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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解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同阶层人群的地位交相更替的同时，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遭遇剧烈的动荡。
本文以文化社会学视野，通过观照1950年代上海工人阶级话语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揭示地方性工人阶
级的文化经验，使人们认识到新制度建构下的工人个体、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和阶级实践之间的表象关系，借助基层社会动员机制得以显现。
以识字为中心的学文化运动，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重新唤起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提升了阶级
成员的社会地位。
在文化、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得职工群众在发展生产、建设国家
中，进一步展现了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海女工人数及在工人总人数中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妇女的就业领域扩大到各个部门，虽
然频繁的政治运动难显真正的性别意识，但在公共领域高涨的参与激情，还是呈现出眩目的色彩。
工会的转型主要是职能的变换，上海工会宏观结构单一、集中，在整个50年代，对上海工人阶级的组
织教育、生产建设及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按照行政’和工会是紧密配合
关系的要求，动员工人搞好生产成为工会的主要任务。
空前庞大的科层制结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稳定形象，上海的工厂也不例外，都属于国家
宏观计划经济的一个个部件，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体系里与其他阶级、以及工厂内部，都形成新的人
群关系，个体性话语与权威性话语、公共性话语时有冲突。
    阶级话语强有力的、灵活的表达形式，既来自于对现实的反映，又有助于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维持。
它们通过诠释社会关系，形塑着工人的思想意识、价值信仰，同时与阶级实践建立联系，使他们自觉
投身社会行动中去。
但国家主义理念将阶级话语纳入自己体系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延续下来的历史
传统依然复活着上海工人文化自身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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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学文化我们要受用一切文化，先要学习文化。
学习文化，先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能够把写在书本上的读出来，能够把搁在脑子里的写出来。
——马叙伦1949年5月27日，在近代中国被称作“十里洋场”的上海解放。
解放以前，上海的教育事业是各种统治权力的混合体，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为官方直接控制的“
公立”学校，旧“公立”学校有普通中学二十所，小学二百九十五所，民众学校一百七十六所；一种
是国外势力投资控制的“教会”学校(即外资津贴学校)，上海共有外资津贴的普通中学三十四所。
职业学校六所，小学七十一所，分别属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两个系统；一种是私人办的学校，其中一部
分为“反动分子”所把持，一部分为营业性质的学店，也有少数学校是进步力量所办的。
解放后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接办、整顿与改造，特别是取消了训导制度，改为教导合一，取缔了
公民课、童军课等课程，增设了政治课，并使用了新的课本，使得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带有新的气
象。
按照年初上海市委制定的一切属于人民的宣传思想，上海解放就是人民的大翻身，上海人民要逐渐学
会做主人翁，自己管理自己。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现代都市，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统计资料显示，建
国初期上海市区职工总人数为93．7万，至1959年底达203．3万人，十年内增加一倍以上。
新型社会制度将工人阶级视为领导阶级，必然在组织、结构、权力诸方面予以调整，从而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确立奠定基础。
由于解放前工人阶级地位的低下，生活贫困，无力参与文化学习，文盲、半文盲现象普遍存在，这直
接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充分理解和能否有效响应党颁布的各项路线、方针及提出的生产建设号召
。
因而开展以识字为重心的学文化运动，便成为政府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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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作为一场学术思想运动，开始入侵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引发巨
大的多米诺效应。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宏观政策的宣传和落实，西方各种思潮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速度，相
继亮相于中国学术界，文化研究作为上世纪中叶兴起并逐渐在欧美、澳洲及港台华语圈流布的最新知
识运动，自然受到大陆知识人的关注和重视。
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及向纵深层面延展，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也
是耐人寻味的变化，这种变化重构着普通民众的价值信仰、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
新的历史语境的断裂性、差异性，要求人们尤其是知识人不得不重新面对、思考涌现出来的新问题，
并摆脱既有知识话语的局限，对碎片化的现实做出有力的回应。
文化研究对阶级政治、大众传媒及边缘群体文化经验的执着关切，恰恰为残缺的知识场域提供了理论
研究的视点和分析问题的路径。
2003年秋天，当我携带简便行装赴上海大学读“社会文化研究”方向博士时，大脑里只有粗浅的社会
学常识和文学理论正在进行“文化转向”这一模糊、狭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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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是博士文丛(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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