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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研究

论中产阶级对城市郊区化的推动作用

——以18世纪后期的伦敦为例

欧阳萍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0093)

摘要：18世纪后期，英国伦敦的中产阶级上层逐渐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开始了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其原因主要有：

经济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中产阶级对责族阶级的模仿和对劳动下层人民的鄙视和排斥；福音派思想的影响下，中产阶

级对各种城市问题的恐惧和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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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

中曾提出，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

的，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和科学都是以

城市为基础的，“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

史。"【l】抛一猫的确，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发展的历史。而在这部从远

古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史中，社会阶级具有很重要

的影响。尤其在近代，一个新兴阶层一中产阶级
兴起，它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

念，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市从

早期的“绝对集中”阶段过渡到“相对集中”阶段，

也就是城市郊区化阶段。

关于近代早期西方的中产阶级这一问题，在史

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尤其是在英国，这个最早

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最早开始城市化和城市郊区

化的国家，中产阶级什么时候出现，包括哪些人，对

城市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焦

点[2肿4甩。笔者认为，如果从整个英国和欧洲的

视野来考察，在16至18世纪期间，社会阶层结构

中的确存在一部分处于贵族和下层社会之间地位

的人，但这一部分人的组成太过于异质性，不能称

为一个具有共同阶级意识、阶级利益的阶级。而且

“中产阶级”一词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使

用，因此如果说在18世纪整个英国或欧洲已经存

在一个非常明确的中产阶级是不确切的。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考虑，在历史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注意

到历史阶段和历史现象差异性：从英国或欧洲的整

体情况出发，这时所谓“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

一股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力量；然而

在伦敦这个特殊的城市——英国的首都，王室的长

期居留地，英国海外贸易、国内贸易以及制造业的

中心，以及贵族、乡绅、金融家和大商人聚集之

地——中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J，-16。因此本文中

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主要指在这一时期英

国伦敦地区，处于土地贵族阶级和劳动人民阶级之

间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大商人、银行家、专业人

士等。

本文以18世纪后期的伦敦为例来分析中产阶

级与城市郊区化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起，伦敦

就是英国的首都，政府所在地，王室居留处以及全

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与其

它各省的城市不同，很早就具备了近现代意义上的

城市特征：一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并且在城市中

从事非农业性活动，另一方面是从乡村生活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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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

伦敦的郊区亿进程也相对较早，在18世纪后期就
已经出现了郊区化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中，中产阶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即试图对此

作出论述。

18世纪是伦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这一发展，伦敦社会逐渐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可

称为中产阶级的人，他们不像土地贵族那样不需要

工作，依靠地租等收入过活，也不像劳动阶级要依

靠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艰难谋生。如果把18世纪后

期伦敦中产阶级结构用金字塔形式来表示，那么位

于最底端的，是大量普通店主、普通工匠以及艺术

家等。处于金字塔结构中间的，主要是专业人士如

医生和律师、中等商人以及一些政府机构成员。而

中产阶级当中地位最显著、最重要的，则是从事伦

敦海外贸易以及相关金融事务的人，即海外大商人

和投资海外贸易的大银行家。众所周知，伦敦长期

以来一直是英国海外贸易的中心。这部分商人精

英一般拥有超过10 000英镑的年收入——几乎相

当于一位贵族的收入。而在18世纪的伦敦，最早

开始向郊区迁移的就是这一部分最富有、最重要的

中产阶级上层。

在论述郊区化进程开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

解“郊区”含义的变化。18世纪中叶以前，伦敦市
中心周围的地区并不像后来所认为的是逃离城市

社会问题的天堂。相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城市中

心地区才是惟一适宜和体面的场所，而在城墙之外

的边缘地区是不名誉的地区，那里聚集着最贫穷、

最低下的人以及某些最脏乱嘈杂的行业。关于这

一点，我们从语言学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来。在

《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定义当中，从14世纪的最早

使用到18世纪中期，“郊区”(suburbe)一词指的是

一个“低等的、受人贬损的、尤其是放纵的生活习

惯之地”L4J86。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许多妓院都

被规定只能建在郊区这种不名誉的地方，而称呼一

个人为“郊区人”(suburbanite)则是一种严重的
侮辱。

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前后，这种观念逐渐有

所变化。由于伦敦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污染和公

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伦敦周围的地区逐渐显现出

超过市中心的吸引力，有能力负担得起居住和交通

费用的中产阶级上层，开始向伦敦郊区迁移。当

然，这种迁移并不是突然就从城市到郊区，其中还

经历了一种过渡形式，即所谓的周末别墅(weekend

vilhs)。从17世纪开始，伦敦一些富有的中产阶

级就开始在紧邻伦敦的乡村土地上购买或建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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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别墅，每个周末乘坐私人马车携家带眷来到这

里享受乡村的宁静和风景，然后在周一早上又返回

伦敦市从事自己的各种经济活动。这种乡间住宅

就被称为周末别墅。这些住宅也许并不那么富丽

堂皇，但是毫无疑问，中产阶级上层尽力使自己与

乡村贵族的住宅一样宽敞和舒适，使自己至少在每

个周末能够过上像贵族的生活。当时一则广告对

一所别墅的宣传，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生活方式：位

于小山坡上的大住宅，拥有良好的视野，附带花园，

能够从周围的农场上获得食物【5M。到18世纪中

叶，拥有一所相当规模的周末别墅，成为描述伦敦

最富有的商人所提到的特点之一。当时一位游历

伦敦的法国作家写道：“在所有季节中，伦敦商人

一般都在周六退居到乡村，直到周一才回到伦

敦。”[6】1∞

随着社会结构尤其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福

音派思想的影响，中产阶级上层开始重新思考周末

别墅与其城市住宅之间的关系。他们逐渐将首要

的居住处转移到乡间别墅，让妻子与孩子更多地留

在乡间，以使他们远离伦敦城市的喧嚣、脏乱以及

不道德。另一方面，商人们自己为了保持与全国乃

至全世界市场信息的密切接触，为了开展自己的商

业活动并且利用从中获得的财富，维持所谓的体面

生活，而每天往返于伦敦与乡间住宅之间。这样，

中产阶级上层逐渐开始了伦敦郊区化的过程。

18世纪后期，伦敦的中产阶级开始将家庭生

活和工作生活区分开来，开始缓慢地向周边地区迁

移和集中。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如工商业在这时的

迅速发展，以及人口膨胀迫使疏散人口之外，在中

产阶级本身而言，有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做呢?

或者说，中产阶级自身有什么动机开始伦敦郊区化

的进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思考：第一，家庭生活方式及其功能的变化。对中产

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第二，中产阶级对

贵族阶级的模仿和对劳动下层人民的鄙视和排斥；

第三，在福音派的思想影响下，中产阶级对各种城

市问题的恐惧和逃避。

罗伯特·费什曼(Robert Fishman)曾经说：

“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真正核心地位的，是中

产阶级的家庭o"[7j4这句话或许有其夸大之处，但

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方式确实是对其经济政治

活动、价值理念都有重要影响，并且对城市的郊区

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在其著作<1500

—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中提出，从17世

纪后期开始中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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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18世纪一种新的家庭，即所谓“封闭的核心

家庭”(tIIe 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已经

完全形成【8】411一¨。从中世纪到十六七世纪，家庭

的外部联系，即家庭与教区、邻居和亲属的关系，远

比家庭的内部联系，即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

系要亲密得多。换言之，这种家庭是外向的、开放

的。到了18世纪，由于商业资本主义要求有更多

的个人自由，亲属集团的重要性逐渐削弱，而丈夫

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为亲密。

家庭内部的这种紧密关系，开始要求与外界环境保

持一定距离，要求夫妻双方有更多感情交流和对孩

子更加精心抚养。家庭从原来的经济单位而逐渐

变成了一个情感单位。

然而，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却与传统的城市

生活方式相冲突。从中世纪以来，大多数商人和工

匠都是将家庭住所和工作场地合而为一。典型的

作坊，都是前面是店铺，制造和出售货物，而后面或

楼上则是家庭成员以及学徒、帮工共同居住的地

方。即使是到了18世纪早期，即使是那些最富有

的银行家，也多数是在自己家的客厅中处理事务、

接待顾客，而大商人也都是在家里地下室存放货

物。因此，几乎可以说，住宅的每一个地方都具有

一定的“市场开放性”，每一个房间都有一部分经

济功能和一部分家庭功能。工作和生活重叠，店铺

和家庭住宅合并，这就是18世纪中期以前的城市

家庭生活特点。在这种生活中，中产阶级无法阻止

其他人对其私人生活的参与，无法杜绝其他活动对

家庭情感的干扰，而必须将家庭和工作分离开来。

中产阶级家庭功能的转变，家庭和工作的分离

为伦敦郊区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现在他们可以将

家庭安置在离工作地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伦敦

城市中的拥挤、污染、道德败坏等问题，则更加促使

中产阶级选择向郊区迁移。他们仍然在伦敦城市

中心从事贸易、金融业务，仍然在市里的咖啡馆、酒

馆交换信息，仍然从伦敦码头进出口各种商品；但

是他们同时也开始将郊区住宅作为自己真正的家，

让妻子在这里全心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为维

多利亚时期所谓“家庭天使”的最早形象。

除了家庭功能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之外，中产阶

级对贵族的羡慕模仿和对劳动人民的厌恶排斥，也

是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的重要原因。有不少学者

提出“18世纪英国消费革命”一说，认为在18世纪

中产阶级乃至普通市民竟相模仿贵族上层的一些

消费习惯，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消费价值取向。在

18世纪伦敦郊区化的过程中，这种模仿贵族生活

方式的现象的确存在。英国中产阶级拥有别墅，最

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当时，一些有名的大商人

如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与王室有着

紧密的联系，他们在保留位于伦敦市内住宅的同

时，在伦敦之外的乡村也修建了奢华的庄园。而格

雷欣在伦敦南部乡村所修建的奥斯特利庄园(Os．

terley)今天已经成为英国的历史名胜之一，可以明

显看出是模仿了贵族奢华庄园的风格，这足以说明

中产阶级上层在与王公贵族的接触中对贵族有着

欣羡与模仿的心态。而此后其他中产阶级分子在

购买和建筑乡间别墅时也是如此，将贵族生活中令

人感到舒适和表现威望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

在模仿贵族生活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将自

己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在

18世纪中叶之前，虽然英国仍然是一个等级严格

的社会，但是富人和穷人常常居住在同一个社区，

一些富有的银行家甚至是生活在穷人家庭的包围

之中。然而这并无损于富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富人还借助周围穷人的对比来凸显出自

己的身份和地位。正如文学史学家伊恩·瓦特

(hn Watt)所说，18世纪的英国社会特点之一是
“狭小的身体距离和巨大的社会距离之间的结

合”【引抛。然而，到18世纪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

变化。随着中产阶级上层人数越来越多，财富越来

越多，他们开始希望以身体外在的距离感来确定社

会等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游乐园中游客的

变化。在18世纪中后期，伦敦的著名游乐园，如伏

克斯豪尔(VauxhaU)和拉内拉赫(Ranelagh)游乐

园当中游客大量减少，原因之一就在于所谓的“体

面人”不再愿意像以前一样，与“下等人”混杂在一

起。这种愿望反映在居住方式上，则是中产阶级希

望居住在与穷人保持安全距离的住宅区，希望根据

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建立起自己专属的乌托
邦——郊区。

最后，使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的推动力，还包

括：在福音派思想的影响下，中产阶级逃离城市问

题的愿望。伦敦是英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城市，是

18世纪英国甚至整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但

是，在伦敦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比较严重，人口拥挤、

环境恶劣，公共设施落后。除此之外，在中产阶级

道德家眼里，伦敦作为文化和娱乐的中心，所带来

的犯罪问题、贫穷问题以及色情服务，都对中产阶

级的家庭生活、价值理念等产生了威胁。

面对种种城市问题，福音派信徒在中产阶级中

上层宣传城市生活的腐败，提倡回到大自然、回到

家庭，由此为郊区的发展提供了道德推动力。基督

教福音派运动是主要兴起和存在于近现代英语国

家和地区并影响全世界的一种神学运动，最早诞生

于18世纪早期，主要是向下层百姓如矿工传教，到

18世纪中后期，福音运动将宣传重点转移到强调

新的理想家庭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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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对妇女在家庭中以及家庭以外的地位

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赋予

妇女以道德教育中的最高地位，即基督教家庭中主

要的监管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在母亲的悉

心教导和严格管教之下，孩子们才会成为品德高尚

的基督徒。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激烈地反对妇

女参与在家庭这个领域之外的所有活动，从政治到

经济，从文化到艺术。这种观点促使中产阶级上层

更为坚定地将经济活动重心放在城市中心区，而将

家庭生活的重心放在城区范围之外的住宅，每天往

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根据福音派的主张，要

获得拯救最可靠的途径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产生

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能够加强家庭当中情感联

系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任何会削弱家庭道德的东

西，则都是应该抛弃的。而在所有会对家庭道德造

成威胁的敌人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福音派提

出所谓礼节改造(reformation of manners)，实际上

就是对所有城市问题的一次总攻击，反对剧院、舞

会、音乐会、酒馆和游乐园。
福音派理想和现实的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对

于中产阶级迁移郊区提供了最后的推动力。在中

产阶级看来，城市不仅是拥挤、脏乱和不卫生的，而

且也是不道德的。要改变这种状态，使自己获得拯

救，只有将家庭这个纯净神圣的世界，与充满诱惑

的世俗都市隔离开来。但是这种隔离又不能完全

排除男性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因为认真工作和获得

成功也是基督教的一种美德；而且，贸易活动也要

求商人与各种市场信息保持密切联系，要求商人能

够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从事经济活动。这就是中

产阶级面临的问题；而郊区，则是他们所选择的最

终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郊区并不是某一个阶级或者某一些

杰出精英的创造物；它是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因

此，早期郊区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7世纪中叶

之前，主要是穷人居住在郊区，还有一些带来污染

和混乱的行业被限制在郊区。到了18世纪，随着

伦敦中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开始有了自己

对行动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从服饰、饮食到居

住风格和环境，都试图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越来

越多的中产阶级居住在郊区，而劳动人民因为负担

不起昂贵的交通和房价，则开始向城市中心集中。

在这样—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城市发展到了—个
新的阶段：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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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1le British middle class in London began to n30ve to the suburb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thu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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