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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是一位从地理学角度，以激进批判立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后现代思
想），研究城市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大家。
他的关于巴尔的摩等城市社会问题的《社会公证与城市》（1973年），曾引起巨大反响。
这本关于巴黎的研究，又为城市社会与历史地理研究贡献了一部力作。
哈维出生于英国，曾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19世纪肯特郡的历史地理问
题。
他后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1971年起参加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小组，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一方面是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一方面是对于美国当代社会诟病的批判性关怀，哈维的理论立场很快形
成。
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补充地理视野，提出极具特色的“历史一
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其用意在于强调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
空间、位置、环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观察社会时需要关注的核心性问题。
这本（（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所讨论的是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桩有名的老案例：奥斯曼
的巴黎改造。
在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乔治一欧仁·奥斯曼（BaronGeorges-Eugene Haussmann
，1809-1891），时任塞纳省省长，由拿破仑三世任命，成为巴黎大规模改造的总负责人。
奥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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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内容简介：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
但它却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摇身成为我们今日所知的现代性样板。
在1848到1871年两次失败的革命之间.巴黎经历了一场惊人的转变，俗称“巴黎大改造”。
奥斯曼男爵。
传奇的巴黎首长。
一手打造巴黎的外观.以今日巴黎四处可见的林荫大道。
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纪城市面貌.成就了今日如梦如幻的巴黎。
这段时期也兴起了以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为主体的新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
城市外貌及社会景观的剧变.带来崭新的现代主义文化.同时也导致巴黎沿着阶级的界线断裂，结果
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以及随后的血腥镇压。
哈维的全景式观照与戏剧式的叙述。
使得阅读《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直充满着张力。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堪与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媲美，是研究现代都市兴起
的历史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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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内部空间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疆界的多孔性以及势必穿越疆界以维持巴黎居民生命的交通，绝对无法让内部空间抵挡住不速之客的
猛烈穿透（这个词所带有的性暗示适合用在这里）。
从这一点来看，如马库斯所显示的，公寓对外力入侵的无力抵抗的确提供了具体平台，让这类关系能
轻易地在当中展现出来。
巴尔扎克小说中有许多情节，背后的推动力都来自人们针对外界对其亲密世界的威胁一人们总想穿透
、居住并征服其他人的室内生活——进行身体与情感上的抵抗所致。
成功的穿透总是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墓园中的最后安息之昕一此时所有对亲密关系所造成的威胁将
被完全去除。
那些（主要是女人）心甘情愿向真爱以及亲密关系屈服的人，承受着致命的结果（有时是一种凄美的
牺牲，就像《交际花盛衰记》里头吕西安的爱人，那个改头换面的交际花一样）。
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以及对崇高情操的寻求不断要面对的是对死亡结果的极端恐惧。
然而，巴尔扎克对于资产阶级的批评，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他认为资产阶级无法有亲密关系以及内
在情感，因为资产阶级将所有事物都转化成冷酷的计算以及利己主义，他们只在意货币的价值、虚幻
的资本以及追逐利润。
巴尔扎克笔下的资产阶级人物中，最愚蠢的克雷维尔，在《贝姨》一开头就试图获得他的亲家母的感
情。
然而当阿德琳由于丈夫挥霍积欠的大笔债务而不得不对克雷维尔低头时，克雷维尔却无情地拒绝了她
的请求。
克雷维尔故意当着阿德琳的面刁难她，并且表示租金的损失影响了他的资本，而为了这一点，克雷维
尔不可避免要摆点姿态。
亲密关系的主题以及危险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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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
情景。
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本雅明用意象蒙太奇重构了“巴黎
，十九世纪的首都”，让我们置身于漫游者、“波希米亚人”、拾荒者、妓女之中.行走在拱廊、林荫
大道乃至街垒之间。
大卫·哈维给出的是更冷竣的分析和论证：“巴黎，现代性之都”与其说是现代人间天城蓝图的实现.
不如说是帝国和资本的联手杰作。
从本雅明到哈维，我们看到了西方左翼的巴黎研究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经济分析的深化。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哈维的巴黎是对本雅明的巴黎的补充，而不是一种对抗。
本雅明的巴黎，看上去像是美学；而哈维的巴黎。
是政治经济学。
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无法效仿，而哈维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的完美一课。
本雅明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天才。
哈维则是一个能让众人学习的典范。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持续十七年的巴黎大改造，将贫苦的老巴黎
人驱赶至郊区，换来一个光鲜的“现代性之都”，随后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二者有何内在联系？
当贫困在郊区被“世袭”下来。
2005年巴黎北郊的穷孩子走上街头焚烧富人的汽车。
2007年郊区青年再次暴动，甚至端起了猎枪——“巴黎骚乱”，这场现代巴黎的“样板戏”一次次上
演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还是那次大改造的影子。
一百多年前，让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铁铲。
所制造的贫富分区等“遗产”对今日之城市动荡，负有怎样的责任？
这正是我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答案。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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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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