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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探讨上海里矛1980年以来邻里中的市民团体、居民运动和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实践过程。
其核心问题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这些平行的基层组织和集体行动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变迁中被建
构(再构)和被诠释的，这些组织和运动暗含怎样的权力和反抗关系；它们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总体变迁
，尤其是与所谓公民社会的建构以及公民性的形成，有着怎样的潜在的联系。
    通过对上海一个叫做平民村的里弄的场景描述和历史追述，本书试图说明里弄邻里本身并不是一个
先定的社会实体，而是一系列以居住地为地理区位的社会关系的组合以及居民自身的居住认同所共同
建构的公共空间。
它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受到房地产发展商等市场力量的改
造；另一方面也随着邻里内居民的互动、交往和认同的变化而变化。
其中，国家权力的渗透和家庭参与是邻里这一公共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
    本书着重分析了在邻里空间中国家权力的主要表现方式和家庭参与邻里生活的各种方式，以及由此
形成的关于家园的价值观。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经济增长和基层政治的稳定是地方权力的主要目标。
而房地产业的进入，家庭从国家的控制中逐步解放使得街区内的权力呈现多元化趋势。
    在这样的正式权力的背景下，作者分析了两类主要的市民团体：一类是社区治理型组织，主要是居
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另一类是社区服务性组织，尤其是各类志愿团体。
居委会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它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权威来实现对邻里的治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
的资源有限以及直接面对家庭，它又依赖于它的草根动员网络、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信任以及组织和积
极分子之间的互惠关系来完成它的组织目标。
而其他新兴市民组织比居委会表现出更多的自治性质。
    与这些市民团体相关联的是居民的集体行动，它包括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群众运动和居民自下而上
的维权运动。
这两类运动都以邻里为基础展开，两者都需要动员居民的参与，而居民可以采取较真的策略来实现自
己的居住权益，但同时也促进了基层治理逻辑的变更。
不过，两者同时也都不断巩固了国家的权威。
    通过对这些组织和运动的民族志描述，作者试图指出：在里弄邻里中，各类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
动了邻里公共空间的生产，它们构成了邻里中的草根参与网络、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
。
这些组织和行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抵制和扭曲。
这种依赖和自治的双重特征使得这些地方性的零碎的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不构成西方意义
上的公民社会要素，它们所构成的底层的抗争也很容易被国家权力所吸纳，但是这种抗争在被吸纳的
过程中又促进地方权力自身话语和实践的改变，在权威机制自身发生变革时，这些组织与行动所形成
的网络和规范为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可用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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