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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城市文化评论》收入的文章大部分是2008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2008中国城市文化论坛”上
发表的论文。
这次会议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思勉人
文高等研究院、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由深圳
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具体主办。
会议代表除来自上述机构外，还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等单位的人文
学者，以及深圳本地的文化学者、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
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跨越专业的限制聚集在一起讨论城市问题，再现了近年勃兴的城市研究的
胜景。
就我个人从事的文学研究而言，“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很难绕开的话题。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我曾经问了一个颇具自我指涉性的问题：我们为何关注城市，或者说，城市如何
变成了我们的问题。
所谓“自我指涉”，指的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为了向与会的代表讨教，同时，这也是我反复问过
自己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以城市为谈论对象，但由于大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不尽相同，因此，城市其实是在完
全不同的层面上被理解和讨论。
理清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对进入问题的方法本身形成自觉意识，相信对研究的深化不无裨益。
　　从最浅显、最直观的意义上来理解，我们之所以关注城市，讨论城市，应该首先是因为我们都是
城市的居民，都有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但如果我们将城市这一话题历史化，我们就会发现问题
远远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不仅常常受制于思想、观念与知识——譬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主义
者，你会赞美城市，将城市理解为现代化的标志；如果你是一个缅怀传统的浪漫主义者，你会不由自
主地将城市理解为罪恶的渊薮。
已成为现代文学母题的“还乡”就是与城市相对的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
”，是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的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的精神原乡。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城市的理解，还受制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以文学作品为例，50_7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典主要是农村叙事，关于城市的叙事非常少，《上海的早晨
》可能是很少的一个例外，表达的也主要是对城市的批判和改造。
《青春之歌》写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写完了之后，大家还觉得不全面，因为林道静的故事都发
生在城市。
后来出修订本的时候，杨沫就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了林道静在河北农村锻炼的经历。
因为按照这一时期中国主流的历史叙事，只有在了解中国的农村之后，知识分子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
中国。
而城市，只是中国的假象，在这一视阈中，城市是不真实的、腐朽的，城市的霓虹灯下需要有我们的
哨兵。
到了1980年代，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被颠倒过来。
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被表述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在“知青文学”中，“回城”被表述为从野蛮回归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
当城市化被理解和表述为“与世界接轨”、“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时，城市故事逐渐成为唯一的中
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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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文化评论（第4卷）》收入的文章大部分是2008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2008中国城市文化论
坛”上发表的论文。
这次会议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思勉人
文高等研究院、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由深圳
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具体主办。
会议代表除来自上述机构外，还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等单位的人文
学者，以及深圳本地的文化学者、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
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跨越专业的限制聚集在一起讨论城市问题，再现了近年勃兴的城市研究的
胜景。
就我个人从事的文学研究而言，“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很难绕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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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城市如何成为问题(代序)理论视野市民社会建构中的当代文艺生产日本民俗学中的都市化概念城市文
脉与理性规划——从“灾后重建”看中国城市多元发展的困境符号的秩序：全球体系中的城市与文化
——提纲与札记理论与实践：重建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都市文化记忆城市书写的变
迁——在深圳“中国城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贾樟柯电影中的城市书写与中国想象金庸小说与城市深
圳文化精神解读：深圳早期小说研究相声艺术传统与北京城市文明格局的变迁城市与城市身份城市中
的历史景观当孤岛们相遇——沪、港、台的“三城记”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城市发展论坛中国城市社
会空间再生产与城市化路径：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中国城市发展夜间经济的社会学思考——以重
庆为例对舟山海洋城市文化名城建设的若干思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使用及其利益格局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市南海区为例我国城市经济学科发展动态分析软实力与城市竞争关于城市“软实
力”构建的一些思考文化经济与城市文化——兼论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定位“双三角论坛：当代城市
发展与文化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学与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生态觉醒与生态城市建设媒体中的城市
珠三角城市化进程中平面媒体嬗变的文化追求与影响网络文学：当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视野中的传媒
与文学(文艺)联姻全球化的城市想象情爱北京的兄弟们——从《品花宝鉴》到《北京故事》的亚文化
想象“狼爱上羊”和全球化都市寓言静观中国时尚大潮打工文学与文化政治农民工：暧昧的命名与尴
尬的主体位置“打工诗歌”：在城乡之间游移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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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要把农村生活向都市生活的改变认定为“都市化”，就必须明确“都市”
概念。
的确，在以“都市”为研究对象的所谓“都市社会学”“都市地理学”或者“都市人类学”等领域中
，基于各种各样的学科体系，相应地“都市”有其各种不同的定义。
但是作为存在于与相邻学科不同的学术体系下的独立学科，民俗学既然主张自身的存在，就有必要对
“都市”作出其独自的定义。
这样的定义尚不够明确。
可是如果把“都市”作为“村落”的对立概念考虑的话，民俗学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村落”概念的
研究成果。
　　二、生活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　　假设“村落”生活文化是定居在特定地域的人类集团所栽培、
养育并在现实中支撑其生活的文化，那么首先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来把握。
它是由与各种自然条件有关，占有一定领域，在其居住地周围的例如支持其生活的耕地、取得生活资
料的土地等若干个空间构成的场所①。
不同辈分的人们以集团形式定居、生活于斯。
于是跨越若干年代的生活在此累积，然后在这样的集团里被培育并发挥功能的东西就形成为村落的生
活文化。
　　因此，在“村落”中，居住地的自然条件更为强硬地牵制着人们的生活。
例如平原、山地或者海岸、岛屿等，即使这些居住地的地理条件不同，以食物为代表的生活材料均是
依靠向形成其生活环境的“自然”索取而获得，这个“自然”是不可抗拒的存在，对于由天地变异引
起的灾害等“自然”的威力，我们经常会感受到个人的才能和存在是如何的卑微。
“自然”既是哺育生命的存在，同时也是威胁生命的存在。
　　因此作为与“自然”打交道技术的经验知识，必然建立于对“自然”的认识之上，这类认识的累
积就变得重要起来。
这也最终保证了人们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安全。
那么理所当然的是，上述经验知识就具有一边体验各种自然状况及其变化，一边在其中发现什么的特
点。
因而遭遇这样的机会的多少也决定知识量的多寡。
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的人生，是与作为外边的世界的“自然”交流的历史，以年龄为基准形成的社会
集团也是传承“自然”与人们的交流知识的场所。
在这样的社会中，经验丰富的老者，在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状态时，也能够准确地拿出对策，所
以他们被人尊敬而且被期待着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
对于社会安定和丰富性而言，他们曾经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可是“都市”虽然也是在一定空间里的集团生活的场所，但是它不是依靠“自然”而生存的社会
。
“都市”是地域的集散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在进行着导人外来文化、集散物资和发
布信息等而经营生活的地方。
人们不是亲自向“自然”有所行动而获取生活物资，而是通过与其他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相关行为而得
到生活的食粮。
比起“自然”而言，他们更优先考虑“人”的存在。
因此“都市”不仅与“自然”保持距离，甚至要排除“自然”。
所以它是专门以个人的才能、行为优先的社会，因而比起依靠累积经验得来的知识而言，个人独创的
、创造性知识才会被认可。
它是一个大家相互竞争、发挥出类拔萃能力的社会，而不是经营与他人相同生活的社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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