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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区城市化的社会学因素 
— — 对磁器口传统社区的探讨 

戴 彦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现代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渴望实现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城市化。 

改革 开放 二 十 多年 来 ，中国的城 市化建 设取 得 了 巨大的 成 就 ，大 大 改 变 了 中 国城 镇 的 面 貌 ，但 

对 于其 中众 多的传统 历 史 区域 ，究竟 该 采取 怎 样 的城 市化 的方 式 ，一 直是 学界 长期 争 论 的 问 

题 。笔 者试 以重庆磁 器 口社 区为例 ，就 这一 问题 从 社 会 学方 面作 一 些探 讨 ，希 望能抛 转 引 玉 ， 

为 这一难 题 的早 日解 决找 到一 个 突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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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Factors about the Urb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 — Discussi0n on Ciqikou Community 

DAI Ya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The modernization has been the dream that Chinese nation has wished eagerly to realize all the time． 

In some sense，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means urbanization．Th e reform and opening—up over the past 20 

years ，built and made the enorm ous achievement in urbanization of China，have chan ged the appearan ce of 

the city of China greatly．But to numerous traditional historical zones，what kind of urban ization way should on 

earth be taken，it has been the question long—term  in dispute of the planning circles all the time．In this pa— 

per，Ciqikou community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doing some discussions from sociology on this question， 

the author hopes，that for such difficult problem，by this settlement a piece of breach can be found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modernization；urbanization；sociology ；Ciqikou community of Chongqing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渴望实现的目标是取得对整个地球的绝对领导权。城镇的出现是 

这种斗争的产物，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把人类从穴居的蛮荒时代带入了城市的文明时代，加速了整个人类 

财富积聚的速度。但过度的城市化使整个世界变得极不稳定和难以琢磨，也把人类自身推到了各种危 

机的边缘。站在第三个千年的门槛 ，人类应该认真思考和正确定位 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是继续 

这种所谓的“以人为中心”，满足 自身无止境的私欲 ，还是跨越整个“人类帝国”的狭隘观念，实现人与 自 

然在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将是决定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传统社区是城镇中一类特殊和敏感的区域，它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易于受到外界的变化影 

响。城市化对于这样的地区的影响更是巨大，几乎可以造成结构性的变化，研究城市化对这类社区的影 

响将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将就这一问题 ，以重庆磁器口社区为例，从社会学方面探讨这类地区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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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化策略。 

1 传统社区面临“存在危机" 

1．1 现代城镇成为人类居住的主要模式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群居性是这种特性的体现。人类出生并成长在 自然中，从森林、洞穴到村 

落、城镇，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流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从烽火警示、纸笔传情到电报 

电话 、电子邮件⋯⋯人类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先进。城市的结构演变体现了这种变化，从早期的封闭走向 

开放，功能的简单低效走向复合高效，这直接反映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现代城镇的这些特点适应了 

现代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与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相耦合，符合城市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因而成为现代 

人类聚居的典型模式。 

1．2 传统社区走向没落 

传统社区是一种特殊的城镇聚居形式，有着特殊的空间形态和功能结构，保持着传统的社会文化系 

统，在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区进化发展的一块“活化石”。 

中国城镇的发展渊远流长，许多城镇都有大量的传统聚居区(也可叫传统社区)。这样的传统社区 

大多数分布在城镇的老城区或是城镇边缘。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辉煌繁荣，但随着城镇的不断发展，城 

镇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社区原先在城镇中所具有的优势不断被削弱直至消失，其功能因为单一而逐渐 

老化；交通条件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改善，又加速了这种衰落的趋势。它们的命运不是被旧城改造不加 

鉴别的“改”掉，就是被人们遗忘直至衰亡，然后又被不断扩大的新区所蚕食掉。这些地域的消失使得 

城镇逐渐丧失传统的特色，同时又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和解体。 

重庆磁器口原有的情况，可以作为这类社区的典型代表。磁器口位于重庆沙坪坝区北边，嘉陵江 

畔，古时因其独特的交通位置，曾经繁荣一时。解放后由于市区交通条件的改善，磁器 口的区位优势逐 

渐消失，加上产业不发达，经济慢慢落后，社区便逐渐衰败下来。建国五十年来，磁器 口的城市建设停滞 

不前，市政设施落后，建筑质量较差，危房率高，被称为全国“四大棚户区”之一；自磁器口衰落之后，人 

口也随之减少、老化，特别是 1981年洪水之后，大批青壮年外迁，使其年龄结构严重失调；经济更加落 

后；人口内聚现象也更加严重；流动人口中“两栖人口”明显减少；区内失业率较高，文化程度偏低，已成 

为典型的落后地区。 

2 传统社区的“自我造血机制"与城市化 

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决定了它的城市化不可能只靠普遍意义上的建 

设开发就可以实现，它必须依靠经济、社会、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采取“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社会学层面上来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 

2．1 呼唤社区意识的觉醒 

社区一词在希腊语中指“友谊”或“团结”之意，自柏拉图以来，社区一直被视为研究人类社会的重 

要单位。亚里士多德、莫尔、欧文、傅立叶等人都曾从社区的角度分析人类的所为和理想社会。不过，社 

区理论的形成是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滕尼斯在 1887年著的《社区与社会》中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社区。 

后来，美国的查尔斯 ·罗密斯将之译成英文“community”(社区)，从而使这一概念具有群体、公社和共 

同体的含义。他认为社区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 

1)必须有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 

2)必须有一定的地域条件 ； 

3)要有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 

4)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 

5)每一个社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的社区都有一种情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即有一种“我是某个地方 

的居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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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意识的觉醒对城镇传统社区的复兴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可以加强区内居民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并为社区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社区实现自我发展的基 

本前提；同时，社区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地域归属感”属于社会群体的心理倾向，它对于社区的稳定与 

发展至关重要。作为磁器口这样的地缘群体，在当前情况下唤醒并加强其社区之“同群感”——社区意 

识，无疑是对磁器口社区进行再社会化、产生“利社会行为”的首要手段。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 

胜利后“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收回”指的就是国家将呈现逐步社会化的动 

态过程和基本趋势。 

磁器口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作为“贫穷”的代名词存在于重庆人的心目中。因为贫穷落后，这里的 

居民没有作为磁器口人的骄傲，呈现出强烈的迷惘状态与无意识的“非同群感”，社区意识更无从谈起， 

这直接导致了居民对社区的事务缺乏参与热情。正是在社区内的这种劣质的情绪互动之下，磁器口日 

渐衰败。 

如何提高社区意识，笔者认为其中之首要任务就是要提供精神归属、树立信心，只有磁器口民众对 

磁器口社区的“自我认同”，才能促使其再社会化后产生对本社区和其他社区的利社会行为。重庆市政 

府在 2000年作出了发展磁器口民俗旅游业的决定后，通过政策的制定、资金的投入和舆论的宣传，创造 

了磁器口复兴的有利条件，极大地调动了磁器口居民的参与性，社区意识已有了很大程度的觉醒。广大 

居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利用磁器口独特的文化优势，开办茶馆、书斋和其他一些文化娱乐事业，通 

过 自己的劳动增加了收入，同时也增强了自己作为“磁器口人”的认同感。同时就重庆市这个大范围来 

看，通过磁器口这样一个旅游品牌的树立，也提高了重庆在全国甚至世界上的知名度，这在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利社会”的目的。 

2．2 加强社会交往．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加强社区的社会交往与促进社区意识觉醒是相辅相承的条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出发，把社会交往划分为物质交换和精神交往两大类，前者一般指人们的生产活动和产品交换等活动， 

后者一般指人们的感情交流、思想沟通等活动。 

在磁器口传统社区的物质交往方面，经济交往是其最重要的环节，古镇磁器口形成历史已有 1800 

余年，明朝逐渐形成了水陆交汇的商业码头，镇上热闹非凡。到清朝末及民国时期更是“白天里千人拱 

手，入夜后万盏厨灯”。磁器口古镇具有非常独特的地域经济特色，通过加强本社区与其它社区地域群 

体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可使得本社区更有共同的社会 目标 ，产生一种“内聚力”，如恢复传统手工业 

(传统手工作坊酿造、家具等)、复兴传统戏曲文化，如川剧清唱、民乐表演等、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如川 

东名刹宝轮寺、地方特产等)等可以增强社区意识的各种活动来加强社区的凝聚力。由于这些经济活 

动大多数具有第三产业的性质，既可以挖掘磁器口本身的资源潜力，又可以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 

搞活地方经济，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磁器口社区除了改善社区物质条件外，还应强调保护社区的无形文化资产。在当今时代，由于个人 

主义的泛滥，许多人自绝于传统。作为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中国，其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我们在今后未来 

奋起的强有力支柱。磁器口几百年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元素，为我们复兴磁器口社会文化提供 

了有利条件。从宏观层次上来看，磁器口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有佛教名刹宝轮寺、道观遗址、巴渝传统 

特色民居、更兼有茶馆文化、川剧清唱、传统手工作坊等丰富的民间文化。区内建筑保留较完整，传统文 

化在社区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结合时代特点加以挖掘，必将成为极好的旅游资源，这对于提高 

磁器口的旅游价值无疑将具有积极意义。从微观层次上来看，由于长期的封闭状态，磁器口避免了极端 

的城市化，社区具有独特的功能结构，居民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决定着其在社区中扮演不同的社 

会角色，这反过来也决定了社区居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有些是城市在发展中所丧失掉的， 

参照并研究它们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我国传统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将具有很大的启发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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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挥集镇中的传统社区功能，走向真正科学的城市化 

除了城市中的传统社区，集镇传统社区的城市化发展也 日益引人瞩目。我国正在建设成熟的市场 

经济，集镇传统社区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正日益显示出有别于城乡两大社区的社会特征及社会功能。 

3．1 传导功能 

介于城乡之间的集镇，其社区既与城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折射了周围农村的某些特点，这 

样一个独特地位，使它成为城乡之间的一个特殊枢纽，起着双向传导功能，广泛地沟通城乡之间经济、政 

治、商业、文化的交流。磁器口作为连接重庆主城区与近郊的桥梁和纽带，既可发挥市区对郊区的发展 

指导作用，又可以作为中转地为乡村提供需求信息同时对城区的某些功能起到补充作用。 

3．2 调节功能 

集镇能够发挥扭转城乡脱节的作用，原因在于它大力地发挥了集镇所具有的调节功能。城市的过 

度集中产生了投资效益递减、就业困难、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服务短缺等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与城 

市相反，农村处于“孤立和分散”的状态。传统集镇社区所具有的传统文化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 

够有效地积聚社区的力量，平衡城市与乡村的优势和劣势，起到缓冲的作用。就磁器 口的情况来说，由 

于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社区内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可以利用发展解决一部分城市和乡村人的就 

业，综合城市人的聪明才智和乡村人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社区旅游业向产业化发展。 

3．3 辐射功能 

随着传统集镇社区的经济发展，它除了接受城市的各种经济文化辐射，而且本身也成为一个辐射 

源。集镇的辐射功能可以分为纵向辐射和横向辐射两大类型。面对城乡，集镇发挥着纵向性的辐射功 

能，具体表现为传统集镇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品纷纷打进城市市场和集镇社区对村办企业和个体企 

业的多种资助；面对其他的一般集镇社区，集镇又发挥着横向性的辐射功能，具体表现为区域性的产业 

优势互补，如结合传统社区的文化旅游优势和一般社区的交通和后勤服务优势，形成一个规模化的文化 

旅游基地。 

3．4 吸引功能 

集镇的吸引功能是在城乡互为反馈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农村来说，传统集镇社区的非农产业的大 

发展，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城乡就业观念，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渠道和提供了 
一 个重新选择身份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加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城市 

来说，集镇又以其宽敞的用地、富裕的劳动力、便利的交通吸引着城市中的富余人员，特别是为在当前企 

事业改革中下岗分流的职工来此重新创业提供了机遇，燃起他们重新生活的希望。重庆市的下岗职工 

人数较多，如能利用磁器口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机会，促进再就业工程的开展，无疑会对加强社会的稳 

定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总之，我国未来传统社区城市化的模式应该具有科学合理性，即既按一般城市化方式进行物质建 

设，又强调原有社区的文化重构，这种新型社区既讲经济效益，又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 

文思想，应集城乡优点和长处于一体，真正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结合的新型社区，这也是我国城 

市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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