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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入门类教科书。
2、固然是入門書籍，但以日本為模式，細讀卻又讀出另一番意味。近來香港由上而下的社會群體的
大量湧現，教人心寒。
3、写的还挺有趣的intro类型的教科书

Page 4



《都市的社會學》

精彩书评

1、恩格斯曾以异乡人的眼光这样写道：“一个大都市，像伦敦，即使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尽头，
而且也遇不见任何接近开阔田野的迹象，实在是奇特的事”(页7)。时隔一个多世纪，今天的读者或仍
能感受到，作者的视觉、心智和想象如何在一座庞然巨物般的都市面前瞬时壅塞。不无吊诡的是，过
去的人在城市的尽头寻找乡野，而现在的人却在漫漫旅途中渴望落脚城市；不管千百万人交杂的环境
多么孤独、混沌和危险，都市的诱惑还是能俘获多变的(capricious)人心，并藉由群体的希望与信念改
写地表之上的物化存在。作为现代化的远东镜像，日本的都市（特别是东京）一直以来都是东亚各大
城市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民族国家和地方文化的差异会塑造心性有所差别的个体，但所谓城市的社会
学，却必然有其共通性。日本很有名望的社会学家町村敬志携西泽晃彦合著的这本《都市的社会学—
—社会显露表象的时刻》，就是以日本的城市发展为本位，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试图通过都市现象
揭示其共性的引介式教科书。一如作者所愿，这本“教科书也是一本可以‘阅读’的作品”；从表象
、纹理和都市的变貌三个方面，两位作者带领读者深入浅出地实现了“取道日本，理解世界”的社会
学探索之旅。描摹都市的表象自日本19世纪中期以后国门被打开，其城市发展经历了近代、二战前、
战后复兴期、高度成长期和泡沫期等几个主要阶段。受到西方经验和学术研究传统的启发，日本的都
市研究者似乎很早就产生了一些将有关城市的知识“视觉化的欲望”。町村和西泽引用日本思想家泽
野雅树的话来说：旨在通过调查“掌握都市的用意”，“不论什么立场”，都可谓有一种“霸道的好
奇心”——这也可以称为一种“视觉化的欲望”；通过“统计分析”、“社会基图”(social
cartography)、“书写民族志”(ethnography) 等方法，“视觉化技术的发达为社会学带来了相当大的影
响⋯⋯社会学本来就会将人‘定型化’、‘数字化’、甚至‘随便看两下’就归入某个分类，但这种
‘霸道’的作法在积极引进视觉化技术之后变得更加明显”（页34）。町村和西泽进一步举例介绍了
日本都市研究两位先驱所采用的“视觉化”手段，即今和次郎的统计术和草间十八雄的民族志。此处
重要的不在于这些视觉化手段的先见——二者分别与今天主流的“定性”和“定量”方法遥相呼应—
—在各种研究手段日趋精细化的条件下，面对巨量数据的堆积与开掘，都市的表象描摹或已不是难事
，但“视觉化的实践”不该只停留在“表层的记录或常识的确认”，“表层底下人们无意识、无自觉
的关系及结构”或才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要义 (页41-42)。都市的纹理与结构在简单回顾了都市空间
结构的基本模型和理论之后，町村和西泽将立论的基础放在了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之上。
所谓结构化，就是将行动者和结构置于一个系统的两端：比如城市就能被看作是由生活于其间的个体
／群体与宏观政治经济制度互动而生之构造。换言之，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结构，并非“静态、先
验的事物”，而是“经由日常生活所建构的动态性、过程性的事物”（页71）。都市的真实构造，包
含不少可供抽象的范畴。町村和西泽逐一阐释了都市中个体化的机制、阶级和阶层的生成、都市生活
的制度基础和联结，以及住家、社区和郊区作为都市构成要素的深层机理。其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
得留意：其一、都市中个体性的存在、发展与焦灼。一方面，都市的多样异质性给个体的释放、发展
和“混种结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脱离传统社会同质性的群体状态，个性的潜能在都市被激发，并
“经由身上交错的诸多社会圈而重新找到自己的个体性”（页96）。另一方面，大众社会的存在秩序
，又要求个体普遍遵守“与众相同”的行为标准，以实现一种集体建构的稳定秩序。不过，这种个体
与结构之间的张力倒是给都市里充满动能的边缘空间或缝隙带来了颇有意义的挑战。其二、均质化的
郊区。根据町村和西泽的观察，日本的都市郊区拥有一种独特的生活形态(郊区性格)，“反过来对都
市文化、现代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居住者和生活方式的均质化，经历过“都市化”洗礼的移
居郊区者反倒在互动上体现出：(1) 互动的远距化、(2)生活风格的“美式”化，以及(3)心理[受到压抑
而产生]的攻击性 (页203)。都市聚集的意义在于其多元刺激产生的开放、创新和包容，而所谓的郊区
性格却似乎走向了抑制群体生活可能性的另一面。这一发现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沃思所谓城市生活方式
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都市的细节与变貌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町村和西泽从都
市里的权力、细节、规划参与和想象四个方面，逐个阐明了能够带来都市变化的力量和因素。为什么
现在的城市都要以增长为导向？如果不顾都市的生活品质和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的目的和意义何在？
城市里的地名、地标和区隔，仅仅是物质表象，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城市里有人与人交往的显性
空间，也有处于变动状态的接触地带，作为都市结构的缝隙，我们如何能从隐秘的角落发现平日“看
不见的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这些问题，都在作者的例证中，得到了清晰的勾勒。这后几章的内容
融入了更多日本本土的都市体制和文化内涵，特别是最后一章，为了说明都市多元异质文化并置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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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及其乌托邦意象的创造性可能，作者还将“漫才表演”中的角色对立用于类比，以说明都市作为
冲突、生成和共处的空间，如何实现再造。或许町村和西泽对文化在都市变貌中能发挥的作用有很高
的期待，把理想寄托在了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能动性。不过，确实如他们所说：“都市是提供
可能性的地方，支持人们将异质的他人看作‘自己人’(宽容性)、支持人们对沸腾的集体情感保持某
种距离 (批判性)，并形成一个论述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页327）。也只有如此，作为“理想型”
的乌托邦，才能让我们对都市有更加美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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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都市的社會學》的笔记-第30页

        P29-30现代都市纳进许多外来者，改变由同质人群组成的共同体特质，无可避免地称为包容异质
人口的社会结构。~~~现代人口朝向都市急剧移动的现象，撼动原本都市特权阶级（政治及知识支配
阶级）对于“我住的世界”地认识观。~~~移入者带来的地域文化与族裔特性在都市融合，创造出前
所未见得独特世界，而特权阶级眼中看到的是一群庞大的穷人、一群难以理解的生物。~~~生长于斯
的“我”与“他们”地巨大社会距离，唤起了特权阶级把这些男男女女当成“危险阶级”、“救济对
象”或“革命部队”，并加以可视化与掌握的欲望。p35视觉化的欲望就是透过将自我相对化的制度
性设计，超脱价值判断与预设立场而自由（亦即超脱权力与多数暴力而自由），从而激发使人发现事
实的驱力。P37-38互动（INTERACTION）就是双方都预想对方如何行动而进行的行动。这种关系形
成个体相对自主展开的圈圈，建构固有的规则及文化发达的小世界，并强烈影响参与者的活动及意识
。~~~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是互动的“准备”与表现。社会关系嵌于个体的身份、性别、年
龄、阶层、地位、学历等，并先于互动而存在。然而持续的互动也会改变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一般人几乎都封闭（或被封闭）在同一阶级或阶层的日常世界~~~在日常互动中不容易自觉到
阶级、阶层的存在。P39我们置身在很多不熟悉、也互不关心的社会关系中，也不可能摆脱这些关系
而完全自由。但反过来说，自由不可能是逸脱一切“应该如此”的行动选项，所以自由其实存在于社
会关系的范畴中。然而即使如此，人还是能有某种程度的逸脱。如果这种“不愿如此”的逸脱行动持
续累积，就会促使社会关系的现况发生改变（例如“奇怪的大学生”及“奇怪的日本人”促使原本“
大学生”及“日本人”的概念发生改变）。***这些改变之所以可能，必须要人们察觉到取代旧有价值
（value）和规范（norm）的新互动圈形成。***每个互动圈都有独特的价值规范、生活风格、思想内
涵，圈内人既受到互动圈的影响，同时也将既存的社会关系形塑（shape）为“应该如此”的要求。

2、《都市的社會學》的笔记-第47页

        在现实的都市中可能并不是充满惊奇、而是充满退缩。为特定阶级及年龄层而开发的郊区住宅；
满足某些人整齐清洁欲望的都市计划；将那些“异质”及“不寻常”东西的矫正、排除、隐匿；将成
绩相近且前途前途相似的学生集中起来的名校，活在不会与各种异质他者相遇、也不会得到惊奇的不
自由世界，都会让我们成为一具具不自由的躯体。
我们应该明白，由“我的世界”延伸出去不见得会遇见真正的社会。我们其实与不同喜好、不同价值
观、不同习气的他者共存，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共存，因此都市必须含纳各式各样的人与世界，
才是真正社会的样子。

3、《都市的社會學》的笔记-第9999页

        第1章  都市世界的诞生

屋顶，又是屋顶，没有边际，掩盖所有空隙的屋顶！⋯⋯
完全不知尽头。/甚至，魂魄的基石也在动摇
啊！啊！这都会里轰轰的物音⋯⋯
初次来这个都会，眺望此种景象，听闻此种物之声响，
我这弱小乡下人的心灵最深感畏惧的——
不是看不到边际的宽，不是看不到边界的高，
也不是累积的文明的尊荣，
而是难以度测的物音的底层的底层——那就是都会的底层。
（石川啄木《无题》，大冈信编《啄木诗集》，岩波文库，105-106）P.4

从“乡下”来的人亲身体验的“违和感”与“落差”，就是不分古今东西的“现代都市”经验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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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然而，这一切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要到后来才会明白。祇有在首都街道挤上一两天，费力穿过
人群及络绎不绝的车流；祇有造访过这个世界都市的“贫民窟”，才会察觉伦敦人为了创造他们的城
市充满文明奇迹，牺牲了人类本性的最良善质量；为了少数人能充分发展并借用他人之力来倍增自己
的力量，而压抑数百万伦敦人的力量不得发展。⋯⋯这里没人愿意向他人多望一眼致意。每个计算私
利的人都带着残酷的冷漠、无感的孤绝，这些人挤缩在有限的空间变得更加烦躁、更加具有攻击性。
我们虽知道人的孤绝、褊狭的利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原则，⋯⋯却唯有在大城市的拥挤中，才会如此
露骨并有意识地被运用——
（Engels, F. 1844.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P.7

江户、大阪、京都所谓的“三都”，是原本各藩的城下町为主而形成的都市聚落。此外，宿场町和港
町、门前町等担负特定机能的聚落，以及江户等大都市周边物资集散地的在乡村，都集结了一定数量
的人口。P.10

当时在同一都市出生者占都市总人口比率，东京、大阪等大都会约41%，神户、川崎、尼崎等新兴工
业都市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住民有六成至七成是由外地移入。都市，正是外来者制造出的社会。
移动也不只限定在国内。在工业基础尚未发达到足以支撑国内人口的二十世纪前半，日本至少有一百
万人移居夏威夷、北美、巴西、秘鲁、南洋以及各个日本的殖民地。很多日本街(Japantown)就在这些
地方产生。反之，⋯⋯因强征兵夫而大批移入的1944年，总数高达约200万人。PP.11-14

迁徙自由的前提是由人身依附的封建土地支配中解放，以及出生就决定人们职业和地位的身份制度崩
溃。现代都市诞生的前提，需要市民革命的成果。其他如简便而廉价的交通建设、都市信息能传递到
全国各地的通信媒介的发达，都是移动不可忽略的基础。P.15

涌进大都会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年轻人不断新创次文化的昭和40年代（约当1960年代），作家寺山修司
就掌握到那种努力要表现自己的内涵和织细的时代心灵。⋯⋯在他的自传式回忆文章《谁不想年故乡
》中，就描述了他少年时代憧憬东京的热切心思。只要听到夜行列车鸣起汽笛，我就会浮现一种必须
收拾行囊的焦虑。“东京”这个名字，若是出自我自己的口中，总是洋溢着自信，但若是听到别人的
嘴巴讲起，怎的就是一阵厌恶。12岁的时候，可以说我正在爱恋着“东京”。（寺山修司《谁不想念
故乡》，角川文库版，1973，60）PP.16-17

对于感到孤独、厌倦都市的年轻人来说，故乡是很重要的精神寄托。不过一旦他真的返回故乡，在故
乡遭遇的人、发生的事，反而让他感到不自在。这些在夹缝中茫然无依的年轻人，也发现自己已经回
不去真正的故乡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工业化和区域开发热潮席卷日本的时代，传统农村
实际上已解体。丧失家园的人们已没有能“衣锦荣归”的故乡，无法回返土地的人只好在都市另起炉
灶。这时都市就成了新的“故乡”。PP.16-17

⋯⋯漫游者“寻求隐匿在群众中的家园”。在群众的帷幕下，不熟悉的都市在其中化为幻影。⋯⋯而
在幻影之中，都市时而成为疏离的室外，时而化身亲密的室内。⋯⋯没多久就将原本闲散的漫游者，
变成急躁慌张的都市群众及消费者。“漫游”的体验也随之降格为在消费空间的小憩。漫游者在百货
公司或购物中心眺望的都市空间，就兼具户外与室内的特性。不过置身于这种严格管理、时而摄影监
视的消费空间，人们再也不是原来的“漫游者”。P.21

“一个空间并置两个对立的世界”，或说双元都市的结构，演出各种变奏曲，迄今仍支配都市研究的
思考。P.22

日本的《地方自治法》第八条规定“市”的成立条件是：（1）人口五万人以上，（2）中心市街区内
户数占全体户数的60%以上，（3）商工业级其他都市型行业的从业者及其家庭占全体人口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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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殖民地的经验，对于殖民体制终结后的都市也残留许多影响（此即后殖民理论的观点）。第一，殖民
地统治下的都市发展，都具有政治优位的威权主义式都市结构。国家独立之后继续由社会主义或进步
独裁的集权整体统治的都市，权力示威性的都市结构仍然维持不变。第二，在殖民都市中，宗主国的
支配空间与本国居民的空间分离，在一个都市内并存两个世界。尤其是当地住民密居的区域，都市基
础建设总是大幅落后，恶劣的环境在日后造成不良的后果。第三，宗主国干涉本国的建筑样式与都市
设计的结果，进而使建筑环境与都市文化呈现不同形式的折衷化、混杂化。旧殖民地都市的独特景观
，被当作具魅力的观光资源而成为保存对象；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成为勾起屈辱记忆而废弃的对象（如
首尔旧朝鲜总督府的保存与否，是经过长时间讨论才决定拆除）。P.28

第4章  个体化的机制/关于距离的问题

(Simmel)洞察到人类的命运：既要在强烈的均质化压力下保存自我的个体性，又要在夹缝中追求“更
好的生活”。⋯⋯个人若只是“偶然”来到一个社会圈（例如一个家庭），这个社会圈并不会关注这
个人的个体性问题。但若这个人是家庭的一员，那么个体性对个人及家庭来说就是问题了。这个阶段
，用Simmel的词汇来说，他是因为“非自愿外在关系的结合”而成为家庭成员。当个人在家庭以外，
找到因相同兴趣、感觉、风格、欲望而组成的世界，并找到归属感，那么就会增加“因为内在感情关
系的结合”，并且把家庭外在世界的事物带回家庭。由外面带回家的事物与原本家庭的事物交错，个
人的个体性就在家庭中浮现。如此一来，个人与原属的社会圈距离愈来愈远，并感觉这些成员缺乏某
些特质，反过来也就愈加靠近新的社会圈。这个过程是“人格(personality)在社会圈中放弃自我、淹没
自我，使自我成为社会圈的交点，从而找到自己的个性”。个体性浮现的过程，Simmel称为社会圈交
错(intersection of social circles). P.88

大都市的高度社会分化，让各个小世界之间彼此疏远，也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成为
常态。都市人不表露对别人的关心、与他人互动冷漠。到头来，孤独就这么存在于都市的杂沓中。都
市人就是活在这样的自由意义之下。于是，孤独促使人们由衷想要投身新的社会圈，而自由的社会也
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大都市就成为人们夸示个体性的场所。货币经济也吊诡地促成了个体化，因为货
币将每个人“质”的差异都铲平了。⋯⋯人们受到货币经济渗透而展现“量化”的另一方面，也因为
专注渴求追求个体性而对不相干的刺激浑然不觉。因为他并不关心别人的个体性，人们面对他者时都
只想占有某个位置以求取认可，也就是以炫耀方式展示自己的个体性。P.91

现代人是被迫由共同体脱离出来的个人，但也因摆脱身分、家族、地方秩序的限制而相对自由。反过
来说，当原本依循的秩序崩坏，难道人们就不必再追求其他人生指引吗？⋯⋯现代化的历程，将人们
的生活世界变得更广大且更复杂；人们为了要做出判断，只好不停追逐信息和知识。人们除了被动接
受权威的支配，也想让自己变得“普通”而战战兢兢融入生活周遭。“普通”不等于平均。所谓“普
通”，是指尽量不掉到平均数以下的态度。⋯⋯这就是大众的样貌。如此一来，人们投身到大众之中
，既消除了自己与大众的距离，也消除了自己的自由或孤独（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义就是在这种大众
的基础上产生）。⋯⋯虽然一般言论经常批评大众缺乏理性、品味低俗，“然而每个个体却都对这些
批评没什么感觉。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认为那些大众不是在指我”。也就是说，每个人一方面相信自己
是具有个体性的存在物（相信自己不会沦落为大众），另一方面，每个人同时也为大众社会的成立贡
献了力量。P.92

追求个体性的欲望、遵从大众的压力，⋯⋯这两种力量的相生相克，是现代人的重要典型。一个完全
追求均质化而没有个体性欲望的人，只会追逐变化莫测的时尚流行并遵循“与众相同”、“普通”的
行为标准，⋯⋯这些行为并不是在追求变化的本质，而是在追求变化的外表，也就是把外表看来“与
众不同”当作最重要的事，结果就是全力装扮自己的外表。在追求多变的“普通”外表的“我”，与
表演的“普通”主体的“我”之间，感觉难免有分裂。这些人专心追求外表，并且一直想抓住所有他
者的视线；另一方面，这些人却又在操弄作为表演主体的“我”，并且把这个我内化成为“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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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市男女对“我”的迷爱，就是自恋(narcissism)。然而自恋男女的重要特征其实是害怕
他者。这些自恋者喜欢耽溺在“我”身上，而害怕那些无法控制且可能捣乱心爱的“自我世界”的他
者——所谓“危险的”存在。P.93

客满的电车里彼此不认识的乘客，都遵守某种默会的规范，包括眼神不直接相对、讲话尽量小声、大
家都装作彼此不关心对方。⋯⋯参与车厢规范运作的人不自觉相互呆视，这就是集体建构的看不见的
秩序，所以一辆客满的电车才会一片寂静。PP.94-95

公共场所人际接触的一大特征，是（回避风险。按）人们彼此都未充分掌握对方的信息，亦即这种接
触其实潜藏未知的危险。我跟不认识的他人接触时感到不安，不认识的人跟我接触同样也不安。如果
相互不安的状态成为社会共有，不安就等于是一种社会秩序。⋯⋯Richard Sennett也提出下列批判。“
⋯⋯（这）是人们身处在这个场景快速转移的社会（而非历史上那种静态的社会），如何在川流不息
的状况取得平衡？人们似乎对彼此的行动都有所预期，因而创造出一种稳定状态。这种互相平衡的行
动就是扮演既定情境的“角色”。P.95

（然而）Fischer认为，都市不论有多么差异明显的多样性，还是会继续保持异质性。当然，朝向都市
流动的人物、事物和咨询，显然有高度的多样性及异质性，也都完全被接纳，显示“超乎常理”的概
念本身又有变化，都市本身也一定会具有某种力量。P.97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会被均质性的庞大力量所吞没。但另一方面，也只有生活在大都市，才有可能进行
同类结合、混种结合，甚至同种与混种同时进行的结合。这样看来，都市其实内含了产生异质性、多
样性社会圈的过程。因此人们能够在多样的社会圈中悠游，甚至可能获得归属感，而培养出都市人独
有的个体性。（“原本在日常生活中不敢以同性恋身分活动的同性恋者，很需要一个不必否定自己倾
向的专属园地。”/“同性恋者虽然彼此保有匿名性，但因为人口数量够多、并置身在咨询相当流通的
大城市⋯⋯才有可能发展出专属的人际网络。”）也就是说，大都市才是个体性的养成机制
。PP.98-99

民族主义透过学校、传媒、企业、政党、庆典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借用Louis Althusser概念）反复确
认，将个人向外扩张的社会圈再收回“国家”手中，也把普遍意义的“人”操作成特殊意义的“国民
”。民族主义同时也将一些难以界定的他者都化为“非国民”或“外人”而放逐，背后的意识形态基
础都是建造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P.102

其它章节
眠床城市(bedtown)意指郊区，因郊区化使大量人口的住家远离工作地点，扣除上班及通勤时间后，家
庭只残留睡觉的功能。P.189

迪士尼乐园最值得注意的空间特性，就是它的封闭性(closure)和自我完结性(self-cosummation)。迪士尼
乐园禁止任何俯瞰整个园区的视点存在，以确保“园区来回走动的游客，视线都闭锁在个别城堡与剧
场的故事情境中，绝不会散逸到外面。甚至游客还会受邀进入某个情境成为剧中‘人物’，一起同乐
展演特定的角色”。⋯⋯消费化的都市本身已逐渐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 P.206

“郊区居民，是害怕住在自己不能控制的世界的人种”。也就是说，郊区居民会把看不顺眼的人当成
攻击对象。他们的攻击性需要宣泄的出口，典型的对象就是偏差行为者，但这种对象在生活中不容易
找到，结果只要发现与自己有微小的阶层性差异，就会诱发攻击性。郊外的极度均质化使他们遵循单
一价值，也充满竞争主义气息；他们的攻击性就是以歧视及怨恨（厌恶“你怎么不是我”的憎恨感）
的方式表现出来。⋯⋯齐一式阶层秩序中，使压抑转移的心理机制得以完全运作。因此“活在这块地
方的人们，总是陷在‘朋友未必是真朋友‘的深沉孤绝感中”。PP.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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