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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内容概要

《都市文化研究·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第6辑)》内容包括：地方与全球：网络社会里的城市、走向网
络社会的社会学、网络社会里的传播、权力和反权力、全球化、知识社会与网络国家：千禧年的普兰
查斯、征服意识、征服伊拉克：假消息在美国的社会生产、城市环境、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美国城
市史和美国环境史：互补且交错的领域、后话环境史：见证一个史学领域的成熟、刘易斯·芒福德和
社会学思想中的有机主义概念、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源流与现状、
城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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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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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全球：网络社会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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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里的传播、权力和反权力
全球化、知识社会与网络国家：千禧年的普兰查斯
征服意识、征服伊拉克：假消息在美国的社会生产
城市环境
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美国城市史和美国环境史：互补且交错的领域
后话环境史：见证一个史学领域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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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都市文化
都市艺术：当代艺术的转向和建构
一座盛大而欢愉的城池——汴梁的城池与文艺
问题与困境：都市文化建构中的上海双年展
非自然化市场“研究”——金江波访谈
圆桌会议
他者视角与自省意识——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文献与史料
奥尔德西在宁波
都市文化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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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此同时，作为对郊区化蔓延、重要的大都市化和居住模式个体化的趋势之回应，城市中心和
公共空间成为地方生活的关键性表达，如我后面将展示的，这事实上是一种回应与互动，但是此刻我
将列出从空间转型角度观察到的表面的东西，换句话说，公共空间确实是决定性的，在世界上每个地
方的主要规划计划里，城市生活与作为一种交流空间的城市之复苏已变得至关重要。实际上，公共空
间成为对私人住宅发展来说最主要的促销设备。原则上来说，对于公共空间活力的支持一直是一种主
要趋势。我说仅仅在原则上，因为商业压力、旅游全球化和商务旅游将在很多城市里模拟城市生活，
而不是在重建城市空间。世界上很多公共空间——在你的城市里也一样～也被转变为主题公园，在这
里，是象征而不是体验创造了一种生活尺度上的城市虚拟现实。最终，接下来最好的事情就是由媒体
来筹划然后卖掉这个城市。在此意义上，拉斯维加斯现象——在拉斯维加斯建设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同样也可以被再生产，凭借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而变成拉斯维加斯们自己，这是公共空间商业化
、大规模扩散、郊区和远郊区扩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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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市文化研究·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第6辑)》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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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网络社会主要是卡斯特的几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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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座盛大而欢愉的城池——汴梁的城池与文艺谢天开[摘要]  北宋汴梁城池废除里坊制，城市商业
化与城市文艺兴起，唤起了宋人的城市意识与城市文艺的消费意识。北宋的城市文艺当以瓦肆的说唱
娱乐、柳永的宋词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绘画为特征，反映了宋代城池与文艺的商业化。            [
关键词] 城市商业化、城市文艺、娱乐、宋词、绘画  一北宋给人冲击最大的不是宋词，那仅是继唐诗
以后新的诗歌式样。只是宋人多元化生活一个方面。真正令生活在宋代的人兴奋的是他们的城市化生
活，在专制松驰或开明的条件下，那是一种进入商业化的城市文艺生活，一种世俗、媚俗、享乐的城
市文艺生活。北宋的东京——又名汴梁城，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开封。这是一座盛大而欢愉的商业文
艺城池。从今天复原的地图上看：汴梁城，一座矩形城。它是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相套，非常
整齐，规矩得甚至于超过唐长安城。宫城即皇城，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00米；内城即旧城，南北
长2900米，东西宽2600米；外城，即新城，南北长5800米，东西宽4800米。[1]整座城池如同一个硕大
无朋三重相相套的方盒子，一个车龙马水人来人往的巨大的容器。这个巨大的容器的出现，是中国城
池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原因是它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在中国农耕社会中的以城为市的中心城池，也是
中国城池上第一座商业化不夜城。 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其
中最要的改革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
全国范围内按城市（镇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十等。这样做的结果相当于今天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
口的区别。 隋、唐时代，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
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爱受到处罚。在唐中叶以后里坊制才有所松驰，但彻底打破里坊制的是
后周至北宋的时期。正是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才彻底而深刻地改变了一切，城市的生活方式
与市民的观念。那是一个对城市欢呼的时代，一个城市意识觉悟的时代。直到公元1138年，金亡北宋
后，避迁江左临安的原汴京城的旧市民们，真的太怀念那座城市的生活了，他们不仅在临安复活了东
京，而且陶醉其中，“直把杭州作汴州”。当听到新生代的年青人在那里想当然地谈论汴京旧时风俗
，多失于事实，真觉可惜！正好有一个叫孟元老的原汴京城的市民忍不住提起笔来，写下了追述北宋
汴梁笔记《东京梦华录》，专述汴京都市种种生活，都市种种风俗。正是在孟元老的影响之下，又出
现了四部专记临安城的笔记，如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一卷，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一
卷，吴自牧的《梦梁录》二十卷，周密的《武林旧事》十卷。它们的材料，一部分采自地方志，一部
分为作者的见闻实录。[2]这种独立于正史之外，专门写记述城市的笔记风气，蔚为大观，简直成为一
种时尚，成为一种至到今天也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二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
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
、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又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
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东京梦华录》卷二这是孟元老追述东京城桑家瓦子的
情景。除此之外，他还记述了新门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和州北瓦子。这是后来
人在宋代文献中看到关于“瓦市”的最初记载。瓦市，宋人又称瓦肆、瓦舍、瓦子，即都市文化娱乐
消费市场。孟元老为我们介绍了瓦市的大体模样：其建筑形态是简易瓦房或由竹木席等材料搭建成的
大棚，棚内有勾栏界定为伎艺演出场地。最大的棚内可容数千人，真是热闹非凡。经常有艺人在勾栏
内作场（演出），同时还有饮食等服务行业，医生、算命卜卦相士及各种江湖杂耍也活跃其中，可谓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很是吸引市民来此进行文化娱乐消费。这一结果可以看作随着北宋都市的发展，市
民阶层的兴起，新的市坊制的确立，都市人口的增加，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东京
城市人口合计二十六万余户，约140万人，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如此等等，早先在都市空阔
处自发地形成的民间伎艺及相应的服务的商业点，逐渐生长壮大，最后终于出现了象东京城桑家瓦子
那样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为什么宋人称这种都市娱乐场所为瓦市呢？南宋的耐得翁解释说：“瓦者
，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
” 稍后又有吴自牧的补充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 通俗
的讲，市民们为了娱乐消费来自都市的各处，暂时聚于一处游玩，他们被各个棚内的表演所吸引，而
又随兴趣不断转移而游弋不定，聚散无常，与瓦片野合的情形类似。孟元老讲述的北宋京瓦伎艺的种
类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
小儿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杂剧、杂班、叫果子、装神鬼等等，不可
胜数。都是迎合都市市民的艺术欣赏趣味的，但这种世俗的娱乐是违背儒家的传统观念的。宋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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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市在最初形成之际，就是一些市民的“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的“流连破坏之地”。这些城
市市民中的浪子似乎在此无视礼法，贪图享乐，在放荡中追求感官刺激。但换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
种现象也可以理解为都市市民的人本意识的觉醒，满足人的自然本性的需求。至于后来南宋的瓦市更
是发展迅猛，除临安有大小瓦市二十三座外，其他的重要城市如明州（宁波）、建康（南京）等均有
瓦市。那便是北宋的都市文化之花结出的硕果。孟元老当时看到听到的情景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巷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瓦市上演的节目品种繁多，充满诱惑。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伎艺有小唱
（包括嘌唱）、说书（讲史、小说、包括说浑话）、诸宫调、杂剧（包括散乐、杂班）、傀儡戏与影
戏；都是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小唱演唱简便，除在勾栏瓦肆外
，也在酒楼上卖唱：北街第五家，小小一个酒肆，到也精雅。内中有个量酒的女儿，大有姿色，年纪
也只好二八。。。。。。上得案儿，那女儿便叫：“迎儿，安排酒来，与三个姐夫贺喜。”无移时酒
到痛饮。那女儿所事熟滑，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掐一个紧飕飕的筝儿，道一
个甜嫩嫩的千岁儿。——宋人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这种小唱叫做“打酒座”，为市民们喜爱的
浅斟低唱的娱乐方式。“嘌唱”也可视作小唱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驱驾虚声，纵弄宫调”类似的
花腔唱法。说书在北宋瓦市伎里主要分为“讲史”与“小说”两家。当时有《三国志》、《前汉书》
、《七国春秋》、《秦并六国》、《武王伐纣》、《五代史》等长篇话本。历史事实经过说书人敷演
夸张并使之生活化、世俗化，让市民听众非常感兴趣。“小说”与“讲史”比较，小说与市民现实生
活更加贴近，它的内容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其中烟粉、传奇、公
案是讲世俗故事，表达市民种种愿望和情感，。灵怪、杆棒、妖术、神仙等故事则是以离厅惊险情节
满足市民的好奇心理的。诸宫调是说唱文艺形式，为北宋中期孔三传所创，“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
唱”。诸宫说唱调都是长篇故事。如今存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就是宋人传统的唱本。这种说唱方
式，唱时还伴以笛子、琵琶和筝，更具欣赏意味。至于杂剧的出现则标志着真正的戏剧的诞生。当时
的剧目有《还魂酸》、《眼药酸》等。可以这样说瓦市是中国市民文学的策源地，瓦市的文化娱乐是
作为一种享受的精神消费品进入市民生活的。这标志着中国农耕社会进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三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柳永《戚氏》句如果
说宋朝的勾栏瓦肆是中国都市文学的策源地，那么词人柳永当为独步都市文学的第一人。柳永（987
－10570），字耆卿，原名三变，崇安（今属福建）人，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时代。这位风流才子是
以写世俗喜爱的风流曲调著名的，于当是为道统先生们所斥骂的，他说的词曲是“淫冶讴歌之曲”。
以至于传到当朝的耳边，据说当他考进士时，就被“留意儒雅”的宋仁宗特予以黜退，并讥讽道：“
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让柳永无法得到功名。后来他想通了，干脆抬出“奉旨填词柳三变”，
专写市井歌词了。当时就做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他填的词极具商业价值，这也是柳永
的生活来源，他的处境有点类似今天通俗歌词词作家，他的词曲也为商业化运作，流行于瓦市、酒楼
、歌馆，为众多市民所追捧。他浪迹无定，多住在妓馆，“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如鱼水
》）。他的词曲相当卖钱，同朝的文士罗烨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爱其有词名
，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而且他的词曲在市面大受欢迎，人
也得到尊敬。他在《玉蝴蝶》词中曾提及歌妓们向他索词的情形：“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
，要索新词，带人含笑立尊前。”不仅如此，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柳词大多白
描见长，层次清楚，结构完满，听起来有头有尾，通俗易懂。或描绘都市的繁华，或备述羁旅役苦，
或诉说男欢女爱，或同情弃妇的遭遇，或赞美民间歌妓的色艺，充分反映了市民的意识表达了市民情
绪，为市民所喜闻。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社会的文艺欣赏水准普遍都高。柳永的词虽不为当时雅正的词
家所赏识，但是“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 这就是农耕文明的社会中文艺被
商业化后，市场成了作品优劣检验标准，市民喜爱成为了歌妓们的选择。四北宋东京城内桥梁众多。
蔡河上有龙津桥、横桥子等十三座桥；汴河上也有十三座桥，如金梁桥、蔡太师桥等；金水河上有桥
三座；五丈河上有桥六座。除此之外，城外还有虹桥等。这些桥以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和内城南部中
心的州桥最为著名。外城的城楼门分为陆路城门与水路城门两种。陆路城如有南薰门、固子门、新酸
枣门、新宋门、通津门等；水路城门有东水门、西水门、上蔡河水门、下蔡河水门等。东京城内引入
的四条大河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般桥的两端与城楼门下面多是商业繁华的地方，多早市的
集散地。与瓦市勾栏的说唱文艺，与柳永的词曲相呼应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汴京城
的河、桥与城门的讴歌。北宋大画家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从老家山东诸城
到京师游学，“本工其界画，尤嗜舟车、市桥、郭径（郭径指城郭与街市）别成家数也” 他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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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河图》，是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全景图。画卷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描绘了北宋首都汴梁在
清明节的繁华景象，对北宋晚期的都市生活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从构图上看，画卷大致可分为三
个段落：城郊景色、汴河景象、内街景物。从宁静的城郊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房屋树木繁多不说，光
是各等人物就的有五百多个，有农夫、船夫、商人、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子、道人、行脚僧人、江
湖郎中、命相师等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清明上河图》也可以作为研究宋代建筑、民俗、服装、
商业、文化娱乐、交通、城池等的图例。曾为画卷收藏者的明代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说：“宋家
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尚在，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翬甍起，百货千商集成
蚁。”印证了孟元老对东京赞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
，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另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对
瓦市说唱场面作了如实描绘。汴京的城池，汴京的都市制度的发生变化，在中国城市史上都是史无前
例的，它直接孵化出以勾栏瓦市为代表的中国市民文学，其中的商业性对文艺自有深刻影响。而张择
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当时都市的讴歌，至今也非同凡响。[参考文献]：[1]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
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3]杨宽．中国古代
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Email:xietiankai@163.com

Page 9



《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