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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当代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从“城市文化”、“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与历史文化的演进作了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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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重，男，1963年生。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农林大学文化
学院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生态文化的教学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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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城市文化  第一章  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乡里性质    一、乡不是独立的政府机构    二、里的意义    
三、秦代乡里制度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里”    一、里的地理意义    二、乡里组织并不
存在    三、村里之别    四、一般的结论  第三章  平城的居民规模与平城时代的经济模式    一、一般城市
的居民规模    二、平城居民规模的持续膨胀    三、北魏政府对迁往平城人户的安置管理措施    四、平
城时代畜耕并重的经济模式    五、平城的衰落    六、一般的结论  第四章  十六国时期的城市    一、城市
的军事色彩    二、城市的人口规模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的“坞堡”与城市    一、村坞、村堡的城市化
倾向    二、坞、垒、堡、壁、固本质上是军事性城堡    三、城与坞、堡之别    四、城市的军事功能大
大增强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城市与农业    一、城市居民规模迅速扩张    二、城市农业演为重要的经济
模式    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模式  第七章  北魏建筑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一、以里坊制度为特色
的城市规划    二、以佛教造像和寺塔为代表的建筑艺术    三、城主巫歌的文化意蕴  第八章  《桃花源
记》的民族社会生态    一、桃花源人并非蛮民    二、桃花源人聚族而居    三、桃花源人所居为大宅    四
、桃花源在南方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的城市文学    一、士族、城市与文学    二、宫廷文学与城市背景
下的民歌    三、城市：文学创作的渊薮    四、结语  第十章  镇墓兽形制嬗变与汉唐社会生态    一、镇墓
兽的原始形制    二、镇墓兽形制的嬗变    三、结语下篇  历史文化  第十一章  先秦儒家的人文生态理想  
 一、和：从个体到群体    二、仁：万物并进之德    三、仪礼：约束冲突的秩序  第十二章  先秦儒家的
社会契约意识    一、关于“天”的重新诠释    二、一种新的政治范式    三、“政教之极”的意义  第十
三章  曹操官渡之战前的兵力考略  第十四章  诸葛亮的北伐    一、隆中对的提出    二、北方的社会经济
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实力已超过蜀汉    三、军事上发生了不利于蜀汉的变化    四、诸葛亮多有失
误而一意孤行    五、结语  第十五章  魏晋南北朝君权削弱的几个因素    一、社会动荡造成地方势力的
坐大    二、尚书省的建成    三、儒术独尊的局面被冲破    四、简短的结论  第十六章  陶渊明转向道家的
思想轨迹    一、少时壮且厉    二、徘徊于儒道之间    三、道家陶渊明  第十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    
一、阅兵礼的主持    二、阅兵礼的季节  与场所    三、南北朝阅兵礼的差异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
录尚书六条事”    一、录尚书六条事的发轫与位次    二、录尚书六条事的意义    三、简短的结论附录  
传统文化  附录1  庐陵古民居建筑的美学意蕴    一、实用、审美、情感三位一体的建筑语言    二、“天
人合一”的建筑关学思想    三、渗透着儒家精神的建筑风格    四、功能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审美取向  附
录2  庐陵古村落建筑的园林化特色    一、区域文化的长期积淀    二、建筑园林化的人文色彩    三、儒商
结合与园林化建筑的传播    四、结论  附录3  古代风水：人与自然的和谐  附录4  汤显祖：遂昌文化的象
征    一、汤显祖与遂昌    二、《牡丹亭》与遂昌民俗文化    三、汤显祖文化的传播及其地位怀念从前
的生态——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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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重所著的《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从“城市文化”、“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三个方面对中
国城市与历史文化的演进作了深入探讨。城市史是人类文明史的缩影。传统文化的最终形成与城市历
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文化的内核是天、地、人之和谐，在城市历史的长期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具有
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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