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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东方大都市的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影响。
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一个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上海
文化，她制约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
在21世纪之初，回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探究上海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关联，从而
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上海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它有怎样的特质？
在上海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具有怎样的质素？
如何全面评价上海文化、上海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影响，这是本书所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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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剑龙，男，1952年6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
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老舍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理事。
著有《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现实
悲歌：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时期文学二十年》(合著)等
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转载，并曾发表小说
、散文、诗歌多篇。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等
多项，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成果奖、田汉戏剧奖评论奖、上
海师范大学优秀教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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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上海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陈旭麓在谈到海派文化时指出：“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中
西文化首先在这里碰面、会叙，所以近代中国的新学许多是在这里孕育，再由这里扩散。
”①作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上海在中国20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上海文学也具有
导引影响中国文学发展与嬗变的重要作用。
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
上海开埠不久，英国传教士就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用来自英国的印刷机从事宗教宣传品的印刷出
版。
随后外国人的字林报馆、美华印书馆、清心书馆、申报馆、点石斋石印局等先后创办。
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很快就为中国人所掌握，中国人开办起同文书局、蜚英馆石印局、鸿文书局、富
文阁、拜石山房等，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印刷业的重镇。
印刷业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上海较早的报刊是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北华捷报》、《字
林西报》，外国人还创办了中文报纸《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申报》等。
中国人创办的《强学报》、《时务报》、《实学报》、《蒙学报》、《工商学报》等也纷纷出现。
据统计，仅1896年至1898年上海创办的报刊就近50种之多。
20世纪以降，《笑林报》、《寓言报》、《方言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诸多文学性小报
在上海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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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大多数上海人是从各地移民到上海的，我却是正宗的上海人，祖籍上海市。
我出生在上海、生长在上海，在“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离开了上海，去江西农村插队，做了6年
农民，后来又读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做大学教授，做博士生导师。
在农村插队时，我总是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乡情结，回到上海后，却对于故乡上海有了一种更为清
晰的观照，对于上海人也有了某种新的认识。
我曾经写过一篇《简论上海文化与上海人》，从文化的视角对于上海人性格中的长与短进行分析研究
。
身在上海研究上海，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离开过上海，再来看上海，可以说更加清醒。
上海文化的长与短、上海人性格的长与短，就常常成为我思考研究的思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的文化与文学对于整个中国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分析
总结其历史，论述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探讨文化运行机制的演变规律，力求有新的发现，
新的见解，将有重要意义。
本书由我确定总体构架、基本思路及各章节；我指导我的硕士研究生参加此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在本
著中就有着在我指导下他们的学习成果，研究生参与撰写初稿的为：唐戈云第2章；郭海荣第3章；罗
俊华第4章；程清慧第5章；王晓芳第6章；傅建安第7章1-4节；汤正宇第l章第1节；徐俊第2节；孙庆鹤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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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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