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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实中，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研究，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从读硕士研究生时代起，
城市研究就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研究，才使我能够在这纷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生态坐标，能够让我在一定程
度上保持自我认知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能力。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研究，才使我找到我个体的生活主体，使我能够自觉寻找并认识到我自己的终
极认知与人生价值理念——为了社会进化去研究城市，为了创造一个活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去研究城
市，为了社会进步与进化去推广城市意义，为了社会的优化与民族性的创新，去探寻、创造市民社会
的文化本质属性，去探寻、创造自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即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双重认知，去思考
社会的存在与进化意义和个人对社会事件在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取向性。
　　是的，城市本身给人以希望。
亦如一位哲人所说：为了生活，人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留在了城市。
城市是一个人生戏剧大舞台，参与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追求的是社会认同，扮演的是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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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透过对城市各种角落、部落、社区的专业调查，展示城市丰富的人文生态与生存机理，记录城市
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细节，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找寻出更具人文关怀、更具理性思维、更具形象张力
的深层问题与逻辑，使城市建设得以和谐发展。
    本书可供城市社会学研究人员、城市建设管理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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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理论背景　　在社会学的方法论体系中，贯穿始终的是所谓的“唯实论”和“唯名论”。
前者是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体系，他们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外在的可以被观察到的可
观的物的存在；后者则是以韦伯为先驱的“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体系，他们认为社会学既然是研究
“人”的科学，而人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动物，那么要真正解释人的社会行为，首先就要达成对于这
种行为意义的主体性理解，然后才是理解性的解释，即所谓的“理解社会学”。
后来，许多社会学的先驱者都沿着韦伯的路继续探寻下去。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即如果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的话，那么在这个场景之中，人既
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同样，由于人赋予了自己的行动以主体性的意义，因此人的社会行为也是研
究者本身建构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一种“建构的场景”，即加芬克尔所说的“场景
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场景本身和行动一样是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构成的成果”。
正是因为如此，埃利亚斯发展了“过程性视角的社会学”——注重过程性的、动力性的性质，而不是
像“社会结构”“社会系统”之类静态的、外在于个人、不受个人控制的物化概念①。
　　以上所述的，只是抽象的理论，对于城市意象的研究来说，凯文·林奇是一个先驱者。
林奇认为，城市不但是成千上万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在共同感知（或是享受）的事物，而且也
是众多建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②。
因此笔者认为，城市是一种“动态”的场景，表面上由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这些外在的
客体性的存在组成，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建筑物在物理上的罗列；城市是一种通过自己的“意象元素
”，可以被人所感知的主体性的存在。
城市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容器，一个机械化的系统，更是一种历史性的连续存在。
城市通过它的意象，彰显着它的个性，诉说着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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