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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政治"到“精神政治"

——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钱旭初
(江苏开放大学文化艺术系，江苏南京210036)

摘要：《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通过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的种种市民想象和

都市物质文化符号的重新组合，指出了现代市民小说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试图从经济生活的

角度突围，实现现代性的追求。该书通过对“生活政治”的阐释，进一步深入到现代市民的精神

内核，揭示现代市民价值取向的转变与精神立场的转型，从而建构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

转型期中国市民的精神标本，以期昭示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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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

书中认为，现代性的追求者往往会通过两条不同

的政治途径而抵达同一目标，一种称为“解放政

治”，一种称为“生活政治”。所谓的解放政治是

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也是一种鼓励现代性的正向

动力。而生活政治，吉登斯则解释为“一种生活

方式的政治”，或“生活决策的政治”。吉登斯引

用桑多·罗扎克的话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

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

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

它是一种“靠完全改变日常生活模式来威胁国家

权力的行为”【1 J。与“解放政治”的五四小说、左

翼小说和追求个人精神的超脱的自由主义小说等

不同，张娟副教授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

小说价值重构》关注的就是“生活政治”，该书通

过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的种种市民想象和都市物

质文化符号的重新组合，指出了现代市民小说全

新叙事方式的构建，试图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突围，

实现现代性的追求。而这仅仅是起点，该书通过

对“生活政治”的阐释，进一步深入到现代市民的

精神内核，正如西美尔所言，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精

神问题，该书就是试图透过物质表象，揭示现代市

民价值取向的转变与精神立场的转型。从而建构

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转型期中国市民的精

神标本，以期昭示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意识与市

民精神问题。

一、经济视角下“生活政治"的建构

20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中国现代市民小说日益兴盛，并成为现当代文学

中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其理论研究与文学价

值定位一直位于尴尬处境。从国外研究来看，中

西方市民小说理论发展极不均衡，伴随西方资本

工业的兴起，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就逐渐建立了

西方现代市民价值体系，出现了马克思的市民等

级、葛兰西、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理

论，文本批评、性别批评、文化批评等在市民小说

研究中运用充分；但在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

却遭遇了水土不服的尴尬；从国内研究来看，中国

市民阶层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由于封建主义

与农耕文明的巨大惯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市井价值观。这种市井观念以先人为主的偏见影

响了整个市民文学的研究与定位，当下研究中，偏

重市井，忽视现代市民；从地域角度考察市民小

说，缺乏整体观照；对市民小说文学定位较低，忽

视其审美性与哲学性的倾向比较严重。事实上，

20世纪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市民小说进入了新的

历史时期。小说表现的核心对象从传统市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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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市民，小说的表现形式、审美趣味、价值取

向等都产生了质的飞跃。新的文学图景与其带来

的价值转型亟需我们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话语进行

描述与构建。论著旨在关注传统“市井”发展而

来的现代市民，从价值重构角度对现代市民小说

的价值观转型进行深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重构

20世纪现代市民小说的文学价值。现代市民小

说“强调经济视角，关注日常生活、世俗人生，通

过表现与惯常的“大历史”叙事之间的某种偏差，

借助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

试图从经济角度突围，探索书写另外一种历史潜

流的可能性”口o。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是一种迥异于

五四小说、左翼小说与自由主义小说等等的一种

基于物质基础的改变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系统。这

种物质基础的改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现代

工商业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的农业文明；二是城市

的逐步成熟，公共空间与日常空间逐步成型；三是

城市传媒空间发达。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经济发展

的黄金时代。随着经济发展，上海市民的生活方

式、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形成了具有现代

市民价值观的现代市民。左翼研究视角更加注重

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从政治层面对小说进行研

究；而自由主义文学则关注人的精神的高蹈，试图

剥离小说的政治外衣，在精神的维度探讨纯文学，

讲求文学的审美意义。这两种研究方式都存在某

种程度的偏颇，无法对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作出贴

切的解读。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市民小说就具有典

型的受经济影响的特征。在个人经验的引导下，

文学的叙事方式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以前背靠意

识形态的“那种宏大的民族一国家语言式的叙

事，明显转向了个人化的、私人性的小叙事；对那

些悲天悯人的命运的关怀，转向了感觉、体验和想

象；厚重的深度感变成了轻薄的平面感。”∞1随之

而来，“个体生命的经验在写作中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生活的日常性在文学文本中得到最大程度

的呈现，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在

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被压抑的日常生活

趣味现在成了文学想象的中心，被赋予了不同寻

常的价值和意义而神圣化，而昔日宏伟叙事的神

圣价值被日常化。”M J

该书注意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从乡村向

都市的转型，试图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的

变迁的背景下，对现代市民小说在内容构型、精神

立场、叙事形式和审美价值的取向上的转型做出

整理的研究。指出现代市民小说既是三四十年代

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的重要补充，又是五四启蒙小

说另一条路径的延续。它曾在文学史上被主流文

学所遮蔽，但一旦有充分的社会经济条件，就会以

现实关怀的立场重新焕发出自己的生命力。

二、现代市民小说现代叙事空间的重

新构建

传统研究局限于市民小说艺术价值偏低的偏

见，对现代市民小说的审美性与哲学性关注不足。

总体来讲，现有研究对市民小说的文学品味定位

较低，仅关注其世俗性、通俗性特点，忽视其美学

性、哲学性，至于系统地运用现代理论阐释现代市

民小说，则鲜有涉及，从而使该课题研究难以突破

传统框架；而忽视审美品味与哲学意蕴的探讨，必

然影响到现代市民小说在文学史的合理定位。现

代市民小说对前时期的小说虽有一定的借鉴，但

是现代市民小说通过独特的叙述策略手段，表现

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凡俗美、瞬间美、残缺美。现

代市民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对于审美性的忽视，

拥有了变中求静的瞬间美，其具体体现在小说时

间的破碎以及小说对于瞬间心理的捕捉，空间的

不断变化，人物的平面构型。现代市民小说表面

追求瞬间性的描绘，但其实质是现代性的永恒。

在与中国都市结合的过程中，与中国市民的现代

价值观产生契合，产生了新的审美特质。

该书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现代城市社

会学、女性主义学说对现代市民小说进行了深度

阐释，对文学史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价值重构，具

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如该书的第三章运用西方

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等人的空间理论，对现代市

民小说中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比较其与传统线

性叙事方式的不同，指出现代市民小说的现代新

质。该书的第四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结合现代

城市与女性的关系，从卡尔维诺对城市女性的论

述人手，分析了现代市民小说中强烈的阴柔女性

气质，并从现代市民价值观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进

一步的阐释和说明。如该书的第五章，运用本雅

明“都市漫游者”学说，对现代市民中的独特的都

市漫游者形象进行专题研究，突出其与现代市民

价值观的关系。

本书著者善于在城市语境中理解现代市民小

说，并考察各种新的都市符号的生成与它们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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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作用，探寻这种物质修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的关系。现代市民小说中，公共构造和物质细节

频繁出现，成功实现了从现实的城市物质符号到

具有独特叙事意义的文本符号的转变。这些城市

物质符号不仅充当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或道具，而

且起到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形成了现代市民小说

区别于其它流派的独特的叙事特征。李欧梵认

为，上海这个由所谓“新的公共构造”和“新的日

常物质生活表象”所共同构造出来的现代性文化

形态，就是自发现代性进程中的典范文本。同时，

作者也敏锐发现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这

种“都市漫游者”主题的出现，与相伴而生的叙事

方式的改变，一方面与西方波德莱尔的“都市漫

游者”形象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对当

时文学的发生环境重新考察，寻找他们在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与十九世纪的波德莱尔在“都

市漫游者”形象的写作上不期而遇的原因。并进

一步指出现代市民生存方式的改变对其深层价值

秩序的影响。

三、现代市民小说“精神政治"的立场

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西方很早就进人

了城市社会，但中国有漫长的农业发展时期。所

以中国的市民文学中有独特的“市井”现象，纵观

国内外的既有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市民小说研究

偏重于“市井”层面，而代表中国现代市民发展方

向的“现代市民”层面还有待进一步关注。同时

“市井”与“市民”的辨析也不够清晰。现有研究

中对市民小说的界定中，大部分是带有传统农业

色彩的“小市民”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为标准，

往往将关注重心集中在“市井”层面，对中国市民

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转型与现代性关注不够。

该书试图剥离出现代市民小说中的现代质素，探

究真正在城市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市民

小说的文学特点与文学意义。现有的现代市民小

说研究，受现代城市社会学、消费主义文学等研究

视角影响，主要集中在城市文学、海派文学等视

角，关注小说中的物质表象与时尚书写，忽视物质

表象下的现代市民精神内核的变动与价值观的改

变，难以适应中国新兴市民阶层崛起及精神需求

之现状。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

现代市民的价值观念与精神立场，但其视角大多

受地域性、时代性局限，以海派精神或都市文化归

纳之。该书试图把视角从对现代城市语境下的物

质的关注，转移到人的精神生存状态的关注，从市

民角度探讨他们在城市语境下市民价值观的改

变，以此作为轴心探讨价值观的转变对于小说形

式、小说审美、主题意蕴等文学问题的影响。

该书坚持文学的宏大视野，把三四十年代的

现代市民小说放在现当代文学史整体中进行考

察。横向上将三四十年代现代市民小说与同时期

各大小说流派作对比，确立其文学的独立品格；纵

向上将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市民小说和当代城市小

说做出“镜像”对比，试图在“他者”的观照下，指

出在当代的物质语境中，用传统乡民价值观的观

念去解读卫慧、棉棉是不恰当的，用现代市民价值

观去观照贾平凹、张承志也是不合适的。如何理

解这些作家、作品，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市

民小说，重新去辨认这些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价值

观念和道德选择，可能对于我们更深一步认识当

代作家的精神谱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并在雅俗视

野中，指出市民小说美学品位上趋向雅俗并存；在

道德反思的角度下，指出当代小说应该以新型的

现代市民价值观为判断标准，这样有助于有效推

动当代市民小说的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市民阶层正稳步壮

大，但价值评价体系并未获得相应调整。作为社

会中坚力量的市民阶层，其意识形态的走向关乎

国家稳定。张娟副教授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

市民小说》一书通过对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

小说进行解读，发掘出文学中体现出的现代市民

价值观，指出现代市民小说的社会性使其可以敏

感反映时代价值变化，价值重构反过来又有助于

推动当代市民小说发展。本书对于揭示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市民价值，引导多元社会思潮的正确

方向，将文学的软实力理论运用于实际生活方面

有很大的创新和启示意义。

(下转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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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ation and spiritual st帅由)0int．In order to constnlct chjna citizens in伽entietll century tllirty or forty urban锄d nlral t瑚sition

spirit specimens，civic consciousness锄d pIIblic spirit in order to show the pmblem in t王le pmcess of urban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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