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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
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
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
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
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
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关键词：城市史学／城市史研究／中国古代城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近年来，中

国城市史研究发展较快，进而有学者提出城市史的研究是中国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
使命之一。①我国城市史研究在新的时期的发展，既有国外学术发展和其他学科发
展的影响，也有中国史学传统的奠基。城市史学在我国的提出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研
究的发展，学术界已开始对城市史的学科问题予以关注，这里仅就中国城市史研究
的相关问题和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发展陈述陋见，并就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推进提出
粗浅看法。 

 
一、城市史研究的现代中国背景 

 
    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新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必然
性。这既是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也是学科发展分化的结果；既是国外学术
发展的影响的产物，也是国内学术自身发展的反映；既是史学现代发展的产物，也
是诸多学科共同推进的结果。 
    1．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迈人了工业文明。而工
业文明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与繁荣，由此城市化的速度在逐步加
快，城市化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因素之一。当今社会，城市发展
的日新月异，使人们深感保存城市历史的必要。“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背景
下，如果不抓紧时机对城市史进行研究，将来的城市也许会失去自己在历史中所形
成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城市将不复存在。”②在城市高速发展的
同时，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存留底蕴和保持活力的必然之举。 
    现代城市的发展还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古城保护、城市建设、文化继承等
方面暴露出不少城市问题，并且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问
题会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些不断涌现的城市问题，为了避免新的城市问题的出
现，从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寻求借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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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其借鉴功能，城市史的研究可为解决现代城市问题、避免新的城市问题的出
现提供各种各样的借鉴。城市发展的需要，促成了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 
    探寻城市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未来的发展，对于城市的不断发展也是十分必
要的，而城市史的研究可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给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
鉴，并预测城市的未来，就需要研究城市史。城市史通过研究城市的起源、历史发
展和必然趋势，揭示城市的本质和规律。”③可以说，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所面临的
各种问题，这种现实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广
而言之，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促成了学科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研究的兴起与
繁荣。 

我国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的发展，是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密切
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城市建设获得了长足发
展，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种城市发展的客观的现实需
求，促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正如所言：“当今我国城市史研究的勃兴，
其深厚的物质基础还在于城市建设、城市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性城市化趋向。”④现代
中国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通过中国城市史的
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和历
史依据”。⑤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对所出现的城市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推动了中
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繁荣。 

2．“城市史学”的形成 
    “城市史学”⑥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史学”
在中国史学界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迈人新的发展阶
段，反映了我国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学术背景，是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城市史研究兴起
和发展的一种回应。 
    关于城市史学形成的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说认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
一说主张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公认的意见则认为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⑦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是以埃里克·E．
兰帕德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作为新城市史学与旧的方志式
的城市史相区别的标志。”兰帕德提出“应该把城市社会诸多关联的方面作为一个生态
复合体来研究”。⑧然而，城市史的研究在城市史学产生以前早已存在，可以认为，
城市史学是在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需求的刺激下、在诸多学科和
理论方法的带动下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战后城市的重建，城市史研究在德
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城市史国际委员会就常设在巴黎。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罗马召开了第十次国际历史学会，提出了促进城市史研究的
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德、法等国进入了城市史理论的更新和确立时期；1975
年是“欧洲城市建筑保护年”，在这一年，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欧洲城市史研讨会；80
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城市史研究日益组织化、系统化，并且积极扩大了包括东方
国家在内的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⑨在美国，早在城市史学产生以前，城市史研究
就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33年，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所著《城市的兴起》一书出版，
在美国开启了史学家研究城市史的先河。1959年，理查德·韦德出版了《城市的边
疆》一书，将美国的城市史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⑩20世纪60年代以
来，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了快速发展，研究领域也从本国扩大到了包括中国城市
史在内的世界范围。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受到了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
代初，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研究一道形成了热潮。⑾在亚洲，日本的城市史
研究较早得到新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城市史研究跨入快速发展时
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开拓自己城
市史研究的同时，也引用了西方城市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成果。也就是说，包括中国
学术界在内的城市史研究正逐步开始同外国的城市史研究接轨。”⑿ 
    我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是对世界范围内城市史研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回
应。中国的城市史学的提出，⒀作为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标
志着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隗瀛涛指出：“中国国内研究近代城
市，起步于80年代中期，具体讲来起步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七五’规划
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四个近代城市的近代化研究列为国家课题。” “以‘七五’
规划的近代城市研究为契机，近代城市史研究勃然而兴。”⒁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和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城市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以



来，目前已出版20余辑。近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将城市史研究视作历史学的一个
新的分支— —城市史学，“城市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城
市史研究和城市史学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认为：“城市史学，这个概念主要来自西
方。它把城市视为一个有机实体，是对以城市文明发展为主轴的专史的研究。在纵
向上，主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脉络的阶段性，横向上注意研究城市环境、城市
生活、城市人口、城市阶级和阶层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学，其发展颇有西
方城市史学影响的痕迹。”⒂但不管怎样，城市史学在中国的提出，是中国的城市史
研究理论方法更新的一个信号，可以视作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
志。 
    3．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的传统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渊源远可追溯到中国古代
沿革地理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形成了诸如《洛阳伽蓝记》、《长安
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历代帝王宅京记》
等一批与城市史相关的著述。而我国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却是源于近代，傅
崇兰提出：“直到近代，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中国都市》的短文，内容属于萌芽状
态的城市史。”⒃近代以来，在沿革地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对中国
的城市史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城市历
史地理的研究，不仅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⒄而且城市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地
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被提出并加以探讨，主张城市历史地理学“着眼于城市兴起、发
展、演变的地理空间”，研究对象为“城市兴起、变迁的地理条件”，研究的任务就是
“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⒅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城市
历史地理学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构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组成部
分，而近年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明确提出，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
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中国古都学会，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和出版文
集，加强了对于以都城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促成了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的发
展繁荣。以历史地理学学者为主的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较多的保留了中国史学研究
的传统，在面对西方城市史研究发展和城市史学形成的形势下，原有研究中国城市
史的史学传统正在不断进行着革新，并开始向现代的新的城市史研究进行转变，而
这一史学传统的革新与转变可以说发端于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⒆一书
的出版。该书“参考了外国城市发展史，纳入了区域与城市关系、城市经济、社会、
文化结构演变，城乡关系历史变革，重视了交通、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等”，⒇是中
国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变革和转变。有学者撰文认为该书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
产生了“先行著作”的影响作用。[21]这种评判自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基于对以历史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的现代变革的理性认识，
朱政惠提出了历史城市学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历史城市学是新时期得以发展的又一新的独立学科，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却比
历史地理学有更独特的研究内容，历史城市文化、城市风俗、城乡关系、中外城市
比较研究等，均属其研究范围。 

历史城市学，在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方面，几与城市史学无异，然而历史城市
学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城市史学，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发展，
并不断吸取新鲜研究成果而自我更新完善。我们所以把通常人们所说的“城市史学”成
为“历史城市学”，主要在于强调它的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同时也为了提醒研究者：
中国历史城市学要发展，必须充分尊重传统的研究成果、方法和来自异域的研究成
果、方法的结合。[22] 

 
    可以说，历史城市学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城市史研究的现代变革进行理性的
学术反思的结果。 
    4．多种学科发展的推动 
    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还得到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多种
学科的推动。社会学尤其是其分支之一的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史研究的进
步，社会学以城市社会作为其研究领域之一，其中包括对城市社会历史变迁的分析
考察，自然也就涉足到城市史的研究。美国城市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他们在对城市社会进行研究时较早注意到了城市史的
问题；到了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开始介入城市史的研究；60年代以来，在城市史
研究的基础上，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美国形成并得到了充分的发



展。[23]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促进了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开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学的
研究包括了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包括了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的
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经济史的著作中，往往有专门章节对于不同历史时期
城市经济的探讨。从经济学学科的横向构成上看，城市经济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之一。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包含了对于城市经济的历史变化的研究。可以说，经济
学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学的成长，对于包括城市经济史在内的城市史的研究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上空间规律的一门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其重要的分支学科。
“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空间组织，也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律性。”城市地理学
的研究要涉及到城市地理的历史变迁等情况，因而对于城市史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此外，地理学中的一些新的理论，如“中心地理论”、聚落理论、区域理论等的提
出，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无疑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学者施坚雅在中国古代
城市史研究中所取得的进展，就是科学合理地使用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进行城市
史研究所结出的硕果。[24] 
    建筑学对于建筑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历史时期的建筑，不可避免的对城市发展
史的内容有所讨论。此外，作为建筑学组成部分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其学科的
学术研究自然要对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这些讨论既是建筑学
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城市史研究的构成部分，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
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已有的城市史论著中，有许多是关于城市建设史和城市规划史
的内容。建筑学的进展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着眼于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城市问题，以钱学森为
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建立我国的城市学，提出城市学“是一门应用的理论科学”，“是
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城市学要研究的不光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家
的城市体系”，[25]认为“城市的起源、兴衰与历史演变(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城市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6]城市学是在我国城市研究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城市
研究本身的一种理性反思，它的提出对于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城市史既是城市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重要部
分。[27] 

 
二、城市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方法 

 
    城市史研究与城市史学有所不同，城市史的研究有多种学科的参与，城市史研
究的发展得到了多种学科的推动；城市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其对城市史的研
究自有其独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 
    1．城市史与城市史学的学科属性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城市史与诸多学科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史“虽以探索城
市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规律为主要宗旨，却须涉及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民
族学人类学、法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乃至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等众多的学
科”。[28]事实上，城市史及其城市史的某些领域构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
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都市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组成部分。“城市史既是历史科
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城市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29]“国外的城市史研究已经越
来越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0]城市史和城市
史的某些领域隶属于多种学科是由城市史的特性决定的，哈里·詹森在《关于城市史
学定义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城市史的定义是与方法论的内涵连在一起的，由于“城
市”可以从不同的意义进行研究，所以城市史就可以根据研究的内容不同属于不同的
分支学科。[31]城市史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以时间变迁为线索的
纵向研究领域，自然应是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之一；与此同时，城市又是由诸多横向
方面如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组成，这些横的方
面构成了历史学之外的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这些横的方面自身也有其历史形
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城市史或者城市史的某些领域就构成了这些相关学科的
研究领域。城市史的学科性质是多元的，城市史属于多种学科，城市史研究必然有
多种学科的参与。 
    “城市史学是自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这早
已成为学术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32]城市史学是研究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门分支



学科，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有所不同，城市史学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学开始在我国史学界提出并逐渐被广泛使用。“城市史学
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
演变及规律为目的的历史学科的分支。”[33]城市史学以城市史的专门研究为使命，
对于城市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但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和
关注，城市史学与其他学科一道，共同携手推进着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2．城市史学的学科特点 
    “城市作为一个综合的实体，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34]由于城市是由多方面、多子系统组成的综合的系统的社会空间，因而城市史的
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城市整体系统或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城市
史或城市史的某些领域便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城市史学在研究城市历史的过
程中便与多种学科发生关系，城市史学在史学分支学科中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的特
点。皮明庥认为：城市史学“既为史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又与城市学、社会
学具有同构关系。它既具有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又兼摄自然科学(如地理、园林、
建筑工程等)成分，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35]城市史学因城市历史本
身的特点而在诸多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的特点。 
    关于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做了许多探讨，值得加以总结。傅崇兰、朱
玲玲撰文提出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 
    (一)城市内部的结构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主要是职
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文化结构的
发展变化；城市职能分区的发展变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变化。… … 

(二)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所谓城市关系圈，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
与乡村的关系。[36] 

 
隗瀛涛在《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也提出了城市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 …城市
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
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
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37] 

 
    皮明庥在《城市史研究略论》一文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指出了城市史学的
研究对象： 

研究城市史，从纵向上，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研究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形态和发展状况及其历史特
点。从横向看，要涉及城市的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工业、商贸和金
融、建筑、公用事业、交通、市政工程、科技、文教、游乐、生活、人们的心理、
社区、服务、习俗、阶级和阶层、职业、社团、政治、宗教、人口、人物、建置、
功能、疾病… …而这些方方面面又相互联系、消长变化，每一个方面又可以成为一
个母系统，延伸出许多子系统。[38] 

 
    城市史学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自然包括了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变
迁，也包括了城市圈的历史变化，更包括了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过程和城市
整体的历史变化过程。城市史学作为史学分支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以
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其他学科多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变化作为其研
究对象，并且以当代研究为重点，根据需要上溯城市的历史发展；而城市史学除了
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外，更重视综合的宏观的研究，城市史学
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一种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将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关于城市史的研究相比较，也可看到
城市史学的一些特征。一是对于城市历史面貌的揭示与复原。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
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城市史学作为其分支，自然在揭示与复原城市历史面貌方
面，尤其是对历史时期城市的微观复原研究方面，[39]有着其他研究城市史的学科
所不具备的优点；二是对于城市历史的综合性研究。西奥多·赫施伯格在《新城市
史：走向跨学科的城市的历史》一文中认为：作为城市史学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的
训练，应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要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相结合。[40]其他学
科在研究城市史时多以城市历史的某一方面为对象，而城市史学除此以外可对城市



整体的历史做综合性的宏观研究，这一点是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三是对于城市体
系与系统的专门研究。研究历史时期区域内城市群的体系以及城市的内外系统等内
容，是以城市史某一领域为对象的其他学科难以完成的，而这一重任必然的落在了
城市史学的肩上；四是对于城市历史的历史主义研究。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整个社会
的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城市历史要将城市发展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
分析考察，要对城市历史进行与所处历史环境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这是
历史研究的科学特色所在。 

城市史学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上也具有明显的特征。城市史的多学科属性，决定
了以城市史为对象的城市史学的理论方法的多元性特征。首先，史学方法是城市史
学的基本方法，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证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历史研究的多重证据
法、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等历史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史学中依然具有重要的
地位，构成了城市史学理论方法的基础。其次，除了史学方法外，城市史学还要充
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己所有所用。如城市史学对于社会学的人文生态学
理论的吸收和利用，促进了本学科的极大发展。[41]又如城市史学对于地理学中的
中心地理论、聚落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环境史理论等理论方法的吸纳，对于城市
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的继承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史学的形成和不断发
展。[42]城市史学的理论方法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城市史学要不断发展，就需要不
断采纳甚至发展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城市史学除了科学地继承传统史学理
论方法外，还应吸取社会学、城市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
理学、经济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计量学、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等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知识和手段，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43]此外，
现代的最新技术手段和方法。也会在城市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显现出一些薄弱

环节。“在研究时限上，普遍着眼于现状和展望未来，探索城市化发展方向，而对以
往的历史经验总结不够；在研究对象方面，一般认为西方对现代化城市各方面研究
的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偏重于介绍翻译西方有关城市研究的论著和经验，忽略了我
国城市发展的经验。”[44]总的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尤其是综合的系统
的研究，是我国城市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一定的改观，但问
题依然存在。为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笔者以为应在以下方面给予更多的关
注。 

1．综合性的系统的宏观研究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对于单体城市的研究、城
市某一方面的研究以及某一区域和某一时段的城市的研究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综
合性的系统的宏观分析研究相对较弱。[45]而对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讲，综合系统
的宏观研究却是必不可少的。许多非史学的分支学科对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史、
城市经济史等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历史都有不少的研究，但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却是其他分支学科难以胜任的，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到
了城市史学的肩上。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城市史学，不仅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微
观的、局部的、单体的研究，更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分析研
究。城市史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其显著的学科优势，将城市发展的历史置于整个
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考察，对于城市整体、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发展
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都是历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学科优势的具体体现。 
    2．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城市和城市史的综合性特性，决定了在城市史研究中需要多种学科的广泛参
与，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和新兴的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除
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外，也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于较
大的研究课题，还需多种学科学者共同合作，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从目前中国古代
城市史的研究来看，多是某一学科的单独研究；在历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中，跨学科
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十分有限。为了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历史学者应该充分
认识到在城市史研究中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动
组织各相关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多学科广泛合作，完成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重
大课题。城市史学的发展，要求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促进城



市史研究的深化。为此，要求研究主体要不断扩充自我知识积累，了解掌握多种学
科的研究方法，完善主体的认知结构，强化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跨学科研究。 
    3．考古学成果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应用 
    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中，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古代城市史研究中也
同样如此。在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有限，城市历史遗存相对
较少，特别是对上古城市的研究更是如此，这样就造成了城市史研究中的困难和局
限。而考古发现与研究特别是古代城市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弥补古代城市史研究
中资料不足的局限，由此可以看到考古学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过去对文献资料的运用十分重视，而对考古资料和方法的
运用却是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对于古代城市的
考古学研究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46]一书的出版可视作
其代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在古代城
市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继续积极开展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利用考古
发现的各种资料，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促进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 

4．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性和规律 
哈里·詹森认为城市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其内涵是不同的。[47]事实上，城市的内

涵不仅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也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城市
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城市的发展具有一
定的连续性，近代中国的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延续。只有通过对古代中
国城市发展特性和规律的研究，才能揭示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目前，学
者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特点和规律等问题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如学者提出中国城市的
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条是行政力量强制下全国一个
模式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两条线相互矛盾着，斗争着，发展着，形成了中国城市发
展史的历史线索。”[48]又如学者们对中国上古城市政治性特色的探讨，已经形成了
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客观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探讨中国古
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问题时，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中
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特别是上古城市发展特点的形成以及
发展规律的形成的影响作用；二是在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特色和特有发展规律时，要
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想文化、政治特色等)对城市发展的历史作用以及两者
之间的密切关系。探索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是我国城市史学的重要使命
之一。 
    5．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建构 

城市史学理论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学科理论；二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理
论。城市史学是研究城市史的历史学的新的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尚处于建设当
中。中国城市史学兴起较晚，其学科理论建设除了向国外学习引进外，还应该构建
本国的城市史学理论体系。国内学术界已就城市史学的有关理论开始进行探讨，如
学者们对区域城市史的理论方法做出探索，这些探索对于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的推
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49]但这仅仅是中国城市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中国城市史
学的理论建设还要重视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古代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发展特点和
发展规律，从城市历史发展的实践中提升形成理论，并形成城市史学理论的民族特
色。应该说，我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既可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及其研究中汲取
营养，又可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
期的城市》[50]一书因其理论的提出，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
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建设，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水平必
将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注释： 
    ①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 —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
1994年第12期。 
    ②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 —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
1994年第12期 
    ③陈绍棣：《加强城市学和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⑤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⑥皮明庥在《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开篇提到城市



史学简称城市史，如果从城市史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城市史学与城市史二者还是
有一定区别的，城市史研究在前且有非历史学科的城市史研究，城市史学提出在
后，属历史学之分支。 
    ⑦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⑧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
期。 
    ⑨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 —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
1994年第12期。 
    ⑩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⑾李巍：《加拿大城市史研究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⑿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 —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
1994年第12期。 
    ⒀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
研究》1992年第3期；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瑞
成：《中国城市史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⒁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1页。 
    ⒂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 —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⒃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2年版，傅崇兰《序》。 
    ⒄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⒅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7
页。 
    ⒆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⒇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傅崇兰
《序》。 
    [21]杨正太：《一部中国运河城市史专著》，《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22]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 —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23]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
第2期；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
期。 
    [24]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版。 
    [25]钱学森：《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城市规划》1985年第4期。 

[26]鲍世行、顾孟潮主编：《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5页。 

[27]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自序。 
    [28]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9]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傅崇兰
《序》。 
    [30]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 —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
1994年第12期。 
    [31]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32]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33]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自序。 
    [34]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3页。 
    [35]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6]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
1989年第3期。 
    [37]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6页。 
    [38]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9]曲英杰：《谈对古代城市的复原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0]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41]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
第2期。 

[42]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
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版；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姜芃：《全
球化时代的国际城市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43]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4]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5]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6]许宏：《先秦城市考占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47]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48]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
1989年第3期。 
    [49]赵可：《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述评》，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版。 

[50][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
版。 

 
作者简介：毛曦，大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大连116622)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京)，2006．2．71—81 
 
 
 

责任编辑: ecoadmin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