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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节选）　  本书是团队创作的结晶。
作者群体中既有学术界知名教授，也有新生代学者、博士研究生。
尽管他们学术背景不一，学术功底相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对城市史研究，特别是对城市社会生
活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独到的见解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城市史的研究既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又有深刻的现实需要，同时，城市史的研究既要深度与广度的提
升，也需要理论与视角的创新，我们正是带着这样的冲动与思考，完成了本书的创作。
本书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城市化与都市管理。
近代上海的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铸就的，从上海特别市理念产生到建国后对上海城市的整
合，城市管理问题成为城市良性发展的必然需要。
其间，现代教育这一社会工具在实现上海人的社会化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培养了具有新型人格的都
市人，促进了上海城市化的更好更快的发展。
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则从反面视角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和谐的一面。
　  近代上海的城市管理一条从&ldquo;自治&rdquo;逐渐被纳入&ldquo;官治&rdquo;的轨道。
如上海职业介绍所，这一国民政府主导的社会机构在拓宽市民就业渠道、缓解失业压力方面进行了种
种尝试，体现了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努力。
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大了对上海城市管理的力度，对老上海城市管
理格局进行了&ldquo;破&rdquo;与&ldquo;立&rdquo;的双向改造，如对游民群体的既往的生活进行管理
和革新，使其进入新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市政府完成了对旧社会的&ldquo;清扫&rdquo;，从而为上海的进一步的
城市化与都市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管理逐渐被纳入政府宏观掌控的过程中，民间力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1931年江淮发生严重水灾，在政府力量缺乏的背景下，民间力量借助于各种媒介，广泛倡导市民参与
帮助江淮灾民完成灾后重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
城市人是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状态、社会认同与身份建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近代社团作为社会机构，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社会各阶层更是如此。
民国时期的上海的中产阶级，包括职员阶层与知识阶层两个群体，具有新老中产阶层并存、传统性与
现代性共处的特征，作为社会的&ldquo;稳定器&rdquo;，他们的人格发展及阶层属性对于社会建设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律师群体作为社会地位较高、社会认可程度较高的阶层，既是近代中国走向法制化的产物，也是个人
发展空间的体现。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群体，作为中国乡村凋弊与城市崛起的共同产物，既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也
带来了城市管理的困难。
民国时期的中医阶层作为传统知识阶层和文化的代表，面临着政府与社会的巨大挑战，为维护尊严与
自我价值而进行竭力的抗争。
　  尽管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整合仍居
城市管理主导地位，体现了&ldquo;国家在场&rdquo;与&ldquo;官民合治&rdquo;的都市管理特点。
　  三、旅沪群体与移民社会。
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因为移民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因而形成不同
的群体，造就了上海移民社会的色彩斑斓。
最初，上海移民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政府干预小刀会起义，间接导致上海移民演变为以江浙为主要
来源地。
其中旅沪宁波移民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的自然属性（包括年龄、家庭出身、知识背景和职业流向等
）及社会属性（同乡会组织及其宗旨、功能、结构和机制），体现出近代上海移民转化传承是组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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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与社会变迁互相激荡的结果。
旅沪福建人的自然、社会属性之中，还体现出了群体好勇斗狠和乡土观念强的群体特征。
旅沪徽商是旅沪传统商帮的一个典型，他们的&ldquo;乡土之链&rdquo;&mdash;&mdash;徽宁会馆对内
、外两个方面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强化了徽商的群体意识，并对上海城市发展产生助益。
此外，在&ldquo;三国四方&rdquo;的近代上海还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如在沪生活半个多世纪的
日本侨民，他们在即将离沪返国的特殊时期，中国军方协同上海市政府，通过官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方
式，对待遣日侨进行了科学化、人性化、重时效和行之有效的集中管理。
从以上个案不难看出，上海移民的管理特点是国家权力让渡给民间的同乡组织，后者在近代上海外来
人口管理中发挥了社会控制、冲突协调和利益维护的作用，有助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良性运行。
　  四、企业发展与经济生活。
消费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消费观发生了从生存本能向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体现的质的飞跃，实现
了所谓的&ldquo;消费革命&rdquo;。
消费的需求，催发技术革新的加速。
20世纪，上海的民营企业已经有能力对技术引进做出理性选择，其引进项目从单一走向多元，引进方
式也从间接变为直接。
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推动了章华毛纺织公司等上海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上海经济生活中，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一度十分引人瞩目，二三十年代，政府的政策消除了大规模
的工人暴动，但无法消除大量的罢工活动，上海的缫丝业即是其中的典型。
童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广为关注，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童工问题给当时上海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了上海现代化的进程。
近代上海企业非常重视营销，如旅沪宁波帮企业家，在营销方面的进取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进步作出
贡献，同时，从天厨味精厂的个案可以看出，上海民族企业在营销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迎合消费者的
消费心理。
形式多样的经济行为体现着经济文化，经济文化是长期经济行为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国
企业的艰苦创业精神和&ldquo;中国式管理&rdquo;，可视为对历史资源重新发掘和发现的一种呼吁。
　  五、社会生活与文化记忆，即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风俗与文化变迁。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城市娱乐业的黄金时期，此时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分布是有特征和规律可循的；
同时期的上海广播先后出现中国化、上海化和国家化三次改流。
近代上海民俗可以归结出中西交汇、南北兼容和新旧杂陈三个特征。
近代上海民俗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稳定社会转型期秩序、城市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进步三个方面。
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婚姻，上海市政府依托行政力量，从政府举办走向政府管理，实际上也是一
个&ldquo;变俗&rdquo;的案例，突出了政府行为对民风民俗的介入和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急剧变迁中上海方言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无论从语言整合、构成，
抑或语言的地位和包容性等，都反映了当时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
开历史先河的上海女子体育运动改变了上海的健美的观念，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尚。
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
上海人接受西医的过程不但是一个医学的事实，更是一个心理和文化的历程，对西医的接受也伴随着
对中医的贬斥，致使民国时期中医面临废止危机。
上海中医界建立了职业团体精神和群体认同，以助其共度难关，这也可视为一个文化现象。
　  上海城市史的内蕴极其丰富，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前人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为我们今天的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我们对史学研究新维度的探索成为可能。
诚然，近代上海的城市化与社会生活包罗万象，仅以一本书的三十几万字无法面面俱到，还期望本书
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城市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阵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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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忻平教授主编的有关近代上海城市化及其社会生活的学术专著。
内容涵盖丰富，涉及城市管理、社会阶层控制、移民社会建设、企业发展、社会文化生活等上海现代
化历程各个方面；大量引用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翔实。
多为个案研究，代表性强，学术价值较高，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近代上海的建设过程。
作者也大都已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上海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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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平，1954年生。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大量学术和行政职务。
长期从事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史、上海社会生活史、中日关系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
曾于1996、1997年先后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美国交流、讲学。
1999—2000年作为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学者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研究一年。
代表作有《王韬评传》、《民国社会大观》、《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与上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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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课题多项，曾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系列项目首席专家。

　 学术格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则无所得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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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涵盖了城市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上海近代化的各个方面进
行了细致研究，所选的个案典型性和代表性强，学术价值颇高。
书中文章拓宽了上海史研究领域，也为其他城市的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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