，祖籍不可考，1950年生于北京。
初中即将毕业时遭遇“文革”，1968年赴北大荒。
其后的三十九年中先后工作、学习过十个单位：八五二农场四分场六队，该农场水利工程队，该农场
工程大队学校，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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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概论第二讲 城市的产生与近代的变迁第三讲 古典城市社会学与生态学第四讲 城市地理学与城
市历史学第五讲 城市社会学的四支理论流派第六讲 城市的规模与类型第七讲 城市化第八讲 农民工第
九讲 交通第十讲 住房第十一讲 公共空间第十二讲 垃圾第十三讲 水危机参考书目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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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概论　　一、城市研究的意义与地位　　城市化是世界范围的大趋势。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虽然是这条道路上的后来者，但是我们大概也不可阻挡地要走上城市化的道路。
什么是城市化?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
　　我自己相信在今后10年至30年的时间里，中国必将有过半的人口成为城市人。
如果中国在这段时间中，还没有将自己过半的人口转变为城市人，那只能说，我们的事情出了问题，
我们现代化韵步伐太缓慢了，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构决定了农村养活不了太多的人。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我们的城市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但是与这个社会正在进行的这个伟大的进程相比较，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社会学的研究，
都显得苍白无力，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至今为止，我们中国的专业社会学中的相当部分的研究者搞的是农村研究。
搞城市研究的社会学家的比重太少了，微乎其微。
我们有很多当今搞社会学的人还在追随着费孝通先生这样的老前辈，还在搞农村研究。
费先生的农村研究非常出色，他通过研究农村来帮助我们透视中国的传统社会。
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巨变的最大特征就是城市化。
今后城市生活将成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生存方式。
与之对应，我们学者中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城市生活、研究城市问题吗?后来者应该走得更快
。
如果中国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面把中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变成城市人了，那时城市问题的研究应该毫无
疑问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那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只占全人口的5％～20％，农村研究应该不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所在。
农村的研究应该是永远有其价值的，但是其主流部分，将逐渐成为历史学，其关于现状的部分将成为
社会学中的一个小分支，因为它已经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分支了。
我是这样展望农村研究和城市研究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农村研究将边缘化。
因为我预料在30年后，农村生活本身将被边缘化。
　　二、五马分尸的城市研究　　使用了这个很刺激很火爆的字眼，是因为我认为现在的城市研究处
于被多学科分割的状态。
大约五大学科在做城市研究，这是就世界学术范围而言，这五个学科是：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
城市史学、社会学。
　　中国的情形和外面差别很大。
对中国而言，研究城市学的大哥大应该是建筑学。
因为我们50年来，即从1949年以来就取消了很多学科，特别偏重于理工科，相应地贬低和抑制了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这样，最终对城市投入更大关注的是建筑学。
写作出版城市方面书籍最多的是建筑学的学者专家们，别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萎缩的。
所以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重新恢复中国的学术生活和高等教育以后，对城市研究有更多的积累，更
有资格说话的是建筑学。
建筑学成了城市研究的大哥大。
但是，城市是一个超复杂系统，不是一个一般的复杂系统，不是简单地光靠一个建筑学就能够理解城
市问题的。
　　建筑学更为关心的是一些硬件，是地面上的一些硬件设置。
只靠这一个学科，这一个视角，要真正地认识城市、理解城市、规划城市、解决城市的诸多问题，都
是做不到的。
　　其他的一些学科也是城市研究非常重要的力量。
比如地理学，是研究城市中的一个老资格的学科。
地理学是研究区域的、研究空间的、研究区域间的关系的，所以，它当然是透视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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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为城市研究提供了很多非常独到的方法。
　　再比如说经济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世界发达国家主要的经济生活无疑都是在城市中开展起来
的。
它们为这个民族提供GNP的主要成分是在市里面完成的。
城市肯定是所有民族的经济生活的重心所在，那么，经济学当然会对城市问题拥有它的很多独特的见
解。
　　城市有漫长的历史，多数城市都是如此。
要解决今天城市的问题，要为一个城市的今天去做规划，肯定要借鉴前人的经验，肯定要认识该城市
的历史。
对该城市的历史有越深刻的认识，越明白它在历史中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才越可能获得经验和教训，
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把这个城市搞得更好。
在当今美国的学术界，城市史学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学科。
几乎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当今的历史学当中，城市史学是最重要的生长点、最有活力的一个子学科。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去美国读历史学的年轻学子们最大的一个重心也是中国城市史。
他们这些人加上美国的很多汉学家，已经在中国城市史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比而言，国内的史学界应该惭愧，在中国城市史上所做的研究和外面的比起来相距甚远。
当然除了中国城市史以外，这些国外的史学家对整个西方的城市史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
这些研究为我们其他学科关心城市问题的学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和眼光。
城市历史方面的优秀书籍太多了，读不过来，但国内翻译的甚少，国内对这一学术趋势、对这一趋势
下的新成果了解尚少。
　　最后要说到的是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城市问题有很长的历史了。
从古典社会学家，几个大师如韦伯、齐美尔开始，一直到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
特别是帕克，把城市社会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样的一个传统已经积累了多年。
所以在今后，在今天的城市研究中，毫无疑问的，社会学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在和国内的搞建筑学的人对话时说：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你们在中国成了搞城市研究的大哥大；
在美国可不是这样，在美国我们这个学科才是城市研究的大哥大。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北京图书馆的西文图书编目上可以看出，城市研究的书籍，不管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相当
大量的城市历史学的书，乃至一些建筑学家写的城市研究的书籍，都归在C912．81这个类别中，而这
一类别恰恰是城市社会学。
北京图书馆沿袭了西方图书编目法，而西方的图书编目法把所有城市研究的书统统归在城市社会学这
里，而没有归在建筑学、城市历史学、城市经济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学科在西方被视为城市研究的第一重镇。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社会学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位置。
　　我个人一直认为，某一个学科的膨胀、某一学科的骄傲自大，或用西方学术界的流行术语来说，
“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些膨胀和扩张的倾向其实很自然，人皆有之，是生命体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
每个生命体都想扩张，如果它没有扩张，在更大程度上来说，不是它自觉去谦虚、去夹着尾巴，而是
受到了他人或环境的抑制扩张不了。
所以要结束一花独放的局面，要结束建筑学垄断中国城市研究的局面，必须靠我们这些学科。
罪过不在人家，是我们的城市历史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没有发展起来。
相对说来，城市地理学在四个学科里走得还稍稍靠前一些。
城市经济学在中国几乎空白，城市社会学在中国也微不足道。
现状的另一方面，就是搞城市研究的五个学科，老死不相往来，之间的沟通实在是太少了。
这样一种状况极大地影响我们认识城市，不从姊妹学科丰富的成果当中获得营养，将局限自己认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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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眼界。
　　三、杂食与博学　　　　针对刚才说到的现状与弊病，我们强调学科间的沟通。
学习城市研究方法时不仅要学习城市社会学的方法，还要学习其他学科城市研究的思想和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很多进入高校的同学，渴望比较早的干专业，专起来，走上专家的道路。
我来唱点反调：不要急着变得很专很专，你早期的学习，上大学的整个这四年以及开始读研究生的时
候，还是要吃杂食，要读别的学科的东西，越宽越好。
专业的事，假设日后你还干，成了学院派，成了大学教师或者作研究的话，一年两年八年十年专业上
你会变得很在行。
但是你早年的知识基础如果不是很宽阔，那是不好补的。
学院里条件更好一些， 能够听到的课程、能够过手的书籍，更多一些，更方便一些，你要变专了很容
易，而日后要拓宽知识面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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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脱胎于作者十二次课堂讲演的这部书，具有独特的口语风格和鲜明的个性。
不止一处锋芒毕露，⋯⋯茶馆是我觉得写得切中要害的一处。
街心花园、步行街、咖啡馆等也都讲得非常精彩。
⋯⋯在关于ecology的看法上费孝通先生与郑老师的见解仍不一致。
读者从前后辈两位社会学名家不同观点的比较当中肯定可以获得更多启发。
　　——胡鸿保（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也夫先生2002年出版了《城市社会学》，篇幅不大
。
但在我看来，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代表了大陆汉语学术界城市社会学的最高水准，可以称为社会学
本土化的经典。
这是真正能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基础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发明的著作。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　　阅读该书犹如走进课堂亲聆教导，依山傍水循讲者思路
行进。
杂而博的社会学理论在讲者举重若轻的解说中深入浅出地显出脉络，说是偏重理论，现实事例却一点
也没有被忽略，那么多平常却鲜为常人注意的现象，被他的理论一一洞察。
　　——李文博（博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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