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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文集是选修我的《城市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们的调查报告汇编。
这不是第一本，可以称续编。
　　《城市社会学》这门课我先后讲过七轮。
这在我来说是创纪录的。
我讲授其他的课程没有超过五轮的。
原因是讲多了热情递减，不如寻找新的挑战。
那么这门课为什么成了保留曲目？
不是因为自我感觉讲得好，而是企图通过这门课敦促和指导同学们从事城市调查。
我们的城市变得太快了。
同学们的调查帮助我跟上了城市的脚步，虽然那脚步远非都令我满意。
　　讲授这门课的轨迹如下：　　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研究生选修课，约40人选修。
　　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研究生选修课，约40人选修。
　　200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研究生选修课，约60人选修。
　　三轮讲授下来，我完成了自己的《城市社会学》的写作，同时将选修这门课的同学们的优秀作业
编辑成册，取名《都市的角落》。
两书于2002年6月一同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我在《都市的角落》的前言中说：　　课程的风格有些怪异，就是从始至终交织着两个旋律：我授课
的内容偏重理论，这是我的癖好所致；而我要求和指导学生们做的是一篇经验性文章。
指导学生们写作占了课程三分之一的时间。
首先是选题。
必须经我批准后，才可以开始调查和写作。
要求同学们在第五周时在全体同学面前汇报自己的选题。
我对每一选题作出分析，判定通过与否，对通过者提出建议，未通过者重新考虑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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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也夫教授在人大、北大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指导选修该课的学生，撰写城市调查报告，以使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性发现相互印证。
《众生的京城》一书，是选其中优秀者编辑而成。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变化太快了，要使城市社会学跟上城市的脚步，需不断更新经验认识。
学生们以自己敏感的触角将探访伸向城市的方方面面，这些经验性文章，视角颇具时代气息，对认识
城市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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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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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丹佛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
很高兴一直在流动，始终是边缘人，得以冷眼旁观周围的一切。
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兼任北京市交通问题顾问。
曾任央视《实话实说》总策划。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众生的京城>>

书籍目录

编一 市场万象  导言：磁场市场，电流物流  西苑早市  古典家具店老板的口述史  北京同里市集一瞥  一
家物流公司  岳各庄调料批发商的生存状态  京马茶城的批发商  一家旧书店编二 生民百业  导言：热带
雨林中的生灵  小区环卫工的生活  学院女工调查  魏公村的修鞋夫妻  中关村建筑工地上的小摊贩  黑车
司机  两个低保户  昆玉河畔破屋中的住户编三 大国小鲜  导言：一个都不能少  一家豆汁店  傣族风味餐
馆调查  饭馆服务员个案调查  麻辣串从业者生存状况  必胜客兼职调查编四 粉丝迷乐  导言：进入游戏
，寻找同好  两个流浪歌手  Silent G(寂)乐队  魏晨歌迷会  摇滚节  迪厅夜店助场  天津茶馆相声生态  火
车迷群体调查  两位豆瓣网友  都市拼车客编五 学子外传  导言：有教无类，校内校外  “取缔风波”下
的打工子弟学校  地下室里的打工子弟  小学生托管班  美术考生的历程  北大旁听生  大学生兼职情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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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场”一词无疑是时下媒体上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
但其出身似有疑点。
古代文献中早就出现了“市”。
《战国策》云：“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古代词汇中还有市日（集市之日）、市正（司市之官）、市令（市正颁布的命令），等等。
古代文献中也早就出现了“场”，有坛场、科场、校场、战场等词汇。
但是“市”与“场”迟迟不联手。
与今日“市场”相近的老词汇是市集、集市，但也只是相近。
集市常常指称具体的某个交易聚集地。
寻常百姓常说去集市，去早市，去超市，去百货商场，乃至去菜市场，却鲜有说去市场的。
笔者疑惑“市场”是近代从日本返销过来的词汇。
汉语中增加了这个词汇挺好，好在这个词汇似乎颇有一些抽象的意味，这意味来自“场”字。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社会学术语中自纂新词“场”。
但“场”在学术领域的至高地位可不是从他来的，那要追踪到物理学和化学双肩挑的近代科学巨匠法
拉第。
将看得见的地方称作“场”，有什么稀罕。
法拉第是将肉眼看不到的电磁活动的空间称为“场”。
爱因斯坦曾言，“场”的思想是法拉第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是自牛顿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我总以为，“市场”是社会生活中和法拉第的“电磁场”、“力场”最相近的东西。
电磁场是肉眼看不到的。
市场似乎应该可以看到，但因为它庞大无比，无所不在，乃至对其整体和无数细部我们都难以感知，
所以斯密称其为“看不见的手”。
市场像电磁场一样，只需其要素到位，就会释放出伟力。
市场的要素就是财产权和经营权，一旦保证二者，市场便显示出神奇的“自生长”的伟力。
没有多少人能认识中国市场中行当和角色的十分之一，因为其整体太庞大了，还因为其个体太新鲜了
。
　　北京每日清晨最有生气的地方应该就是早市，买卖双方的亢奋和愉快都溢于言表。
刘争先的文章全面细致地讲述了一家早市。
这家早市大约10000平方米，有900个固定摊位，提供了2000人就业，平日顾客1万人，周末每日2～3万
人。
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网上很多人问北京全市有多少家早市，得不到回答。
关心早市的朋友先读读这篇文章吧，它讲述了很多细节。
　　高碑店的老家具一条街早就名闻遐迩。
第一次逛那条街时我目瞪口呆，惊叹它成了这么大的气候。
料想那后面一定是一张大网，将各地——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的老家具、老用品、石狮子、拴马
桩，统统搜罗、购买、运输到这里。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人，而老魏是这里的异类——大学毕业生，因此我们的话多些，成了朋友。
老魏因为审美的优势，店开得别具一格。
李伟东经我介绍采访到老魏，细致地讲述了老魏在这行当崛起的全过程。
　　跳蚤市场是国外都市中的重要景观。
国内的一些公司已经着手在本市模仿。
同里市集便是这样的尝试。
其卖主少一半是真正的商家，多一半是非商家的个体户——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是卖东西也是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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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徕顾客或日游人的主要手段是网络，比如豆瓣网之类。
这种集市的形式和运作都耐人思考。
汤宁的文章记录了这一事物的初始阶段。
　　前面对比过电磁场和市场，与之对应的是电流和物流。
大自然产生的电流是看不到的，人为制造的电流循电线和线杆我们知道它们的来踪去影。
计划经济中的物流有案可查，市场经济中的物流涌动是计划经济的数十倍，其来龙去脉却错综复杂，
晦暗莫察。
市场的旺盛需求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物流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量便是社会生机的晴雨表。
韩笑的文章属一家物流公司之管窥，毕竟可见一斑。
　　卖家分零售和批发。
货物干百种，自然跟随着各自的批发商。
邱小燕的文章讲述了调料批发商的故事。
他们因为较早地看到了这一商机，所以生意不错。
但是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他们生意中的风险应该靠建立某种机制和制度来克服。
消除了人们心理上的焦虑，才有社会的安定。
　　马连道茶叶街只有12年的历史，几乎是一瞬间成了精。
应该是有人探究其崛起之奥秘的时候了。
傅金铃的文章承担不了立传的使命，只是通过讲述其中的一个人，帮助我们感知这条街。
马连道和高碑店都是崛起迅疾，我觉得高碑店的崛起几乎必然在北京，因为这里有钱的、附庸风雅的
人多。
马连道更大程度上是策划和制造出来的。
微观地看策划是成功了，但宏观地看，一切中心都落到北京，首都是不堪重负的。
茶叶中心落在天津，宏观上更均衡，当然这与傅文无关。
　　最后一篇与其说讲的是一本小小的生意经，不如说是一个小人物的活法。
他赖此活下来了。
如果小书店越来越有特征，就不仅养活了自己，也丰富了小区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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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当时出版不久的本书，如获至宝。
读了一遍后要求选我所开新课的七八名研究生都要人手一册，这就是本课的教材了。
⋯⋯《都市的角落》是激励我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对法律现象从事实证调查的初始契机之一。
这本书似乎展示了从学问的关切出发去接近生活事实时可能采取的某种最原初的，或者说是“最大公
约数”般的进路。
　　——王亚新（清华大学法学教授）　　郑也夫多年来采取一套非主流的教学法。
他要求上他的课的本科生们下去搞社会调查。
题目可以很细小，但必须是第一手的调查，不准东抄西抄，人云亦云。
书出来了。
国外一些社会学家也颇为赞许：深浅先不说，至少这一篇篇的小报告抓住了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开拓
了思路。
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改革的，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满堂灌。
第二项改革则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作研究。
所有这些，并不需要大笔的经费，需要的是许多像郑也夫这样的教授。
　　——薛涌（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师）　　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是，郑也夫没有经费和课题，但
是他所作的工作，都是那些掌门人不屑一顾的，比如说是给学生编书：《都市的角落》、《消费的秘
密》。
也夫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年轻人行动起来，到北京的角落发现不为人知
的一面。
最后说动出版社，出版了学生的作品。
一个最没有条件出书的学者，居然有心人，天不负。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　　这是部有意思的书，一位社会学教授指点着一帮穷学生
，钻进都市的犄角旮旯，为社会的下三路绘影描形，于是我们得以对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生活多些必
要的认识。
⋯⋯朴素得像新闻追踪报道，而且作者也甘于或乐于为营造有关都市的知识大厦运砖备料。
在奸商辈出的文化学术界，这种老实与自信特别值得提倡。
　　——昔纪苏（文化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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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天的世界上发育最迅猛的当属中国的都市，它大肆扩张。
闹腾喧嚣，推陈出新，变异万端。
观察和记录它是认知者的乐趣，社会学家的责任。
一个常人无从尽悉它的变数，一个专业研究者亦无法完成这一调研。
《众生的京城》是众多调查者联手的产物。
其敏感的触角、辛勤的探访，使我们了解到许多一直包围着我们却知之甚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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