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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记忆江宁”活动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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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忆江宁”是在城市空间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由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为留住城市街区集

体记忆而组织的一次活动。通过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质

性研究方法，可以探讨“记忆江宁”活动中编制的文化地图是否可以成为承载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并结

合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分析主体参与机制及其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记忆江宁”活动

中完成的文化地图可以成为建构城市街区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 地图编制过程中的居民参与对地方集体记忆

的建构具有积极影响; 在文化地图的要素选取和编制过程中也存在主体间的权力不平等现象，表明文化地图

所承载的城市街区集体记忆仍然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可见，“记忆江宁”活动对城市空间地

方营造和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极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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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更新速度明显加快，不少老建筑、老街坊随之消失。作为城市基本

单元和人们日常生活重要载体的城市街区普遍发生了景观的巨大变化( 王峤等，2018) ，不少老居民也

已在旧城改造中搬离，城市街区的原有地方性难以延续，居住者对街区的发展历史变得陌生。虽然从短

期看，街区地方性的中断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城市最基础的细胞，街区地方性和历史记忆

的普遍缺失，会削弱整个城市的文脉，也不利于社区感的建构和街区凝聚力建设。在上海全力打响“四

大品牌”的背景下，更有必要以街区地方性的重构支撑“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已有研究显示，本地社会

若想在一个高度流动性、多元文化并存且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保存其独特的地方性，增进主体对地方

的认同，就必须唤醒地方集体记忆并对原有地方文化意义进行再生产( Zhu，et al．，2011; 唐雪琼等，

2011) 。集体记忆就像一座桥梁，与记忆过去、联系当下和想象未来都密切相关( Jijon，2018) 。上海市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事处( 以下简称江宁街道办) 于 2017 年组织的“记忆江宁·美丽家园发现之

旅”———江宁老街坊记忆留存专项工作( 以下简称“记忆江宁”) ，旨在激发居民和各界对老街区的记忆，

并将其融入美丽家园、美丽街区等社区文化营造活动之中，有可能折射出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机理和潜

在价值。“记忆江宁”活动包括绘制一张文化地图、拍摄一部宣传片、编撰一套图画书和挂牌一批江宁

记忆点等。其中，文化地图的绘制是这套文化活动组合拳中最先完成的子项目。为此，本文主要拟结合

对文化地图绘制成果的影响调研，初步探讨文化地图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可能价值，并由此回溯文

化地图的编制过程，探究文化地图编制中的权力关系及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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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图与地方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对过去的公开表征( public representation) ，是整个社会对过去的信仰、情感、道
德判断和知识的分布，即我们记住了什么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 Jijon，2018) 。集体记忆的概念源于涂

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 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 2002) 据此最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将

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以后，Frederick Bartlett( 1998) 证明了记

忆的社会性倾向，还提出了“心理概图”的概念，认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特别的心理倾向; 而 Vygotsky
( 1997) 则指出，人类的记忆必须在社会、社群和文化的概念下被理解，同时，随着年岁增长，帮助记忆的

符号工具会陆续被发明出来，从而为集体记忆的形成和传承机制研究奠定了社会心理学基础，他们也被

并称为“集体记忆三大家”( 王明珂，2006) 。目前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一类受 Halbwachs、Nora 等的影

响，重点关注空间、景观与集体记忆的关联; 另一类则主要受 Connerton 身体记忆理论的影响，主要关注

庆典、仪式、表演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钱莉莉等，2015) 。可见，不仅集体记忆的载体是多元的，而且无论宏

大叙事或日常生活、政治空间或世俗空间、物质景观或非物质景观、精英阶层或草根群众，都可能对集体记

忆的建构和重构发挥作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集体记忆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国家或族群，从而与国家

记忆、民族记忆等社会学研究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虽然也注意到“它根植于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 Al-
exander，2009) ，但所谓的“地方”更多是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活动地，是地理坐标，而非具有独特地

理位置、区位特征并承载特殊情感的空间( Agnew，2011) 。近年来，随着地方研究的复兴，有关地方集体

记忆的研究也逐渐丰富。它们更多关注依赖于特定地理空间的集体记忆( Howard，1986) ，强调特定地

方历史上形成的不可移动、不可复制的特色景观或地方精神所具有的载体价值( 孔翔，2017) ，毕竟，这

些正是凝结地方情感和认同的基础。在“记忆江宁”活动中，一方面注重激发居民和各界对“往事”的记

忆，体现了对主体性的关注; 另一方面，以文化地图为载体，则显现了对地方历史景观的倚重，因而可以

说是一次对街区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透过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和效果，不仅有助于解读这一地

方集体记忆建构过程的主体间权力关系，也能揭示文化地图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潜在价值。
文化地图起源于芝加哥学派将地图方法应用于社会空间研究; 以后，受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影响，

逐渐关注到日常文化实践及其地图化的呈现。当下，文化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沟通载体，在社会实

践、学术研究和政府规划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Benhabib，1996) 。因为它不仅描述了特定地方文

化组织、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等物质性文化要素的分布状况，而且能折射出记忆、叙事、价值观等主观要

素，反映出特定区域的活力、文化认同、地方感和生活品质，因而有助于对区域进行定义 ( Stewart，
2007) ，也能帮助社区或群体完善对自身的认识，而通过不同地图符号的表征，还能使读者和地方之间建

立某种特殊的联系。可以说，文化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沟通方式，完全可能成为地理学研究地方集

体记忆与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 Benhabib，1996) 。同时，在文化地图编制过程中，政府、专家、居民等不

同类型主体都可能凭借其对特定区域的知识或经验希望获得文化表征权，但并非所有主体的权力需求

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同类型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对文化表征权的争夺，甚至某些主体会采取抵制

的话语或行动( 周尚意等，2010) 。“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绘制活动虽然积极吸引广大社区居民的参

与，以共同描绘属于“江宁人”的地方印记，但在实践过程中，究竟哪些类型的主体获得了较大的文化表

征权力，拥有不同权力的主体对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会有怎样的态度，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它不仅是

在回答谁的记忆被安放在了“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之中，更是在回答地方集体记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

的，其影响如何。这正是新文化地理学在地方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也有助于考察地方集体记忆

的动态变化与重构机制( 刘玄宇等，2017) 。
已有地方集体记忆的研究虽然涉及城市街巷( 李凡等，2010; 周玮等，2016) 、传统村落( 孔翔等，

2017; 吕龙等，2018) 以及纪念场所( 李彦辉等，2013; 侍非等，2015) 等不同类型的地方，但大多关注地方

特色景观的作用，相对忽视文化地图这类可视化表达成果的潜在价值( 周国奎，2016) ，更是较少探究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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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主体间相互作用。“记忆江宁”活动的文化地图绘制过程及成果为此话题的分析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

材，本文希冀通过解读“记忆江宁”活动中的居民参与机制及对文化地图绘制成果的态度，初步回答文化地

图在重构地方性中的作用机理，这也将是对新文化地理学意义地图理论的有益补充( maps of meaning) 。

二 研究案例与方法

江宁路街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中南部，其四至范围北为安远路、南为北京西路、东为胶州路、西为西

苏州路和泰兴路，属于上海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地块( 图 1) 。历史上的江宁路街区，原本是上海西郊的一

片农田，1899 年被划入上海公共租界的范围。1900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时

称“戈登路”( 戈登是当时英国洋枪队首领的名字) 经过此地。道路通车后，沿路形成了住宅和工厂的混

合分布区，这就是江宁路街道作为工业与居住混合区域的最初形态。1943 年，汪伪政权接管租界后，将

戈登路改名为江宁路。抗日战争后期，江宁路地块成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 32 个行政区之一。新中国成

立之后，江宁区建制被撤销，经过数次的行政区划调整，目前是静安区下属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在近百

年的发展变迁中，江宁路街道辖区逐步由城市郊区变身为繁华的闹市，曾存在不少的老民居、老弄堂，也

曾建有 20 世纪工业化初期的许多老厂房、老宿舍，还有租界时期遗留的具有中西文化交汇特色的公馆

和教堂; 而在 20 世纪末以来的城市更新中，这一地块也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较

早经历了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并逐步成为商务楼宇和城市精英阶层的集聚之地，不同国籍、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的“新上海人”在此工作、生活，使其逐步成为兼具全球化和上海地方特色的时尚文化街区。
值得指出的是，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江宁路街道大多数遗存的物质文化景观或者消失，或者淹没在大

片的新景观之中，难寻足迹，而旧城改造还促成了大量老居民的异地搬迁，新楼盘的开发则引进了不少

的新住户。由此，这一街区无论在景观形态或居民结构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论新老居民，都面临

图 1 江宁路街道地理范围示意图

社区感、地方感重构的压力。增进居民和社会各界对江宁路街道的记忆，不仅有助于社区凝聚力的提

升，也有助于地方品牌和社区旅游的发展。江宁路街道办牵头举办的“记忆江宁”系列文化活动，通过

全部 18 个居民委员会，向当前工作、生活在江宁的所有市民征集他们认为最有文化内涵的街区历史景

观，同时，也欢迎曾经的老居民参与; 在此基础上，基于入选的历史景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绘画作品，以

完成“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的编制，并印制了 3 000 份“记忆江宁”文化地图，免费向社区居民和单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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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动旨在凝练该街区的地方特色，唤醒街区的历史记忆和背后的人文故事，对于留存居民对江宁路

街区的记忆，重构地方性和地方感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探究“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编制活动及其工作成果能否在重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积极作用，笔

者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方

式，对江宁路街道办工作人员及普通市民等不同类型主体的态度进行了深度考察。实地调研总共进行

了三次，分别为 2018 年 6 月 20—27 日，12 月 2 日和 12 月 7 日。其中，6 月的调研主要是了解活动进展

情况及街道办、居委会负责人等的态度，并针对辖区内的年长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 12 月则主要对新近

迁入的居民和年轻人进行了补充调研。江宁路街道办、江宁路文化中心以及北京里、海防村、恒德里、淮
安里等 4 个居委会的 8 位关键人物接受了深度访谈，对“记忆江宁”活动的发起背景、文化地图编制过程

以及效果等反馈了不少基础信息，也表达了他们对活动成果的态度; 随机抽取的江宁路街道辖区内的
18 位居民( 无重复样本) 接受了入户访谈，重点介绍了他们在“记忆江宁”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及对活动

成果的态度，同时，也进一步补充了他们对江宁路街区文化景观的记忆。借鉴 Halbwachs 的思想，“老年

人是集体记忆的中坚力量”，相较于年轻人，年长居民对街区历史景观和历史故事等的记忆可能更为丰

富，因此在访谈时尤为关注年长居民的访谈内容和诉求。毕竟，他们在建构和传播自己族群的历史方

面，应当更具有话语权力和权威。除访谈记录外，其他文本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上关于“记忆江宁”活动

的主题报导，主要用以辅助分析文化地图编制活动的过程和影响。

三 研究的主要发现

( 一) 文化地图可以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

从访谈记录看，无论是街道或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市民，受访者总体上都对“记忆江宁”文化

地图的工作成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文化地图能成为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至少因为它具有如下

三方面的价值:

首先，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作为居民留存记忆的可视化表达成果，文化地图使地方集体记忆的建

构具有了某种物质形式的载体。“记忆江宁”活动中的文化地图，是将当地居民记忆中最重要的历史文

化景观转化为由一组看得见、摸得着的绘画成果组合而成的主观地图，这就使得那些留存至今或踪迹难

寻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历史景观，不仅拥有了可记忆、可传播、可传承的特色物质形态，而且在被居民回

忆、选取和艺术化再现的过程中，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这也契合了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研

究的“再物质化”倡议，避免了过度重视文化表征而从物质中抽离出来的倾向( 钱俊希等，2015) ，为地方

的集体记忆提供了适合保存、延续的新的物质载体。文化地图作为一种文化的物质形式，不仅被刻写了

话语与文化意义，也在意义与符号的生产和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为所在街区的民众提供了重

构地方性、地方感的契机，也为其他地方的人走进街区创设了先验性的语境，使所在街区可能由此成为

文化地图所表达以及所能想象的特色文化空间。江宁路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就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我

们的社区里也有不少地方在动迁和施工，不经意间‘某某里’、‘某某邨’、‘某某坊’就一下子消失了，这

就提醒我们，留住城市记忆迫在眉睫，而这次文化地图编制活动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也还算成功。”
(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4 日) 他特别提到，尽管有些建筑已经无从阅读，但它们的模样和故事，却能够

通过人们的记忆而得以留存和延续，当然，这一留存和延续的过程，必然不会是原封不动的，而只能是再

加工和再创造的成果。而对于那些新近迁入的“新江宁人”而言，他们本没有先验的江宁记忆，而此次

文化地图的编制成果不仅给予了他们认知江宁的机会和载体，也为他们创设了先验性的记忆。他们和

来此旅游的陌生人一样，都可能由此建构对江宁路街区的历史认知和地方记忆。这种以文化地图为载

体的地方集体记忆的形成，还可能成为以后重塑地方性或不断书写街区历史的重要基础。在某种意义

上说，“记忆江宁”活动绘制的文化地图不仅关联起过去和现在，也指引着未来。
其次，文化地图所呈现的空间和景观，也唤起了人们的地方想象和认同。“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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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包含了红色记忆场所( 2 个) ，宗教场所( 3 个) ，民族工业厂房( 5 个) 、文化场所( 7 个) 、优秀历史建

筑( 13 个) 等五大类 30 个地标，可以说是浓缩了江宁路街道历史文化的精华。这些由当地居民和单位

推荐的最具文化内涵的空间和景观，不仅承载着街区的光荣与梦想，不少还与特定历史时期当地居民或

从业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无论是其中仍然留存、但功能性质已经变化了的地标，还是完全消失了的

地标，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都为居民重新回忆当时的情与景提供了重要线索。天河居民区的受访者黄

先生，曾经是国棉四厂的老技术员。虽然 20 世纪末，国棉四厂已经关闭，老建筑不复存在，并已建起新

的住宅小区，但他仍向笔者详细回忆了插图绘画中国棉四厂的木棉树和烟囱。他说道:“当年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这个国棉四厂里，当时厂址还是淮安路 640 号南。虽然厂址不在了，好在现在还有两棵玉

兰树被保留下来，这两棵树不仅见证了工厂的变迁，也是我们当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所以在我的手绘

图中，我特意画上了两棵开着白花儿的玉兰树……我画的厂门是 70 年代的样子，家里的老照片几经搬

家不慎遗失了，我就仔细回想当时在厂门口留影的情景，一点点复原出来。这个烟囱是一定要画进去

的，只要看到这个烟囱，就能回想起很多厂里的往事。”(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可见，文化地图里

的景观会勾起当事人的许多集体记忆和归属感，从而提供一种“时间锚定”( temporal anchoring) 的感觉
( Jijon，2018) 。集体记忆不仅包含对事实的认知或记录，更包含着人们既往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植根于

当时的人、机构和地方。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重新把人带回到过往的特定时空环境之中，从而为唤起有

着类似经历的他者认同创造了条件。海防村居民区推荐入选的华义毛刷厂，就具有这样的典型价值。
它不仅承载着属于华义毛刷厂人的集体记忆，而且因其品牌知名度和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中的特殊地

位，甚至成为了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有受访者谈到，“这个厂现在已经动迁了，但从历史上看，建国后这

个厂就已经存在了，对上海或者中国的产业发展来说，都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长命牌牙刷，上海人都

知道! 当时还流行一句广告语‘长命牌牙刷———一毛不拔’，对上海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回忆

吧。”(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4 日) 文化地图上对华义毛刷厂的绘画成果就突出了“长命牌”和“一毛

不拔”两个吸睛点，对于唤醒主体的记忆和认同具有积极价值。
最后，文化地图不仅加深了居民对地方的认识，也提升了居民传承地方历史文脉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随着城市流动性加大，人们的地方“根著性”逐渐减弱，地方与空间的变迁成为普遍现象。在全球

化时代，人们也不再安土重迁，甚至在“家”的搬迁过程中，也较少考察迁入地的历史根源，这可能进一

步导致地方原有的丰富历史文化意义逐渐湮灭。这种由于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功能演化所导致

的记忆生境的弱化，也会滞塞记忆的代际流动( 刘玄宇等，2017) 。而文化地图编制的过程，则能重新唤

起新老居民对地方历史的关注和探究，从而为延续地方历史文脉创造了条件，这也是重构地方性的重要

基础。居住在恒德里居民区的王奶奶，4 岁时就搬入现在的住处恒德里 65 号，但她一直都不知道这里

是聂耳故居( 短暂落脚地) 。而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让越来越多的居民知道了所在社区的故事，也让

王奶奶有了意外发现。“听邻居提起，才知道我住的地方，是著名音乐家聂耳曾经住过的，心里很是自

豪。现在有些游客还会敲响我家的大门，希望能进来参观，如果我有空，我会带他们进屋转转，说说聂耳

的故事。”(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 可见文化地图不仅能加深居民对所在地方的认识，还能促使他

们主动承担起传承地方集体记忆的责任。住在三乐小区的居民高先生可称得上是“老江宁”，也正是因

为“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绘制活动，才发现自己从小生活成长的地方还曾出现过一个漂亮的古典式花

园———徐园。徐园是由昆曲表演艺术家徐凌云仿其父亲在天潼路所建的“徐园”旧园而造，位于康定路

昌化路，是当时的雅集之地，但花园已于 20 世纪 30 年代被焚毁。尽管如此，“记忆江宁”活动仍勾起了

他对城市历史的探寻，刺激他主动延伸对社区的记忆和对家园的认识。“看到社区地标的征集结果后，

竟然发现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过‘徐园’这段历史……后来我通过各种方法去找寻，发现我们这里之前确

实有‘徐园’的原址，但在上世纪 30 年代被焚毁了……文化地图与其说是一幅地图，不如说是我们江宁

地区一段历史的见证。”(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5 日)

综上所述，文化地图不仅为建构集体记忆提供了特殊的物质载体，更以其可视化表达的空间、景观

唤起了当地人的地方想象和地方认同，并提升了当地人对地方历史的认知水平和传承地方历史文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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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性。这些都说明，文化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无论官方或居民

也正是由此充分肯定了“记忆江宁”活动的积极价值。当然，在建构集体记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主体间

的权力争夺，这也正是新文化地理学特别关注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影响的内在动因。
( 二) 居民参与保障了文化地图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载体
为做好“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绘制活动，江宁路街道办广泛宣传和动员了当地居民、单位的参与，

这也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形式。具体地说，以制定启动方案为基础，江宁路街道办向其管辖的 18 个居民

委员会均发放了活动通知，向所有工作、生活在该街区的市民征集值得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和文化地标。
为保证代表性和均衡性，江宁路街道办要求每个居民区上报 3—5 个文化地标的提名。而据调查，各个

居民区主要是通过居民小组讨论会来商议和决定所属地块的地标提名。之后，在汇总各居民区所提名

的文化地标的基础上，街道办邀请文史专家对地标进行了筛选，也组织了居民投票，最终圈定了 30 个不
同年代、不同类别的代表性新老建筑和文化地标。以此为基础，街道办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对上述地标景

观的绘画作品( 插图) ，并得到了社区居民、辖区学校师生和单位白领的积极响应。他们都力图用不同

的画风和形式，展现他们曾经或正在居住、生活的街区里的老民居、老园林和老厂房。活动共收到投稿
作品 108 幅，经过专家评审，58 幅作品入围网络评选。最后，通过微信平台、公众号等投票方式，挑选出

了 20 幅优秀的绘画作品，成为文化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2) 。而整张地图，也不主要是呆板的街道

和地名，而是由文字、地标、绘画作品和漫步路线组合合成的彩色画卷，既让居民平添一份自豪感，也可

以成为游客手上的导览图。从“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看，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重要特色，

这为激活更多主体的地方记忆和地方想象创造了条件，也让更多主体愿意作为参与者积极传播文化地

图的编制成果。正是因为居民有了一定的文化表征权，才促使他们参与建构自身所在区域的地方性记

忆，从而提升了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周尚意等，2010; 2016) 。实际上，社区居民参与文化地图的
绘制是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Soja，1989) ，是对传统自上而下的精英制图有力的回应，也

是反传统主流文化的呈现，可以弱化符号统治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不平等( Parker，2006) 。在居民普遍参

与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也获得了参与对所在区域记忆和知识建构的权力，从而有助
于更好地应对区域社会问题( Stringer，2007) ，这也是社区参与的有效方式。此外，“记忆江宁”文化地

图的表达形式也是人本的( humanism) ，正如江宁路街道办工作人员所言，“城市是有记忆的，建筑是可

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社区是有温度的”，正是有温度的文化地图才更好地承载了地方集体记
忆。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江宁路街道的姚先生表示，“很多老居民搬离了江宁，搬离了静安，但是街道的

这些老建筑、老街坊、老马路都是他们以前生活当中美好的记忆，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居民自己动

手，把集体记忆留存下来，让更多现在生活、工作在江宁的居民能分享一些记忆，增强他们对这里的认

同。”(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 可见，活动的组织者一开始就有“让居民自己动手”的意识; 而三星
坊居民李阿姨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这个地图知道了这里，慕名而来……所以我觉得这

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唤醒了不少记忆”，(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7 日) 这就表明，居民参与也的确帮

助文化地图绘制活动实现了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初衷。

启动方案

“记忆江宁”文
化 地 图 绘 制 活

↓


动

→ 征集地标

面 向 所 有 生 活
和 工 作 在 江 宁
的 居 民 征 集 地
标，以各个居民
区 为 单 位 上 报
3—5

↓


个

→ 筛选地标

经 过 专 家 筛 选
和公众投票，圈
定 30 个最具有
历 史 文 化 意 义

↓


的地标景观

→ 手绘地标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征 集 相 关 的 绘
画 ( 插 图 ) 作
品，居民广泛参

↓


与其中

→ 筛选手绘

经 过 专 家 筛 选
和公众投票，选
出 20 幅优秀作

↓


品作为配图

→ 编制地图

整 张 地 图 用 文
字、地标、绘画作
品和漫步路线的
形式勾勒出江宁
路社区的历史文

↓


化脉络

图 2 “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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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居民参与水平影响其对文化地图编制成果与地方集体记忆的态度

文化地图不仅涉及数学法则，更是一个融合了地方政治、心理、社会和经济权力的过程( Cosgrove，

1999) 。尽管“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编制注重吸引当地居民的参与，但在实践中，不同居民群体的参与

水平仍存在很大区别。而不同主体对文化的表征均具有独特的权力，并由此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张力。
在参与水平不同的状况下，就可能出现权力的争夺，参与水平较低的群体可能以话语、甚至行为实践等

来捍卫自身的地方认同( Qian，et al．，2012) 。此外，文化地图的编制往往还需要艺术、行政、公共管理、
规划等领域专家的参与，他们的权力也可能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效果产生影响。从“记忆江宁”活动

的组织过程看，街道办和专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更大，他们共同决定了活动的主题、方案和规则，居民

则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拥有建议权，并且不同的居民主体会因为身体状况、知识基础、艺术修养和社会地

位等的差别，在实际的参与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文化地图和地方集体记忆一样，从来不可能是原样恢

复或完全再现，而只能是一种社会建构，总有一些因素决定着哪些东西被删除、保留或修订 ( Legg，

2005) 。典型的如，北京里居委会的受访工作人员就提到，“北京里居委会这边本来是拥有最多文化地

标点的，大概有 40—50 个吧。但根据要求，以居委会为单位只能上报 3—5 个，肯定是挑那些名气最大

的。那些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对这些历史最了解，他们说给我们听，我们再把觉得比较有代表

性的挑选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访谈时间: 2018 年 12 月 7 日) 从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文化地标的

挑选过程是存在着文化表征权的争夺，而居民的参与度也会影响其文化表征权。同样的，地方集体记忆

不是所有关于地方的记忆要素的集合，也不是对地方日常生活的无限积累，而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社会

行为，存在某种结构性失忆或强化记忆( 周尚意等，2016) 。无论居委会或街道办，都必须要取舍扬弃，

地方集体记忆和其载体文化地图一样，只能部分地反映出江宁路街区过去发生了什么。由此，居民的参

与水平不仅会影响到文化地图的内容，也会影响到其对文化地图和地方集体记忆的态度。
作为一项社区集体活动，文化地图编制中的居民参与并非是强制性行为。正如“记忆江宁”活动相

关负责人的介绍:“文化地图的原型都是来自居民的创作、拍摄和绘制，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

几岁的小孩，都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是呢，每一项活动都不可能全覆盖，这是一个活动覆盖面的问题。
我们组织了这个活动，广泛宣传和动员了小区居民参与进来。对于这个小区有情感的、想参与到这个活

动当中的人，他们就来参加。我们无法为了这个活动细分各个群体或者指定某一特定群体，反正就是面

向居民。外地人对这个感兴趣也可以参与进来。”( 访谈时间: 2018 年 12 月 7 日) 可见，无论活动组织的

群众基础多么好，都会存在主体间参与水平的差异，并可能由此影响其对文化地图绘制成果的态度，这

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地方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机理。
参与度较低的居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也不想参与文化地图编制工作的居

民。根据调研访谈的记录，他们大多认为，活动成果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例如，海防村一位受访者就

质疑没有把抗战时期解放上海的遗迹保存和标记进来，并认为那才是江宁路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景观。
他谈到:“烈士墓、监狱和迫害烈士的水牢，都不见了，都被现在的高楼和歌厅给占了。我们老人都知道

的，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了，都去参观过的，现在你还能找得到那些遗迹吗? 抗

战这么重要的东西，该记住的没有记住。这个地图上的都不是重要的。”( 访谈时间: 2018 年 12 月 7 日)

第二类，是想参与、却因故不能参与的居民，主要是身体不便或者运用新技术能力有限的年长居民。他

们大多拥有深厚的地方记忆，并且这些记忆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淀的，更为真实。但由于“记忆江

宁”活动的许多环节都是通过网络平台或直接去居委会提议的形式展开的，因此，大多数行动不便或不

懂网络操作的年长者，被迫降低了参与度，从而使其文化表征权受到限制。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文化地图和地方集体记忆的真实性，也降低了年长居民对活动成果的支持度。例如，武定坊居民区的一

位受访者说到:“这里是 1937 年建起来的，我们是 1938 年过来的，可以算是老江宁人了。但‘记忆江

宁’这个活动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后面居委会好像有人发放这个地图，我们才知道的。感觉它前期宣传

不够啊，或者没有考虑到我们这帮老人。”(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第三类，是前期有所参与、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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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放弃了的居民。虽然“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编制充分调动了人们的参与积极性，但经过文化地标的

筛选过程，某些主体的个体记忆已经无法成为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其地方认同和情感空间未能得到肯

定，也就中止了对活动的继续参与。如蒋家巷的一位受访者提到，“‘记忆江宁’地图绘制这个活动，我

是知道的，征集地标的时候我们好多街坊也都推荐了自己认为是好的地标，但不知道怎么就没选上，后

面问了居委会的人，对方也没怎么解释，再后来就不想参加了。”( 访谈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 从访谈

记录看，这些中途退出的居民，大多对文化地图绘制活动的意义持保留态度。
综上所述，地方集体记忆的塑造与传承也包括遗忘———并不是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能被记住( Jijon，

2018) 。这在“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编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地标的筛选过程，当然也会在手绘地标的

筛选中有所体现。而文化地图绘制中的主体间权力关系，虽然主要表现在社区、专家和普通居民的权力

关系上，但也与居民的参与度有关。街道办事处及其领导人拥有决定性的文化表征权，不仅决定了活动

的主题和规则，也主导了文化地图的编制成果; 专家则凭借专业知识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在活动过程

中可以引导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 居民也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表征权，但其权力的表达不仅受到街道办事

处所制定规则的限制，也受到自身身体状况和知识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少年长居民的参与度有限，而这

不仅影响到文化地图与地方集体记忆的内容，也影响到相关主体对活动成果的态度。当然，由此也可以

看出，文化地图及其所承载的地方集体记忆都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

四 结 论 与 讨 论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文化的根源和变迁的脉络。城市街区作为大量事件发生的地方，

迫切需要通过群体的记忆和叙述，来延续独特的发展脉络和主体的情感( Ｒingas，2013) ，这也是地方文化

品牌和凝聚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组织的“记忆江宁”活动是在大规模城市快速更

新背景下，为留存和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组织的系列活动。本文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

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重点考察了其中文化地图编制活动的价值及机理。研究发

现，“记忆江宁”文化地图活动，为建构并留存地方集体记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表明，文化地图可以成为

地方集体记忆建构和延续的有效载体。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地图对历史景观可视化表达进行综合的成果能

为建构集体记忆提供特殊的物质载体，更因为地图上展示的空间、景观唤起了当地人的地方想象和地方认

同，增进了当地人传承地方历史文脉的自觉性。而“记忆江宁”活动中的居民参与则是文化地图成为地方

集体记忆载体的重要保障。因为居民的参与不仅有助于深度挖掘城市街区的历史人文故事，并由此较为

全面、真实地建构对江宁路街区的集体记忆，同时也能在扩大参与面的过程中，普遍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

和地方感。当然，在此活动中，街道办事处及其领导、相关专家和当地居民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并不相同，居

民的权力有限，并且不同居民的参与度存在很大区别，年长居民可能难以有效表达其相对更为真实的记

忆，这不仅会影响到文化地图与地方集体记忆的内容，也会影响到相关主体对活动成果的态度。
“记忆江宁”活动及其文化地图的编制成果，对于当下城市空间的地方营造和地方集体记忆建构具

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地方营造旨在塑造地方感和再现、生产地方意义，建立起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紧

密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决策机制过程之中要凸显社区参与的价值地位，实施过程要充分发动社区居民参

与进来，注重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诉求( Lew，2017) ; 另一方面，为提升文化地图质量，进一步发挥其在地

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建议为年长者居民的参与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在旧城改造存在异地搬迁

的情况时，还应重视吸引已经迁出的年长居民的参与。此外，文化地图编制和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仍

然是被选择和被社会建构的过程，因而需要反思我者的空间是否具有让他者认同的清晰的文化价值。
有些记忆是非表征的，虽然对我者重要，但很难被他者认同。而尊重对方的记忆，聆听他者的记忆，有助

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周尚意等，2016) 。
(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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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cience fiction image，urban space，virtual scene，doomsday sense of time，futuristic sense
of time

On Urban Historiography ( by CHEN Heng)

Abstract: Urban history is different from urban historiography． The former is an object of study，whereas
the latter，is a subdivision within the modern discipline of historiography． Urban historiography studies the
origin，development，and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y． The rise of urban historiography results from the great impact of rapid urbanization upon
society，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and the influence of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Arising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urban historiography”as a discipline 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t is giving inspirations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urban perspective．
If stretching the time scale of urban historiography to cover the whole of the 20th century，we may find that it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important changes as the time goes by． Therefore，critical studies of urban
historiography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others and establishing our own theoretical frames
and conceptual systems of urban historiography ar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urban history，urban historiography，urban studies，transformation

The Modernity of Shanghai in the Age of Great Unrest ( by ZHANG Ji-shun)

Abstract: Since 1949，the society in Shanghai has witnessed great revolutionary changes． However，the
orientation of urban culture and taste in daily life hidden behind these changes have not gone completely．
Observing some scenarios in the novels，i．e．，WANG Cheng-zhi’s The Alley of Tonghe，WANG An-yi’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JIN Yu-cheng’s Blooming Flowers，from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tudy，we can
find that there is not only rupture but also continu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ges． Even in the age of great
unrest，the modernity in Shanghai tenaciously survived in a hidden way．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ultural
inertia coexist in drastic inter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in Shanghai，which has formed the fundamental vit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of Shanghai culture．

Keywords: reconstruction of continuity，the age of unrest，modernity of Shanghai

On the Ｒole of a Cultural Ma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n Urban Block: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Activity of “Jiangning in
Memory” ( by KONG Xiang，CHEN Pin-yu ＆ WEN Ying-zi)
Abstract: The activity of“Jiangning in Memory”conducted by Jiangning Ｒoad Sub-district Office，Jing’

an District，Shanghai is a response to the rapid change of an urban block by retaining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By applying multipl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household interview，

depth interview of key figures and text analysis，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a cultural map could be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local collective memory，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a cultural map． It is
found that the cultural map in the activity of“Jiangning in Memory”can be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ctive memory，within which the residents’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There exists unequal power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a cultural map and its
elements selection，which shows that the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d by a cultural map is also a resu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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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truction． Finall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tivity of“Jiangning in Memory”for
urban space mak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cultural map，collective memory，local collective memory．“Jiangning in Memory”

French Cities in the State Formation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 by ZHU M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study of European urban history has witnessed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autonomous cities，this new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nation-state and its cities，and examines the nation-state develop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c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France as a nation-state is a long proces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It was
not merely a product of modern construction，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had laid
a spatial foundation for it． The control of the feudal territor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border areas by the Valois
Dynasty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monarchy’s territorial stat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untry and expand the territory，the crown convened hierarchical councils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set up
courts，integrated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strengthened national economic layout，developed national
markets in major cities and transformed frontier cities． These measures reflected the creation of France as a
modern nation-state based on cities and centered on strengthening the kingship． Studying the formation of a
country by investigating a cit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France，late Middle Ages，state formation，city

On the Legislation of Coal Smoke Abatement in Britai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 by LU Wei-fang)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urban coal smoke pollution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since the steam
engine drov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All the British society looked for solutions，within which the
smoke abatement legislation was very important． The Public Health ( Smoke Abatement) Act of 1926 was the
result of the efforts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reduce smoke emissions in the UK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had
a relatively clear definition and punishment measures for commercial smoke emission in the UK，and had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dealing with coal smoke pollution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It used national legislation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which provided a legal basis for smoke abatement and set a precedent for similar
legisl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ritain，coal smoke abatement，legislation，Public Health( Smoke Abatemen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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