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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从形式批评的角度细读文本成为一种倾向，改变了以
往仅仅关注作家、时代、思想等外部研究的格局，学术研究开始关注意象、隐喻、象征、文体、叙事
等文学内部研究。
9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影响，文学研究又拓展至文化研究，使文学研究有了更加开
阔的视阈。
李洪华的《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可以说是承续了90年代文化研究的思路，却形成了其更为细致深
入的研究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诞生与发展过程中，现代派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成为中国文学逐渐成熟走向世界
的标志，新感觉派、现代诗派、九叶派等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
以往对于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中，往往倾向于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等方面展开研究，较少从文化
的视角，尤其较少从上海文化的视角展开研究。
李洪华在对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研究中，立足于将中国现代派文学置于都市上海的历史背
景中，置于上海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研究，形成其著作的独特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研究中，拓展与深化了对于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使该书成为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
　　倘若观照《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一书的特点，我想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开阔的学术视阈，细
致的学术梳理，深入的学术探究。
　　李洪华在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构成该书的基本思路后，以十分开阔的学术视阈结构篇章，既从
现代都市的文化语境的形成、现代都市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表征、现代报刊的繁荣与文学商业空间的营
造，分析上海现代都市文化语境的形成与表征；又从不同历史时期梳理域外现代派文学的译介，研究
现代派杂志与上海文化精神，分别从都市文化语境、半殖民地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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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主要从文化视角，探寻20世纪20至40年代我国现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派
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理路。
20世纪上半叶，摩登上海用她的光与色塑造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徐迟、路易
士、徐订、张爱玲等一群都市之子。
他们是“敏感的都市人”，汲取了异域的熏香，开拓着文学的新潮，或用变幻的色彩和快速的节奏描
绘都市的“风景线”和“狐步舞”，或通过都市浪漫的爱情和漂泊的人生探讨人性与爱的哲学，或在
都市日常世俗的生活空间不经意地释放出苍凉的人生感受。
都市的光与色激发了他们奇异的文学想象，他们也以其现代派艺术彰显出开放多元、追求创新的都市
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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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的公共空间，深刻影响了上海市民的生活观念和娱乐方式。
　　1896年8月11日，电影经香港传人上海，携带电影放映机和影片的西方商人，在位于西唐家弄（今
天憧路和山西北路附近）徐园的“又一村”茶楼第一次放映了“西洋影戏”，这与世界上最早的电影
短片在法国巴黎出现，相差仅8个月，上海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而在此前一天，《申报》便登载了徐园的电影广告，称“初三夜仍设文虎候教，西洋影戏客串戏法，
定造新样奇巧电光焰火。
每位游资2角”①。
这是国内报刊有关电影的最早记录。
电影在上海的放映场所最早由茶园到游乐场，再到戏院，最后才出现专供放映电影的电影院，如虹口
戏院（1898年）、维多利亚戏院（1909年）、上海大戏院（1917年）等。
最初这些电影院大多为外国人所有，放映的影片也主要是法国电影和美国好莱坞影片。
中国人最早拍摄的电影是1905年在北京由丰泰照相馆任庆泰拍摄的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但
真正的电影艺术创作应该是1913年在上海，由亚细亚影片公司委托张石川、郑正秋等人拍摄的我国第
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电影的传人与放映对上海的现代都市生活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
首先，电影院建筑设计的现代特色和装潢布置的豪华舒适吸引了大批观众。
20年代《良友》画报为奥登影院登载的广告称：“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
完美的构造和设计。
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
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30年代斥资100万元重金改造的大光明电影院更加豪华，“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邹达克
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
洗室”③。
40年代，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多少恨》中也把电影院描述为“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
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
④其次，电影对上海市民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当时的《晶报》描述：上海等大都会的时髦女子，都喜穿各种欧式的高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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