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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初版《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修订本)的结尾，我曾写道：在世纪之交的风云变
幻中，“京派和海派，依然是一个富有价值和魅力的义化主题吗?”今天看来，这的确已成挽歌。
上海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是那个北京。
这同样不再重要。
生活仍在沸腾，新的一代正在新的城市创造属于他们的文化，在《站台》，在798厂，在超级女生，发
出他们粗粝的肯春冥想和尖锐的“海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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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东平　 著名学者，1949年出生于上海。
1972年考取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
现任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杨东平先生的名字在读书界为人所知，应该说始于他1994年出版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
精神》一书，而更多的人知道他，则是因为他后来参与策划了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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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京派和海派：风格的形成　　　　京海之别，首先是作为文学艺术的不同流派，这正是
“京派”或“海派　　”的狭义和原义。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作为政治中心的　　北京和首屈一指的新
兴经济中心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文化中心，双峰　　并立，南北对峙。
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正统地位，受到一　　种新兴的城市文化的挑战。
北京文化不仅早已有之，而且超越了地域的概念　　，是大一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国粹。
京剧被尊为国剧即是一例。
新兴上海　　文化，不仅打破了这种大一统，并且输入了一种异质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　　参照。
传播造成变异，变异产生对比(有的是对立)，对比和对立进一步突出　　强化了各自文化的品性，促
进了变异和发展。
诚如专家所言，北京的皮簧戏　　是被外省人冠以“京调”、“京二簧”，以至“京朝派”或“京派
”的；京　　戏之名，首先是从上海叫起的。
而“外江派”和“海派”，则是京都人对有　　别于己的文化变种的蔑称。
　　一般认为，京海之别肇始于传统绘画；海派名声之大振，则由于民国时　　期盛极一时的海派剧
。
1930年代初，发生于文坛的京海之争，却远远超越了　　文学流派的论争，正可视为对两地文化半个
世纪发展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从　　而成为一场真正的文化讨论。
绘画、京剧和文化，不过为认识这两种文化提　　供了鲜明的个案。
正是在这次讨论中，京海之争甚至也超越了狭义的文化层　　面，而涉及城市社会，城市属性，城市
人格，城市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生态　　、文化机制和文化价值。
　　正如当时的大多数论争一样，这也是一场没有深入展开的讨论，以至于　　半个世纪后，人们依
然情绪激动地重提旧话，围绕“京派”、“海派”的话　　语众说纷纭，在新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境遇
中，作出新的解说和阐释，乃至新　　的发现和重建。
　　　　一　海上画派：海派文化的滥觞　　今天，要弄清“海派”一词之出典，当是一门学问。
如陈旭麓教授言：　　“海派是与京派相对而言。
海派一词最初出于何人何种文书，待考。
”一般　　认为，清末民初被称为“海上画派”的阵容强大的上海画家群，或是“海派　　文化”的
缘起。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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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初版《城市季风》的结尾，我曾写道：在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中，京派和海派，依然是一个富
有价值和魅力的文化主题吗？
今天看来，这的确已成挽歌。
上海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是那个北京。
这同样不再重要。
生活仍在沸腾，新的一代正在新的城市创造属于他们的文化，在《站台》在798厂，在超级女生，发出
他们粗粝的青春冥想和尖锐的海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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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94年初版的《城市季风》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对城市的认知，它突破了“国家”的笼统观念，开
启了地域文化和城际文化个性及特质比较的话语空间。
今年出版了《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修订本)内容更加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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