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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研究7%以下简称6陪京首

善7&一书是罗晓翔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於"#$*年出版的代表作

品!也是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明代南京城市生活与城市性研

究(的结项成果$作者以国家权力的'在场(

!

切入口!通过考察陪京首善

之地南京的城市空间"人口构成"城乡关"管理模式"城市经济"文化资

源!与马克斯A韦伯V.8pT@9@4Y进行对话!旨在探讨不同於西欧城市的传

统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及特徵!进而
!

走出'韦伯陷阱(提供瞃索$

6陪京首善7一书以晚明南京
!

讨论对象!有作者一定的用意$第一!

南京地区丰富的存世史料
!

学者展开讨论提供可能性$第二!明代南京因其

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经历了较
!

杂的城市塑造过程$第三!南京是明

清时代城市变迁的缩影!从明初到晚明!接着进入清代!南京经历了两个重

要的城市变革期!是传统中国一瞃城市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本书除绪论"

馀论外!共计四章!大体对应城市史的制度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层面$

第一章探讨明代洪武时期的都城建设对晚明南京城市空间"人口构成"

城乡关的影响$从'都城时代(到'陪都时代(!标?城市空间界限的有

形建筑#城墙"维'共同体(的
M

收和治安管理机构#五城兵马司"展现

城市认知的地方
D

述话语!三者共同打造南京城的军事"社区"意象空间$

在城市空间中朝夕生活着的是城市人口!其中移民人口是明代南京城市建设

的主要群体$作者在英国学者彼得A克拉克VW@A@4-=84?Y提出的分类法基础

上!把明代南京的外来移民划分
!

'自我完善型移民 (V9@AA@4P@DA

P5̀48A53DY" '维持生存型移民 (V6M9656A@D<@P5̀48A53DY和 '政策型移民 (三

类%页&1 &!?指出洪武时期'徙实京师(的'政策型移民(从根本上影响

了明代南京的城市变迁$永乐迁都後!基於南京'留都(行政功能带动的人

口流动!主要
!

留都官员"国子监生"商人"手工匠作"僧人"倡优"

&

使!其中士绅家族多是明初'政策型移民(的後代!因而在城乡关上!不

同於'江南模式(的'城*镇*乡联动(态势!南京呈现
!

城乡分离的城市

特徵$因此!作者认
!

!明中後期南京城市发展?
=

有在根本上突破洪武时

代的'都城模式(!上述城市特徵皆带有深深的洪武烙印$

第二章关注'都城模式(下的行政机构在城市管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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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作
!

都城"应天府城和上元"江宁附郭县的县治所在地!其城市

管理存在三套官僚体系%部院"府衙"县衙&"两种模式%都城模式"府县

城模式&$就钱粮"刑名"公共事务而言!都城模式下中央机构的职能在城

市管理中强势渗入!尤其是五城兵马司!他们维护着城市的
M

收"治安和公

共工程!建立了具有城乡差
"

的
M

收"司法制度$相较之下!仅在府学维修

等少数事务中发挥效用的府县城模式则黯然失色$在势要之家和地头蛇盘踞

的南京!常常因监督不力和司法漏洞令上述两股势力趁机
!

非作歹!从而造

成冤抑!而出面惩治势要之家"地头蛇的往往是南京的高级官员群体$因

此!国家权力的'在场(

g

定南京中央机构的主导性$

第三章通过考察工商业活动"徭役与赋
M

"收入与消费!揭示繁会与凋

敝?存的南京城市经济特徵及其形成原因$明代南京地区因其行政层级之高

和地利之便!城市周围舟楫往来繁盛!商业活动兴盛发达!俨然
!

东南一大

都会$虽然有明一代的商
M

徵
M

额度极低!但由於商业管理体系庞杂"商人

报
M

程序繁琐!期间重复徵
M

和层层需索的现象普遍存在!带有专卖性质的

食盐亦不能免俗!是以在经过高额盘
{

後!晚明南京城市金融工商业的利润

?不高$至於城市徭役!南京作
!

明代的第二行政中心!城
&

官署林立!?

且承担着漕粮北运的任务!其徭役的繁杂程度可想而知!其中以快船"运

粮"坊
|

和铺行最
!

繁重!交由城市赋役群体中的卫所军
Y

"县城坊
|Y

和

铺行商人承担!从而导致在地群体财尽力穷!城市民生凋敝$接着!作者将

焦点转向官吏群体的薪俸"房地租等合法收入和利用陋规获取的非法收入!

?把中国与同时期的西欧国家对比!指出後者於$,"$1世纪之交
#

生的城市

地
#

开发浪潮!在明清中国始终
=

有出现!在城市投资地
#

的回报极其有

限!又由於城乡分离的格局!城居地主较少!社会整体收入水平?
=

有得到

质的提高!士绅阶层收入的不稳定性制约着消费模式的升级$因此!晚明南

京?
=

有形成消费社会!在城市经济上繁荣与凋敝两极分化严重!起伏

不定$

第四章以青溪社从鼎盛到衰败
!

瞃索!讨论晚明南京的文化生活$晚明

南京艺文圈最具盛名的是'金陵四家(%顾瞞"陈沂"王韦"朱应登&!其

中顾瞞於嘉靖初年创立青溪社!标?着金陵艺文圈的初步形成$该社成员在

创立初期以本地士人
!

主!到了隆庆"万时期!随着流寓文人的不断加

入!本土性特徵在逐渐消失!青溪社亦进入'後四家时代(!至万中期!

文人团体出版6金陵社集诗7!金陵艺文圈迎来'极盛(时期$不同於以往

研究从教育"战乱两大视角对明代南京文化发展提出的解释模式!作者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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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政资源与文化赞助之间的关!指出南京的主要文化赞助群体
!

官员

学者!正是他们利用政治特权和城市徭役等制度因素进行文化赞助!才使得

南京成
!

南中国区域文化的中心$在对文化赞助人进行分析後!作者随即转

!

讨论被赞助人的文化生活!认
!

文化场域活动带来的社会资本无法转化
!

科举的成功!被赞助的文人颇
!

被动和失意$明清鼎革後!南京艺文圈遭受

的击?非如明遗民诗文中所描绘的那样大!它延续着晚明的格局!但由於

政治地位的下降!南京在区域文化中的地位很快被扬州取代$

在馀论部份!作者从制度的意义"都市心态以及城市发展机制三个方

面!重申国家与城市间的共变关$作者认
!

! '城市发展之契机"利益之

维护!不在於是否能摆
U

国家控制!而取
g

於在国家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

位$这种共生关或许能贯通<行政层级=与<经济层级=两种体系!对城

市发展机制进行更
!

宏观的解释(%页2#2 &$

6陪京首善7对明代南京城市史的深入讨论!首先得益於作者在搜集史

料上所下的功夫$全书依据的文献资料以实
<

"政书"方志"官署志"文人

文集"笔记小
?!

主!其中对明代南京各衙门的官署志"流寓士人的文集等

了解晚明南京城市生活和都市性核心资料的搜罗极
!

周全!

!

细讨论南京

的城市特徵提供可能$在问题意识上!作者对'国家权力(与'地方自治(

的关进行反思!打破以往研究
,

调两者间对立的固有思维!认
!

应该在国

家与城市的互动中观察城市建设$作者处理资料的方法!也颇值得注意$相

较於前近代欧洲随手可得的私人账簿!明代私人账簿的存世量极少!可谓是

可遇不可求!这大大增加了作者研究的难度$在这种情癋下!要讨论城市的

商业利润"商人的生存状态等经济问题!实属不易$令人惊喜的是!作者抓

住南北二京工商业群体结构的相似性!在对明代北京商业群体的相关记载进

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以此类推南京城市商业的结构!纠正文人修辞性语言

带来的模糊性和假象$

总览全文!本书仍存在几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在於对国家制

度的讨论$通过书中对'自上而下(制度改革的探讨!我们知道国家制度是

如何被中上层官员推行的!但不太清楚这些制度最初是如何'自下而上(形

成!地方又是如何将中央推行的制度进行改造!令其符合当地民情$其次!

在第二章南京城市管理体系部份!明代两京制格局下!南京作
!

行政层级低

於北京的全国第二行政中心!在许多事情上常常'被迫(抑或是'主动(唯

北京中央马首是瞻$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除了关注南京中央机构的独立性

外!我们是否还应该观察南北二京之间的互动!进一步追问#北京官员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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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足?又是如何影响南京的城市进程P再次!本书副标题中的'都市性(一

词!似乎会给读者带来作者依旧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探讨城市史的错

觉$或许!作者在使用'都市性(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同时!不妨结合中国

经验!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定义$最後!作者以行政层级高"经济层级高的

'中心地(南京
!

分析对象!对传统中国的城市特徵作出深入分析!而明代

南京因其特殊的城市地位!或多或少会影响作者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

城市模式$若能在研究时段上加以延长!同时更多地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进

行比较!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

以上的建议也许来自笔者的误读!毕竟瑕不掩瑜!它们丝毫不影响这部

优秀著作对重塑读者认知的贡献$近年来!作者将研究下限扩展至清代!着

力於在更长时段上考察南京城市史!相信作者的後续成果能再次推进我们的

认识$

鲍纯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谢景连' ( $插花地 % "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清水

江下游地湖乡的个案研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CDEW

年'VHD页*

'插花地(是伴随国家行政区域调整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有关插

花地问题的讨论中!插花地的成因与延续成
!

研究者聚焦的重要议题!人们

习惯将存续归咎於国家行政
g

策失误和接管不力的结果$事实上!作
!

国家

政治话语的插花地!国家行政力量确实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但若将插花地

的成因简单归结於国家行政!无视国家行政
g

策背後的深层原因以及生活於

插花地之上不同人群的能动意识!自然无法矨清插花地形成以及存续的根本

原因$因此!如何通过新的材料和方法来拓展和深化插花地及其相关研究成

!

学界迫切的要求!谢景连新近出版的6'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

与国家行政***清水江下游地湖乡的个案研究 7%下文简称 6'插花

地(7&一书正是这样的努力与尝试$

6'插花地(7一书绪论部份主要对插花地及其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梳

理以及开展地湖插花地个案研究时观照的理论维度与方法)第一章概述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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