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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现象的辖地现实是模糊的。现代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其中大部分仍然延续了某些显著的
特点，如人口集中、建筑环境优先于自然环境等等。然而，城市化作为一种进程，具有更加广泛的影
响整个社会活动的倾向。这一正在普及的进程影响到人们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即使是
我们仍旧冠之以“传统”之名的为数不多的乡村也不能避免。
    在“城市”和“乡村”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规定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没有太大的
意义。就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城市无处不去，即使在物质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会现实。因此，城
市社会学并非纯“城市现象”的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虽然跨越其他专门领域的划分，却集中于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严格意义的城市尺度。它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在城市化环境中，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何种
方式展开、配合和相互影响，而这种城市化环境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一起造就的，不过城市化环境同
时又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共同外壳。此外，城市社会学还关注城市/环境构成得失对象的方式，这些得
失以特定的方式构成行动者、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与辖地的划分相比，当论及城市之里，各相关学科的分界就并非总是有效。本书将给出与其他社会
科学趋同和配合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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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约的小册子，很不简单。
2、不错说得很好不过应用性不强作为理解性还是很好的
3、很多时候明显觉得语序混乱，搭配不当如果有耐心仔细调整语句，应该算是一本不错的书
4、很好的一本书,学习城市规划的都应该看看.中国的设计师就是缺乏这种知识.
5、难懂
6、13
7、作为社会学的小册子，读一读也无妨
8、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简明读物，本书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只是可惜，好像译者不是社会学专业人
士，很多概念的译名有待修正和统一。
9、是一本不错的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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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久违了的社会科学.不得不的理论构建.其实,不过是为了在老虎吃天时找到第一口.地理学不也是一
样.结构主义云云.英译的名称听起来总是怪怪.何时&quot;结构&quot;同地理有染来着?提供了一些方法.
交代了法国的一些特质.翻译实在难懂.况且本来就是模糊类型的小书.慢慢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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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城市社会学》的笔记-一、城市形态

        1、相聚

⋯⋯只有精神密度提高了，城市才能增多和延伸。按照涂尔干的观点(《论社会分工》)，所谓精神密
度是根据个人融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评价的。所以，这个密度不仅归纳为商业交换关系和竞争关系：“
正因为纯经济关系使得人们彼此外向交往，所以无需参与同一集体生存，人们也能够保有经常连续的
关系。”（《社会学方法规则》）

凝聚的两面性：过程，运动；运动的稳定，某一地点的持久结构。

2、马赛克

社会生活的浓缩是城市化的根源，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分布不均质，凝聚和隔离
，因此接近于马赛克的形象（芝加哥学派提出）。

3、集中性

⋯⋯面对定居/迁移的必然联系，地理上的集中性的优势就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定居和迁移一直在其作
用，尤以今天为甚，因为交换和交通的流动性在不断提高。城市吸引各种流动（人员、商品、信息⋯
⋯），就是这些流动将城市与其他空间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城市之所以为城市，原有即在于此，而与
控制城市演变节奏的各种吸引、影响、控制力量的空间连接方式无关。

4、城邦及其机构

在城市所承担的所有功能中，政治功能享有优先的地位。⋯⋯“城市作为集中的所在，同时也是思想
表达和传播的优先场所和斗争场所；作为首都的城市则策划统治并酝酿革命。”《城市及其辖地》

Max Weber 在《城市》中特别强调了城市现象的政治层面和机构层面。
中世纪城市是他理想类型，在他看来是城市共同体或市镇概念的最佳表达形式。为了组成一个”完全
意义上的“市镇，城市确定不应该仅仅是单一的、通过经济关系而联系的居民的区域聚集。城市应该
拥有（或至少部分拥有）自己的法、与这种法相符的联合形式、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治，”以及通过全
体公民参与而形成的公共权力进行管理“。⋯⋯市镇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发展
，而后两者反过来又对市镇组织及其余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施加影响。⋯⋯这种历史形态很好地说明
了何谓城市，因为它涉及统一地域内已经分化的居民的共处，并且在其原则中引入政治问题。

5、城市人格和市民文化

⋯⋯城市中的社会关系趋向于匿名、表面化和短暂化。与密切联系的乡村的人际关系相反。
Louis Wirth《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现象》：⋯⋯坚持社会和文化的异质性的重要性

2、《城市社会学》的笔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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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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