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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4_BB_8E_E

5_8F_B0_E5_8C_97_E6_c34_43617.htm 上海是一座海岸城市，

其文化被称作“海派文化”；台北则是一座海岛城市，其文

化特质也许可以称作“海岛文化”或“海洋文化”。两个城

市的文化都带有一个“海”字，但她们的文化究竟有何异同

？今年6月，台北的文化人与上海的文化人相约申城 尽管6月

的上海梅雨淅淅沥沥，却丝毫没有影响“上海台北城市文化

比较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热烈、轻松的气氛。这次研讨会由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和文汇报社联

合主办。唱主角的是上海学者王元化和台北作家龙应台。开

幕式接近尾声时，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康来新教授饶有

兴致地作了一个“现场服装 广告秀”。她身穿台湾“原住民

”(父辈几代居住于同一地方，而自己又土生土长于此的人，

美国称为“土著”，上海人称之为“乡下人”，台湾则称之

为“原住民”)的传统服装，转身行步，倒还真有几分专业“

模特儿”的味道。 老上海风情犹存 “老上海风情”经由张恨

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以及穆时英、刘呐鸥

、邵洵美和叶灵凤的现代主义小说得以成形，到张爱玲终于

蜚声国际。时光荏苒，今天，三十年代那个时髦、多情的城

市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平饭店爵士酒吧的演奏者们承自

老上海的那种“绅士之风”丝毫未减；衡山路上“时光倒流

”酒吧前的锈红色的廊檐，里面黑色铁椅和锈红色桌布的搭

配，仿佛将人带回阮玲玉时的上海；“1931”内暗色灯光温

柔地摇曳着，偶尔可以看清墙上挂着的老上海月历牌。“画



中女郎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她穿著简单但颇有

品位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

襟上的花带着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

激情⋯⋯”这就是美国学者李欧梵钟情的上海。在陈丹燕《

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

事》，素素的《前世今身》等一大批纪实体的散文或随笔中

，上海的咖啡馆、酒店、西式公寓、洋房、街巷，以及富豪

大亨、千金小姐都成了深情追怀的对象。 讲述“老上海”，

是这次研讨会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倪文尖的《白先勇“台北人”与“上海怀旧”》，上海社科

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包亚明的《怀旧的政治：“老上海酒吧”

、精英叙事与知识分子话语》，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张旭东的《上海影像：传统形象、非主流文学及一个中国神

话的还原》都直接将“老上海形象”作为分析的对象。作家

王安忆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尽管她说怀“老上海的旧”显

得有些奢侈，但她的小说所散发的对历史长河中的“那一个

风花雪月的上海”的深深感怀，却再一次证实了“老上海”

的无穷魅力。 研讨会最后一天，下着不紧不慢的小雨。晚餐

过后，台湾中央大学英语系主任林文淇教授兴致不减，背着

下午大会发言时用的电脑、投影机冒雨赶去“时光倒流”酒

吧，一定要见识一下孕育了“30年代那一场风花雪月”的“

老上海风情”。待到立定才发现，里面已经坐着这次研讨会

几乎所有的外来代表。 新台北容古纳今 研讨会的第三天，虽

然雨下得特别大，但9点还不到，偌大一个会场就坐得满满实

实的。从台北市立美术馆、学生乐队一直到台湾电影，沪台

两地四个学生的论文描绘了一个影像里色彩斑斓的台北。 大



约80年代中后期，台湾，尤其是来自台北的商人，陆续进入

大陆投资办厂。上海人对这些商人的印象是：有点斤斤计较

，患得患失，十分难打交道。于是，上海人就说台湾人“拎

不清”，是“台巴子”。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就是

通过“‘台巴子’一说的兴衰”，考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不断加宽、加深的过程。台北在上海人的眼中，从一个

模仿上海的粗糙且失真的城市，变成了有着强劲生命力，既

懂得保护文化传统、又擅长吸纳新兴事物的大都会。传统和

现代融洽地共存，这也算是台北的一个特色吧。对此，许纪

霖教授有一幅形象的素描：他们的“永和豆浆”不像上海一

副“快餐”的精短装扮，却是一长溜木桌条凳，时光仿佛一

下倒退50年。可就在离“永和豆浆”不远的希尔顿酒店，其

建筑装潢得富丽堂皇，服务得细致周到，决不逊色于世界上

任何一家希尔顿连锁酒店。在台北文化圈中小有名气的酒吧

，装潢和布置朴素得就像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餐馆。可台

北连锁的诚品书店，那种典雅，那种气派，那种书卷气，以

上海之大，也是少见的。 上海与台北同台“双城记” 研讨会

的最后一天恰巧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一大早，台湾的

康来新教授就急着要买雄黄，说是这么重要的中国节日，在

台北年年有仪式，这次正好在大陆，更要纪念一番。台湾中

央大学财经系邱慈观教授则指着人家门上悬挂着的艾草，不

无感慨地说：“这样的习惯，在台北处处可见。上海这两年

发展这么快，这个传统却还保留着。很多台湾人到了美国，

每逢端午节，也还会在大门外挂上艾草。”参加这次研讨会

的学者、学生，不论来自台湾、香港，还是美国、澳大利亚

，都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台湾



的上海人；有去美国上学后来留在了美国的“上海原住民”

；还有几次来上海参与开发投资的“儒商”。 此次活动主要

发起人之一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逊教授对上海、

台北这双“姊妹城”的概括可谓精到。上海和台北同是中国

城市中与海洋关系密切的两座城市：上海是一座沿海城市、

海岸城市，其文化特质被称作“海派文化”；台北则是一座

海岛城市，其文化特质也许可以称作“海岛文化”或“海洋

文化”。上海一面临海，一面背靠内陆，呈现了一种背靠传

统、面向世界的态势，因而在文化上主要体现了中西文化碰

撞和交融的特点；台北则是四面环海，八面来风，更多地体

现了各种外来文化交融和交汇的特点。在这些同而不同的基

础上，沪、台两地文化究竟如何互动和互补呢？ [1] [2] [下一

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