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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端木美、于格·戴和特主编的《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汇聚了中国与欧洲学者在历史
文化和欧洲研究等诸多学科的精彩文章，其中不乏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一流学者近年来的最新学
术成果，是中欧双方在历史文化领域学术合作的结晶。
透过《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可以领略到处在不同空间的学者对历史的时间与记忆
等问题的独特反思，以及对历史走向的共同关注。
因此，在这一全球化的时代，中欧学者在书中的表达也将会带给人们更多的启迪，激发起人们更深入
地思考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空契阔>>

书籍目录

前言
序言
第一部分  空间的表征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
  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及其领地
  19世纪欧洲通信的加速和文化表征形式的演变：1850—1914年
  19世纪欧洲国家之都城
  从人口统计数据看瑞士的国家空间表征
  柏林，都城及其记忆
  法语区空间的时间延伸
  中国与法国18世纪经济思想
  思考空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地缘政治：冷战的地缘政治缘起
第二部分  世博会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
  数字城市与“公民社会的互联网”：面临“电子民主”考验的城市
  欧洲城市与城市网络：长时段的观察
  中国文学空间与都市定向
  以诗和视觉形象来再现城市的思考
  我作品中的城市
  19世纪书海中的巴黎
  一个欧洲大都会的变迁，公共交通及其活动20世纪的巴黎城市人口聚集
  首都城镇群的宏大承诺
  凡尔赛宫：重新赢得公众
  巴黎大区的新城及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意义
  拆毁，重建，新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大伦敦”概念的产生和演变的影响
  区域发展与高科技：20世纪60至80年代布列塔尼的电信研发
  区域特征和价值重现——以安徽省查济村和山西省平遥梁村的联合设计为例
  长三角地区经济思想的历史特点
  试论高速铁路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型城市化
  北京的新定位与城市发展的思考
  近代南京城市化略论
  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市民身份的变迁
结论
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空契阔>>

章节摘录

　　欧洲城市与城市网络：长时段的观察　　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法国高等社会科
学研究院　　在19世纪与20世纪期间，城市化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然而城市化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国度均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不同的时间进程。
若要准确地理解城市化这一现象，理解其不同的发展方式与不同的发展节奏，那么认真地分析这些差
异性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
尤其是这些差异性往往表现为历史的长时段现象，对于晚近的城市化方式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着重分析三组互相差异的城市化现象。
　　第一，1750至1800年间的欧洲既呈现为古典式的城市化欧洲又呈现为整体性的城市化欧洲。
欧洲的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地位，任何政府均承认此一地位。
城市拥有一系列优势与特权，使其得以与乡村地区区别开来。
当时除极少数地区之外，欧洲的乡村地区继续聚集了80%至90%的人口。
18世纪末欧洲各地城市化率的差异表现出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状态。
这实际上自13世纪和14世纪之间即已初现端倪。
一方面，欧洲一些地区自古以来一直为乡村地区，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自中世纪至近代以
降则发展得非常迅速，如商业、制造业和金融业，而且得益于政府的扶持，这一地区性经济发展不仅
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实现，而且促使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呈现出更加密集型与集约化的发展
态势，还导致了远离城市的某些地区经济产业布局出现专业化分工的现象，比如专门生产用于输入城
市的食品。
　　第二，在整个西欧、中欧与南欧的城市本是在古代即已形成的形态，拥有数世纪之久的历史，而
这些城市同时呈现为行政权力、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盘根错节的网络与商品和人员于其中不断流动的
网络。
这一网络的作用不仅业已确立，而且也广为人们所接受。
这类网络集群构成了欧洲地区的城市基本架构。
而恰恰是这些网络在19世纪与20世纪期间将快速增长的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和近两个世纪以来快速发展
的城市产业活动固定在自己的系统之中。
已有的城市扩大了面积，以其为中心建起了范围愈来愈大的城市郊区系统，而且始终掌握着中心城市
的主导权。
这一类城市中很少有新建城市的案例发生。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为数不多的以采矿业与冶金等重工业为主的欧洲地区内新城拔地而起。
另一种现象则是在晚近时期，由于行政当局的决策而导致的新城的出现。
上述城市网络由于其中不少市镇因其规模扩大而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城市而变得更为密集。
在东欧，导致城市网络密集化的原因则是由于新城市的不断出现。
　　第三，在近两个世纪中城市规模扩大呈现出的节奏乃是多项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为诸如以纺织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以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与航空
运输为标志的交通工具的发展，以金融业、第三产业、公共健康、国民教育、文化事业与科研活动为
标志的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实现了现代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生产的农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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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荟萃中欧学者在历史、文化和欧洲研究等领域的最新学
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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