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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88_E4_BB_A3_E8_c67_276801.htm 上海文化，是上海城

市发展的软实力。它，凝聚着城市的“精、气、神”，激发

出上海发展的蓬勃活力。 因此，对上海文化的探讨，正日益

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也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 日前，在

刚刚主持了一个名为“都市研究与上海经验”的高级研讨班

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两位研究员许纪

霖、罗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探讨上海文化的本质内涵

。 在国际视野中，上海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品牌。只要我

们重视上海历史中那些丰富的文化遗产，赋予这个城市以自

由的、大众的活力，上海是充满希望的。 解放周末：最近几

年，上海文化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许多学者都投身于有关上

海文化、上海经验的研究课题中，“上海学”俨然成了一门

活力四射的“显学”。这是种必然，还是种偶然？ 罗：最近

几十年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

下，我国渐渐崛起了一批以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大

城市。很自然地，文化研究也逐渐从以国家为单位转向了以

城市为单位，趋向于微观化。和西方相比，我们的城市研究

才刚刚起步，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许：如果从中国现代化

的经验来说，上海这个城市富有典型性。有个说法，如果你

要研究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要去西安；要研究五百年的历史

，就去北京；而研究20世纪以来的历史，就要来上海。所以

，上海文化研究之“热”，还将延续下去，深入下去。 解放

周末：有一种看法，香港、台北、上海，这三个华人大都市



在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上有十分相似的东西。在相似之外，

上海自己的特色是什么？ 许：三座城市各有特色，而上海具

有其独特的优势。上海的起步比较晚，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它是最新、最有潜力的。它具备香港和台北无法比拟的地

理优势 上海以长江三角洲为广大的腹地，向全国辐射广阔的

市场。而香港和台北没有这么大的发展纵深。另外，上海的

历史文化传统最好。这不仅仅指市民的文化素质、独立性，

上海更拥有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历史可以影响未来。上海不同于一些新兴的城市，城市历史

是一张白纸；上海又不是历史特别悠久的城市，负荷太重，

活力不够。今天的上海恰恰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阶段。中国

没有第二个上海。在国际视野中，上海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

化品牌。只要我们重视上海历史中那些丰富的文化遗产，赋

予这个城市以自由的、大众的活力，上海是充满希望的。 罗

：这已经是一个世界共识了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

是一个蕴含着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地方。 “海派文化”不是指

某一个文化传统，而是指蕴涵着的多元文化传统。这种多元

文化传统可以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很奇妙的张力。 解放周末

：上海在开埠以来一百六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处于中西

、现代和传统、城市与乡村⋯⋯彼此间激烈的冲突中。独特

的历史经历，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人们自然好奇，上

海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 许：如果说上海文化有什么特点

，这特点就是“没有特点”。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它是一个

移民社会，不仅有国内移民，还有全球移民，对全世界和全

中国，上海都采取“拿来主义”，海纳百川，在不经意间形

成了自己“没有特点”的特点。 解放周末：那么，能否对上



海的文化传统进行一番细分？ 许：首先追溯上海本土文化。

上海本土文化的底色是江浙文化，或者说以江浙为代表的江

南文化。明清时期，江浙形成了特殊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对

待生活特别细腻精致，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他们

的文化特别注重文采，注重书卷气，逐渐形成了江南士大夫

文化。 再来看西洋传统，上海文化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西

洋传统。比如说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强调“入世禁欲”的

新教传统。新教传统在上海文化精神中表现十分突出。上海

人工作拼命，在全国范围来说是最有职业感的，比较讲信用

。过去困难时期，全国买粮食都要用粮票，但唯独上海有一

种面值半两的粮票，可见上海人计算的细致，这种精神背后

体现出的就是新教中的工具理性。 欧洲的另一种传统天主教

传统，也在上海生根发芽。天主教文化更注重的是艺术性。

它表现的是一种浪漫的、超脱的传统。上海以前有一大块地

方就是法租界，这些地方孕育了大批的文化人。浪漫、艺术

的传统与新教中的工具理性有很大的反差。所以在上海文化

中既有紧张的一面，又有松弛的、浪漫的、超脱的一面。欧

洲的两种宗教传统对上海形成了一种张力。 一方面上海江浙

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和新教传统相

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

丁文化产生呼应。这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

妙的对应关系。上海文化传统相当丰富，可以产生各种各样

的组合。 解放周末：概括地说，上海文化可称为“海派文化

”。 罗：“海派文化”不是指某一个文化传统，而是指蕴涵

着的多元文化传统。这种多元文化传统是非常可贵的，可以

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很奇妙的张力。 上海应该认识到自身多



元文化的宝贵。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在这里留下烙印，上海可

以灵活地使用自己的文化身份，灵活地应对时代的变化。 解

放周末：在21世纪的今天，上海的这一文化传统又发展得如

何？ 许：我认为，在上海今天的这一轮发展中，上海文化似

乎削减了原有的丰富性。 有种倾向是，现在一些上海人成了

“经济动物”，他们的人生追求就是成为高级白领，在“高

尚地段”买一套房子，然而，他们丧失了自身生活的品味和

乐趣。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浪漫文化被滥用

，演化出了所谓的白领文化、小资情调。 上海这几年一直在

刮“怀旧风”。这里所怀的“旧”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是旧

，而是单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海上旧梦，这种怀

旧恰恰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怀旧。如今上海的“小资”看上

去很法兰西，很浪漫。他们周期性地到咖啡馆、酒吧，确认

自己与平民不一样的文化等级身份。然而这种“小资”却是

肤浅的，像城市的表面涂了一层奶油，里面却是空洞的。 过

去上海文化中既有一种拥抱现代化的传统，所谓布尔乔亚的

传统，也有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今天

在所谓“怀旧”的一片大合唱声中，后面的那个传统丢失了

，只剩下一片以小资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时尚文化。上海历

史上留下的多元文化传统似乎传承得不够全面。 解放周末：

另外，在上海历史发展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思想状态的

“普罗文化”，也曾存在并有所发展,它对今天的上海也不无

影响。 许：是的。 解放周末：那么，今天上海文化的优势在

哪里呢？ 罗：上海应该认识到自身多元文化的可贵。世界各

国的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烙印，上海可以灵活地使用自己多

元化的文化身份，灵活地应对时代的变化。这就是上海文化



不可多得的优势所在，它具备了某种更现代、更丰富、更具

软实力的发展基础。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已经日益深

刻地卷入到“全球化”过程中。不过，全球化并不等于“同

质化”和“单一化”。其实西方也是多元的。不要一想到全

球化，就把它想象成席卷全球的“麦当劳化”、“好莱坞化

”、“沃尔玛化”，麦当劳也要和世界各国的当地文化结合

。全球化创造了一部分的同一性，同时更在创造一个差异的

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误解，似乎摩天大楼越多

就越发达，“声光化电”越先进就越现代。其实，有文化底

蕴的城市并不需要去比这些。这背后反映出的是是否有文化

的自信。上海，应该有文化的自信。 越先进的国家，就越有

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就越有信心

。如果传统流失，或支离破碎，对自身文化的定位与前景就

越是手足无措。 解放周末：现在的上海，每一天都处在变化

之中。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这里，推动城市的开发、改

造，再开发、再改造⋯⋯在这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

该怎么处理现代和历史的关系，保留上海的文化风貌？ 罗：

全球资本引向上海，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商业力量，介入了城

市的规划、建设之中。这商业力量导致的后果是，对城市面

貌的尊敬程度大大下降，整个城市显得有些凌乱，都市肌理

被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因此，上海今天依然要实行“拿来主

义”，但政府必须要对整个城市有所考虑、规划，同时，城

市的开发不应该完全由商业力量来主宰，应该规划为若干个

区域，不该见缝插针、想到哪就到哪盖楼。 此外，我们最近

几年新建了许多现代化建筑，这些建筑的风貌和上海的文化

传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值得思考。一个城市有“文脉



”，建筑也要讲“文脉”。建筑的“文脉”，不仅仅是建筑

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还是建筑和城市面貌、甚至和城市历史

、文化的和谐。一幢建筑存在于此，是给城市增添了什么，

还是破坏了什么？不能因为这个建筑是国外最有名的设计师

设计的，就认为它必定是最好的，这是一种认识误区。 解放

周末：这让我想到了研讨会上龙应台的一段话。她说，西方

的现代化来自于它的传统一层层地发展，拥有一步步到达美

的过程。而我们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只是把它的结果横植进

我们的土地，这其实是一种移植盆景的做法。我们拿来了美

丽的图像，但这只是一个美的盆栽。 许：确实是这样。越先

进的国家，就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

对自己就越有信心。如果传统流失，或支离破碎，对自身文

化的定位与前景就越是手足无措。相对于“移植盆栽”，我

们更应该有意识地保留、培植自己的文化。我很喜欢外地一

座城市的一条老街，这条老街上居住着不少手工艺匠人，每

天在老街里的工坊劳作；老街上有中药铺，每天开张营业。

这里的老建筑，连同它的日常生活，一起被原汁原味地保留

了下来。在英国有这样一个规定，拆除上世纪60年代以前建

造的建筑，必须经议会通过。又譬如香港，在中环这么寸土

寸金的地方，至今还保留了古老的石板街，这也是难能可贵

的。 大都市最后的问题，不是都市空间如何被扩展的问题，

不是都市面貌如何日新月异的问题，而是落实到人的精神面

貌、人的价值观上，落实到人和城市的关系之中。 解放周末

：城市毕竟是人的造物，城市是否为人们创造了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许：“以人为本”不是冷冰冰

的口号。城市虽然宏大，然而却是落实到一个个与人有关的



细节上的。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注重人性化的细节,但在一些城

市建设中人性化因素考虑得仍有不足。偌大的地铁站，你要

“方便”，其实并不方便。在浦东机场，要“方便”一下，

非得扛着行李，走十八级台阶，下一个楼层去解决。人们说

到现代化，仿佛就是水泥的现代化、金属的现代化和玻璃的

现代化。城市建设以自我为中心，于是成了由金属、水泥和

玻璃组成的人工世界，大而无当。这其实不是我们要的“摩

登”，这不是多数老百姓的梦想。 解放周末：高楼大厦越来

越多，城市天际线越来越高，这固然让人欣喜、自豪。但也

产生了一种迷惑：上海文化的“心”，或者说上海文化的“

底子”究竟是什么？ 罗：上海的“心”不是高楼大厦，而是

上海的人。因此，对上海的研究固然需要密切注意它“摩登

”的一面，但也不能忘记“霓虹光影”之外的人的内心世界

。譬如，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还没

有进入到文化研究的视野里，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文化诉

求还没有得到仔细的描述和研究。上海的人，代表了上海文

化的“心”。它落实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生活着的人的精神面

貌、价值观念上，落实到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中。 解放周末

：如今上海研究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上海是

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空间。“新上海人”出现了，上海人不再

是那个“味道”了。 罗：但是人与人之间，人和城市之间依

然需要强烈的认同感。我曾看到外地一则新闻，某个城市某

一小区前树着这样的牌子：外来人员不要擅自进入小区，打

死责任自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冷酷的语言？为什么人与人

之间有这样的戒备心？我们建设城市，建设社区，最终要解

决的人与城市之间的良好的互动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



系。大都市最后的问题，不是都市空间如何被扩展的问题，

不是都市面貌如何日新月异的问题，而是落实到人的精神面

貌、人的价值观上，落实到人和城市的关系之中，这是我们

不能忘记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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