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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又有机会
再版了，距其初版已近八年，其间又有许多相关专题的研究论著问
世，本应予以吸收补充，但因时间仓促，未及作太大修补，而只作了点
小改动，特就此作几点说明：

第一，原书名似太过冗长，在出版社提议下改为现名，以求简洁。
第二，引言和结语的文字作了点改动，其他内容除个别文字修正

之外，基本一仍其旧。
第三，原书有近３０幅插图，意在以图辅文，直观生动，可增历史现

场感。感觉效果不错，故现又增一倍余，约有６０余幅，供读者图文共
阅，相互参照。书后并附插图索引，以供检索。

特予说明。

李长莉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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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观念源于生活

生活，包括吃穿用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只是在
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方面面各民族表现出种种
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

前代哲人对社会生活的论述，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视“生活”为人类
的“第一个历史活动”，①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
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②马克思对
论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生产方式、生
产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人是生活方式的主体，人的
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对社会生活的
研究是史学著作走向深化的表现。

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史学界却是姗姗来迟。传统史学以资政为
第一要义，史学著作大都着眼于治国理政，与平民无缘。新史学的开山大师梁
启超抨击旧史学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一论断虽然失之偏颇，但他在《中国历史
研究法》中提出，“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要求
史学著作面向民众的生活却是至理名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作，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由于极左
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
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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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
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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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生存和生活? 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交际往来怎样发展变化? 作为
主流社会的精英意识与民众的文化心理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和制约? 种种贴近
生活的课题沦为无足轻重或被视而不见，因此当我们追溯祖先的生活状态时，
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毫无疑问的是，这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中最为薄弱
的环节。

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历史研究的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出
现的文化热推动了社会史和风俗史的复兴。它们都以前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
惯、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作为关注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以对读者市场
特有的吸引力，促使史学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因此各种各样的社会史、
风俗史相继出版，这不仅充实了数十年来历史论著中的空缺，也极大地丰富了
历史表述的题材。

然而，通观这些著作，很容易发现，这些著述大都停留在描述性的研究上，
在时间上大多局限在古代，与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代中国社会风尚和生
活方式的研究，甚为稀缺，理论研究更为滞后，这已成为提高社会史和风俗史研
究水平的瓶颈，《社会学研究》、《民俗研究》等专业刊物多次发文呼吁改变这一
局面，却迟迟难以建树。因此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
应运而生，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把社会生活纳
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阐明社会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
历程。这一新领域的开拓，为探索生活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上层文化与下层文
化的对流、制约和磨合，提供了新的思路。

李长莉博士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早在 1993 年发表的《晚
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一文，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她用数年时间
潜心研究，撰写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在这基础上又推出这部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这些论著基于丰厚的积累，
不仅有大量的第一次发现和引用的资料，并以创造性的研究，发现前人没有发
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最早走向社会的职业妇女，并非都是产业工人，一批被社会视为低贱
的女堂倌、佣工、女艺人和妓女，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而成为最早的妇女职
业大军。她们大都来自农村，灾荒和贫穷迫使她们失去生活保障流入城市，而
城市中原有的社会职业几乎全被男性垄断，不容她们插足，传统的教养使她们
缺乏谋生的技能，只有那些无需多少文化或地位卑贱的某些行业，能给她们提
供栖身之地。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干这些为当时人瞧不起的行当，虽然出于
无奈，但已不同于传统的婢女、艺人和妓女，而大多是以自主的身份进入服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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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雇主形成雇佣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开始脱离依附男性的传统而独立
谋生，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行动自由，其社会角色已有新的含义。她们在这
些行业中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泪，反映了中国妇女走出家门，进入以男性为中心
的社会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仅表现在她们走出家庭的第一步即被社会抛向最
底层，也表现在某些行业给她们带来的身心摧残，造成一些妇女的就职离不开
当花瓶和出卖色相的阴影。残酷的社会现实，给挣脱封建枷锁的女性又一条新
的绳索。走出家庭遭遇的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的前程，甚至误入歧途，这是中国
妇女解放自己最痛苦的一步。但是历来的工人运动史和妇女运动史几乎把她
们忘却，这是不公平的。在既往的历史著作中对产业工人中的女性身受压迫的
研究也不全面，因为这些著作的重点是揭露资本家对女工的压迫和剥削，殊不
知比资本家的迫害还要广泛的是社会习俗的围攻和压抑。光绪年间上海的缫
丝厂、轧花厂启用女工，遭到社会舆论的攻击，认为:“各洋厂启用女工，辄以数
百计，害俗甚大。”说什么女工成群结队地上下班，行动不雅，“招摇过市，全不避
人，廉耻扫地矣”。出卖苦力劳动的尚且受到这种无端的指责，包括要承受男工
对女工的性别歧视，更何况那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女性所要忍受的凌辱。作者
在这本书中把许多鲜为今人所知的资料第一次向世人披露，这对无视这一现象
的研究者是一种震撼，也为重写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的视点。

再如，争取婚姻自由往往是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先导，而对这一问题的论
述多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很少看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对转换
观念的影响。本书用大量的资料阐明在近代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流入城市谋
生，大批单身女子和单身男子的“独居”，造成家庭的空隙和寻求爱情的渴望，出
现一批“同居”的“露水鸳鸯”，这被时人指责为世风败坏的现象，而实际上则是
不能简单地用道德观念来评判的。生活在下层的民众，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
很少看书读报接受文化人的影响，主要从生活境遇的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行为
和观念。这种自发的无序行为，对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不论当
事人是如何无意识，自主择偶的行为，客观上是对传统礼教的藐视，从而汇入争
取婚姻自由的潮流。虽然这是发生在少数大城市的现象，但也说明在社会解放
的某些问题上，社会下层与上层并非是同一轨道。这种自发的群体性的趋向，
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变化，从而又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
理论见解。从社会下层无序的变化，到文化精英们有序的思考和启蒙，才是中
国女性解放的全过程。这些是中国妇女史研究中从未碰到的课题。

作者把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传统观念形成的冲击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归结
为社会伦理的演变。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与传统的“教化伦理”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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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悖的一面，也有相通的一面，这两者的相互冲撞所造成的许多复杂的社会现
象和文化心态，都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问题。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先入
为主，发现前人从未发现的问题，用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阐明生活是观念之源，
是我读这本书的一得。

刘志琴谨识
200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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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社会生活与近代伦理观念

一、近代化与近代伦理

社会生活，也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这本书里要说的，就是一百多年前
中国一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事。

从晚清至今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单从人们最基
本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来看吧：衣着穿戴从前清的长袍马褂，到今天的西
服革履；饮食烹饪从以前的炉灶与地方菜，到今天的电饭锅与西式快餐；居住房
屋从以前的平房庭院到今天的高楼蜗居；代步工具从以前的轿子马车，到今天
的汽车飞机；使用的日用器物，更是从粗糙简单、一用几十年的手工制品，到今
天精巧适用而频繁更换的机器制品和电器等等。与这些物质生活器物的变化
相伴随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家一户、男耕
女织的小农生活，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聚居于城市，就职于社会，依赖于市场，
融汇于社群的城市化生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几乎遍及人们的物质、社会、文化
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不仅如此，人们脑袋里所想的东西，即思想观念也已经
大不一样了。许多我们今天已视为当然的观念，比如：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
能减少人的手工劳作，提高生产效率，当然是好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有
更好更多的物质享用，使我们的生活更舒适便利；人虽有贫富之分，但从身份人
格上是平等的；人们应当享有更多的闲暇娱乐，提高生活质量；男女应当平等，
婚姻应当自由等等，在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的人们却认为这些是违背天理、有
害人心的歪理邪说。在他们看来，摈弃机巧而提倡勤劳才会使人保持道德，减
少工商而归于农业才会使天下均平，尊卑贵贱区分有序才会使社会安定，抑制
欲望不求享乐才是道德高尚，男尊女卑、男女不相见才是风俗淳正，男主女从、
女不出闺门才是家庭的合理秩序，等等。这些我们今天听起来会哑然失笑的荒
唐之论，在当时却是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并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天理正道。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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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人们就是祖祖辈辈遵行着这样一些“天理正道”日复一日地生活着。
由这一百多年间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我们不由得惊叹：

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呀！那么，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里，人们的这些生活
和观念又是怎样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那些当年脑后拖着辫子，身穿长袍
马褂，手里拿着水烟袋或鸦片烟枪，满嘴里圣贤伦常，对洋货、机器极力排拒，大
骂商人的兴起和妇女走上社会是礼教沦丧、纪纲大坏，并因此而大叹文明将亡
的清朝中国人，怎么就变成了今天从外表到心理，从语言到观念已全然不同的
我们这些当代的中国人？乍问之下，我们还真是一下子难以说清，因为至今还
没有哪一本历史书，能够比较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迄今记述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书籍，可谓数量繁多。
因为自１９世纪中叶以降，在内外机缘的交错作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巨大变革，历史学家们把这种社会变革过程，纳入到１８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
由工业化引发的现代化浪潮之中，而称之为“现代化”或现代化的早期阶段———
“近代化”。这一变革的过程持续至今，而许多那一时期出现的问题，至今仍然
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因此，历史学家们纷纷记述着、反省着这一
近代化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然而，我们从这些已有的历史书籍里，所看到的
中国近代化变迁的图景，大多或是政治事件的谱系，或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图
表，或是少数几个精英人物的表演和文思。而这些政治、经济、精英人物等社会
表层的变化，虽然确实是近代化变革的重要标志，但却远不能表现这一社会变
革的广度和深度，更不能反映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整体生活状态和精神面
貌的变革过程。正是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一些史家，开始从社会结构、群体阶
层、社会运作等社会的层面，来勾画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使我们的视野扩展
到了整体社会的层面。还有一些史家，从中西文化接触的深层，对思想和学术
领域的近代变迁进行清理和剖析，使我们的触角伸向了精神世界近代化变革的
纵深地带。这两方面的新开掘，都出现了不少优秀成果，使我们对于中国近代
化的认识，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和加深。然而，我们还是感到有某种欠缺，这就
是，在社会层面的描述中，我们看不到有生气、有活动、有感情、有思想的活生生
的人；而在思想学术史的描述中，我们又只能看到有限的少数精英人物的思想
活动，而看不到普通民众的身影和精神世界。

总而言之，在以往史学家给我们描绘的中国近代化图景中，我们很少看到
普通中国人的活动，很少看到人们日常生活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很少看到影
响这些生活变化背后的伦理观念的变化，以及这些普通人在当时生活变动中的
所见所闻，所言所行，以及所感所思。总之，我们从中难以看到近代化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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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到底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给他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而
这些人数远比上层统治者和精英人物多得多的普通人，不正是决定一个社会整
体面貌的主体么？即使是那些少数上层和精英人物，他们不是也都有着普通人
生活的一面么？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变革的最终标志，不正是要决定于千千万
万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么？

近二三百年来，由西方工业化发端而形成的席卷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之所
以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就是因为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它使人们形成了全
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观念。比如：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工业化、商业化、城市
化；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社会化、民主化、法制化、契约化、教育普遍化；在精神生
活方面理性观念、平等观念、效率观念、规则意识等观念的确立等等。一个社会
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这些新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伦理观念，这个社会才真正展开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由于工业化发
端于西方，以往人们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仅工业化和现
代生活方式是由西方传入的，而且现代伦理观念也是由西方传入的。但近年随
着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虽然近代化的一些基本社
会特征和理念具有世界共通的普遍性，但各个国家和民族又因其自身的历史文
化传统而具有各自独特的展开形式。

中国拥有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古老文明文化传统，在近代化过程中也具
有更多不同于西方的自身固有的特性，因而走上了与西方模式大为不同的近代
化道路。决定这种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人基于自己的传统生活
方式和伦理观念，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面对世界近代化变迁的新情况，作出了
自己独特的回应、选择和调适。因此，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变革，其最广泛、最深
刻、影响最为深远的体现，以及促使中国走上自己独特的近代化道路的内在根
源，应当是在民间社会，是存在于民众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从传统向近
代的转变之中。然而遗憾的是，以往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述却实在太少
了。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民间社会，回到历史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去探寻
中国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实态，从中追寻中国社会近代化变革的内在源流。

中国社会明显的近代化变革始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时期，直至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运动兴起，开始逐步确立近代化社会改革的
理念，中国社会开始逐渐走上全面近代化改革道路。这中间的五十多年，可以
说是中国近代化的酝酿启动时期，或称早期近代化时期。这一时期孕育产生了
中国近代化社会因素的萌芽，也展现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如何由传统
向近代转变的最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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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最早一批开口通商、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近代商业城
市，这里的人们从物质生活到思想观念也都最早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考察近
代早期社会生活与伦理变迁的一个标本。关于晚清时期上海社会生活与人们
思想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往曾有研究者作过一些探索。如有研究者运用城
市史与心态学的方法，对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１０年间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
会心态的影响作过专门研究，对于城市商业化造成上海人的重商思潮和重利观
念，行为方式的商业化，消费方式的革命，开放的文化心态等作了考察，并从心
态学的角度作了分析，揭示了上海人近代以来形成独特地域性社会心态和文化
性格的历史轨迹及其原因。① 有的研究者就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作了
专题研究，探索了上海租界的社会环境对于人们孕育产生近代世界观念、市民
意识、重利观念、民主观念、乡土观念、民族意识等社会思想的影响。② 这些研究
使我们对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与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关系有了一些了解，但还
没有能回答社会生活的变化以什么为中介，通过怎样的机制而引起人们思想观
念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社会伦理
观念，发生了怎样的矛盾冲突，新的近代趋向的伦理观念是怎样在这种新旧冲
突中孕育产生的，这些还是悬而未决的课题。本书就是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
希望通过考察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的晚清时期，即中国早期近代化时期，
上海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让我们回到那个时期，去追溯社会生活近代化的源头，到那时的历史情境
中，去看一看最初受到近代化浪潮冲击的那些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出现了哪些变化？面对新的生活因素和新的环境，人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过
惯了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遵行已久、历来视为天经地义
的传统社会伦理观念，是怎样在与现实的应对、冲突和调适过程中产生变异的？
从这些变化中又生长出了怎样的新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通过这些考察，我们
将会看到，在中国社会刚刚开始近代化变迁的初期，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究竟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新旧因素是怎样碰撞和交融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
会伦理是怎样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的。我们或许还会从中看到影响今天我们自
身生活和观念的一些影子。这就是本书想要告诉人们的内容。而站在民间的
立场，以民间的眼光，来看待和讲述民间社会生活的历史，这也是本书想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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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１８６０至１９１０）》，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熊月之：《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见《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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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一个观察历史的新角度。

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生活方式与社会伦理

　　 民众生活世界可以分为外在可见的客观世界和内隐无形的主观世界，前者
体现为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后者体现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伦理。

人生活在世上，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以维持生存，需要人与人、人
与群体之间的协调关系以保障生存，需要精神的依托以得到心理的安适，这些
因素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一个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及生
活状态下，由生活经验的积累，知识和智慧的凝结，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这些
生活方式世代传承，使后来的人们通过沿袭这些生活方式，而能够继续文明的
生活，无需再重新从茹毛饮血开始。这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文明属性，人类的
文明也因此而得到传承和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及使用和消费方式等，形成了人们的物
质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互动方式及风俗习惯等，形成了
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娱乐、信息交换等，形成了人们的
文化生活方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不知不觉地遵从着这些生活方式而在
社会中生存活动的。这些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具体的生活样式，它们
被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其内含的规则规范和价值取向长期积淀凝聚，反映到
人们的意识观念中，就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
观念，这就是社会伦理。①

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一为外显的，一为内在的，互为表里，相互契合。前
者是人们的具体生活样式，后者是这种生活样式的规则和意义。前者是有形可
见的外在的活动样式，后者则是无形的，经过长期沉淀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为集团成员所共有，是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和依据，对于人们的言论行为具有
一定的约束力和社会规范力量。人们依前者而进行日常的生活活动，据后者而
在日常活动中得到精神的依托，心灵的充实，群体的归属感和生活的精神动力。
生活方式易于依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由于某种因素会出现一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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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的“社会伦理”，是指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关于人际关系、个群关系、生活方式、生产
方式、社会价值等社会诸因素的一般认识和态度，是人们所普遍认同并遵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
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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