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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

内容概要

近年来，由城市政府主导、与大开发商联盟的“大拆大建”模式在城市开发中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
，上海田子坊街区更新作为一个由社会发起的保护性改造案例，兼顾了城市文脉、产业创新、居民利
益和社会公正，其更新过程极具社会学研究价值。本书将田子坊的更新改造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将“
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作为研究问题，通过参与性观察、亲历者深度访谈和图文资料整理等方法进行
资料搜集，并通过构建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行动者分析框架，以关键行动者围绕街区更新进行的空间实
践为分析单位，探讨行动者的空间实践与社会空间重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为新时期城市更新提供了
一个丰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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