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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及其论文集的出版是在多方支持下实现的。
除国家教委和会议发起单位的通力合作外，美国新闻总署和香港中文大学港美研究中心都为会议提供
了必要的财力支持，使会议得以圆满召开；在本文集的论文筛选和编排过程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
书处、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做厂大量细致的工作；著名城市史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
系包德威(DavidD.Buck）教授曾认真审读入选论文，并提出较详细而有分量的意见；本书申请出版补
贴时，承蒙丁则民教授和李道楼教授鼎力推荐；中华美国学会对本文集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
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本文集的顺利问世。
对此，我们谨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

根据入选文章的内容，本文集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论文，除一篇评论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外，均从某一角度或某些地区探讨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
律。

《城市与政治品德的危机―城市史、城市生活和对城市的新认识》探讨了城市社会的变迁如何对城市
研究产生影响。
作者从大众心理和道德行为变化的角度审视这一间题，发现白本世纪50年代起，个人主义盛行，群体
意识淡化，进而学术界对城市也提出了新的解释，即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这种新的解释在丰富了城市史和城市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无法预见的后果：它忽视了市民和政治品德
。
在此以前的城市研究曾经很重视群体意识的重要性，主张个体只是附属于群体而存在，是群体的一部
分。
作者从城市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位权威学者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理查德·卜德
（Richard C.wade）的论著及其时代背景入手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指出，忽视公共利益、崇尚个性自
由是韦德在50年代就提醒人们注意的现象，然而，这一现象70年代仍很强烈，90年代再度萌发。
目前城市研究中的很多所谓新领域，其实并无新意可言，只是更加重视个体的作用罢了。
这是一种有害的倾向，导致市民和政治道德的危机。
城市研究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城市史研究应该寻求如何保持和发扬公共意识，关注集体利益的传。

中美两国均为地域辽阔的泱泱大国，存在地区差异，似应从区域的视角进行比较，而非就全国泛泛而
谈。
这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宏观区域学说”创立者G·W·施坚雅教授曾反复强调的。
与此同时，进入本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老工业基地相继出现了发展迟滞、增
长乏力的现象，成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两个一度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区相继沦为问题的中心，被称为“冰雪带”。
从这一认识出发，《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一文选取
美国中西部和中国东北部这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工业区进行比较，试图从中寻绎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
及其特点，总结其规律。

城市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土地投机与19世纪美国西部城市化―兼论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城市化》一文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探讨
城市化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差异。
作者对土地投机和城市化的概念做出新的界定，并提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互动关系。
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坐标，城市化与土地投机的交集点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
流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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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铁路为主要代表的土地投机集团和个人所从事的土地投机，有助于社会人口的流动，既促使国外移
民和东部民众移向西部城镇，又推动农村居民流向城市。
与此同时，土地投机还促进了西部城市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西部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
作者较有力地证实了土地投机对西部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相形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并无土地投机活动，城市化缓步前进。
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土地、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促使土地资源的重组和上地市场的形成。
各类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农业用地的流动，并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出现了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正确认识土地投机在促进土地、人口和资本只大经济要素的市场流动过程中
，所独具的经济杠杆和市场润滑的作用。

《论市中心区功能分离问题》重点考查市中心区中居住区和工商业区相互争占土地，并由于土地投机
集团从中作梗等原因，市政部门无力实行住房改造和建设方案。
作者通过对苏黎世这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西方城市的探讨和与中国城市的初步对比，提出切不可放弃
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免重蹈西方国家城市用地的无政府状态的覆辙，进而难以实施有效的市政规
划。
此文从另一个角度论及了土地投机的消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篇文章论点相左。

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规律性的变化，这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中，交通运输、
高科技的发展是较为关键的。
《中国与美国的铁路城市》一文从“城市形态反映城市功能”的基点展开分析。
在这两者的关系中，铁路起了很大作用。

高科技开发，往往以城市为依托；或者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带动新的城市及城市群的产生，美国著
名的高科技区“硅谷”和"128公路”就是这徉两种不同的类型。
对于这两个典型的剖析，显然可为我国当前的高科技区发展和城市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硅谷”与“128公路”兴起的特点比较》一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特殊的城市化地区的起源和初步发
展的探讨，进一步认识其后来的不同发展模式。

郊区化的长足发展也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明显反映，这一点在美国最具典型意义。
《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将郊区化分为近代郊区化与现代郊区化两个阶段，并选取
更有现实意义的现代郊区化做考查对象。
作者列专题分析了郊区化和大都市区的关系，郊区化和郊区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中心城市与郊区的矛
盾冲突等等，还对联邦政府的市区重建措施不力进行了分析。
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郊区化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人口流动、外来移民和种族关系以及宗教问题等。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研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侧面，素为欧美学术界重视，但在我国研究稍显薄弱。
《人口流动与美国城市化》从探讨这一问题规律性的高度对美国人口流动呈现的“v”字形―人口由
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又由密度很大的城市向非城市地区分散的现象进行分析。
作者认为，这一来一往具有本质的区别，是城市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人口在城乡间的互动，在同一区域内或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流动渠道。
作者对美国人口在地区内和地区间流向的几次变化加以归纳
后发现，从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中期，美国人口的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转入城市，其中，先是在本地区
内流动，后来形成跨地区流动；本世纪70年代起，出现减轻城市压力的与历史上人口流动相反的逆向
流动，从大城市区迁往非大城市地带，就地区而言，总趋势是向西、向南移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社会的变迁>>

这些都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
据此作者提出，人口的逆城市化消势将不可阻挡地继续下去，而且可能成为下世纪的美国人口移动的
主流。

在人口流动方面，美国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象是外来移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外来移民涌入美国的高峰期。
这些移民绝大多数流入城市，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1860一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就是对这一现象所做的探讨。
作者以移民的流向为线索，较细致地考查了这些移民对区域城市化水平、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和文化
构成等方面的影响。

黑人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在考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关系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美国黑人是美国各种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城市问题也最棘手。
《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社区问题》从探讨城市中居住区分离的角度探讨黑人问题。
可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自本世纪初黑人大量迁居北部起，在北部城市中就相继出现黑人聚居区。
何以如此，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解释认为，住房市场的种族歧视是主要原因，作者同意这种看法，并进
一步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除私人房主和房地产商作祟外，联邦政府的政策也难辞其咎。

《论人口流变与纽约哈莱姆贫民区的形成》以一个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黑人聚居区为对象进行了典
型解剖。
哈莱姆从繁荣走向衰落，是从本世纪20年代大批白人迁出和黑人的大量涌入开始的。
当时，因北部城市就业机会增加而吸引了大量有部农村黑人，结果，突然膨胀的黑人人口远远超过劳
动力市场的需求，增加了劳动就业的压力。
而且，黑人基本来自南部农村，属非技术劳动力，在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城市中难以就业，大量失业不
可避免。
人口突然膨胀也增加了住房的压力，人口密度升高，生活质量相应下降，人口质量自然也下降。
人口质量包括教育水准和健康状况等。
表现在整个社区上，则出现道德失范、社区关系紧张。
因此，作者指出，社区的人口变化关系到社区的兴衰，人口建设是现代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应给以高度重视。

黑人城市问题之所以会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一无所有的自由―重建政治对美国城市黑人无产阶级化的影响》把考查的重点放在黑人大批移居北
部城市前的南部，放在南部黑人在解放后开始大量移居南部城市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间题及其原
因。
作者发现，黑人是为了摆脱贫穷和种族歧视而迁居城市的，但在城市中这些问题竟有增无减，这是美
国高度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
黑人利益是受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两大党及其政治考虑所左右的，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南部重建时期
的政治、法律方面的矛盾斗争中加以识别。
当前城市黑人的贫困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人在从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受到了极不平
等的待遇所致。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城市改良》一文虽然并未直接进行比较，该文从美国传教活动对近代中国城
市化的影响角度讲行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
该文引用较为翔实的资料，勾画了美国传教士从19一世纪末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进行的社会改良
实践的基本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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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传教上是把美国对付工业病和城市病的经验移植到中国”。
“其中一些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运用到中国也取得一些成效”、而已，传教士把人格的提高和社会
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是颇有启发的。

《略论宗教在美国城市化中的作用》则从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探讨宗教的影响。
该文指出，宗教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开始全方位浸透到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
它所引起的城市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共鸣，主要集中在伦理道德准则、爱国主义观念和对现实世界的责
任感三个方面。
第三部分的《鹰与龙―华盛顿与北京比较》一文，也是从宗教角度展开讨论的。

第三部分是典型城市比较，这些比较，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多从某一角度如宗教、文化、城市结构、
城市精神进行探讨，所选取的比较对象的可比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20世纪的费城与天津》对这两个颇为相似的城市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比较。

《鹰与龙―华盛顿与北京比较》以独特的视角比较中美两国的首都。
这两个城市均有周密的规划，并保持了完好的城市格局。

在美国众多城市中，纽约居于突出的位置，因此也格外受美国学术界垂青，我国学者近年也试图参与
这一研究热潮。
《一个近代国际性大都市的崛起―1820至1870年的纽约）把考查的视角对准纽约的初期，力图说明这
个18世纪的一个殖民地小城如何在19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成长为傲视群雄的国际大都市。
作者认为，纽约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之外，及时改善交通运输、创造良好的商业氛围、灵活多样
的产业结构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二战后上海的城市规划：1945一1949年》将焦点直接对准与纽约类似的大城市上海。
该文以各种档案资料和战后上海各规划单位的会议记录为依据，详细分析了上海城市计划委员会费时
两年、经反复论证所拟定的“总体规划”。
从该规划产生的过程，不仅可了解当时规划与管理的新方法及乎段，而且从规划所反映的不同意见可
透视很多相关层面的关系。
作者发现，上海的城市规划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今天的浦东开发就带有该规划的印记。
作若在文后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它在过去和将来怎样受到城市发展这个复杂过
程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厘清，对中国的几个市要城市的全面研究，至关重要。

《迈阿密创建发展的主要特色―纪念迈阿密建城一百周年》论述的是又一类典型城市。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迈阿密并不是产生大部市的理想地点。
它既无资源丰富的内陆腹地，又没有天然海港发展对外贸易，但它如今却成为全国闻名的旅游、贸易
和金融中心。
所以，它创建一百年的历史很值得进行一番回顾。
根据作者的研究，迈阿密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它也曾有过地产业的暴涨暴跌等时期。
它的兴盛是在二战．后，各种现代化全活设施的大量使用减少了它在地理上的不便，空运的便利为它
带来大里游客和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
它又及时招商引资，建成全新的产业结构，其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除全国经济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其自身不断寻求调整产业结构，适应本地乃至外地的需要。
当然，它的兴盛，也伴随着猖撅的毒品走私活动，是其发展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总之，迈阿密这个特殊城市化类型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又有几乎同样多的教训需要我们汲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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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撰稿者（按文序排列）
赞恩·米勒——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教授、关国城市史研究会前任主席
王旭——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宇——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博士生
洪朝辉——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州立大学厉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贝阿特.施瓦曾巴赫——瑞士城市与环境规划咨询公司城市规划师
包德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校区历史系教授兼《亚洲学刊》主编
郝克路——天津外语学院副教授
郭立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博士生
孙群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黄柯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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