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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编著者忻平。

    《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内容提要：“历史记忆与近代
城市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7日至19曰在上海举行。
这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主办，上海市档案馆协办。
来自国内34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9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近70篇论文，在经过12
场精彩研讨后圆满闭幕。

    与会论文围绕“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主题，涉及了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诸多方向和层
面，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尤其是多学科的介入，对当今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和更
丰富的补充，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进步。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以与会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为中心，对相关论文稍加归纳。
其不当之处．敬请有识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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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忻平，男，1954年生于上海。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
部部长，上海市科教党委宣传处处长兼上海市教委德育处处长。
现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并任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协会理事长、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民俗学会副
会长、上海市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曾先后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广岛大学和美国讲学和交流，对中
国近现代史、上海史研究有较多成果。
出版学术专著3本、主编2本、译著1本，合作出版20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要著述有《王韬评传》(1990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1996年)、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1999年)、《民国社会大观》(1991年，第一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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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社会与娱乐近代上海社会危机与电影转型——以20世纪30年代社会生活为切入点从传统相声文本
看京津地区城市生活“孤岛”时期上海广播娱乐节目初探——以《上海无线电》为主体的考量晚清上
海的妓业空间与两性关系现代中国“娱乐城市群”述论20世纪初上海娱乐体系转型特点及其影响分析
组织与群体论湖南绅士对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基层社会组织化与反组织化的博弈——以建国初期上
海街居制的创设为例自治名义下的治安强化：论日据时期保甲制度在上海的重构近代天津商会与城市
社会公益租界、城市化、地方自治与近代上海行政区划的变动——民初“闸北区域问题”初探“一二
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犯罪人口构成分析——以《1933—1935年
上海司法机关工作统计》为中心民国青岛市立救济院的管理与运营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薪资与生活—
—以20世纪30年代调查为中心的分析秩序下的冲突——论1929—1933年的上海劳资问题生活用具演进
与城市社会变迁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文化与教育上海的法国文化记忆——以震旦大学为中心
的考察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兼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转型期对现代人才的培育论
长江三角洲地区早期考古——以《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为例近代中国社会民众西医
观念的演变与形成——以广州、上海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一陈独秀的上海情结闽粤商人与上海天后信仰
照相与清末民初身份确认略论苏南义庄家族教育的近代化媒体与舆论“□”字风波与污名化同一空间
的不同办报理念——以《申报》对“刺宋案”的反应为中心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
记忆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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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编著者忻平。
    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上海大学“2ll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
的文化生态”课题的部分成果。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生态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及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共同关心的领域，它吸引了文学、
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
研究多集中在精英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讨论上，近年来对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也已开始多起来。
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现代、中国／
西方、国豸己／社会、主流／边缘等多种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交融竞争，使民间文化生态更趋复杂，
也引发以“信仰／价值的缺失与重构”为核心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求研究视野更多地从上层转
向下层，从官方转向民间。
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变化趋势之一。
民间社会的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理与总结，其在社会转型中引发出的问题，也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前提
下谋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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