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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上海，开埠和西方租界的设立，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上海由一个传统市镇向
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并形成了中西合璧的都市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城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城市的中心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转移。
城市中心的转移，反映出了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华、洋双方对上海城市空间主导权的竞夺。
上海解放后，行政统一的上海，城市空间的竞争演变为不同文化主题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控制，以及不
同辖区之间的发展竞争。

　　本书试从都市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把上海的城市空间视为被不同文化分割和竞争的对象，将规划
和建筑视作都市中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关注城市空间转换的过程，及其所折射的城市文化的历史变
迁。

　　本书可供建筑、规划、城市建设等人员阅读，也可供城市文化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

　
    从第1章到第5章是本书的主体论述部分，其中，在第l章导论中，阐述了选取上海的都市空间变迁作
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和目的，在现有上海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都市人类学视角，指出上海近现代都市空
间的变迁所隐含的是多种不同文化的竞争和角力过程，并分析、确定了上海都市空间发展过程中几个
有代表性的重要节点：豫园、城隍庙，外滩，江湾五角场以及人民广场。

    第2章，华界中心——老城厢：豫园、城隍庙地段演化的历史场景分析。
将豫园、城隍庙地段作为第一个华界中心。
开埠前，“上海”即上海县城，豫园、城隍庙地段是县城的中心和重要的庙园节场；而开埠和租界的
设立打破了这种平衡，昔日的上海县城成为扩大了的“上海”的老城厢，这一地段也随之发生了由县
城中心到“海派”市井场所的地位转换。
对转换过程的论述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3章，租界中心——外滩地段：都市空间竞夺的历史场景分析。
租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上海的都市空间结构，上海形成了“三界四方”的城市格局——扩大为既包括
华界(即上海县城，后为老城厢和闸北)也包括租界(即公共租界、法租界)的集合。
上海终于成为被分割的城市(华洋分割)和被竞争的城市(主要是华洋竞争)。
在这一过程中，外滩地段逐渐发展为租界的中心，乃至上海的中心。
分析外滩地段建筑形式和城市景观的变化，及其反映的租界内外、华洋之间乃至多种文化和政权对上
海空间主导权的争夺，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4章，华界新中心——江湾五角场：市政空间转移与中国文化复兴。
围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抗战前制定的《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大上海计划》和抗战后制定
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及对选定为新市政中心的江湾五角场的市政建设，对五角场地区这一“夭
折”的中心的历史及其反映的市政空间转移与中国文化复兴展开分析，是这一章的论述中心。

    第5章，回返上海近代历史中心：当代语境中的都市空间遗产与文化竞争。
1949年以后，人民广场逐渐成为新的市政、文化、商业中心：外滩的空间意涵也几经转换，并与对岸
的陆家嘴一起构成上海的金融商务区：代表着传统文化的豫园、城隍庙在今天的都市空间中同样面临
着文化窘境：江湾五角场地区也开始努力发展力求成为上海的城市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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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主要讨论1949年后上述上海城市空间的主导景观及其反映的城市文化主题的变迁。

    通过上述5章的论述，本书在第6章结语部分再次指出上海近现代城市中心的转移、都市空间格局的
流变，反映出的是文化竞争对都市空间上的影响和作用：并提出在后殖民语境的今天，如何客观、清
醒地面对上海的近现代历史以及都市空间遗产都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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