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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许纪霖

①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的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
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
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②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
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这种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

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然而，上

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
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
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

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 遂蔚成大潮。 
③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拥有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精英云

集。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

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

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

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

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④随着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

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

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

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

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⑤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

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

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

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

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

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

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
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

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⑥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
义，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

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

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对于中西文化，上海出版
界的文化人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⑦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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