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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证史”时代的城市史书写
■许金晶

城市史研究， 是最近半个多

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重要新兴领

域。 仅以关于中国的城市史研究

而言，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武汉

等在内的中国主要城市， 海外都

有重要的研究作品问世。 罗威廉

的汉口研究、王笛的成都研究、韩

书瑞的北京研究， 裴宜理、 卢汉

超、李欧梵等学者的上海研究，其

相关作品都已经引入中国出版，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这些中

国城市史研究作品， 区别于中国

传统的地方志， 大多广泛采用社

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在内的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在兼具理论

深度与可读性的状况下， 从容展

开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变迁史的研

究。 这样一大批代表西方史学最

新研究潮流与趋势的城市史研究

作品的引入， 自然而然也会潜移

默化地对中国传统的地方志编纂

产生重要影响。 2019年下半年以

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北

京城市影像志》、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上海 1949》和《1949·影像

上海》，正是在这一影响之下产生

的重要作品。尽管这些作品都是作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读

物面世， 但其全新的体例与编纂

方式， 必将会对日后中国城市史

和地方志的写作产生示范效应。

“图像证史 ”时

代里的史料范畴

跟上述城市史研究作品不

同，《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

影像上海》的内容，其最大的特色

就在于主体呈现内容是一张张珍

贵的历史照片， 这跟传统地方志

内容大多以文字为主产生了重要

区分。不能不说，将图像作为重要

一手史料，应该是受到彼得·伯克

等西方学者“图像证史”观念的影

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网络化、电

子化技术已经几乎深入世界每一

个角落的当下， 不只图像可以作

为史料， 视频影像资料、 聊天记

录、个人自媒体平台记录等，都可

以作为史料的一部分。 在这两本

书问世之前， 央视科教频道早就

启动和播出了以纪录片形式展现

中国 2000 多个县的历史的《中国

影像方志》节目。 无论是《北京城

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里

的“以图证史”，还是《中国影像方

志》节目的“以视频影像证史”，都

是对于传统方志写作方式的重大

突破， 也标志着当下史学对于史

料界定的最新理解，值得关注。

在编排体系上 ，《1949·影像

上海》 近乎一本纯粹的历史照片

集，其中每张历史照片所配的文字

说明， 更多只是简单说明照片的

内容， 因而本书在形式上更接近

于以图像为形式的一手史料。 当

然，仔细玩味这些历史照片透露

出来的信息，能够对于当时的社

会政治氛围有直接而形象的感

悟。比如本书中，集体合影的照片

占据了相当多的比例。 无论是这

些照片本身主题的集体性， 还是

编撰者集中选择这些集体照片的

倾向性用意， 都可以看出以 1949

年为节点的上海城市的主流文化。

与 《1949·影像上海》 相比，

《北京城市影像志》在编排体系上

则介于一手史料与二手研究阐释

之间，因而就有了超出单纯的“图

像证史” 的更丰富考量。 全书由

“北京映像”“北京故事”“北京纪

事” 这样三个有机关联的部分组

成。 其中“北京映像”部分正是以

上述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主体，每

张照片仅仅配上简单的说明文

字，以时间为序排列；而“北京故

事” 部分则相当于一个个重点的

专题， 聚焦于北京社会生活当中

的一些重要历史瞬间， 采取历史

照片与详细叙述和解读文字相结

合的方式， 展现这些历史瞬间的

丰富面向；而最后一部分“北京纪

事”，则是同样以时间为序的北京

社会生活大事记。这样点面结合、

各有侧重的三部分编排体系，无

疑也是本书对于城市史和地方志

写作的又一创新。其中，第二部分

“北京故事”中的文字，是由照片

拍摄者撰写的关于照片拍摄过程

的回忆性记录，以及他们对于北

京社会生活变迁的真切感悟。 而

围绕这些富于史料性的照片和回

忆文字， 相关史学研究者完全可

以进行更加丰富多元的解读、研

究和阐发。 由此，本书从“图像证

史”到“图文互见证史”再到最后

的“精要文字证史”，如此的有机组

合， 让这样一部砖头一般的皇皇

作品， 具有沉甸甸的史料价值和

珍藏价值。 无论是对北京和新中

国社会文化生活变迁感兴趣的研

究者和爱好者，还是生活在北京这

座城市里的普通市民，相信都能从

这本书里找到各自相应的收获 、

感动与乐趣。

城市史与社会
史具有天然关联

就城市史研究而言， 以王笛

的《茶馆》、罗威廉的《汉口》、卢汉

超的《霓虹灯下》、裴宜理的《上海

罢工》等经典研究作品为例，他们

或讨论“茶馆”这样的城市公共空

间里市民生活的状态， 或讨论城

市中下层平民的工作生活状况，

或聚焦于工人这样特定的城市群

体， 展现他们的奋起抗争———也

就是说， 城市史研究几乎天然地

具有社会史的研究倾向， 跟传统

政治史研究产生区分和对立。

尽管 《北京城市影像志 》和

《1949·影像上海》 更接近于一手

史料，但在展现视角与路数上，同

样体现出社会史的倾向，这从《北

京城市影像志》一书的副标题“新

中国成立 70 年北京百姓生活变

迁史”就可以看出。 “新中国成立

70 年”固然是一个宏大的时代政

治背景，但本书的最终落脚点，却

是北京百姓生活的变迁史。 本书

收入的历史照片， 不乏刘香成等

世界知名摄影师的作品。 这些照

片如果出现在摄影师各自的作品

集当中， 或许更多体现的是其美

学效应；而当它们以时间为序，在

百姓生活变迁的统一视角下，被

编排在这本书当中时， 这些照片

组合而成的北京社会生活和社会

文化变迁脉络，就变得清晰可见。

更为重要的是，这 70 年里北京一

直是新中国的首都， 那么本书通

过历史照片记录的北京社会生活

与社会文化变迁， 很大程度上也

通过首都的辐射效应， 成为新中

国 70 年间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

一个重要窗口和缩影， 其价值不

言而喻。

相比而言，《1949·影像上海》

虽然聚焦于上海解放这一年的时

间节点，但其呈现主体，同样是军

人、教师、学生、艺术家、工商阶层

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普通人。 在

书中，编者更是将这种社会史倾

向的编撰意图和盘托出 ：“这本

画册 ，选择民间的史料 ，尝试以

一 种 碎 片 化 的 方 式 …… 呈 现

1949 年上海这座城市的不同状

态。 ”而《上海 1949》尽管是一本

以日记这样的文字史料为主体

的书籍，但这些日记的作者大多

并非知名人士，而同样是以上海

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为主 ，“既有

当年随军南下接管上海者的回

忆，也有地下党在上海迎接解放

的回忆，还有普通百姓的回忆以

及 1949 年离开上海者的回忆 ”

（引自本书“编者的话”）。 编者选

择样本时的多样性和普通人属

性，使得本书能够在最大的程度

上， 呈现 1949 年上海解放这一

巨变对这座城市社会文化生活

带来的影响。

《北京城市影像志》这本书涵

盖的是新中国 70 年的长时段历

程 ， 因而在编排体系上不同于

《1949·影像上海》和《上海 1949》

这两本书的简单线性呈现方式。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 其时间划分

正是以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界，

将新中国的 70 年分为前 30 年和

后 40 年这样两个明显不同、但又

有着彼此顺承关系的两个阶段。

翻看书中收录的历史照片， 也能

够明显感受到这两个阶段北京社

会生活的不同面貌。 一个最直观

的体现就是：在前 30 年里，北京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色彩是比较浓

厚的，而到了后 40 年，北京普通

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政治的影响

日益减少，商业、文化等要素开始

逐渐对北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

影响。苹果专卖店里的汹涌人群、

时装表演中的火爆与热闹、 颐和

园里各得其乐的中外游客， 都是

这种社会生活变迁的直观体现。

当然， 政治对于北京社会生活的

影响，只是减弱，并没有消失。 新

中国成立 60 周年阅兵仪式上的

欢笑人群、 天安门广场上疯狂庆

祝中国国家足球队闯进世界杯的

市民， 以及北京奥运会给每一位

北京市民带来的自豪与激越，都

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等主流政治

话语在北京社会生活当中具有的

显著影响力。 这种社会生活从全

面政治化到多元化面向的变迁，

正是北京乃至中国日益发展和开

放的重要体现。

关注视角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

在过往的城市史研究论著当

中，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

书，具有范式层面的开创性意义。

首先， 它将关注视角放在知识人

和中等以上阶层， 并认为由这一

群体构建而成的摩登、现代、华丽

的都市文化， 是民国时期上海文

化的核心要义；其次，正是由于李

欧梵强调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性的

特殊地位与重要影响， 在很大程

度上也就承认了上海相对于当时

广阔层面上的乡土中国的特殊性

与相对割裂。 而在《上海摩登》之

后问世的相关城市史研究论著，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两方面观点

的影响。

而旅美华人学者卢汉超的

《霓虹灯外》一书，在以上两个层

面都体现出与《上海摩登》范式迥

异的视角与面向。 就第一个层面

而言， 卢汉超放弃了众多城市史

研究论著关注的中上阶层视角，

而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上海的中下

层平民。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后者

其实才是上海居民的主体。 这样

的关注对象选择， 赋予了本书更

强的社会性与大众性。 而与此相

对应的是， 不同于过往上海研究

论著大多强调上海的特殊性，以

及与乡土中国割裂的观点，《霓虹

灯外》 着重展现了上海平民阶层

与广大乡村的紧密联系， 以及在

城市化、 西化和现代化的三重主

题下，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顺承。

相比之下 ，《北京城市影像

志 》 《1949·影 像 上 海 》 《上 海

1949》这三本新近出版的书籍，更

多遵循的都是《霓虹灯外》一书的

范式， 即关注城市里普通人的生

活， 以展现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变

迁，来映照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

代表性城市的变迁， 进而从一个

侧面展现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演

化变迁。 而放在一个更大的范畴

来看，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记

录工人群体历史和当今生活状态

的作品， 诸如上海作家管新生回

忆自己在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里

的生活的非虚构作品《工人新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同济大学学

者杨辰研究上海工人新村变迁史

的学术著作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

地》（同济大学出版社），甚至也包

括吕途近年来推出的 “中国新工

人”三部曲（三联书店、法律出版

社）。 这些作品组合在一起，标志

着以关注工人、农民、普通市民为

特点的《霓虹灯外》范式声音的逐

步壮大与扩散， 对于我们国家的

城市史研究来说， 这是一种可喜

且可敬的变化。

《北京城市影像志》

李 健主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49·影像上海》

陈立群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荨长城上的时

装表演 （《北京

城市影像志 》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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