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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多家单位的鼎力协作以及与会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

心主办，重庆市历史学会、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协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承办的“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

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首届年会，于2013年6月21日-23日在西南大学如期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迎接城市史的繁荣发展 

——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首届年会综述 

雷家琼 

6月21—23日，“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会议由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城市研究

所承办。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和大陆的近120位学者参加会议，就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建

设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诚如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所言，中国首次城市史年会能有近120人与会，表

明城市史研究的火热，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和重视。 

 

实证研究尤为学界关注 

提交会议的论文共97篇。其中，23篇为古代城市史，占参会论文总数近24%，63篇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约占论文总

数65%，另有3篇为跨越古代和近现代的长时段研究，6篇为中国城市史理论或方法的研究。参会论文情况反映出中国城市

史的研究现状，即中国近现代城市史最受学界关注，是研究重点。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黎小龙概括说，中国城市史研究

近几十年呈现出两个热点：早期城市起源的研究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如果从这次会议来看，则近现代城市研究是热点

中的热点。 

97篇论文中，有91篇属于实证研究范畴，表明中国城市史的实证研究尤为学界关注，这反映出学界期望从历史维度

对当今中国城市化建设提供提供历史借鉴。如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庆洲《城郭市廛：传统中国城市的机能特征

略述》一文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建造有一个重要的仿生现象。目前中国已发现30多座与龟文化相关的古城。以龟城为

营建意匠的五种不同类型，均反映出中国先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宇宙观念。这些蕴含崇生的哲理智慧和仿生象物的规划

设计，对于今天的城市建筑和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陈国灿《南宋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探

析》一文，考察了南宋时期官方和民间的救助活动，认为南宋时期城市社会贫困化问题加剧，促使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城

市贫困人员的救助，着手建构官民结合的社会救助体系，将以前临时性的荒政，转变为官方主导，民间为辅的对城市贫

民日常性、内容广泛的救助，但官方救助政策和诏令，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当时社会也没能形成普遍的救助观

念和风气。 

 



 

   

理论探讨有发展空间 

6篇理论或方法的研究成果，占参会论文总数约6%。其中，5篇谈及城市发展的动力问题。如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

教授何一民《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一文认为，城市的产生是一场“城市革命”，城市出现后，进一步改

变了人类生存的方式，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各种活动由分散而趋向集中，并由此出现城乡分工的不同，产生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分工的区别，为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民《中国近

代城市发展的动力分析》一文，从宏观上分析了促进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问题，认为城市化的动力主要包括政府动

力、市场动力与民间社会动力；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来看，以市场和近代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因素的推动作用在增

强，但政治主导与行政推动仍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社会力量难以为继，是城市发展缺乏持续动力的原因之一。江

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涂文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一文，从内与外，天与人，国家与社会、城与

乡四个方面探讨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问题，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化运动的总体水平远低于世界

国家水平的平均水平，其最重要原因是中国城市发展缺乏内在的、积极的动力。 

城市史研究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理论探索，是这一研究领域发展的基础。这次研讨会学者们在

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已在尝试创新。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尚需在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的基

础上，开创出自己独有的研究理论，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现实需求推动城市史研究 

会议主办方强调筹备这次学术会议，目的在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加强国内外城市史

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联系和对话，营建城市史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平台。 

而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则重视城市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认为城市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具有重要价值，“城市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象征，承载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梦想的明光。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要规划好、发展好、建设好城市和城市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的参考”。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毛洪勋也认为，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必然

符合城市化的过程。探究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深入研究城市发展的规律，不仅对于搞好

城市建设，而且对于我国具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进一步把握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均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发表于《团结报》2013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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