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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課程大綱【格式】          

                                                    <1101007 版> 

科號 11120HSS316100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30 

上課時間  週三 34n 教室  HSS 人社 C205 

Office Hour  請先來信預約。 

科目中文名稱  近代中國的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 

科目英文名稱  Urban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任課教師  江豐兆 

擋修科目  無。 擋修分數  無。 

是否已納入中

等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專門課

程「社會領域

歷史專長」課

程中 

□是 

■否，請依課程性質，將此課程分類至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社會領域歷史專長」課程類別中(以下單選) 

○領域課程理論基礎○探究與實作○地理專長課程○公民與社會專長課

程●歷史學基礎知識●斷代史的學科知識●專史的學科知識○區域史的

學科知識○學科探究方法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吸收與分析歷史知識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absorb and analyze historical knowledge 
40

%  

 

蒐集與評估歷史證據與史料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gather and asses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sources 

30
%  

 

以適當方式呈現歷史研究成果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present historical research findings in a 

suitable form 

30
%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內容以近代中國史為主體，提供人社院學士班學生修習。課

程安排以商埠城市作為主要分析對象，透過考察城市的經濟產業、貿易

網絡的形態，城市內部的公共建設、消費與休閒活動等議題，讓學生們

理解晚清至共和肇建初期將近一個世紀間，中國社會呈現的新舊交揉、

複雜且又多元的歷史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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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用書 
本課程無指定教科書，各講皆有規劃參考閱讀文本，將於第一週課

程介紹時公布，並上傳至網路數位學習平臺 eLearn。 

三、參考書籍 

1. 施堅雅（Skinner, G. W.）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

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2.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6。 

3. 費正清（Fairbank, John King）、劉廣京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

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卷共二冊，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上卷）、1993（下卷）。 

4. 費正清（Fairbank, John King）、劉廣京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

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卷共二冊，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5. 黃富三，《臺北建城百年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5。 

6. 路易士．孟褔（Mumford, Lewis）著，宋俊嶺、倪文彥譯，《歷史

中的城市──起源、演變與展望》，臺北：建築與文化出版社，

1993。 

7. 薛鳳旋，《中國城市文明史》，香港：三聯書店，2020。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以授課教師的講演為主，學生則必須課前事先閱讀指定文本，

撰寫 memo 作業，並在課堂上與教師互動、討論核心問題。其次，本課

程會安排古籍文本的材料，透過直接閱讀古籍來講授蒐集、解讀與運用

史料的基本功夫。 

五、教學進度 

週

次 
主題 授課內容說明 

閱讀文本 

（有*者為指定閱讀文本，其他為參

考文本） 

一 課程介紹 
說明各週次的授課題旨與

考核方式。 
 

二 

導論：中國

城市史研究

的起源與發

展 

回顧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

歷史，來自西方的知識衝

擊、工業與新產業的傳入、

日常生活面向的變化等等

層面，「城市」是最為先導且

引領風潮的載體。本講將概

述中國城市史的研究脈絡，

並酌選紹介海內外重要的

城市史經典著作。 

1. 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

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2008：1，頁 115-126。 

2. 張仲禮，〈關於中國近代城市

發展問題研究的回顧〉，《張仲

禮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1），頁 614-626。 

三 

傳統中國城

市的特質與

城市管理 

本講我們先簡易地談論中

國古代城市的特徵與空間，

以及其規劃背後展現的思

想與價值觀。接著深入傳統

中國城市的內部結構，一方

面我們考察歷代城市行政

部門的職能與治理方針；二

1. *劉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

機能、特徵及其轉型〉，《中國

文化新論‧經濟篇》（臺北：聯

經出版社，1982），頁 285-341。 

2. *Rowe, William T.（羅威廉）

著，魯西奇等譯，《漢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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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藉由傳世圖像來窺

探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動。 

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 1796-

1895》（北京：中國人民出版

社，2016），頁 17-98。 

3. 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

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

究〉，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

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

社，2005），頁 1-57。 

四 

近代中國的

經濟情勢：

十九世紀以

降的戰爭和

經濟蕭條 

大清帝國在乾隆後期已出

現許多內部問題。其中總體

經濟情勢的下滑與社會動

亂的頻仍，動搖了帝國的統

治。本講試圖勾勒 19 世紀

以降，全球經濟網絡日益嚴

密後，中國遭受「完美風暴」

襲捲而導致的各種社會經

濟危機。 

1. *Rowe, William T.（羅威廉）

著，李仁淵等譯，《中國最後的

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2013），頁 155-

206。 

2. *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

世界與中國》（臺北：臺大出版

中心，2016），〈第二章〉、〈第

三章〉，頁 65-132。 

五 

晚清商埠城

市的興起：

金融與貿易

網絡的新形

態 

公元 1843 年以後，晚清政

府數次與列強簽署了不平

等條約，被迫開港通商。到

了 20 世紀初，通商口岸城

市的已成為各省重要的經

濟中心。本講欲探討東南沿

海主要商埠城市與境外資

本、貿易網絡結合的情況，

並分析它們如何改變了原

先該區域的商品市場網絡，

以及日常的經濟生活。 

1.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

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6），〈第六章〉，

頁 279-330（樊衛國撰）、〈第七

張〉，頁 331-373（杜恂誠撰）。 

2. 濱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譯，〈第

四章：通商口岸與地域市場〉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

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

（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頁 276-405。 

六 

「自來水」

的衝擊：城

市供水產業

組織的變遷 

本講是「城市社會變遷」的

第一講。我們將以北京為

例，討論官方提倡自來水建

設，嘗試將民生用水納入政

府管轄範圍的諸種舉措；接

著分析擁有數百年傳統的

既有供水業者，如何應對這

個已成燃眉之急的巨大產

業危機。 

1. *邱仲麟，〈水窩子：北京的民

生用水與供水業者（ 1400-

1937）〉，收入李孝悌主編，《中

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

版社，2005），頁 229-284。 

2. 杜麗紅，〈近代北京飲水制度

與觀念嬗變〉，收入余新忠等

主編，《醫療、社會與文化讀

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頁 46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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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沐浴」的

權力：城市

澡堂業的發

展與管理 

本講是「城市社會變遷」的

第二講。我們來談談晚清至

民初，隨著衛生觀念的逐漸

普遍，報章輿論如何提倡城

市居民沐浴習慣，將其從個

人的私領域，提升到與國族

「強身健體」的公領域層

面。 

1. *孟浩，〈樂園抑或危境：公共

浴室與民國上海社會生活〉，

《史林》，2019：2，頁 14-23。 

2. 張瑞，〈沐浴與衛生──清人對

沐浴認識的發展與轉變〉，收

入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

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

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三

聯書店，2009），頁 281-299。 

八 

西醫來華：

「柳葉刀」

與醫療空間

的轉換 

本講是「城市社會變遷」的

第三講。我們一齊來討論病

患如何接受西醫系統的「分

科」診療，以及如何安心地

將自己「託管」給醫院照料。

另一方面，我們試著考察醫

院又如何與地方知識分子

網絡結合，成為居民生活中

的常態。 

1. *何小蓮，〈西醫東傳：晚清醫

療制度變革的人文意義〉，《史

林》，2002：4，頁 66-75。 

2. 蘇精，〈笪達文與仁濟醫院〉、

〈學習西醫的中國學徒〉，《西

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

局，2020），頁 287-338、339-

364。 

九  期中考試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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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線上學術資

源的介紹與

實作 

本講除了介紹歷史學常用的線上資源平臺和電子資料庫之

外，也為同學導覽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台史所檔案館，國史館

等單位的全宗館藏與館藏索引系統。接著請同學在課堂現場進

行實作，申請前述檔案館的學生 IP 帳號。接著，請學生從教學

大綱中，對有興趣的議題設定幾個「關鍵詞」組，在上述的線上

資源平臺和電子資料庫中蒐集研究素材（包括官方與非官方等

不同面向的記載）共五種。 

十

一 

「 城 市 指

南」：城市記

憶與休閒旅

遊的興盛 

本講是「城市消費與休閒」

的第一講。中國自古便有尋

幽訪勝的游觀文化。到了 20

世紀初，則因交通工具的進

步，更能滿足大眾對休閒旅

遊的嚮往。我們先以上海為

例，討論城市內的私人花園

成為公共活動場域的要素；

接著將眼光放在六百年帝

都，透過各式「北京城市指

南」的編纂與出版，考察城

市傳統商業、休閒空間的變

遷。 

1.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園公用

與公共活動空間的拓展〉，收入

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

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00），149-176。 

2. 邱仲麟，〈從會館、廟寓到飯店、

公寓──北京指南書旅宿資訊

的近代化歷程〉，《城市指南與

近代中國城市研究》（臺北：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頁 1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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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大眾的日常

公共空間：

茶館、酒樓

與煙館 

本講是「城市消費與休閒」

的第二講。我們將以蘇州為

例，探討城市居民日常的活

動空間：茶館、酒樓、煙館。

它們在近代以前就被視為

地方人群往來、經濟繁榮的

象徵。到了民國，它們也逐

漸從傳統走向現代，引入新

穎的服務模式吸引客群，且

與上海的商業文化密切相

關。 

1. *巫仁恕，〈從傳統到現代〉，《劫

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

州城市生活》（臺北：臺大出版

中心，2017），頁 17-64。 

2. 王笛，〈導言〉，《茶館──成都

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 1900-

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0），頁 11-56。 

十

三 

時髦消費天

堂：百貨公

司的出現 

本講是「城市消費與休閒」

的第三講。公元 1920 年代，

上海租界區成為外來事物

與新商業文化的中心。我們

一齊考察在南京路上的四

大百貨公司，它們共築了哪

些異於傳統的購物體驗，塑

造了新時代消費模式。 

1. *連玲玲，《打造消費天堂：百

貨公司和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17），頁 43-156。 

2. 葉文心，〈都會符號〉，《上海繁

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臺北：時報出版社，2010），

頁 77-114。 

十

四 

城市之外：

近代中國的

鄉村與社會 

本講我們花點時間欣賞電

影《讓子彈飛》(2010)的幾

個片段。接著一起討論劇情

橋段中展現的傳統社會運

作模式，以及劇中人物對城

市生活的想像。 

1. 蕭公權著，張皓等譯，《中國鄉

村：論 19 世紀的帝國控制》（臺

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 591-

611。 

十

五 

城市之外：

近代中國的

鄉村與社會 

從臺北城看

近代城市轉

型 

本週聚焦在我們最為熟悉

不過的臺北市，考察她從傳

統中國城市轉型為近代城

市的歷程。我們會談及殖民

統治的城市管理與居民感

受到的文化衝擊等等複雜

1.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的休閒

生活與商業活動〉，收入黃富三

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1999），頁 357-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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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十

六 
期末考試週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分數：10%，無故曠課一次扣 2%；欲告假者請提早向授課教師聯繫，

需附上請假事由證明，且次數不宜超過三次。 

2. 上課表現：30%，除了課堂參與之外，還包含了閱讀文本的討論，以及史

料分析與校讀。 

3. memo 作業：60%，精讀各講指定文本後，依照格式繳交至少一頁半的 memo

作業，並在上課前一天上傳至網路平台。 

※成績要求會考量教學進度與學生學習狀況進行調整。 

七、講義位址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