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可以说，社会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对近代城市社会与文化剧烈变革的极度关注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

学科的命运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的命运一样，它们是在互为哺育中紧密伴随而共同成长的。
然而，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却处处充满着各种不平衡的张力，犹如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

张力一样，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也一直充斥着各种难以厘清的问题甚至矛盾。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

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人们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 在城市里，人们获得了独处的机会，但

却必须同时承受孤独与冷漠; 在城市里，人们有了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几乎

都是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虽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但也会变得更加无情。因此，现代城市

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表征人类联系的

某种具体形式，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联性，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的交

汇地，也是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演绎场所与流动的空间。可以说，现代城市到处都充满着魅力、迷惑

甚至矛盾，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和兴趣。
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高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

长机器”，正在迅速地催生中国“城市奇迹”的出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进入了世界 500 强城市

之列。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的不满情绪普遍增加，社会与文化危机事件接连而起，呈现出高频次、多领

域、大规模的态势。以当前中国许多城市普遍追求的城市化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就成了现代

性张扬的一个极好的展示舞台，在“经济增长”和“GDP 主义”的狂热追逐下，城市化自然充当了发展主

义的排头兵，并在人类历史较短的时期内就创造了一个一个的“城市奇迹”，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

造———把一块块恬静幽雅的田园变成了拥挤不堪的热土。这种城市的经济奇迹与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

独特现象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治理，还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和

文化体验产生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这种“城市奇迹”与城市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

极为重要且急需探究的理论议题与现实问题，也亟待城市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因

此，我们不仅必须时刻保持自身对“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且还应当始终培养一

种实践品格，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直面中国城市社会的重

大公共议题。
2015 年 6 月份，以社会学一级学科为依托，我们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一起组织了以“城市社

会与文化研究”为主题的青年学者沙龙，对中国城市社会与文化变迁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我们从中

选取的这三篇论文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阐释了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其中既有从城市空间

演变角度对上海二元空间与社会的形成进行的阐释; 也有从传统祭扫这一传统习俗的变迁中对都市化

进程及其特性的探究; 还有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分析农家乐背后城市空间消费的延伸及其背后所蕴含的

原生态消费观念。这些主题的探讨不仅体现了我校青年社会学者的学术勇气和研究精神，更是展现了

他们对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议题的现实关怀。三篇学术论文中看似有点“凌乱”的研究主题，实际上暗

含了对于当前我国城市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深刻认识。

( 特约主持人 文 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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