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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选题还让我先入地以为这位叫“好男人”的老奶奶要用一些既成的范式和视角来在上海的土
地上猎奇，一开始读得很压抑也觉得很无聊，不过随着时间脉络的演进倒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并且我
不得不凭藉她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来吐马爷爷一个槽，他老人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重构
中国语境的“民族”概念，甚至有些在安德森的老坑里扬土的意思⋯⋯不过他们还是多少都先接受了
一套米式语境下的讨论再将这些概念拿到中国的大地上来验证，只是我觉得顾老师做得比较精细，也
蛮有洞见，比起葉文心把一个序列里的研究攒在一起按照时序编成一个非牛非马的东西，似乎要谨慎
得多，好歹是博士论文~不过也是对上海作为一座中国城市，在治理意义上朝向她不断在反思的“现
代性”城市转变的机制当中public的一种很精细也蛮靠谱的解读。我的评价不够靠谱了@@
2、副标题写错
3、占据现代上海的传统中国人们
4、书很好，翻译太差！
5、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得多的的佳作。
6、其实写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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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家乡、城市和国家》的笔记-第232页

        根据书中具体数字算出的百分比
1929-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人口籍贯构成
江苏 64.14%
浙江 24.41%
广东   3.38%
安徽   2.97%
福建   0.53%
其他   4.57%

（江苏的统计没有区分长江南北岸以及本地人
广东的统计没有区分广肇、客家和潮州）

没有有关法租界的统计，大量宁波人聚居在法租界，所以整个上海浙江的比例应该还要提升

比较有趣的数据 公共租界在1910年 江苏籍浙江籍人口差距约两万，而到1935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至二
十万。 江苏籍的大幅增加出现在1930年，预估与民国二十年的长江淮河流域的大水有关。
而1920-1925 粤、徽、闽的籍贯人数都有缩水，福建籍更是减少60%，缘由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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