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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圣贤、反英雄的商业才子

) ) ) 近代( 1897~ 1949)报刊文人的世俗性格与游戏心态

p  赵孝萱
(台湾佛光大学  文学所副教授兼所长)

1内容提要2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专事写作,以办报编杂志为业的文人群体,他们既不以科考出仕为目的,也不求

撰写藏之名山之巨著,而是为大众世俗而编而写,世俗性商业性很强。上海、香港、台北、台南都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文人, 其

价值取向并无大异, 世俗性格与游戏心总极为相似, 并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新文化界、文学界虽对此多所挞伐,但这是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精神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1关 键 词2  近代;文人群体; 世俗性格;游戏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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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论
近代中国因报刊事业之蓬勃, 出现了一大批以专事写

作,以办报编杂志为业的文人群体。这类文人多执掌大报副

刊或小报,既不以科考出仕为目的, 或根本未能登科;也不求

撰写藏之名山之巨著。他们是为大众世俗而编而写,世俗性

与商业性很强。其笔下的/小报0 ,所谓/ 小0者, 稍有/不登大

雅之堂0之意。这类报刊不太登载政治时事与历史兴亡, 却

有浓厚的文艺气氛与消闲娱乐气味。其中或有丛谈文汇、或

有典故杂感、或有小说连载、或有诗词骈赋以及戏词、游戏

文、笑林、剧评、谜语、打油诗、北里消息、青楼动态、娱乐活动

讯息等。或也刊载街谈巷语, 隐私秘闻, 而以揭露为快。是

一种兼具市民趣味与文人雅兴的报纸。这类报纸并不仅限

于上海,同时期的台北、台南、香港、甚至新加坡,都出现这类

风格极为近似的/小报0。而不同地区文人的价值倾向,也并

无大异之处。

若以当时报刊的整体数量来看,其编者作者与读者人口

应颇为庞大。这群文人精于文字功夫,文章与文字能力是他

们赖以依存的的本领。举凡小说、笔记、古文、辞章、吟诗作

对、酒令射谜等多所精通, 甚至戏词、剧评、影评、广告词也多

为此类文人操笔。他们不属学者大儒之类的读书人、而属专

擅文墨的文学人。他们上报馆泡戏园混迹青楼,行止之风流

才调,颇似传统/ 才子0形象。他们也的确以才子名士自诩。
颇类似自宋代以来书会才人、小说家剧曲家,如冯梦龙、金圣

叹之类闲笔文士的传统。

沈从文描述海派文人所提出/ 名士才情0与/ 商业竞卖0

之两重特质,可谓一语中的。蔑视责任礼法、追求古雅情调

之名士倾向与商业竞争之世俗姿态本质上是矛盾的。但此

一矛盾却和谐地在这些商业才子身上呈现。他们甚至以文

化明星之姿引领风尚, 又能对商业机制、娱乐体系产生主导

性之影响。文人能如此影响传媒娱乐业,应属空前绝后。此

一文化现象,更是不容忽视。但这类特殊行径, 少不了引发

/ 堕落0之批评。诸如:追逐社会流风习气、欠缺社会责任等。

这群文人与当时以编报纸来/宣传0的另种知识阶层, 在价值

与目的之追求上是对立的。此乃近代知识阶层分化后之结

果。新文化界、文学界看不惯如此不担负社会责任, 却对社

会产生如此重大影响之文人群体,多所挞伐, 如何看待这类

批判观点,也是待解决的课题。

二、文人事业才人笔, 名士何妨作废人

上海竹枝词言: / 锦绣文章才子笔, 新闻主稿拜先生0。

又言: / 时事都登报馆来,蝇头小字费编排, 文人事业才人笔,

书面争夸点石斋。0好弄词章本为才子之重要特质, 这群报人

是近代能成功经营文字、驾驭文字之才子群体。他们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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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应该是太理解当然不需辩解的写作态度。就像朱自清

说: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

小说的正宗0 (朱自清 (论严肃) 一文。载5中国作家6创刊

号。)倘若为金钱而写,是艺术的仇敌; 那么视文学为工具价

值的新文学史观,将文学功利化、实用化、工具化,则是对艺

术的另类不忠诚。

此一二分现象或可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 象征性权力斗

争0 ( symbolic power struggle) , 就是占据发声地位者如何取得

文化定义权的过程。此乃关涉到文化正当性 ( legitimacy) 的

问题, 后来的评论者选择与学院知识分子对立的阵营/ 划清
界限0 ,既可较易获得论述的正当性,也可避免受到主流意见

的攻击。其中过程可清晰瞧见社群区隔以及权力运作的影

响。

注  释:

¹ 范伯群:5秋波之恋#编者按65中国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6

(之四) ,南京出版社, 1994。

º 参考徐德明:5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6 ,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第 197页, 2000年。

» 民初诗酒流连之文社很多,并不限於报刊文人,为当时文坛

学界流行风气。以上海/ 淞社0规模最大。民国二年成立, 由刘翰

怡、周庆云主持社事。此外, 上海还有/ 希社0, 参加的有周庆云、姚

文栋、潘飞声、邹强等, 以豫园寿晖堂为社集, 月凡一举, 为文酒之

会。沈曾植也发起/ 超社0与/ 逸社0 ,郑孝胥则有/ 一元会0。

¼郑逸梅:5星社文献6 ,收入5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6 ,福建人民

出版社, 1984年。

½李嵘明:5浮世代代传:海派文人说略6 ,华文出版社, 1997年,

第 135页。

¾/ 美总是要透过非常规、非格套的方式,才能呈现。为了单显

出生命之美的瑰丽风姿,有时的确需要排除道德的常规常矩。然而

这仅是道德之行的一时例外,而非不道德。因为美与道德的本质原

非矛盾,所以单显美才会给人无压力的愉悦而让生命得到解放。

, ,自由的人生,就是审美的人生。美是自由的象徵;自由无碍的

生命,就是美的生命。0引自李清筠5魏晋名士人格研究6台北:文津,

2000,第 40、41页。

¿ À姚公鹤:5上海闲话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第 128、131

页等处。

Á郑逸梅:5民国旧派文艺期刊史话6, 见魏绍昌:5鸳鸯蝴蝶派

研究资料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Â周桂笙:5新庵笔记6卷上。

�lv牟宗三:5才性与玄理6 ,台北:学生书局, 1985年,第 68页。

�lw5王韬日记6页三。

�lx�ly5申报61872年 6月 13日、12月 7日(劝人行乐说)。

�lz孙燕京5晚清社会风尚研究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283页。

�l{王尔敏、陈善伟编:5近代名人手札真足迹6 ,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室编5史料丛刊6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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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

关于5废都6的文化分析

p  邵宁宁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1内容提要2  尽管5废都6在文化趣味和艺术性上都存在着某种与现代生活不和谐因素, 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本, 它

仍然为解读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内容。本文通过对5废都6的文化分析, 描述了社会转型期文人价

值的失衡, / 传统之城0的解体, 及无家可归的精神境遇。

1关 键 词2  5废都6 ;社会转型; 价值失衡;解体; 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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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废都6是发表于十年前的一部畅销小说,在出版当年引

起的轰动, 大约只有 80 年代张贤亮发表5男人的一半是女

人6时的盛况可以相比, 两者同样因直接描写了性而引起了

大众读者的关注,所不同的是前一次还借有 80 年代思想解

放潮流的余绪,而后者已挟裹入 90 年代市场化的狂欢仪式。

5废都6的发表,给作家贾平凹带来了又一度的社会注意, 同

时也招致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非议。事隔十年, 尘埃落

定,所有的花絮也都飘散零落, 但对它的评价仍然人言言殊。

在我看来,尽管5废都6在文化趣味和艺术性上都存在着某种

与现代生活不和谐的因素,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本,它仍

然为解读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内

容。经历了十年的沉淀, 现在再看5废都6 , 也许既可以保留

一点现场亲历的直观,又不至于做出过分情绪化的评判。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失衡

5废都6一开头,主人公庄之蝶就陷进一桩官司里了。这

场有关/名誉权0的诉讼,把我们迅速带入一种转型期社会的

当下语境。/ 名誉权0这个概念尽管早已被写入了法律, 但在

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用付诸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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