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市繁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都市繁华>>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6301

10位ISBN编号：7101076300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页数：5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市繁华>>

前言

2009年3月，来自欧美、澳洲、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及大陆的学者，一起参加有关东亚城市生活史
的学术讨论会。
我们为这个会议选择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标题，叫做“都市繁华”。
尽管现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把人心搞得惴惴不安，尽管现代之后的城市也让人对于城市生活充
满怀疑和忧虑，但是当我们回望东亚与中国历史的时候，却仍然对城市生活抱有信心。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城市化，那么，尽管“现代性”已经受到种种非议，但是它毕竟使
生活从传统走出来，特别是当我们回顾“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在中古都城长安、洛阳
、奈良、京都、汴梁和近世城市临安、大阪、苏州、广州、上海中，还是可以体会到这些曾经繁华和
仍然繁华的都市，给传统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给生活带来的无穷乐趣。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将讨论“城市生活”。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城市史研究，已经不再只是研究那种“城中无人”的城市了。
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史常常给人绘制的是城市地图，那么现在的城市史，试图绘制的则是“清明上河
图”。
过去，我们常常从文献和遗迹中考察古代城市起源，从考古发掘材料来探索古代城市及建筑，通过复
原想象当时的城市空间格局，通过城市发展讨论社会、经济和生活，现在，我们则希望城市史把社会
史、艺术史、思想史都糅进来，把生活、艺术、文学资料都引入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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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机会与方便，也滋生了“后现代式”的矛盾。
该如何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专题讨论会，主题就是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
与会学者综合考古、文献、图像等资料，绘制丰富的都市生活画卷。
对城市生活画卷的复原，对城市交往、游乐的再次展现，对城市生活细节的重新回故，都使古代繁华
的城市生活如真实影像般地展示在眼前，令人生出几分向往与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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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城市，为什么是东亚，人们如何生活？
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  ——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义我心中的长安：解读卢照邻的《长安古
意》唐长安居住里坊的结构与分地(及其数码复原)北宋开封玉清昭应宫的建造及其被焚  ——兼论宋真
宗到仁宗(刘太后)时期政治文化之变迁宋代文献中的都城面面观宋元时期的南京城  ——关于宋代建康
府复原作业过程之研究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明朝的对外政策与两广社会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
动浮游群落  ——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城市、空间、信仰：安溪城隍信仰的越界
发展与功能转换园亭竞秀，风雅争胜：明代江南城市筑园风气与消费文化从游观到旅游：16至20世纪
初苏州旅游活动与空间的变迁清代前期苏州工商铺店的实态清代北京用煤与环境生态问题白下琐言：
十九世纪的南京记事“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  ——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
的观察与想象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扬州城的日常生活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  ——以现存
的琉球官话课本为中心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  ——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都市法
”纪要  ——以近代大阪为例地景与想象  ——沧浪亭的空间诗学中国城市的后空间与后电影形制与意
象  ——一千五百年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的传承与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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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抽分制所知道的为了两广军事活动而必须确保军饷的情况，实际上是两广之间的财政关系，更进
一步说，是与广东财政密切相关的问题。
它可以通过林富的奏疏稿来了解，林富于嘉靖八年疏请重开因葡萄牙骚扰事件而中断了的贸易，他提
出重开贸易的四个有利之处：第一，提到以往抽分制中的规定，通过将抽分的一部分附搭货物解送京
师，可以有助朝廷的财政，这不过是为了打动朝廷。
第二，正德以来，镇巡官所请求的确保军饷问题。
林富亦从事镇压田州、思恩两府及广东西部山区叛乱的军事活动，在疏请重开贸易之际，提出其中一
个有利之处是可以用贸易之利充给军饷，这是理所当然的。
军费的筹措问题是与广东的财政情况密切相关的问题。
林富指出广西财政依靠广东，尤其是广西的军费很大地依赖于广东的财政收入，总而言之，两广的大
部分军费出自广东的地方财政收入。
广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又是通过赋役科派获得，因而这个负担就压在了广东里甲人民的身上。
明代中期以后的赋役制度改革，虽然以纠正赋役负担的差距为目标，但是加上官员的中间盘剥，反倒
加剧了各种经费负担。
如果能够将贸易之利拨转为军饷的话，最终可以减轻苦于繁重赋役的广东里甲人民的负担。
林富提出贸易重开的第三个有利之处是，可以确保番货中用为官员折俸的胡椒，同时呼吁，如果将这
部分再转嫁到广东人民身上的话，将不堪承受。
这第三个有利之处，显现了广东存在着的财政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这是立足于广东的视角。
林富提出的第四个有利之处，使这种立足广东的视点更加凸显。
林富强调中断贸易以前广州城繁荣的贸易滋润了人民的生活，认为贸易如果得以重开，广州城的经济
将恢复繁荣。
实际上，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加重了徭役负担，其程度甚至可与农村的里甲相匹敌，广州这座城市也
陷入了困窘之境。
就在广东苦于繁重赋役的状况之中，发生了贸易中断的事态。
从而，贸易的中断使原本就苦于赋役负担的城市居民失去了生计之道，陷入更艰难的窘境之中。
尤其是对依靠贸易维生的广州人来说，重开贸易是他们的夙愿。
这样一想，黄佐为林富代写奏疏稿一事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两广镇巡官们所要求的是确保维持在两广展开军事活动的军费。
正德年间陈金等人的题请也是专为这一点，林富提出的第二个有利之处也是如此。
但是，第三和第四个有利之处，显现出广东的财政情况尤其是广州城的财政窘况。
或许可以认为其中加进了只有当地人才有的想法。
代写者黄佐是住在广州城的士大夫，应该熟知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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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繁华: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是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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