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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旅美中国历史学家王笛对成都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作者从下层民众的角度详细描绘了晚清到民
国初年的成都丰富的城市生活，为我们呈现了在邻里穿梭的小贩和工匠、打扰居民的乞丐和流氓、宗
教仪式和娱乐，以及充满活力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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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笛
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美国霍普金斯
大学历史学博士，同时兼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
员，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美国全国人文科学中心、加州伯克利大学做客座研究。主要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和《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
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街头文化》一书获2005年“美国城
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6年
十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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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自序
英文版自序
成都市明细图
第一章 导论
进人中国腹地
资料分析
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大众文化
第一部 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
第二章 街头
城市环境：城墙和街道
商业空间：店铺与地摊
日常空间：家与邻之间
社会空间：茶馆与文化
庆典空间：节日与仪式
社区自治：共同体意识
第三章 街民
小商小贩：街头市场
工匠苦力：街头作坊
民间艺人：街头舞台
江湖游民：街头谋生
善男信女：街头祭坛
公共妇女：街头娱乐
忙人闲人：街头茶馆
第二部 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
第四章 改造
精英眼中下层民众的公共行为
创造新的大众娱乐
物质文化的变迁
重建公共空间
第五章 控制
街头管理
流氓、赌棍与警察
清除街头乞丐
警察与大众日常生活
控制大众娱乐
成功与局限
第三部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第六章 冲突
纠纷：从家庭到邻里
茶馆：阶级与冲突
族群：社会排斥
妇女：挑战男人的世界
妓女：挣扎与“新生”
穷人：城市社会的底层
第七章 政治
创造公共政治空间
大众文化与唤起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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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仪式与街头政治
社会动乱与谣言时代
巷战：城市大灾难
市民的自卫
公开政治与“秘密政治”
大众反抗
第八章 结论
征引文献目录
译后记
再版后记
关于本书评论的摘要
显示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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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意思，又进一步了解了成都，虽然嫌分析很不过瘾
2、不如去成都吧
3、关于成都街头公共生活图景的描写很生动，理论建构部分就，怎么说呢，感觉和资料完全是剥离
开来，两张皮的感觉。
4、王笛文笔流畅，资料详实运用得当，其视野向下，完美展现清末民初成都街头城市生活空间的横
切面。此外对下层民众、精英和国家政权三者之间的合作冲突间的联动效应有所涉足，具有一定启发
价值。但本书重论述而少分析，理论架构不足，观点并不新颖。一定程度上感觉除茶馆之外，成都地
方城市文化与其他内陆城市别无二致，这普世性和共通性放之其他城市应该皆准吧。
5、让人想把成都的大小街道走完
6、作者应该没什么理论功底...最后的结论与前面的“地方史”割裂严重，也无甚新颖或有力观点
7、所以成都的慵懒是可以任性的说“自古以来”的。另外就想说“还我皇城”啊，那些城门，城墙
，那些桥啊，心疼！
8、在西安图书大厦看见的⋯⋯换了出版社，所以新版的定价控制住了，但是也很令人好奇啊，人大
社为啥放弃了译本的版权呢？
9、很全面的一部书，也很有趣。
10、作者的视角非常好，以小窥大，从街头空间的自由使用到受政府规制去探究民众、精英和政府的
相互关系以及成都街头社会史，但偏偏也是史料的运用让我觉得不够彻底有说服力，印证在文本中就
出现了作者在举例之后无奈使用“无论如何，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的承接方式。
11、古代史毕竟和近代史有些差别，起码从史料上来说就难以比拟。。。
12、资料帝。选题甚好，但架构甚混乱，毫无更进一步的探讨和认知。可见一个人的识见和学位无关
，和什么学校出来的亦无关。
13、理论上并无特别建树，而且把Popular Culture译成“大众文化”，学传播学的人是要表示抗议的。
但读起来的确好玩，引用的竹枝词好多以前都读过，大量的老照片、四川方言也让人感到很亲切！书
里提到的公共空间利用方式，在我小时候都还存在于我们川北乡镇上。p.s. 尼玛还我老皇城！！
14、英文本已閱，03年街頭文化08年茶館，王迪這兩本是都是不錯的參考
15、好看的不得了！
16、非常不错的书。
17、#2014#
18、堪称城市文化史上的经典，新材料、新视角，眼光向下，不落俗套。街头政治波诡云谲，看的很
过瘾。
19、激进的政治运动带来了时尚的变化，即“连个人装饰都从特定方面显示了对这场革命是支持还是
反对的态度”。
20、感觉同茶馆。理论结论还是弱。
21、很有意思的一本书，都可以当小说读了。
22、很多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内容也不甚艰深，很好。
23、最近太忙 很久才看完 我们对天朝的上层了解永远比下层多 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从下到上的视角 
社会剧变之后 历史也许进步了 但一般民众的生存环境却不见得会变好
24、很好的一本書，其實我個人覺得是一堆一堆資料的拼湊，讀完以後，你更多的感慨只是曾經的成
都，幻想著曾經的成都舊貌！嚴格意義是都是民間遺留竹枝詞的拼湊！不過還是很值得閱讀的。
25、在成都读书的必读书目。
26、最近读的最容易看下去的一本书。。。
27、看似讲故事，就是讲故事。好的历史学家都是段子手。喜欢王笛是从茶馆开始的，居然从新读到
旧，脉络清晰，情怀依旧。
28、看完更想去成都了
29、一部作者有心无力的书。呃，至少作者读了不少方向的书。
30、“改良、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使中国城市发生了剧烈变化，但这一切是以民众逐渐失去代代相传
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代价的。而且，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经常并非是以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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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为考虑的，也并不容许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或许可以这样
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31、理论上无甚创见，不过写得很好看啊，史料的运用也值得学习
32、对了解老成都很有帮助哦~
33、材料还是很有趣的。
34、“虽然‘现代化’也给城市带来了较宽阔平整的街道、新的设施、相对‘文明’的城市面貌以及
跟随时代的娱乐形式，但这一切是以民众逐渐失去代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代价的。
而且，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经常并非是以民众利益为考虑的，也并不容许他们对此享有
平等的权利。所以，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我们或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
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35、那些二十世纪初的老照片很震撼。
36、作者考察的下层民众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以及其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程中的变迁，实
际上折射出的是下层民众、精英与国家政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
37、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展现了近代成都的公共生活及其变迁，以场所、活动、群体为切入点聚焦大众
文化和社会结构。史料的驾驭能力令人称道，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国家-社会的互动在今天依然有映射意
义。
38、搞到了傅崇矩的成都通典，作者引了好多这本书里的东西啊⋯⋯还是觉得解释力不够，明明一句
话就说完了的用了一厚本的资料来解释⋯⋯不过挺好的
39、盛名之下。除了茶馆、警察，很难发现成都的独特之处，中国城市相关研究一本足矣。另外，前
半部分对警察作用颇多赞誉，后半部分又说警察自身难保，似有自相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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