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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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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指 出 的是 ， 部分指标虽在一致度平均值上超过了０ ． ８
， 但是 编码员两两 比对时则有

部分相互一致度低于 ０．８
，
且在屡次训练和讨论之后依然无法使一致度平均值达到 ０ ．８

以上 。 对于这些指标 ， 本研究认为这些数据对总体性倾 向的描述依然有参考意义 ，
因

此在
“

有条件限制
”

的前提下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参考 ， 但不进行样本间 比较。

［
１６

］ 编码说明 ：
因各话语类型会 出现多次编码 ， 总百分 比超过 １ ００％

， 故无法对 四种不 同

话语的分布进行卡方检验 。 此部分分析主要进行整体性描述 ，
因此亦不进行卡方检验 。

［
１７

］ 参见陆学艺提出 的
“

当代中 国社会阶层结构图
”

， 陆学艺 ： 《 当代中 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９ 页 。

城市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

——从 空 间 与 文化视角 考察上海地方认 同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 上 海 市 原 卢 湾 区 常住 居 民 焦 点 小 组访 谈 ， 从 空 间 与 文 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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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 通城市指标体 系建 构 ： 基于 上海的 研 究 （ 下 ）

角 考察 了 地方认 同 作 为 城 市 意义 网 络 核 心 要 素 的
“

可 沟通性
”

。 研 究 发现 上 海 在
“

再度全球化
”

过程 中 ， 城市 异 质 空 间 叠加且地方认 同 主要 基于 本地 生 活 的 感 官

体验 。 城 市 空 间 中并 呈 了 供游 客 消 费 的
“

幻 景
”

，
代 表 国 家 现 代 化 成 就 的

“

奇

迹
”

及糅合 生 活体验 ， 集 体记 忆 和情 感认 同 的
“

我 们 的
”

空 间 。 三 类 空 间 叠加 构

成上 海城 市 空 间 意义 上 的 可 沟通性 。 此 外 ， 市 民 地 方认 同 的建构 主 要 基于都 市 中

长期 浸 润 习 得 的 生 活 习 惯和 言行举止 。 其 中饮食 习 惯代替 经 济水平 和 祖籍成 为 上

海地 方认 同形 成 的 基础 。 市 民 对 移 民在 职 业 和 生 活 习 惯上仍 有 刻板 印 象 ， 但基于

生 活 习 惯 的 地 方认 同 和 异 质 空 间 叠加 为 城 市 意 义 网 絡
“

海 纳百 川
”

提供 了 可 能 。

关键词 城市 空 间 可沟通性 城市认 同 焦 点 访谈

自 ２００７ 年起
，
全球 已有超过一半人 口 在城市 中生活 。

［
１

］ 城市能否促进市 民间顺

畅的交流
；
是否支持文化意义不断生成和延续 ；

多大程度上便于市 民建立并扩展各

类关系 网络成了城市生活 的关键 。 全球共同面对增强城市可沟通性的命题 。

［
２

］但构成

城市可沟通性具体的交流网络
，
意义网络和关系 网络主要依赖市 民 日 常生活 的传播

实践 。 传播实践与一时一地独特的历史 ， 文化和生活方式紧密勾连 。

“

可沟通性
”

在

不同城市有不同表现 。

［
３

］

上海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使其
“

可沟通性
”

呈现出独特面貌 。 上海是最早开

埠的中 国城市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内 汇聚 了世界各地最

新的文化 。 租界内外生活文明程度迥然不 同
，
当时鲜有其他亚洲城市能与上海在 国

际化和生活精致方面 比肩 。 解放后 ，
上海成为 国家工业化建设

“

排头兵
”

。 为支持城

市工业化发展 ，
国家将农产品和产业物资通过行政命令优先配置到上海 。 上海的工

业产品一时间国 内领先 ， 令人艳羡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将上海重建为 国 际大都市

成了 国家发展战 略 。 上海造起了东方 明珠和杨浦大桥等现代化地标并恢复 了银行 ，

金融 ， 贸易等现代服务业 。 不同 阶段上海与 国家 ， 乡 村和世界 的关联方式给当下的

城市空 间 、 文化精神和地方情感 留下了 无法抹去 的印记 。 这些印记共同塑造了上海

城市意义 网络的
“

可沟通性
”

。

基于城市空间理论 ，
我们通过对上海市原卢 湾区 常住居 民的系 列焦点小组访谈

探究了上海本地的生活经验 ，
历史文化与传播实践如何在城市

“

再度全球化
”

过程

中建构
“

地方认同
”

可 沟通性 的独特面相 。 地方认 同包含 了 自 我与城市空 间 的关

系
，

［
４

］

构成了城市意义网络的核心 。

［
５

］

而上海本地的历史和文化深刻地影响 了市民对

城市空 间的意义生产并引导市民建构城市 的地点认同
［

６
］

。 考察 中我们将主要聚焦市

民对城市空 间意义可沟通性的 阐释及其城市地方认 同建构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

一

、 焦点小组访谈 ： 进入 田野

为 了捕捉上海城市意义网络可沟通性的独特面相 ， 并厘清居民城市认 同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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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沟通城 市指标体 系 建构 ： 基于 上海的 研究 （ 下 ）

和依据 ， 我们进行了两组对上海市原法租界区 内常住居 民 的焦点小组访谈
［
７

］

。 选择

原法租界居民 因 为法租界的城市空 间既包括了上海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 民 国时期

文化名人故居 （ 张爱玲故居 ） 、 著名 建筑 （科学会堂 、 思南公馆 等 ） 和文化遗迹

（石库门里弄 ） ；
也坐落着不少党和共青团建立地遗址 （

一大会址 ） 和革命领袖故居

（ 周公馆 、 陈独秀故居等 ） 等红色革命叙事的
“

锚点
”

；
更星罗 密布 了各种代表改革

开放后城市现代化建设成就和城市空间商业化的象征符号 （ 如新天地 、 淮海路等 ） 。

扎根于不同历史叙事的城市空 间压缩并存在这个 区域 内 。 此外 ， 原法租界位于城市

中心 。 居民在 日 常生活体验和城市地方认 同上更能充分体现上海特性 ，
有利 于我们

抓取上海城市可沟通性独特的细节 。 选择常住居民访谈是因为他们对城市文化
，
生

活方式和城市空间 的体验和感知较移 民更为 明晰强烈

第一组访谈安排在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１ 日 。 笔者耗时 ２ 个小时在街道社区活动室采

访了南昌路 Ｄ
［

９
］

街道 ８ 位年龄在 ５６
－

８ ９ 岁 间的常住居 民 。 第二组笔者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２６ 日 在街道会议厅采访了 思南路 Ｙ 街道 ９ 位年龄在 ４ ８
－

６６ 岁 间的常住居民 ， 耗时 ２

小时 。 访谈根据半结构化提纲进行 。 事先我们仅设定地方认 同和海派文化等必需涉

及的话题
，
并未准备完整的问题列表或标准答案 。 访谈现场笔者 自 任协调 ，

以鼓励

受访就诗题 自 由发言为主
，
并根据对话进程随时调整提问 内 容 、 顺序和措辞 。 访谈

全程由研究助理录音录像 ，
资料经誊写后导人 质化数据分析系统 。

二 、

“

我们的上海
”

：
地方认同 的空间维度

访谈的两个社区都在上海原法租界 的南 昌路 、 思南路等 中心城区 。 对身边的城

市地点 ， 多数受访者首先都会不假思索地将上世纪 ９０ 年代建造的那些频繁在大众媒

体中
“

亮相
”

， 代表上海
“

现代化建设成就
”

的建筑视为
“

地标
”

。 第
一

组受访
一

开

始就异 口 同声地表示上海的标志就是
“

金茂大厦 、 外滩和东方明珠
”

。 这与官方构建

的现代城市形象基本吻合 。 改革开放后 ， 国家主导 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成就在市 民记

忆中的显著度和认识一致性都较高 。 受访解释说 ：

“

（这些是上海标志建筑 ） 因为

（它们 ） 是世界最高的 ， 从前从来没有的 ， 世界有名的 。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

化 。

”

以
“

世界
”

作上海的参照
，
市 民就改革开放后 国家现代化建设 中形成 的最显

著的城市
“

奇观
”

（
ｗｏｎｄｅｒｓ

） 与官方和媒体文本达成 了共识 。 这体现 出东方明珠等

地标在城市意义网络中有较强 的可沟通性 。 市 民对此的解释折射 出上海历史文化脉

络中始终将
“

世界
”

想象为 自 己参照 的全球都市特质 。 这点后文还有印证 。

然而访谈展开后 ， 受访提到最多的却是本地空 间 。 讨论 中本地空 间被市 民再细

分为
“

我们的
”

和
“

他们 的
”

空 间 。 社 区 周边利用原来石库 门 民居改建 的
“

新天

地
”

商圈就被受访认为是专供外地游客观光消费的所在 。 旅游业发展改变了城市空

间的物理属性和社会意义 。

［
１ °

］

受访解释说新天地 已
“

挖空扭 曲 了 我们原来在石库门

房子里面真实的生活方式
，
里面的结构改动得和我们小时候在石库门房子里每天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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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通城 市 指标 体 系 建构 ： 基 于上 海的研 究 （ 下 ）

乐玩耍的童年记忆南辕北辙
，
其实是误导了来看的人

”

。

“

挖空扭曲
”

的说法典型地

表现出生活空间和文化遗迹被重建用于满足游客凝视后 ， 对原本生活其 中 的本地居

民造成了情感和认知上的隔 阂 。

［
１ １

］

城市在迅速商业化过程中
，
大量居 民熟悉的生活

场景转变为供消费 的
“

幻景
”

（
Ｉｌ ｌｕｓ ｉｏｎ

） 。

“

幻景
”

是对生活文化的商品化产物 。 生

活空间的商业化会导致文化的死亡和真实性的消解并
“

剥夺人们用于组织 日 常生活

经验的意义
”

。

［
１２

］

访谈中市民对此表达了强烈 的焦虑 ， 不少受访提出
“

希望政府能够

出手
”

保留上海里弄文化和建筑 。

与此类似
，
城市空 间 的政治化也会将生活空 间转变为

“

他者的空 间
”

。 在谈及不

远处的人民广场时
，
不少受访表示 ：

“

现在的人民广场已不像我们过去那样 ，
能让小

孩子去随便锻炼 ，
放风筝啦 。 我们现在都很少去 了

”

。 谈及原 因时 ，
受访表示 自从成

为市政府所在地和城市的政治行政中 心后 ， 人民广场浓重的政治意 味和广场空 间各

种权威象征符号 （如 国徽 、 卫兵和传递权威信息 的建筑格局 ） 的密集展现
，
将人民

广场同市民 日 常生活的切身体验和传播实践隔离开来 。 人民广场在不少受访意识中

不再是他们 日 常生活的有机部分 ，
不复是

“

我们可 以随便想去就去的地方
”

。

但城市 空 间迅速 的 商业 化 和政治化 并未彻底 阻止本地文化空 间 的存续 和扩

张 。

［
１ ３

］

市 民在城市空 间 中仍然为真切的本地生活 和文化体验找到 了 空 间 。 不少人表

示 ：

“

我们思南路这里的法国梧桐就是法租界一个特征 。

”

讨论中受访会逐渐把
“

我

们 的
”

空 间与 日 常生活体验 、 城市共同 的集体记忆 以及个人对空间 的情感依恋紧密

勾连起来 。 上海的租界历史 ， 曾 经生活在身边的文化名人 （ 如邬达克 、 林风眠等 ）

以及
“

我们
”

童年时期特有 的集体记忆都与城市空 间有机联系起来 。 有受访会从现

存的石库门房子 回忆 自 己童年居住其中时 ，

一

听 到 门外碎石路上卖马奶的商贩大叔

牵马走过的马蹄声就急着去开门 的有趣情形 。 还有受访表示 ：

我们这里的 复兴公 园 是法 国 人造 的 ，
这个 以 前是 叫 顾 家公 园 。 顾 家现在还在 ，

顾 家弄就是他们 呀
，
现在顾 家弄不还是有一幢很 完整的 房子 。

地段 医 院走 出 来 ４４ 号

那里 ，
就这里农工 商超市 出 来 。

上述表述融合了上海的租界历史 、 社 区居 民对空 间 的集体记忆和居民 当下每 曰

． 生活行走的体验 ，
建构出 富有丰满历史意义 、 个人情感和感官体验的城市

“

地点
”

。

浓重 的地方认同令市 民对此类城市空 间形成了强烈的共同感情 ，
增强 了社 区 内 部的

“

可沟通性
”

。 受访解释说这是因为法租界时的建筑空 间
“

代表了那个新 的风气
，
时

间长 、 有名气
，
提升了 上海认知度

”

。 受访们认为
“

新 的风气
”

指
“

当时邬达克这

样的外国人 ， 并不代表法国 而是完全按照上海本来特点 ， 将西方最新的观念用到 了

上海的建筑中 ， 建成了 只有上海才有的风格
”

。 当年本土与外来元素
“

你中 有我 ， 我

中有你
”

构成的独特风貌 ， 让如今的居 民认为这些空 间才能真正代表上海与 自 己 的

日常生活经历有着生动活泼的联系 。 全球化环境 中 ， 随着地点认 同 日 益碎片化和地

点的消解 ， 更多人开始试 图从本地历史遗迹 中追寻空 间意义的确定性
，
建构起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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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的本地认 同 。

［
１ ４

］

认同边界内部凝聚 了强烈的地方情感 、 集体记忆和 空 间意义 的可

沟通性 。 边界之外
，
借用受访的说法 ：

“

那些开在淮海路上给外地人逛的精品店 ，
阿

拉是从来不去的 ， 贵的要死
，
不要关门 的太快哦 。

”

从空间维度出 发可 以看出市 民对上世纪 ９０ 年代 国 家主导 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有较

强烈的共识 。 基于共识的可沟通性能激发市 民对 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 和对地方

的 自豪感 ； 促进国家
“

现代化建设
”

话语更有效的传播推广 ；
并提高国 家主导的现

代化建设事业对居民 的动员 力 。 两类
“

他者
”

空 间折射出 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的商业

权力 和政治权力对空 间 的
“

征用
”

导致了本地生活 与全球化空 间之间 以及本地生活

与 国家政治间 的疏离和张力 。 这些商业化或政治化的
“

幻景
”

多少割裂了居民与 空

间基于生活体验和集体记忆 的关联 ，
降低了 空 间对本地居 民 的可 沟通性 。 而

“

我们

的上海
”

则直接将租界历史与居 民 当下的个人体验和集体记忆融合并产生了强烈的

情感感召和空 间认 同感 ， 对本地居 民在空 间意义方面具有强烈 的可沟通性 。 三类迥

异的城市空 间叠加并呈
，
共 同构成了上海城市

“

意义可沟通性
”

独特的复杂面貌 ，

也显示出上海城市空间对各类叙事混杂融合的包容能力 。

三 、

＂

我们
”

的精致生活 ： 地方认同 的文化基础

访谈在涉及
“

我们的
”

与
“

他者的
”

空间时 ，
受访还着重讨论 了建立认 同 以 区

分两者的依据 。 现有文献表明地方认 同的建构主要基于特定地点 的特质 、 地方历史

以及居民与两者的关系 。

［
１ ５

］

上海地方认 同 的建构基于市 民独特的生活体验并与上海

的历史际遇息息相关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
上海租界内祖籍宁波或广东的居民多将 自 己 同祖籍苏北且

多居华界的市民按生活的精细程度 、 职业地位 的高下和语言行为 的文明程度刻意加

以 区分 。

［
１ ６

］

由此建立的地方认同将上海区隔为
“

上只角
”

和
“

下只角
”

，
也将上海人

和其他地方人区分开来 。

“

上下 内外
”

之间既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分工 的分别 ，

更主要是市民对怎样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才符合
“

上海人
”

身份的共同认定 。

这些历史观念的痕迹依 旧 隐约存在于受访的集体意识中 ， 并多少影响 了他们当

下对上海地方认同 的建构 。 讨论 中有不少人提到上海人按祖籍 、 社会职业分工和文

化修养可以分为
“

三个梯队
”

：

受访 Ａ
： 上海真正有钱 的 都是广 东人和 宁波人。 广 东人会做生意 。

受访 Ｂ
： 最 穷 的 ， 第 三梯 队 的 ， 都是苏 北人 、 江 北人

。 扦脚的 、 剃 头 的 、 刷 马

桶 的 、 扫 垃圾的 ， 都是江北人 。

受访 Ｃ
： 因 为 苏 北人没有文化的 ， 那个地 区特别 穷

，
盐碱地 。

受访 Ａ
：
大班权力 大得很 ，

宁 波人发财 了 。

受访 Ｂ
：
宁 波人会做生 意

，
老 宁波最会做生意 。 做老板和 大班 的 大部分 宁 波人

，

卖 大饼的 剃 头 苏北人
，
山 东人卖 大饼

， 剃 头 的 扦脚的 苏北人 多
，
以 前上海杨 浦 以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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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下 只 角
，
都住在那 里

，
现在那个瑞金 南路 。 抗 日 战 争逃难时候逃到上海 来 了

，
在

瑞金 南路 ，
以前都是拉粪的

，
拉到 乡 下 去

一天拉三次 ，
现在都建大楼 了

。

这样的说法与历史上上海地方认 同 的建构方式基本一致
，
但受访也承认这种区

分是
“

以前的
”

，
现在情况发生了 巨大变化 。 国家经济水平整体提高后 ，

限制人 口 和

各种资源在地区间流动的政策 日 益松动 。 全球化和新媒介技术更使 国 内 外最新的产

品和文化几乎全球同步到达 。 上海各区 ，
上海与 国 内其他城市间在经济收入 、 生活

水平和获取国外最新物质文化产品方面 的差距越缩越小 。 加上城市公交系 统的发展

和私家车普及
，
越来越多居 民成了每 日 往返市 中心和周边居 民区域的通勤者 。 这种

情况下两组受访者一致认识到
“

现在早 已没有过去上只角 和下只角
”

的划分了 。 他

们将
“

过去的老房子
”

和
“

现在的高楼大厦
”

区分开
，
承认前者居住条件艰苦拥挤

得
“
一

塌糊涂
”

，
而后者在居住环境方面有较大改善 。 受访提到

受访 Ｄ
：
现在上 只 角 史 成 ｘｘ 路 了

，
ｘｘ 路 的 老房子都 一塌 糊涂 变垃圾堆 了

，

（其他地方 ） 现在都是 高楼大厦很漂亮 了 。

受访 Ｅ
：
以前是上只 角 被反过来 了 。

受访 Ｆ
： 我们 以前老房子都一塌糊涂 ，

现在都是新公房 ，
大楼盖 了 多 少 。

现代化建设 中 ， 高楼大厦舒适便利的居住环境与里弄老房子拥挤 的条件形成鲜

明对比 。 不少受访希望政府尽快开始旧房拆迁 ，
还有人悲叹 自 己 的房子

“

被贴上 了

历史保护建筑的牌牌 ， 这辈子估计没希望拆迁了
”

。 但受访在希望通过拆迁改善住房

和经济条件的 同时 ， 对 自 己 是上海 中 心 区
“

正宗上海人
”

的身份仍表现 出强烈 的认

同和 自豪感 。 随着
“

上下只角
”

的区隔在地理意义上．

日 益模糊并不断重组 ， 长期形

成的生活饮食习惯和行为举止体现 出来 的文明程度成了地方认 同建构的重要依据 。

一组受访在异 口 同声承认
“

现在不大有 （ 上下 只角 的 区分 ） 了
”

之后
，
马 上有人

补充 ：

受访 Ｆ
： 像我 们 现在跑 出 去

，

人 的 素质 还是有 的 。 同 样上 只 角 的人就上 台 面
，

东 面的人就粗俗。 讲话的粗样啊 。

受访 Ｇ
： 想 那个莫 言 ， 这 么 有名 的作 家

，
他 自 己说 的

，
就是 国 宴上 吃饭的 时候 ，

人 家 小 菜端上来 ， 别 的 不 看 ，
就看 别人小 菜

一碗碗端 上来 ， 哗啦哗啦吃 ，
他 自 己说

的 ， 我 的 习 惯就是 乡 下 的 习 惯 ， 我 自 始 至终就是这样子 。 人家礼仪师要教他的 呀 。

受访 Ｈ
：
上海人什 么 地方 出 来的 ， 素质好的还是上只 角 。

受访 Ｆ
：

主要是有修养 气质 。
他们 不 是说 了 嘛

，
三代人 才培养 出

一

个 绅 士 来 ，

但是你暴发户 一晚上就 出 来 了 。 不 管他是以 什 么 为 标准 ，
上只 角 、 下 只 角 就是这样

子 。 两样的 ，
这是看 内在 的 。

受访 Ｈ
： 看得 出 的

，
他的 素 质从 小养成 的 。 你今天有钱 了 素 质就会变吗

，
变 不

掉的 ，
就是摆死的 。

受访 Ｆ
：
旧社会有 句 话 ，

一

辈 子 学 穿
，
穿 衣服一 辈 子就可 以 了

， 你 只要
一直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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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跑就好 了 。 吃三代也学不 会 Ｑ 你 穿衣服马上就 能 学会的 ，
别人 穿 什 么 你 就 穿 好

了
，
但吃就不 一定 了

，
同 样的 东 西 你就烧不 来你就吃 不 来 。 你 不 知道怎 么 烧

，
也烧

不 好吃 。

受访们意识到个人消费能力或原有 的地理区隔 目 前已 经很难构成地方认 同 的基

础 。 城市认同的依据 回归到 了 日 常吃 喝住行中表现出 的
“

素质修养
”

。 这种素质修养

与经济能力没有必然联系 ，
而是能否上得

“

台 面
”

的样子。 这里所说素质 和
“

样

子
”

也非简单的文化教育水平所能涵盖 （像莫言这样高水平的诺 贝 尔文学奖得主都

被说成是
‘

乡下
’

习惯 ） 。 这种
“

素质
”

是多少代在上海城市 空 间 的 日 常生活和人

际交往中浸润
，
自 小 习 得 的气度 和精神 面貌 。 这种素质非常 中 国化地集 中表现为

“

食不厌精
”

。 正宗的上海味道体现出 独有的精致优雅
，
构成了海派文化和地方认 同

的重要基础 。 受访说明 ：

受访 Ｇ
：
上海最大的

一个特 点 ，
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 。 有外 国 人想到上海 定居 ，

但不是他想 定居就可 以定居的
，
他就喜欢上海 的 吃 。

上 海吃 的 又好花样又 多 ， 像北

京说是首都吃 的 一塌糊涂 。

受访 Ｆ
： 北京是吧

，
你一样这点钱到 北 京去吃什 么 也吃不 到 。

受访 Ｇ
： 就吃个烤鸭呀 。 上海吃 的花样 多 。 外 国人都要到上海 来定居 。

受访 Ｆ
：
北京 ，

习 大 大去 吃 的 那个 包 子
， 叫 庆丰 包子 铺

，
我吃过几 次 了

，

一 点

也不好吃 。 报纸上说好吃的要死 。

受访 Ｈ
： 天 津那个狗 不理 包子 ，

也不 灵的 。

受访 Ｇ
： 那个女王来 了

，
他 （

Ｇ 的 老伴 ） 去做 工作人 员 ， 去豫 园 吃 那个 小 圆 子 ，

像鸽子蛋
一样大 小 ，

后 来吃不 完 了
，
他拿 回 来 了

，
小 点心 女王吃得开心 死 了 。

上海味道已成为上海认同 和海派文化
“

最大的一个特点
”

。 上海味道的主要特征

是
“

花样多
”

。

“

花样
”

既指烹任方式上花样百 出 、 精细考究
，
也指创造性地融汇 国

内外各种饮食流派后形成 的独特风格 。 精细包容在饮食上得到 了充分体现 。 再次以

世界作参照 ，

“

花样百出
”

的上海味道让英国女王都
“

吃得开心死了
”

。

这种建构认同 的方式与西方异趣 。 西方学者提出 在物质资源有 限时 ， 居 民会依

靠文化积淀保留地方认 同 。

［
１ ７

］

地方认同也可基于象征性的社会交往关系 ， 人们对地

点 的依赖
，
抽象价值观和象征意义 ，

［

１ ８
］ 或对地点 的情感建构 。

［

１９
］ 但上海在地理流动性

和社会流动性同时迅速增加 ， 曾 经的物质文化优势和传统 区隔边界迅速消失时 ， 主

要依赖城市内长期生活浸润获得 的互动模式 、 感官体验和精神风貌来维护和重建地

方认同 。 相 比之下 ， 上海地方认同建立 的依据与 日 常生活实践中 的身体体验关系更

为密切 ， 能够更具象实在地串连起地点依赖和情感依恋等多重面相 。

从城市可沟通性角度看 ， 按祖籍划分生活文明程度并建立地方认同 的想法虽然

仍会被提起 ， 但这不复是当下市 民建构城市身份认 同最重要的元素 了 。 相反 ，
不少

．

人表示
，

“

只要在文化程度和生活习惯上能做到 门 当户 对
”

，
他们并不反对子女与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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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来 自 其他省份的
“

新上海人
”

建立恋爱或婚姻关系 。 这种对城市认同相对开放的

建构方式增强了本地居 民 内部 以 日 常生活 习惯偏好和文化传承为基础建立的 向心力 ；

同时也为城市接受和容纳祖籍来 自 全球各地的新上海人 ，
通过 日 常浸润将其转化为

生活和饮食习惯方面的
“

新上海人
”

，
在城市传播的意义 网络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其次
，
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文化成为上海认同 的核心 ，

反映了上海认 同建构中

去政治化的倾 向 。 访谈中不少受访表示
“

在公 园之类的公共场合 ， 公开扎堆地讨论

政治话题
，
阿拉是不去的 。 反正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

还不如锻炼好 自 己 身体
”

。 这

种将身体置于政治之上的取 向与将饮食作为认 同基础 的做法如 出
一辙

，
共 同折射出

上海文化重要的特点 。 另外 ，
身体体验和文明程度还可 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界定不同

人群身份的
“

最大公约数
”

。 这些标准与祖籍不同 ，
大都可 以通过后天 习得 。

“

上海

认同
”

的特点一方面解释了 上海人在生活 细节上对于精致小资的追求 ； 另外也为世

界各地来的移民在上海和平共处 ， 并逐渐内化海派文化和生活习惯后成为新
“

上海

人
”

创造 了可能 。

最后
，
受访在讨论

“

移民
”

对上海的作用和 意义时 ，
既有人提到

“

我们现在算

上海人 ，
这片地区周 围几条弄堂里做生意的外地人太多 了 ， （ 他们 ） 不讲卫生

”

。 这

类说法强化了市 民对移 民生活习 惯
“

不文 明
”

的刻板印象。 但马上就有别 的受访针

锋相对地指出
“

很多上海小年轻也不很注意 ， 不完全是外地人
”

。

一下子又把话题拉

回生活文 明程度本身而非祖籍问题上 。 对于身边越来越多与 自 己共 同生 活 的移民 ，

多数受访会对官方媒体中 频繁 出 现的
“

新上海人
”

话语采用霍尔描述的
“

商议采

用
”

策略 。 总体上受访都承认
“

外地人
”

对近年来上海快速的现代化建设做出 了重

要贡献 。 但同 时不少人又对现代化建设 的质量和精细程度表示 了怀疑和担心 。 这种

担心从反面支持 了 上海认 同 中对
“

文 明细致
”

的要求 。 此外 ， 受访在讨论 中也对
“

外地人
”

在上海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当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业角色 以及他们不够
“

文明 细致
”

的 形象表达 了隐含 的认定 。 这些认定 加强 了 已 有 的负 面刻板 印象 。

例如 ：

受访 Ｉ
：
上 海的发展都靠外地人来发展的 。 上海人怕吃苦 的 。

受访 Ｇ
： 都靠 外地人来打 工 来帮 忙 ，

没有外地人啊马路哪有这 么 宽啊 。 外地人

受教育 少
，
素质相对来说绝 大 多 数都是好的 ，

少数素 质 比较 差
，
随地 大 小便 ， 素质

比较差一点 。 但是上海不 能吃苦
，
否 则 你连 家 里保姆都找 不 到 了

。 躺在床上 不 能动

了 连人都找不 到 ， 马路上
一塌糊涂 了

，
不 靠他们 高楼 大厦能上去啊 。 所 以有好的 地

方也有不 好的地方 。 但是现在上海人不 多 了 ， 你看看 那种统 计哦外地现在一 多 半 了 。

受访 Ｈ
： 像外 面 回 来的人都担心 ，

上海造 了 这 么 多 房 子这是好事情 ，
但是最终

出现新造的房子没有人使用
，
房子 造好我 们 开 心 的 ， 住进去 我们 也开心 的 ，

但住 的

时 间 不 长外 面 的 东 西哗啦啦倒下 来 了
， 你看见没有 电视里面 。

总体上的认可和对官方话语 的商议性采纳 吸收 了城市环境中新近 出 现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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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通城 市 指标体 系 建构 ：
基于 上海的 研究 （ 下 ）

将其整合到新的认知结构中后增强 了地方认同 的生命力 和适应性
［
２°

］

。 作为
“

共同生

活的政治
”

，
对

“

新上海人
”

话语的商议性采纳有利于本地居 民与移民的 和平共处
，

体现了不同人群间
“

手拉手
”

合作共存的
“

可沟通性
”

。 而对移 民普遍从事 比较低

端工作的想象则与历史情况遥相 呼应 。 这种刻板印象有可能导致本地市 民 与移 民在

社会职业阶层分布上出 现新的认知和行为不协调 ，
或在交流沟通中发生阻碍和误解 。

在全球化城市空间再分配过程中 ， 这些 因素也可能催生出供无家可归 的
“

城市弃儿
”

（
ｃ ｉｔｙ

ｏｕｔｃａｓ ｔ ） 聚居的城市空 间 。

［
２ １

］

四 、 结论

我们的焦点小组访谈从空 间和文化视角 出发 ，
考察了 地方认同作为城市意义 网

络核心要素的
“

可沟通性
”

。 访谈展现了上海独特的历史际遇和文化基因对当下上海

城市空间意义网络可沟通性的塑造 。

作为最早将中 国带人全球现代化进程 的伟大城市 ，
上海城市空 间 中压缩 了基于

不同历史阶段 的异质社会形态和生活经验 。 城市空间和文化 中 ， 杂揉了殖民时期非

洋非华却因此独领风骚的文化体验和消费主义
；
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倾斜式将上海作

为国家工业建设排头兵的痕迹 ；
以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上海再度全球化过程中 ，

由

各种现代化建设奇观和商业化幻景构成的奇异组合 。

在这样一个独特的
“

混搭
”

场域中
， 我们通过访谈发现同

一城市区域同时包容

了供商业和政治消费 的城市景观 ， 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象征以及与本地市 民实际

生活 、 集体记忆和情感文化体验紧密联系 的
“

我们 的
”

空 间 。 三类空 间并存保证了

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话语在城市意义网络中 基本的可沟通性 ；
支持了城市旅游业 的发

展和重大集体活动的举办
；
同时通过市 民发挥主体能 动性也部分保留 了城市本身 的

地方感 ， 增强 了本地社区 内 部的凝聚力 和空 间意义的再生产 。 上海独特的空间并陈

体现了城市意义网 络灵活包容的可沟通性 。 异质空 间 的并呈及其彼此
“

嵌套
”

重构

也为城市空间理论的本土建构提出 了新的命题 。

另外 ，
上海地方认同建构的基础仍 旧是

“

上海人
”

长期共享的生活 习惯及 日 常

行为举止的文明程度 。 当政治 、 经济和文化环境发生整体变化后
，
建立地方认 同 的

基础从地域和祖籍来源退 回 到个人 日 常 的身体感官体验 。 这些在表面上与经济发展

水平 、 政治立场和文化教育水平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不同 ， 只 有通过长时 间在都市 中

潜移默化地浸润方能习得 。 其中 ， 饮食 习惯作为所有人最基本 的需求成 了建构上海

地方认同最重要的基石 。 由 这种方式建立的地方认同 为
“

海纳百川
”

容纳外来移 民
，

培养
“

可爱的新上海人
”

在城市意义系统内预留 了较大的空 间 。

本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项 目 编 号 ：
１ ４ ＣＸＷ０ ３９

） 的 阶段性研 究 成果 。

执笔人 ： 潘 霁
，
复旦大学信息 与传播研究 中心研究 员 ，

上海财经 大学新 闻 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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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 通城市指标体 系建构 ： 基 于 上海的 研 究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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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 通城 市指标体 系建构 ： 基于上海的研究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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