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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段华明教授长期致力于灾害社会学研究。
10年前他的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灾害社会学研究》出版时，我曾为之作序，认为有着独到的
学术站位和工作语言。
而今他再度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灾害社会学》作为专著付梓，很高兴再次作序。
我看重这个成果，作为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延拓和深化，作者尝试建构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城市
灾害社会学，形成了这一社会学分支的基本理念、理论范畴和学科架构，乃是中国减灾事业和社会学
学科建设的一个极为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是十分明显的。
世纪之交，灾害频发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与灾害相关联的风险、危机、安全、突发事件、
紧急状态等词语，频繁现于政府、学界和公众的公共话语中。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防灾减灾成为一种新的责任
和新的追求。
联系2008年至今中国所遭受的南方雨雪冰冻、汶川大地震，2009年全球肆虐的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灾
害，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灾害同人类社会的关系，尽可能准确地分析灾害原因及其影响，努力寻求消
灾化险、去害兴利的途径。
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逆性，而人为因素是可以管理的，社群的脆弱性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人们眼下能做
到的事情，是以约束人类自身行为为着力点，加强对灾害的社会因素的观察、分析和预控，实现对灾
害的科学管理、理性干预和及时预警。
这意味着灾害社会学研究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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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灾害社会学》作为灾害社会学的延拓和深化，构建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城市灾害
社会学，把各类城市灾害纳入社会机体之中，对城市灾害进行社会学梳理，分析城市灾害的机理及社
会成因，考量城市灾害的社会性质及特征，评估城市灾害的社会损失，研究城市灾害与城市社会双向
互动过程和特点，对于深入把握城市灾害态势、规避城市灾害风险、减少城市灾害损失、约束城市人
行为、降低城市化成本、促进城市减灾体制协调和机制运行，具有重要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灾害社会学>>

作者简介

段华明，1957年生，陕西咸阳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
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起，致力于研究灾害社会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八五”重点
项目“灾害社会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减灾社会机制研究”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应
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20多项，独著和主编《灾害社会学研究》、《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升》等著
作10部、发表论文230多篇。
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省优秀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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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城市演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
早期人类的祖先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筑城主要是防御野兽侵袭。
另外，部落间不断的战争，使得人们为了部落的安全修筑防御性设施，这种设施是城市最原始的萌芽
形态。
古代城市通常有人工城墙和护城河。
恩格斯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
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
”从一些直接利用天然地形所建设的城市，如中国的交河古城、约旦的佩特拉古城等，就可为恩格斯
这一论述作佐证。
同样，在广阔的河谷地区，为避免周期性的洪水，“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是在古埃及，城市
为着安全及防卫起见，常常是建立在高原台地之上”。
英国考古学家伍利就认为：“并不是什么乌特那皮什提姆方舟，而是上古时代的城市，在洪水到来时
充当了抗御没顶之灾的主要工具。
”从古埃及象形文字传达的关于城市的信息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述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封闭圈，圈内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
成四份。
”中国古代的城和市的兴起比较早，原始社会后期，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就已经出现。
在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中，郭是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被写成9，这完全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平
面及其四周城楼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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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忆当年——1992年，申报“灾害社会学研究”课题获准立项，且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
重点项目（92ASH004）之时，顿生一股问鼎学术前沿、志在终极关怀的豪然胆气。
而当铺排开来，投身进去，方才日渐体悟到灾害问题的含量之深、难度之大。
这并不在于此研究进展当中的冗杂繁多、艰辛劳苦，“夙夜匪懈尚唯恐不克尽厥职”，而在于一些灾
害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念竞令人绞尽脑汁而不易确立。
于今依然困扰的是，人类社会与各类灾害不懈地进行抗争，但是灾害与人类社会的消长演进，灾害的
自然原因与人为成因，在理性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上，尚存在相当大的出入。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至深且巨地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的面貌，应对灾害当是重大目标，而全
球灾害频率还是呈现大幅上升的状况。
看来，灾害问题实乃当今世界的“全球问题”，防灾减灾确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许正由于它是
如此地难以解说，所以才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并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
古往今来“究天人之际”，难度就在这里，味道也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我郑重地将灾害与社会这个事关人类根本利益和共同福祉的课题，确定为毕生的研究方
向，我将为之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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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灾害社会学》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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