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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前近代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论述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着重研究处在前近代城市
空间网络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应用各种文化策略，以适应城市空间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是一种文
学社会学研究。
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往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似乎“过于”注重袁枚及其性灵派在社会生活方面
的“细节”问题，而比较忽略各种社团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意义以及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文学自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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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标（1969-），文学博士。
福建福州人。
1991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者人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师从山口久和教授
治清代思想史，2004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以清代为中心的中国近世思想史、文化史。
学术论著有《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及《城
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以清代中期的扬州、苏州和南京为中心》（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
》第2号）、《空间的想像和经验：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逊清遗民》（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6
年第7期）、《作为文化实践的读书——以李慈铭为中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
数十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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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前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网络中的知识分子　　一　本书的视角——前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和城
市知识分子　　在近代之前，城市究竟作为怎样的一种空间而出现于社会之中呢？
在《城市的类型学》冒头题为“城市的概念和种类”中，韦伯对近代以前社会中的“城市”，从以下
视点进行了考察。
韦伯认为，所有城市的共通之处不过是相对凑在一起的定住聚落，而非一个或数个散在的住居。
然而，“在一般的观念中，‘城市’这个词既然是指住居的密集，就被更为纯粹地与量的标识联系在
一起。
也就是说，城市是大聚落”。
城市是大聚落这种形态特征，又和社会学特征结合在一起，“缺乏城市以外的邻人团体所具有的有特
征的、居民相互之问的相识关系”城市居民相互之间缺乏相识关系，意味着城市和村落共同体那样的
社会不同，在相互之间皆为他者的城市居民之间，不是以地缘、血缘这种原始（一次）社会关系为基
础，而是以二次社会关系为基础。
大量与地缘、血缘这种直接的浓密关系无缘的人，通过二次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成“一个社会”，城市
这个大聚落就是以这种关系原理为基础形成的社会。
无数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城市，由此形成了城市人际关系的规则、城市生活的形态、城市生活的节奏，
这些是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出现的（相对均一性）。
同时，在城市之中，人们为进行互为关联的行动而创造出种种纽带，出现了家庭、地域等各种层级的
社会结合。
城市是以多样性和重层性为特征的。
加上，城市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这种流动性并非只停留在城市间以及城市与农村这种外部之中，在
城市内部，人们的移动也是频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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