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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内容概要

自行车作为一种西洋舶来器物，百余年间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但与中国“自行车王国”地
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行车的历史却几近人知晓，成为一项学术空白。《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是在“西物东渐”历史大视野下，“自行车与中国”议题的拓荒填白之作。全书共分七个章节予以论
述，书中收有不少很珍贵、很有意思的图片，书后附有15个相关资料图表。是一部视角独特、研究扎
实、框架新颖、内容丰富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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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涛
1982年生，山东五莲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2012年度上海“晨光计划”学者，现为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创新工程青年人才、城市史学科团队成员。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主要
从事交通史、城市史与孙中山等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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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精彩短评

1、做新文化史没几个不死妈的
2、资料详实（其实是因为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几条脉络都梳理得很清晰。不足之处大概在于时
间跨度略长？所言“近代”已经到了二战结束。时间跨度过大就容易造成有些问题流于泛泛。但似乎
本来也没有什么前作，泛泛也是不可避免的。
3、所以从历史上看，偷车这事靠官府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4、

自行车作为一种西洋舶来器物，百余年间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但与中国“自行车王国”地
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行车的历史却几近人知晓，成为一项学术空白。《自行车与近代中国》
是在“西物东渐”历史大视野下，“自行车与中国”议题的拓荒填白之作。全书共分七个章节予以论
述，书中收有不少很珍贵、很有意思的图片，书后附有15个相关资料图表。是一部视角独特、研究扎
实、框架新颖、内容丰富的力作。

5、语言风格真挚感人⋯⋯
6、固有筚路蓝缕之功，却无以启山林之效。广辑史料分梳，屡见大段罗列，分析意识稍逊。从新文
化史到交通社会史，西文文献皆有所录，可憾受益甚微，更无借鉴英美德等有关交通方式改变与世界
图景、身体体验、性观念与性实践等关系研究。但社会文化理论可开脑洞，史学却要靠史料说话。
7、匆匆挑了感兴趣的部分看了一下。这本书某种程度而言，可谓是“自行车与近代”资料汇编，正
由于此才感觉分析不足。此外，就近代关于自行车的译名来看，作者在研究综述中提到有外国学者进
行了研究，但在自己叙述部分，并没有提及那位学者的研究，我很好奇那位学者究竟怎么看自行车的
各种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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