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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

内容概要

“棚户区”在近代以来的上海历史中，一直是规模庞大、形态独特的城市贫民区。在上世纪80年代以
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50年代中期以前自全国各地迁徙来沪的下层移民，也有小部分是原来即居住于
此的“本地人”和50年代中期以后零星搬入的居民。 本书为“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之一，通过大
量人、事调查研究，阐述了上海市城市贫民区人们的生活状况。
城市社会的转型及其扩充、发展，是当今中国社会演变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内容之一。如何记录、描
述这样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解释、阐述，是需要各门学科从事城市社会研究的研
究者们共同努力的艰巨工作。由于城市社会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从人口生态、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到社
会生活、社会意识以及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层面，还涉及到全球化的背景以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类
型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共通性，所以，其研究的艰巨性不仅在于这项工作需要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
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更需要有各种形式、各种层面的比较研究，包括国际间的、城市间的对照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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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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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家湾
附录：访问提纲、整理框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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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

精彩短评

1、不会比记者做得更多，所以这算是研究成果？
2、有除了社会学意义以外的东西。
3、为什么不画图呢....浪费了
4、信息过于庞杂，缺乏系统梳理，作为叙述的生活史或许是成功的，但作为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我
觉得有所不足。
5、是不是能做得再细致些更好？
6、那个“元和弄”虽然隐去了真实地名与位置 但推测 应该就是家里旁边苏州河对面的那一片
7、对拆迁之前的上海老棚户区居民访问记录，学习受教
8、市井人生的百味杂陈。
9、访谈的方式 扎实的调查 但总结与分析略嫌薄弱
10、素材
11、这并不是故事。而是人生啊。
12、总觉得如果加入“新外来人口”会更有趣些
13、细碎
14、序言写的相当好，把这个研究的思路、方法、需要注意的陷阱、可以深入的角度等等都说的十分
清楚，是“怎么建构一个社会调查”的一个好例子。对我来说，既有素材，也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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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

精彩书评

1、真实的生活。受访的花甲古稀老人，这辈子还算过得去。壮年中年时，过着平均水准线或略高些
的生活，退休了拿曾经丰裕如今够用的工资和医保。生活不算富庶，却还安逸。也就只有一代而已。
以为恒久不变的生活方式，就那样被潮水哗啦啦冲散，能顺水走的都走了，搁浅在沙滩上的，唯有徒
然挣扎喘息，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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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

章节试读

1、《棚户区》的笔记-第121页

        我手挺巧的，但我命蛮苦的，自己想想也蛮苦的，小辈对我不好，真伤心。想想就蛮气啊！一个
娘养十个孩子好养，十个子女养一个娘不好养。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做小辈一样，倒过来了。想到这
点我就气。现在我到他们房间，小孩子就会说，你走啊，走啊。肯定是他们妈妈教的。

2、《棚户区》的笔记-第53页

        “儿子是66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在中学教书，后来调到部队任参谋，在部队工
作6年，在参军的时候结的婚。⋯⋯12年前辞职开办自己的贸易公司，一直做到现在。现在在日本也有
一个分公司。⋯⋯现在新的生意比前几年差，主要是因为在松江开了一家服装厂倒闭，亏损几百万。
”

“女儿19岁就出嫁了⋯⋯”

老人在访谈中对儿子的情况描述的十分详细，从儿子的工作经历，与其妻子认识，到现在都说了很多
。而对女人一家却只有寥寥几句。谈到孙辈的时候，也只提到了两个在日本生活的孙女。

3、《棚户区》的笔记-第23页

        2001年各区各类住房分布情况表统计显示，闸北区的“简屋”面积比例最大，占0.72%；其次是黄
浦区，0.53%。这两个地区居住房屋面积的基数也较小，分别是1111和750万平方米。在所有市中心的
区中，杨浦和浦东的简屋面积大（11和19），但基数也相对更大（2218和4203）。基数更小的是卢湾
区（604）和静安区（642），但此二处的简屋面积也很低，不足1万平方米。（来源应该是统计年鉴）

4、《棚户区》的笔记-第25页

        最先到的一批人充当种子，在本地安家后，各自家乡带来新的移民，绝大多数为同乡、亲戚。新
来的这些人安定下来后，同样充当种子作用，从家乡带来更多的同乡、亲戚，以这种模式繁衍发展

5、《棚户区》的笔记-第14页

        本书中的叙述者——棚户区的老居民群体，很快就将消逝于城市的历史中了，连同他们的社区一
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搬到城市的各种老公房或外城区的新建安置房中。他们终于要告别棚户区，
告别过去的生活了。⋯⋯
与此同时，另一批下层新移民正从全国各地的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不能自搭棚户——今天在城市不会
有无主地或荒地供外来人栖身了。无钱购房的外来务工者们除了在工地、工厂宿舍或菜市场里搭铺寄
宿外，大多租住在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廉价住房里。那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城市贫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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