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海派文學背景 

    上 海 自 清 末 以 來 即 是 重 要 的 通 商 港 口 ， 在 華 洋 交 會 的 特 殊

景 象 形 成 其 主 要 特 色 ， 它 是 內 陸 接 觸 外 界 的 窗 口 ， 也 是 外 國 了

解 內 陸 的 平 台 ， 身 為 二 者 的 橋 樑 ， 不 難 理 解 於 上 海 一 地 ， 文 化

交 錯 融 合 的 情 形 ， 在 如 此 特 殊 的 地 方 ， 自 然 形 成 其 特 殊 的 文 學

風 貌 ， 本 章 就 海 派 文 學 的 背 景 和 海 派 文 學 釋 義 分 別 敘 述 之 。  

 

第一節    海派文學的背景 

    任 何 現 代 城 市 都 是 由 物 質 環 境 與 人 文 環 境 組 成 ， 上 海 也 不

例 外 ， 近 代 上 海 的 發 展 是 經 過 西 方 文 明 的 激 盪 開 始 ， 先 是 由 租

界 傳 入 西 方 的 科 學 產 物 ， 後 是 文 化 思 想 上 的 衝 擊 ， 進 而 改 變 當

時 人 們 的 想 法 觀 念 ， 逐 步 形 成 現 代 化 的 上 海 。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者

將 1843 年 當 作 近 代 上 海 的 開 端，上 一 個 年 度 簽 訂 的《 中 英 江 寧

條 約 》 中 ， 上 海 、 廣 州 、 廈 門 、 福 州 、 寧 波 共 同 被 闢 為 通 商 口

岸 ， 同 年 11 月 17 日 英 國 人 巴 富 爾 (George Balfour)宣 布 上 海 正

式 開 埠 。  

    上 海 本 是 一 落 後 的 小 漁 村 ， 至 晚 清 才 逐 漸 發 展 ， 其 時 中 國

歷 經 太 平 天 國 為 患 、 清 末 民 初 戰 亂 頻 仍 ， 人 口 大 量 移 動 ， 上 海

是 相 對 安 定 的 區 域 ， 租 界 成 為 暫 時 的 避 風 港 ， 大 量 外 來 人 口 湧

入 ， 上 海 的 人 口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都 是 由 移 民 組 成 ， 移 民 性 格 之 一

即 是 容 易 接 受 外 來 事 物 ， 這 樣 上 海 人 口 組 成 的 特 色 ， 使 得 上 海

人 民 能 夠 迅 速 接 受 外 來 文 化 ， 相 較 於 其 他 通 商 口 岸 城 市 更 為 兼

容 並 蓄 ， 如 同 為 通 商 口 岸 的 廣 州 ， 在 外 國 人 進 入 廣 州 港 口 時 ，

受 到 嚴 重 的 阻 撓 ， 爆 發 大 規 模 的 華 夷 衝 突 ， 而 同 樣 的 情 形 卻 不

曾 發 生 在 上 海 。 據 忻 平 所 言 ，「『 上 海 人 』 的 寬 泛 概 念 指 稱 的 應

是 在 該 地 域 生 活、工 作、定 居 並 認 同 於 (不 管 是 自 覺 還 是 不 自 覺

的 )該 地 社 會 價 值 觀 的 人 群 。 」 1 ， 這 同 時 也 可 以 解 釋 ， 為 什 麼

                                                 
1  忻 平 著 ：《 從 上 海 發 現 歷 史 ─ 現 代 化 進 程 中 的 上 海 及 其 社 會 生 活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6 年 12 月 )，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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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派 作 家 不 出 身 上 海 本 地 ， 而 為 外 地 人 口 居 多 。  

    大 抵 上 海 的 城 市 基 礎 建 設 發 端 於 租 界 。 西 方 人 首 先 帶 到 租

界 的 ， 多 屬 於 器 物 範 疇 ， 包 括 服 飾 、 生 活 方 式 、 市 政 設 施 ， 如

煤 氣 燈、自 來 水、電 燈、電 話、火 車、公 園 等 等，並 開 闢 道 路 、

營 造 房 屋 、 建 築 碼 頭 、 改 善 交 通 工 具 、 改 良 飲 用 水 、 提 昇 公 共

衛 生 、 改 革 照 明 ， 數 十 年 來 租 界 發 展 迅 速 ， 從 十 九 世 紀 中 到 二

十 世 紀 初，舉《 上 海：城 市、社 會 與 文 化 》 2 所 列 例 子 如：道 光

十 五 年 (西 元 1845 年 )第 一 個《 土 地 章 程 》之 後，英 國 開 始 道 路

建 設 ， 法 租 界 於 咸 豐 六 年 (1856 年 )完 成 第 一 條 新 式 道 路 ， 且 為

因 應 經 濟 發 展 的 需 求 ， 以 租 界 為 中 心 的 新 式 道 路 一 開 始 即 以 數

倍 於 老 縣 城 六 米 寬 小 巷 為 標 準 ， 至 二 十 世 紀 總 計 修 築 上 百 條 馬

路 ， 初 步 完 成 上 海 市 內 道 路 網 。 同 治 四 年 (1865 年 )英 商 上 海 自

來 火 公 司 成 立 ， 並 開 始 向 租 界 居 民 供 氣 ； 光 緒 八 年 (1882 年 )電

燈 始 用 ； 光 緒 九 年 (1883 年 )上 海 自 來 水 公 司 放 水 ； 光 緒 三 十 四

年 (1908 年 )首 開 軌 電 車 … … 。 由 以 上 例 子 約 略 能 夠 看 出 上 海 租

界 的 發 展 脈 絡 及 現 代 化 的 轉 變 。  

華 人 居 所 巷 弄 狹 小 、 河 道 淤 塞 發 臭 、 公 共 場 所 隨 地 便 溺 ，

相 較 於 整 潔 便 利 的 租 界 ， 自 是 有 如 天 壤 之 別 ， 經 過 數 十 年 對 於

西 方 文 明 的 驚 懼 、 排 斥 、 到 樂 於 接 受 ， 華 人 居 住 地 域 仿 效 租 界

建 設 ， 民 國 時 已 奠 定 了 上 海 城 市 格 局 的 基 礎 ， 直 至 二 、 三 十 年

代 ， 上 海 已 成 為 世 界 四 大 都 市 之 一 ， 其 繁 華 程 度 可 與 西 方 諸 大

城 相 媲 美 ， 極 具 世 界 視 野 。  

      隨 著 城 市 經 濟 的 發 展 、 城 市 功 能 的 完 善 ， 上 海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觀 念 開 始 產 生 變 化 。 自 梁 啟 超 引 進 西 方 禮 拜 制 的 計 時 觀

念 ， 星 期 一 至 五 工 作 、 週 末 假 日 休 息 ， 工 作 和 休 閒 的 時 間 得 以

區 隔 開 來 ， 經 濟 發 展 使 市 民 有 固 定 職 業 、 穩 定 收 入 ， 人 們 日 漸

重 視 休 閒 娛 樂 ， 如 上 電 影 院 看 電 影 、 去 戲 院 聽 戲 ， 業 餘 的 京 劇

票 房 、 業 餘 話 劇 、 戲 劇 排 演 亦 十 分 盛 行 。 生 活 觀 念 的 變 化 還 有

一 個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兩 性 關 係 ， 經 過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衝 擊 ， 對 於 婦

女 種 種 束 縛 的 傳 統 觀 念 有 所 鬆 綁 ， 尤 其 在 上 海 ， 女 性 在 兩 性 關

係 中 ， 逐 步 取 得 了 一 定 的 自 主 權 利 ， 自 由 戀 愛 的 風 氣 形 成 ， 到

                                                 
2  汪 暉、余 國 良 編：《 上 海： 城 市、 社 會 與 文 化 》(新 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8 年 )， 頁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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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三 ○ 年 代 ， 隨 著 婦 女 職 業 化 程 度 的 提 高 ， 經 濟 上 能 夠 自 主 的

職 業 婦 女 群 出 現，「 男 大 當 婚，女 大 當 嫁 」的 古 訓 受 到 質 疑，一

些 職 業 婦 女 逾 齡 而 婚 、 甚 至 開 始 嘗 試 獨 身 主 義 ， 如 張 愛 玲 的 姑

姑 便 是 過 了 當 時 社 會 所 認 定 的 適 婚 年 紀 後 才 結 婚 的 。  

    西 方 文 明 的 洗 禮 、 生 活 型 態 與 觀 念 的 轉 變 ， 上 海 文 化 呈 現

出 較 之 過 往 截 然 不 同 的 風 貌 ， 商 業 化 打 破 了 傳 統 等 級 森 嚴 的 社

會 制 度 ， 允 許 多 元 化 、 大 眾 化 的 聲 音 出 現 ， 以 利 益 為 前 提 的 機

制 ， 使 得 一 切 都 染 上 了 濃 重 的 功 利 色 彩 ， 作 為 一 個 商 業 都 會 ，

上 海 城 市 文 化 中 也 許 最 富 個 性 、 最 具 典 型 意 義 的 就 是 其 「 商 業

性 」，商 業 化 代 表 了 市 場 化，而 市 場 化 則 意 味 著 需 要 一 個 廣 大 的

文 化 消 費 群 體 ， 由 於 上 海 有 著 全 國 最 為 發 達 的 經 濟 市 場 ， 是 全

國 文 化 人 最 為 集 中 的 地 方 ， 也 是 文 化 程 度 最 高 的 城 市 ， 這 些 正

為 上 海 文 化 產 業 提 供 了 一 個 良 好 的 人 文 環 境 、 社 會 基 礎 和 龐 大

的 消 費 市 場 。  

    阿 英 在《 晚 清 小 說 史 》中 指 出，「 晚 清 小 說 空 前 繁 榮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由 於 印 刷 事 業 的 發 達 ， 不 似 以 前 那 樣 的 刻 書 困 難 ； 此 外

由 於 新 聞 事 業 的 發 達，在 應 用 上 量 的 需 求 激 增。」 3 ，印 刷 事 業

的 發 達 帶 動 了 大 眾 傳 媒 事 業 的 興 盛 ， 各 類 刊 物 在 內 容 上 除 新 聞

或 其 專 業 刊 物 的 知 識 需 求 外 ， 為 增 加 刊 物 的 銷 售 量 ， 或 多 或 少

刊 載 一 些 能 夠 吸 引 讀 者 的 詩 歌 、 小 說 、 散 文 ， 甚 至 出 現 報 紙 文

藝 副 刊 與 專 門 的 文 藝 雜 誌 期 刊 園 地 ， 其 中 以 小 說 蔚 為 大 宗 。 由

於 小 說 的 渲 染 力 大 、 有 較 強 的 娛 樂 效 果 ， 易 於 吸 引 讀 者 ， 又 能

充 填 版 面 ， 加 上 受 到 梁 啟 超 等 人 的 影 響 ， 文 學 觀 念 逐 漸 轉 變 ，

開 始 重 視 小 說 的 社 會 作 用 與 教 化 人 心 的 功 能 ， 小 說 不 再 難 登 大

雅 之 堂 ， 這 些 條 件 便 成 為 報 刊 喜 歡 刊 登 小 說 的 主 要 原 因 ， 此 一

現 象 亦 使 得 當 時 的 文 學 環 境 與 過 往 以 書 本 和 勾 欄 瓦 舍 說 書 形 式

為 主 的 傳 播 方 式 大 相 逕 庭 ， 進 而 這 種 以 報 紙 副 刊 與 書 籍 為 主 要

載 體 的 傳 播 方 式 ， 應 運 出 現 賣 文 為 生 的 職 業 作 家 ， 加 以 讀 者 群

的 不 同 ， 內 容 與 敘 事 形 式 也 相 應 轉 變 。 以 下 試 以 文 學 載 體 、 職

業 作 家 、 市 民 讀 者 、 作 品 內 容 與 敘 事 模 式 四 個 方 向 做 一 敘 述 ：  

                                                 
3  阿 英 ：《 晚 清 小 說 史 》 (台 北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96 年 11 月

台 二 版 一 刷 )，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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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學載體 

最 初 的 文 學 傳 播 方 式 靠 的 是 口 耳 相 傳 ， 自 甲 骨 、 金 器 、 簡

帛 、 紙 張 等 載 體 出 現 後 ， 逐 漸 發 展 成 以 紙 張 印 刷 的 書 籍 為 主 要

傳 播 形 式 ， 紙 張 雖 較 前 三 者 便 利 ， 印 刷 技 術 卻 限 制 了 書 籍 的 大

量 流 行，書 籍 僅 只 流 通 於 上 層 社 會 和 少 數 文 人 之 手。1843 年 傳

教 士 引 進 擁 有 一 日 印 四 萬 張 能 力 的 西 方 鉛 字 活 版 印 刷 技 術 ， 但

礙 於 環 境 限 制 並 未 廣 泛 普 及 ，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年 代 為 因 應 環 境 變

化 ， 接 受 訊 息 與 知 識 的 需 求 大 增 ， 印 刷 事 業 急 速 發 展 ， 活 字 印

刷 的 新 式 傳 播 媒 體 陸 續 問 世 ， 大 大 改 變 了 傳 統 的 傳 播 方 式 ， 其

主 要 的 傳 播 媒 介 有 三 ：  

一、大報副刊 

中 國 最 早 的 報 紙 稱 為「 邸 報 」，是 官 府 之 間 為 傳 遞 政 令、時

事 的 刊 物 。 戈 公 振 於 《 中 國 報 學 史 》 中 云 ：  

「邸報」始於漢唐，亦稱「雜報」、「朝報」、「條報」，其源蓋

出於《起居注》、《月表》、《月曆》、《時政記》之類。歷代因

之。清初改名《京報》，亦稱《塘報》、《驛報》，此外又有《宮

門抄》、《轅門抄》、《諭摺彙存》之類。所紀無非皇室動靜、

官吏升降、與尋常諭摺而已。清末預備立憲，由政府刊行《政

治官報》，後改名《內閣官報》，各省亦各有《官報》。民國成

立，又改名《政府公報》，各省亦改名《公報》。至是，官報

遂成為國家之制度矣。 4 

大 抵 官 辦 報 紙 的 作 者 是 行 政 體 系 的 主 事 者 ， 閱 讀 者 是 官

員 ， 目 的 是 為 了 行 政 統 一 ， 之 後 多 半 如 此 ， 報 業 掌 控 在 行 政 體

系 之 手 ， 傳 達 行 政 體 系 內 的 各 類 事 件 ， 大 眾 不 存 在 於 這 個 系 統

中 ， 故 不 具 有 大 眾 傳 播 所 指 稱 的 現 代 報 紙 的 意 義 。  

上 海 最 早 的 中 文 報 紙 是 1861 年 創 刊 的《 上 海 新 報 》，「 內 容

以 刊 登 商 業 訊 息 和 新 聞 報 導 為 主 ， 1867 年 以 後 也 刊 登 一 些 隨

筆、寓 言、遊 記、圖 畫 故 事、雜 文 點 綴、聯 語 徵 對、詩 詞 唱 和 、

                                                 
4  戈 公 振 ：《 中 國 報 學 史 》 (香 港 ： 太 平 書 局 ， 1964 年 3 月 )，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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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珍 聞 、 風 物 小 志 等 。 」 5 ； 1872 年 創 刊 的 《 申 報 》 標 誌 著

中 文 報 紙 進 入 商 業 運 行 的 一 個 新 階 段 ， 報 紙 的 主 要 經 濟 來 源 是

讀 者 的 購 買 和 廣 告 收 益，而 非 某 些 特 定 團 體 的 資 助，《 申 報 》也

標 誌 著 近 代 中 文 報 刊 於 刊 載 內 容 上 進 入 相 對 完 備 和 成 熟 的 發 展

新 階 段 ， 不 同 於 官 辦 報 紙 時 期 ， 市 民 讀 者 成 為 報 紙 的 主 要 服 務

對 象 ， 報 紙 主 筆 亦 不 再 是 西 方 傳 教 士 而 是 本 地 文 人 ， 報 紙 內 容

不 僅 只 是 宣 揚 宗 教 教 義 ， 而 是 側 重 新 聞 和 時 事 評 論 ， 且 從 《 申

報 》 開 始 ， 文 藝 類 內 容 成 為 報 紙 不 可 或 缺 的 主 要 內 容 之 一 ， 進

而 形 成 由 新 聞 、 言 論 、 文 藝 和 廣 告 四 大 要 素 組 成 的 我 國 近 代 報

紙 的 基 本 模 式 。  

到 了 十 九 世 紀 八 ○ 年 代 後 ， 上 海 的 中 文 報 刊 進 入 繁 盛 時

期 ， 出 現 了 《 字 林 滬 報 》 和 《 新 聞 報 》 等 影 響 較 大 的 報 紙 ， 形

成 「 申 、 新 、 滬 」 三 個 日 報 鼎 立 的 局 面 ， 當 時 讀 者 對 小 說 、 小

品 文 等 文 藝 作 品 表 現 出 異 乎 尋 常 的 興 趣 ， 報 紙 對 這 些 具 有 可 讀

性 的 作 品 的 需 求 迅 速 增 加 ， 以 前 用 於 刊 在 文 藝 作 品 的 版 面 不 再

夠 用，《 字 林 滬 報 》編 者 高 太 痴 等 人 模 仿 小 報，用 專 門 版 面 來 集

中 刊 載 詩 詞 、 小 品 、 樂 府 、 傳 奇 之 類 帶 有 消 閑 性 質 的 作 品 ， 於

是「 最 早 的 副 刊 在 1897 年 11 月 24 日 上 海 英 商 中 文 報 紙《 字 林

滬 報 》逐 日 隨 報 贈 送 的『 附 張 』─ ─《 消 閑 報 》終 於 誕 生 」 6 ，

自 此 各 個 報 紙 紛 紛 開 設 「 副 刊 」， 其 名 稱 不 一 ， 依 蔣 曉 麗 7 所 舉

有「 文 苑 」、「 餘 瀋 」、「 叢 載 」、「 餘 錄 」，及 稍 後 的「 諧 部 」、「 說

部 」、「 附 章 」、「 附 頁 」 等 等 ， 最 後 比 較 統 一 地 稱 「 副 張 」、「 副

鑴 」 和 「 副 刊 」。  

卜 少 夫 8 歸 納 了 幾 個 副 刊 大 行 其 道 的 原 因：一、副 刊 各 具 特

色 吸 引 讀 者 目 光 ： 新 聞 講 求 詳 實 客 觀 不 得 任 意 竄 改 ， 故 各 大 報

紙 的 新 聞 消 息 幾 乎 千 篇 一 律 ， 能 夠 刊 登 風 格 各 異 的 作 品 以 突 顯

報 社 風 格 並 吸 引 讀 者 購 買 的 只 有 副 刊 。 二 、 貼 近 生 活 ： 副 刊 內

容 多 涉 民 生 景 況 、 貼 近 實 際 生 活 情 形 ， 易 引 發 讀 者 共 鳴 。 三 、

放 鬆 心 情 ： 當 時 政 局 混 亂 生 活 艱 困 ， 副 刊 提 供 了 民 眾 一 個 調 劑

和 安 慰 的 管 道 。 副 刊 的 出 現 提 供 了 當 時 許 多 文 人 較 傳 統 更 為 多
                                                 
5  蔣 曉 麗 ：《 中 國 近 代 大 眾 傳 媒 與 中 國 近 代 文 學 》 (成 都 ： 四 川 出 版 集 團 巴 蜀 書

社 ， 2005 年 6 月 )， 頁 88。  
6  王 文 彬 編：《 中 國 報 紙 的 副 刊 》(北 京：中 國 文 史 出 版 社，1988 年 6 月 )，頁 4。 
7  同 註 5， 頁 93。  
8  同 註 6， 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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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化 的 出 路，如 包 天 笑 敢 於 辭 去 學 堂 職 位，無 外 乎 任 職《 時 報 》

編 輯 及 寫 、 譯 小 說 的 收 入 頗 豐 ； 沈 從 文 也 曾 有 一 段 寄 寓 上 海 賣

文 為 生 的 生 活 ； 眾 多 文 人 更 將 副 刊 當 作 是 一 遣 懷 之 處 ， 發 表 隨

筆 、 散 文 抒 發 心 中 所 感 ， 如 著 名 的 京 海 派 論 爭 即 是 在 上 海 《 申

報 》 的 《 自 由 談 》 和 北 京 《 大 公 報 》 的 《 文 藝 副 刊 》 上 開 啟 戰

端 。   

二、文藝小報 

古 代 小 報 最 早 出 現 在 宋 代 ， 南 宋 兵 部 侍 郎 周 麟 之 所 著 《 海

陵 集 》中，即 錄 有〈 論 禁 小 報 〉的 奏 章：「 小 報 者，出 於 進 奏 院 ，

蓋 邸 吏 輩 為 之 也 。 比 年 事 有 疑 似 ， 中 外 不 知 ， 邸 吏 必 競 以 小 報

書 之，飛 報 遠 近，謂 之 小 報。」 9 ；依 李 楠 10 所 言，在 近 代 以 來

的 報 刊 史 中，最 早 提 出「 小 報 」一 詞 的 是 1917 年 姚 公 鶴 的《 上

海 報 紙 小 史 》， 但 作 者 姚 公 鶴 並 未 對 小 報 做 界 定 ； 1934 年 國 民

黨 中 央 宣 傳 委 員 會 發 布 「 解 釋 取 締 小 報 標 準 」：「 所 稱 小 報 ， 系

指 內 容 簡 陋，篇 幅 短 少，專 載 瑣 聞 碎 事 (如 時 人 軼 事、遊 戲 小 品

之 類 )，而 無 國 內 外 重 要 電 訊 記 載 之 類 報 紙。」 11 ，這 則 取 締 標

準 大 致 概 括 了 小 報 的 基 本 特 徵 ， 小 報 是 指 形 式 模 仿 大 報 但 篇 幅

較 小 ， 一 般 為 八 開 或 小 於 八 開 的 小 型 報 紙 ， 它 以 休 閑 娛 樂 性 為

主 旨 ， 內 容 包 括 新 聞 、 小 說 、 隨 筆 、 遊 記 、 小 品 文 、 新 舊 體 詩

詞 、 地 方 掌 故 、 影 戲 舞 動 態 、 社 會 事 件 和 生 活 話 題 等 等 ， 主 要

是 文 藝 作 品 ， 小 部 分 是 新 聞 與 時 論 ； 大 報 是 全 國 性 的 ， 小 報 則

屬 於 地 方 刊 物 ， 用 地 方 言 寫 地 方 是 與 地 方 人 閱 讀 ， 有 著 極 強 的

地 方 性 ， 全 國 各 主 要 城 市 多 辦 有 自 己 的 小 報 ， 大 體 可 分 南 北 兩

派 ， 南 派 中 以 上 海 小 報 最 多 。  

上 海 近 代 歷 史 上 的 第 一 份 小 報，一 說 是 1986 年 6 月 6 日 李

伯 元 創 辦 的《 指 南 報 》；一 說 是 1897 年 6 月 24 日 李 伯 元 創 辦 的

《 游 戲 報 》。小 報 的 內 容 則 一 直 是 依 隨 著 讀 者 文 化 娛 樂 興 趣 的 變

化 而 變 化，李 伯 元《 游 戲 報 》最 早 成 功 發 起 上 海 妓 界「 開 花 榜 」

活 動 ， 當 選 的 妓 女 身 價 百 倍 ， 報 刊 連 同 聲 名 大 振 、 銷 售 倍 增 ，

開 小 報 依 託 歡 場 為 基 調 的 風 氣 。  
                                                 
9  同 註 4， 頁 30。  
1 0  李 楠：《 晚 清、民 國 時 期 上 海 小 報 研 究 ─ 一 種 綜 合 的 文 化、文 學 考 察 》(北 京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 2005 年 9 月 )， 頁 20。  
1 1  〈 中 宣 會 解 釋 取 締 小 報 標 準 〉：上 海《 申 報 》第 2 張 (8)，1934 年 1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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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十 年 代 的 上 海 僅 小 報 便 有 上 千 種 ， 被 稱 為 是 「 小 報 氾

濫 」 的 時 期 ， 這 期 間 不 但 有 小 報 「 四 大 金 剛 」：《 晶 報 》、《 金 剛

鑽 》、《 羅 賓 漢 》、《 福 爾 摩 斯 》 的 出 版 ， 在 數 量 上 也 創 下 紀 錄 ，

幾 年 中 新 辦 七 百 多 種 小 報 ， 幾 占 上 海 小 報 史 上 總 量 的 四 分 之

三 ； 當 時 上 海 先 後 建 立 許 多 綜 合 性 的 遊 樂 場 所 ， 新 的 娛 樂 方 式

風 行 上 海 ， 舞 廳 、 電 影 院 的 普 及 ， 連 帶 介 紹 電 影 、 跳 舞 的 小 報

崛 起 ， 電 影 明 星 、 舞 女 的 飲 食 起 居 、 風 流 韻 事 ， 取 代 了 妓 女 的

地 位 ， 成 為 讀 者 注 目 的 焦 點 ； 長 久 以 來 的 風 花 雪 月 逐 漸 滿 足 不

了 讀 者 的 胃 口 ， 小 報 編 輯 極 欲 思 變 ， 在 消 閑 中 融 進 了 最 新 的 知

識、社 會 消 息，與 新 文 學 家 的 作 品，如 鄭 伯 奇、徐 懋 庸、桑 弧 、

柯 靈 以 及 梅 益 、 惲 逸 群 等 人 ， 都 曾 為 《 社 會 日 報 》 寫 稿 ， 直 至

1949 年 時 局 變 化 ， 上 海 多 數 小 報 才 消 聲 匿 跡 。  

 對 小 報 小 說 來 說，讀 者 的 接 受 程 度，主 宰 了 小 說 的 生 存 與

否 ， 有 些 小 說 因 在 小 報 上 連 載 大 獲 成 功 而 出 單 行 本 ， 如 李 伯 元

《 官 場 現 形 記 》、《 海 天 鴻 雪 記 》 就 是 在 《 繁 華 報 》 上 連 載 成 功

後 才 得 到 單 獨 出 書 的 機 會 ； 能 夠 引 起 讀 者 興 趣 的 小 說 ， 在 經 濟

利 益 之 下 ， 編 者 也 會 要 求 作 者 繼 續 寫 下 去 ， 如 周 天 籟 《 亭 子 間

嫂 嫂 》 在 《 東 方 日 報 》 連 載 一 年 廣 受 歡 迎 ， 由 五 十 萬 字 一 延 再

延 到 一 百 萬 字 才 結 束 ； 反 之 若 不 受 讀 者 青 睞 的 作 品 或 因 戰 亂 之

故 ， 中 途 腰 斬 亦 是 常 有 之 事 。  

三、文藝雜誌 

凡 分 期 刊 行 ， 號 數 或 卷 期 連 續 不 斷 ， 出 版 之 初 意 欲 無 限 期

發 行 之 連 續 性 出 版 品 ， 都 可 稱 為 期 刊 ， 一 般 認 為 期 刊 包 括 下 列

幾 種 類 型：報 紙（ Newspaper）、雜 誌（ Magazine）、學 報、會 報 、

研 究 集 刊 (Bulletin、 Journal、 Proceedings、 Transactions)等， 依

我 國 出 版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指 用 一 定 名 稱，其 刊 期 在 七 日 以 上 三

月 以 下 之 期 間 ， 按 期 發 行 者 就 叫 做 『 雜 誌 』。 」， 以 今 日 刊 物 的

定 義 來 看 ， 諸 如 《 新 青 年 》、《 小 說 月 報 》、《 小 說 林 》 之 類 刊 物

應 可 歸 類 為 雜 誌 ， 專 門 用 來 刊 登 文 藝 作 品 ， 而 其 中 又 以 刊 登 小

說 的 文 藝 雜 誌 為 最 大 宗 。  

副 刊 刊 載 文 藝 作 品 廣 受 閱 讀 大 眾 歡 迎 ， 經 營 者 為 了 能 夠 刊

載 較 副 刊 更 多 的 文 藝 作 品 ， 衍 生 出 文 藝 雜 誌 此 一 載 體 ， 以 吸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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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 者 購 買 ， 內 容 從 載 道 性 質 轉 向 休 閑 性 質 到 普 及 化 的 同 人 性

質 。 近 代 中 國 最 早 發 行 的 文 藝 雜 誌 是 1872 年 11 月 《 申 報 》 辦

的《 瀛 寰 瑣 記 》。該 雜 誌 主 要 刊 登 詩 詞、駢 文、小 說 等 文 藝 作 品

外 ， 也 刊 登 些 天 文 、 地 理 等 知 識 性 文 章 和 時 事 論 文 ， 讀 者 對 象

鎖 定 當 時 的 文 人 雅 士 ， 提 供 一 個 相 互 酬 唱 應 答 的 園 地 ， 獲 得 了

文 人 雅 士 們 的 廣 大 反 應 。 第 一 份 以 刊 登 新 式 小 說 為 主 的 雜 誌 是

1902 年 梁 啟 超 創 辦 的 《 新 小 說 》， 梁 啟 超 藉 由 小 說 這 一 文 體 宣

揚 政 治 主 張 、 鼓 吹 革 命 和 啟 蒙 思 想 ， 一 改 傳 統 小 說 難 登 大 雅 之

堂 的 既 定 形 象 ， 除 了 《 新 小 說 》 外 ， 在 當 時 相 當 有 影 響 力 的 文

學 雜 誌 還 有 1903 年 創 刊 的《 繡 像 小 說 》、1906 年 創 刊 的《 月 月

小 說 》 以 及 1907 創 刊 的 《 小 說 林 》， 文 學 理 念 與 梁 啟 超 有 很 大

不 同 的 《 月 月 小 說 》 主 編 吳 趼 人 ， 認 為 小 說 除 宣 揚 道 德 外 ， 其

娛 樂 趣 味 性 亦 不 可 偏 廢 ， 應 寓 道 德 於 情 趣 之 中 ， 小 說 亦 可 有 輕

鬆 俏 皮 的 一 面 ， 以 此 概 念 為 據 的 《 月 月 小 說 》 主 要 刊 載 了 偵 探

小 說 、 滑 稽 小 說 、 言 情 小 說 、 譴 責 小 說 等 等 ， 並 出 現 了 中 國 最

早 的 一 批 短 篇 小 說 。  

1949 年 之 前 中 國 壽 命 最 長 的 純 文 學 雜 誌 是 由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行 的 《 小 說 月 報 》， 1910 年 至 1932 年 共 歷 時 22 年 後 因 戰 火

而 停 刊 。 許 多 著 名 作 家 皆 曾 在 《 小 說 月 報 》 發 表 過 作 品 ， 如 茅

盾 的 中 篇 小 說 〈 幻 滅 〉、〈 動 搖 〉、〈 追 求 〉， 長 篇 小 說 〈 虹 〉； 老

舍 的 長 篇 小 說 〈 老 張 的 哲 學 〉、〈 趙 子 曰 〉、〈 二 馬 〉、〈 小 波 的 生

日 〉； 施 蟄 存 的 〈 將 軍 底 頭 〉、〈 絹 子 〉； 穆 時 英 的 〈 南 北 極 〉 等

等。《 小 說 月 報 》亦 十 分 注 重 整 理、研 究 中 國 文 學 與 翻 譯、介 紹

外 國 文 學 思 潮 和 作 家 作 品，如 中 國 童 話 的 祖 師 孫 毓 修 所 著 的《 歐

美 小 說 叢 談 》 系 列 介 紹 了 喬 叟 、 狄 更 斯 、 安 徒 生 、 霍 桑 … … 等

歐 美 著 名 作 家 作 品 ， 為 西 方 文 學 的 傳 入 起 了 相 當 大 的 作 用 。  

二 三 十 年 代 文 人 們 一 旦 需 要 表 達 自 己 的 思 想 便 想 要 創 辦 刊

物 ， 使 得 刊 物 在 商 業 性 中 摻 雜 了 同 人 性 質 ， 很 多 自 發 性 結 社 的

文 學 社 團 、 志 趣 相 投 的 文 學 群 體 都 有 編 輯 自 己 的 文 藝 雜 誌 ， 宣

傳 該 團 體、流 派 的 文 學 主 張，如 二 十 年 代 初 期 滕 固 和「 創 造 社 」

作 家 張 資 平 、 郭 沫 若 等 人 是 朋 友 ， 其 作 品 也 發 表 在 「 創 造 社 」

的 刊 物 上 ， 但 其 實 滕 固 是 「 文 學 研 究 會 」 的 會 員 ， 且 於 1924
年 從 日 本 回 國 後，與 章 克 標、方 光 燾 等 人 成 立「 獅 吼 社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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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 吼 》 雜 誌 ， 1926 年 卲 洵 美 加 入 「 獅 吼 社 」， 形 成 以 滕 固 、

卲 洵 美 、 章 克 標 為 中 心 人 物 ， 包 括 了 張 水 淇 、 滕 剛 、 郭 子 雄 、

郭 有 守 、 徐 葆 炎 等 成 員 的 文 學 團 體 ， 此 文 學 團 體 引 進 了 英 國 王

爾 德 、 波 特 萊 爾 等 人 的 唯 美 ─ ─ 頹 廢 主 義 ， 在 這 些 成 員 的 作 品

中 亦 多 半 帶 有 唯 美 頹 廢 的 風 格 。  

以 新 聞 為 主 文 藝 作 品 為 輔 的 大 報 副 刊 、 以 文 藝 作 品 為 主 新

聞 為 輔 的 文 藝 小 報 、 到 專 門 刊 登 文 藝 作 品 的 文 藝 雜 誌 的 出 現 ，

三 種 傳 播 媒 介 體 現 了 文 藝 作 品 逐 漸 脫 離 新 聞 範 疇 而 獨 立 的 過

程 ， 展 示 通 俗 文 學 、 大 眾 文 學 的 形 成 ， 更 透 過 這 個 媒 介 使 得 作

家 作 品 與 大 眾 的 閱 讀 品 味 得 以 相 互 融 合 。  

貳、職業作家 

據 郭 延 禮 言，「 職 業 作 家 是 以 固 定 職 業 收 入 或 以 稿 費 作 為 生

活 主 要 來 源 為 前 提 條 件 的 。 」 12 ， 古 代 並 未 出 現 今 日 所 指 稱 的

職 業 作 家 ， 昔 時 文 學 家 多 是 官 員 或 是 有 錢 的 士 大 夫 ， 其 生 計 靠

為 官 所 得 的 朝 廷 俸 祿 或 是 家 庭 的 收 入 ， 雖 有 作 文 受 謝 之 事 ， 如

司 馬 相 如 為 陳 皇 后 作 〈 長 門 賦 〉 得 黃 金 百 斤 ， 或 是 唐 宋 之 後 所

謂 的 潤 筆 之 資 ， 終 非 現 今 所 謂 的 稿 酬 ， 文 學 家 更 非 賴 此 為 生 。  

大 眾 傳 播 事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 報 刊 成 為 訊 息 傳 播 的 主 要 載 體

之 一 ， 但 隨 著 報 刊 的 增 多 生 存 競 爭 日 強 ， 加 上 每 日 的 新 聞 事 件

有 限 ， 無 法 填 滿 版 面 ， 太 多 的 社 會 訊 息 、 短 論 亦 會 使 人 心 生 燥

厭 ， 於 是 報 刊 開 始 刊 載 一 些 能 夠 吸 引 讀 者 的 文 藝 作 品 ， 如 《 新

聞 報 》 連 載 張 恨 水 小 說 《 啼 笑 因 緣 》 致 使 銷 售 猛 增 ， 而 為 了 解

決 文 藝 作 品 稿 源 問 題 和 提 高 稿 件 的 質 量 便 產 生 了 稿 酬 制 度 ， 第

一 個 公 開 徵 稿 、 明 定 稿 酬 的 是 梁 啟 超 創 辦 的 《 新 小 說 》。 1902
年 11 月 梁 啟 超 創 辦《 新 小 說 》雜 誌 時，先 在 其 主 編 的《 新 民 叢

報 》刊 登 了 一 則〈 新 小 說 徵 文 啟 〉，言 明 新 辦 雜 誌 的 宗 旨 及 支 付

稿 酬 的 標 準，「 其 稿 酬 標 準 為：自 著 本 甲 等 每 千 字 酬 金 4 元，自

著 本 乙 等 每 千 字 酬 金 3 元 ， 自 著 本 丙 等 每 千 字 酬 金 1 元 5 角 ；

譯 本 甲 等 每 千 字 酬 金 2 元 5 角，譯 本 乙 等 每 千 字 酬 金 1 元 6 角，

                                                 
1 2  郭 延 禮：《 近 代 西 學 與 中 國 文 學 》(南 昌：百 花 洲 文 藝 出 版 社，2000 年 4 月 )，

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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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本 丙 等 每 千 字 酬 金 1 元 2 角 。 (一 般 詩 文 不 付 稿 酬 )。 」 13 ，

這 個 稿 酬 標 準 相 較 於 當 時 生 活 水 準 而 言 是 相 當 高 的 ， 據 蔣 曉 麗

言，「 在 當 時 1 元 錢 可 購 買 兩 袋 白 麵，5 元 錢 足 夠 普 通 老 百 姓 一

家 數 口 一 個 月 的 生 活 費 用 ， 如 果 作 家 每 月 在 報 刊 上 發 表 一 萬 字

左 右 的 創 作 或 譯 著，獲 得 20 元 的 稿 酬，便 可 養 家 活 口 了。」14 ，

又 如 包 天 笑 於《 釧 影 樓 回 憶 錄 》中 曾 提 及，「 譯 小 說《 三 千 里 尋

親 記 》、《 鐵 世 界 》 所 得 稿 費 一 百 餘 元 ， 除 了 到 上 海 的 旅 費 外 ，

更 可 供 幾 個 月 的 家 用。」15，由 此 可 見 稿 酬 不 僅 足 以 養 家 活 口 ，

有 名 氣 或 多 產 作 家 的 生 活 更 因 此 不 虞 匱 乏 。  

自《 新 小 說 》實 施 稿 酬 制 度 以 後 稿 量 大 增、質 量 相 對 提 升 ，

其 他 報 刊 眼 見 此 況 亦 紛 紛 跟 進 ， 到 了 二 三 十 年 代 作 家 不 再 諱 言

稿 酬 ， 自 酬 資 金 辦 出 版 社 和 出 版 物 一 時 蔚 然 成 風 ， 出 版 社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成 立，如 1928 年 施 蟄 存、劉 吶 鷗 與 戴 望 舒 創 辦 水 沫 書

店 ， 編 輯 《 無 軌 列 車 》、《 新 文 藝 》 兩 個 刊 物 ， 共 出 版 五 種 水 沫

叢 書 ， 戴 望 舒 詩 集 《 我 的 記 憶 》、 施 蟄 存 小 說 集 《 上 元 燈 》、 劉

吶 鷗 小 說 集《 都 市 風 景 線 》、徐 霞 村 小 說 集《 古 國 的 人 們 》和 姚

蓬 子 詩 集《 銀 鈴 》，當 時 作 家 的 生 活 已 獲 得 大 幅 度 改 善，除 傳 統

文 人 外 也 吸 引 了 不 少 留 學 外 國 的 文 藝 青 年 參 與 職 業 作 家 的 行

列 ， 形 成 一 個 競 爭 激 烈 的 繁 榮 市 場 。  

職 業 作 家 出 現 的 原 因 有 二 ： 一 是 稿 酬 制 度 的 確 立 ： 稿 酬 制

度 吸 引 一 些 文 人 為 了 生 計 創 作 小 說 。 當 時 雖 有 其 他 職 業 可 供 選

擇 ， 例 如 教 師 ， 但 薪 水 總 不 如 稿 酬 優 渥 ， 加 之 奔 波 於 住 所 與 學

校 間 耗 時 費 力 ， 作 家 寧 願 選 擇 安 坐 家 中 潛 心 創 作 ， 鴛 鴦 蝴 蝶 派

的 廣 受 讀 者 歡 迎 ， 正 可 證 明 寫 小 說 也 能 夠 成 為 一 種 賺 錢 謀 生 的

職 業，為 文 人 成 為 職 業 作 家 奠 定 基 礎。二 是 文 人 為 仕 之 路 斷 絕。

剛 開 始 受 雇 於 報 刊 業 的 多 為 科 舉 中 不 得 志 、 為 著 生 活 不 得 已 而

為 的 文 人 ， 賣 文 為 生 於 時 人 心 中 地 位 仍 屬 卑 下 ， 讀 書 作 官 才 是

正 途；1905 年 科 舉 廢 除，學 而 優 則 仕 不 再 可 能，大 批 文 人 生 活

無 著 ， 迫 於 無 奈 投 入 以 往 不 屑 一 顧 的 場 域 ， 從 事 編 輯 、 記 者 、

職 業 作 家 等 職 業 。  
                                                 
1 3  馬 以 鑫 主 編 ：《 現 代 化 進 程 中 的 中 國 人 文 學 科 ─ 文 學 卷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5 年 4 月 )， 頁 149。  
1 4  同 註 5， 頁 200。  
1 5  包 天 笑：《 釧 影 樓 回 憶 錄‧譯 小 說 的 開 始 》(台 北：龍 文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86 年 5 月 )， 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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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作 家 的 出 現 過 程 是 由 職 業 報 人 、 報 人 小 說 家 、 職 業 小

說 家 漸 次 演 變 的 。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年 代 近 代 報 刊 日 益 增 多 ， 為 了

吸 引 讀 者 刺 激 銷 售 ， 無 論 外 資 或 中 資 的 刊 物 經 營 者 ， 皆 逐 步 改

進 刊 物 的 版 面 或 內 容 ， 聘 請 識 字 能 文 的 本 地 文 人 擔 任 報 刊 主 筆

或 編 輯 ， 以 求 更 貼 近 中 國 讀 者 的 心 理 和 閱 讀 習 慣 ， 代 表 人 物 有

王 韜 、 袁 祖 志 、 蔣 芷 湘 、 黃 式 權 、 蔡 爾 康 等 人 ， 如 有 「 中 國 出

版 第 一 人 」 之 譽 的 王 韜 本 是 清 朝 秀 才 ， 因 太 平 天 國 之 亂 避 居 上

海 ， 先 後 任 職 於 英 國 教 會 所 辦 的 墨 海 書 館 編 輯 及 《 循 環 日 報 》

主 編 ， 以 這 些 職 業 報 人 為 基 礎 ， 十 九 世 紀 九 十 年 代 培 養 出 一 批

報 人 小 說 家 ， 著 名 的 有 李 伯 元 、 吳 趼 人 、 韓 邦 慶 、 孫 玉 聲 、 高

太 痴 等 人，他 們 不 但 是 報 刊 的 主 筆 或 編 輯，也 創 作、發 表 小 說 ，

如 韓 邦 慶 曾 任 職《 申 報 》編 輯，後 來 自 辦《 海 上 奇 書 》，其 代 表

作《 海 上 花 列 傳 》即 是 在《 海 上 奇 書 》發 表；孫 玉 聲 曾 出 任《 新

聞 報 》 編 輯 ， 1898 年 與 吳 趼 人 合 作 創 辦 《 采 風 報 》， 1901 年 獨

立 創 辦《 笑 林 報 》，此 後 又 陸 續 擔 任 過《 申 報 》、《 時 事 新 報 》、《 輿

論 時 事 報 》、《 圖 畫 日 報 》、《 圖 畫 旬 報 》 的 總 編 輯 ， 所 著 小 說 很

多，代 表 作 為《 海 上 繁 華 夢 》。1902 年 梁 啟 超 創 辦 的《 新 小 說 》

明 立 稿 酬 ， 此 後 付 稿 酬 給 作 家 形 成 制 度 ， 職 業 作 家 群 起 出 現 ，

稿 酬 不 但 提 供 了 可 靠 的 經 濟 收 入 ， 有 些 作 家 甚 至 可 以 完 全 依 賴

稿 酬 生 活 。  

據 包 天 笑 所 憶，「 當 時 報 紙，除 小 說 以 外，別 無 稿 酬；寫 稿

的 人 ， 亦 動 於 興 趣 ， 並 不 索 稿 酬 。 」 16 ， 此 舉 不 啻 刺 激 了 小 說

的 創 作 與 翻 譯 ， 對 文 藝 創 作 的 推 動 具 有 相 當 程 度 的 積 極 意 義 ，

但 它 也 不 可 避 免 地 給 創 作 帶 來 了 一 定 的 影 響 。 稿 酬 制 度 造 成 職

業 作 家 的 產 生 ， 使 文 藝 受 到 大 眾 閱 讀 喜 好 的 影 響 ， 銷 售 量 控 制

了 文 藝 的 走 向 ， 創 作 受 到 商 業 的 制 約 ， 報 社 主 編 和 作 家 首 先 考

慮 的 不 是 小 說 的 藝 術 技 巧 和 價 值 ， 閱 讀 者 的 需 求 、 喜 好 、 興 趣

成 了 創 作 主 體 心 目 中 的 最 主 要 標 準 。  

參、市民讀者 

    海 派 文 學 的 崛 起 和 當 時 的 市 民 階 級 成 為 重 要 的 社 會 力 量 與

消 費 主 體 有 相 當 大 的 關 聯 ， 而 市 民 階 級 能 夠 成 為 消 費 主 體 ， 教

                                                 
1 6  同 前 註 ， 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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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與 經 濟 是 兩 個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 李 今 《 海 派 小 說 與 現 代 都 市 文

化 》中 提 到：「 從 廣 義 上 來 說，市 民 指 城 市 居 民，上 海 近 代 史 研

究 專 家 一 般 在 社 會 學 的 意 義 上 把 市 民 群 體 的 構 成 分 為 資 本 家 、

職 員 、 產 業 工 人 、 苦 力 四 個 層 次 。 真 正 能 夠 成 為 實 際 的 文 化 消

費 者 恐 怕 只 有 前 兩 類 和 產 業 工 人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技 術 工 人。」17 ；

就 教 育 層 面 而 言 ， 苦 力 是 上 海 各 階 層 中 識 字 率 最 低 的 一 個 群

體 ， 無 論 是 碼 頭 工 人 或 是 人 力 車 夫 ， 十 之 八 九 是 文 盲 ， 上 海 的

乞 丐 相 當 於 小 學 或 高 小 文 化 程 度 者 至 少 有 16.8%， 碼 頭 工 人 或

是 人 力 車 夫 文 化 程 度 之 低 下 甚 至 不 如 乞 丐 。 工 人 階 層 識 字 情 形

亦 不 佳 ， 在 當 時 上 海 產 業 工 人 的 組 成 人 口 和 苦 力 階 級 相 似 ， 很

多 是 來 自 外 地 無 法 以 耕 種 獲 得 溫 飽 的 農 民 ， 文 盲 與 半 文 盲 佔 了

大 多 數，如 忻 平 所 述，「 在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年 代 上 海 紡 織 工 人 中 ，

一 字 不 識 的 男 工 有 50-60%，女 工 有 80-90%，文 盲 率 平 均 在 80%
以 上 。 」 18 。  

就 經 濟 層 面 而 言，「 1929 年 市 社 會 局 對 285700 名 工 人 收 入

的 調 查 ， 發 現 男 工 月 均 工 資 為 17.52 元 ， 女 工 工 資 只 有 男 工 的

60%， 童 工 只 有 41%。 而 一 般 工 人 家 庭 的 生 活 最 低 水 平 每 年 至

少 需 250 元 左 右 ， 一 個 紗 場 工 人 工 資 只 能 養 活 一 個 半 人 ， 入 不

敷 出 是 普 遍 情 況。30 年 代 對 上 海 灘 305 戶 工 人 家 庭 生 活 情 況 調

查 ， 表 明 每 戶 均 虧 短 37.87 元 。 」 19 ， 工 人 即 使 識 字 但 受 制 於

經 濟 因 素 無 法 成 為 文 化 消 費 的 主 力 。 含 有 買 辦 、 紳 商 、 新 舊 資

本 家 等 等 身 分 與 職 業 類 別 的 資 本 家 ， 作 為 資 金 最 雄 厚 、 人 數 最

多 、 教 育 程 度 最 廣 的 一 個 上 層 階 級 ， 雖 然 引 領 著 社 會 新 潮 流 、

價 值 觀 與 生 活 方 式 ， 但 資 本 家 畢 竟 只 佔 了 總 人 口 數 中 的 極 少 比

例 ， 龐 大 的 消 費 人 口 仍 然 集 中 在 職 員 階 層 。  

                                                

在 二 三 ○ 年 代 現 代 商 業 的 興 起 和 都 市 發 展 的 急 遽 轉 變 ， 尤

其 是 分 工 的 專 門 化 與 精 細 化 ， 使 得 職 員 這 一 階 層 迅 速 壯 大 成 為

社 會 中 堅，此 一 階 層 更 主 導 了 上 海 的 文 化 消 費 狀 況。據 忻 平《 從

上 海 發 現 歷 史 ─ ─ 現 代 化 進 程 中 的 上 海 人 及 其 生 活 1927-1937》

言 ：  

 
1 7  李 今 ：《 海 派 小 說 與 現 代 都 市 文 化 》 (合 肥 ：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 2000 年 12 月

第 一 版 )， 頁 295。  
1 8  同 註 1， 頁 157-163。  
1 9  同 註 1， 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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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職員，通常是指在社會科層制機構(如文化、政治、經濟

機構)中從事非體力勞動的服務人員。工廠中上至廠長、工程

師，下至辦公室的練習生都是職員，商店裡的經理、店員、

學徒，政府機關中的公務員也都可歸入職員的行列中。從不

同的角度出發，他們常常被稱為『白領階層』、『中產階級』、

『中等社會』等。……其中，除依小部份分布於市政機關、

警察機構中，主要分布於洋行、民族資本經濟組織與舊式商

店之中。行政機構中職員僅 1-2 萬人，遠不足夠成職員的主

體。舊式店員人數最多達 13-14 萬人，但文化程度低，現代

性也差，相比之下，多達 10 萬人的外商企業職員與 5 萬左右

的民族資本經濟組織中的職員成為上海職員的主流，可以

說，正式由他們構建了上海職員的群體塑像。 20 

三 ○ 年 代 上 海 職 員 的 收 入 依 行 業、職 別 而 拉 開 檔 次。「 英 電

公 司 高 級 職 員 月 薪 在 60-300 元 ， 領 班 職 員 50-120 元 ， 連 寫 字

間 中 聽 電 話 者 有 60-90 元 ， 四 行 二 局 職 員 在 百 元 以 上 ， 對 照 於

二 十 年 代 上 海 市 民 五 口 之 家 的 消 費 水 平 以 月 需 66 元 為 中 等，30
元 為 中 下 檔 次 ， 職 員 們 一 般 可 維 持 中 等 水 平 的 小 康 生 活 ， 也 有

餘 裕 從 事 文 化 活 動 與 消 費 。 」 21 。 除 經 濟 能 力 許 可 外 ， 受 過 新

式 教 育 是 職 員 階 層 的 顯 著 特 徵 ， 職 員 們 的 學 歷 高 低 和 經 濟 收 入

大 致 上 成 正 比 ， 高 級 職 員 一 般 多 為 大 學 畢 業 生 ， 也 有 不 少 留 學

生 ， 如 浙 江 興 業 銀 行 總 經 理 兼 董 事 長 李 馥 蓀 與 上 海 分 經 理 陳 朵

雲 均 為 留 日 學 生 ； 中 下 等 職 員 多 具 有 中 小 學 文 化 程 度 ， 外 商 企

業 職 員 至 少 要 通 曉 任 職 機 構 的 母 語 ； 大 型 商 場 職 員 也 要 求 受 過

現 代 教 育 ， 如 「 永 安 公 司 經 營 萬 種 以 上 商 品 ， 其 中 有 80%都 是

洋 貨 ， 故 其 練 習 生 最 起 碼 也 是 高 小 畢 業 。 」 22 。  

這 些 職 員 擁 有 一 份 體 面 的 職 業 ， 受 過 新 式 教 育 ， 與 工 人 或

苦 力 階 層 相 比 ， 有 著 較 為 富 裕 的 經 濟 狀 況 ， 識 字 、 生 計 上 也 不

窘 迫 這 兩 個 條 件 ， 使 得 他 們 成 為 當 時 文 化 消 費 的 主 力 ， 他 們 西

裝 革 履 坐 著 小 汽 車 看 電 影 、 上 舞 廳 、 遊 公 園 ， 注 重 休 閒 娛 樂 、

社 交 生 活 ， 以 追 求 西 方 的 摩 登 為 生 活 方 式 ， 職 員 階 層 不 僅 僅 成

為 小 說 家 筆 下 的 素 材 ， 身 為 報 刊 購 買 者 與 讀 者 ， 他 們 的 消 費 模

                                                 
2 0  同 註 1， 頁 126。  
2 1  同 註 1， 頁 320。  
2 2  同 註 1， 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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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閱 讀 喜 好 ， 更 主 導 了 海 派 文 學 潮 流 的 發 展 。  

肆、作品內容與敘事模式 

    民 國 初 年 《 新 青 年 》 作 家 群 和 鴛 鴦 蝴 蝶 派 發 生 一 場 關 於 文

學 觀 的 論 爭 ， 探 討 文 學 的 雅 與 俗 、 究 竟 是 為 追 求 人 生 抑 或 以 遊

戲 消 閑 為 宗 旨 ； 1932 年 時 發 生 左 翼 和 「 自 由 人 」、「 第 三 種 人 」

之 爭 ， 針 對 文 學 是 否 為 政 治 服 務 展 開 爭 辯 。 在 海 派 文 學 中 ， 以

報 刊 為 載 體 成 就 了 海 派 文 學 的 商 業 性 ， 傳 播 媒 體 的 存 續 與 否 掌

握 在 銷 售 量 ， 為 人 生 或 為 政 治 等 等 因 素 在 市 場 面 前 都 顯 得 渺

小 ， 作 品 產 生 的 最 大 動 力 肇 因 於 商 業 競 賣 ， 縱 有 為 理 想 非 牟 利

而 創 辦 報 紙 刊 物 的 辦 報 文 人 ， 不 可 否 認 地 或 多 或 少 帶 有 商 業 因

素 ， 職 業 作 家 們 為 獲 取 為 數 可 觀 的 稿 酬 ， 作 品 必 得 符 合 市 場 需

要 、 讀 者 的 閱 讀 興 趣 ， 愈 抓 得 住 大 眾 心 理 的 小 說 愈 受 歡 迎 ， 稿

酬 制 度 造 成 了 小 說 創 作 的 粗 製 濫 造 ， 如 徐 枕 亞 的 《 玉 梨 魂 》 出

書 兩 年 後 的 銷 售 量 仍 達 兩 萬 冊 以 上，《 玉 梨 魂 》之 後 出 現 大 量 相

似 情 節 的 跟 隨 者 ， 形 成 一 股 創 作 風 潮 ； 人 稱 「 小 說 工 廠 」 的 張

資 平 亦 復 如 此 ， 其 三 角 戀 愛 的 小 說 廣 受 讀 者 青 睞 ， 此 後 出 書 不

脫 如 此 情 節 ， 後 來 也 出 現 許 多 仿 效 者 ， 此 類 小 說 雖 偶 有 佳 作 ，

但 多 半 不 忍 卒 睹 ， 甚 而 墮 入 色 情 小 說 之 流 。  

商 業 化 與 通 俗 化 相 輔 相 成 ， 成 為 影 響 文 學 風 氣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在 此 文 學 風 氣 籠 罩 之 下 ， 作 品 題 材 取 自 當 時 社 會 上 最 為

風 行 的 事 件 ， 內 容 跟 著 都 會 潮 流 、 時 代 脈 動 轉 變 ， 不 似 過 去 自

娛 式 、 載 道 式 的 作 品 ， 此 時 更 加 著 重 於 娛 人 的 部 分 ， 以 達 到 商

業 競 賣 的 目 的 ， 如 黑 幕 作 家 會 以 當 時 轟 動 社 會 的 新 聞 、 名 人 軼

事 做 為 題 材 寫 就 小 說 作 品 ， 以 滿 足 大 眾 窺 探 的 慾 望 ； 武 俠 小 說

的 盛 行 主 因 之 一 乃 源 自 於 人 們 對 於 混 亂 政 局 的 失 望 ， 期 待 英 雄

式 的 人 物 出 現 以 改 變 現 狀 ； 蔚 為 大 宗 的 言 情 小 說 則 是 因 應 傳 統

保 守 禮 教 的 崩 解 ， 自 由 戀 愛 風 氣 逐 漸 成 形 ， 曠 男 怨 女 感 情 無 處

可 洩 ， 成 為 都 會 中 情 感 慾 望 的 抒 發 管 道 。 強 調 時 效 性 是 其 另 一

特 色 ， 報 刊 連 載 是 隨 寫 隨 刊 的 ， 在 作 品 快 速 流 動 的 同 時 形 成 小

說 創 作 的 即 時 性，吳 趼 人 短 短 十 日《 恨 海 》寫 就 付 梓 未 曾 刪 改 ，

與 曹 雪 芹 寫 《 紅 樓 夢 》 一 書 嘔 心 瀝 血 「 批 閱 十 載 ， 增 刪 五 次 」

成 強 烈 對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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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報 業 的 興 盛 、 商 業 消 費 文 化 形 成 ， 舊 文 體 不 敷 使 用 ， 為

適 應 社 會 變 化 的 需 求 ， 改 變 了 小 說 模 式 ， 進 而 創 新 文 體 。 關 於

近 代 小 說 敘 事 模 式 的 變 化 ， 第 一 位 有 系 統 和 深 入 論 述 的 是 陳 平

原 《 中 國 小 說 敘 事 模 式 的 轉 變 》 23 ， 其 書 將 小 說 敘 事 模 式 分 為

敘 事 時 間 、 敘 事 角 度 、 敘 事 結 構 三 個 部 分 ， 今 分 述 如 下 。  

所 謂 「 敘 事 時 間 」 可 分 成 講 述 時 間 與 情 節 時 間 ， 在 情 節 時

間 中 最 大 的 變 化 是 倒 敘 法 的 使 用 ， 古 代 小 說 雖 有 使 用 倒 敘 法 的

例 子，如《 蔣 興 哥 重 會 珍 珠 衫 》，但 大 體 上 仍 採 用 連 貫 敘 述 的 方

式；西 方 小 說 傳 入 中 國 之 後，第 一 部 使 用 倒 敘 法 的 是 梁 啟 超《 新

中 國 未 來 記 》， 而 運 用 較 為 成 功 的 則 是 吳 趼 人 《 九 命 奇 寃 》； 偵

探 小 說 是 主 要 的 使 用 者 ， 爾 後 各 類 小 說 手 法 相 互 融 合 ， 言 情 小

說 亦 引 入 倒 敘 法 的 使 用 。 初 始 倒 敘 法 的 使 用 ， 作 家 們 注 重 的 是

在 故 事 情 節 上 的 倒 敘 ， 後 漸 轉 而 使 用 在 人 物 心 理 上 的 倒 敘 ， 藉

由 人 物 思 緒 中 的 不 同 片 斷 加 以 疊 印 ， 創 造 出 另 一 種 美 學 效 果 。  

「 敘 事 角 度 」 是 由 全 知 敘 事 、 限 制 敘 事 、 純 客 觀 敘 事 漸 次

演 變 ， 中 國 小 說 盛 行 主 因 之 一 肇 始 於 話 本 ， 為 配 合 話 本 的 使 用

功 能 ， 多 運 用 全 知 敘 事 ， 借 一 個 全 知 全 能 的 說 書 人 之 口 敘 述 故

事 ， 少 有 限 制 敘 事 ； 翻 譯 小 說 進 入 中 國 ， 作 家 從 中 吸 取 第 一 人

稱 限 制 敘 事 手 法 ， 從 小 說 的 謀 篇 佈 局 入 手 ， 以 見 聞 錄 或 其 變 格

自 傳 體 與 日 記 體 、 書 信 體 的 方 式 出 現 ， 見 聞 錄 是 指 藉 「 我 」 的

遊 歷 聞 見 引 出 他 人 故 事 ， 如 完 全 使 用 第 一 人 稱 限 制 敘 事 的 吳 趼

人《 上 海 游 驂 錄 》，敘 述 者 不 再 講 述「 我 」的 遊 歷，而 講 述 自 己

的 故 事 或 感 受；自 傳 體 如 周 瘦 鵑《 此 恨 綿 綿 無 絕 期 》、倪 貽 德《 玄

武 湖 之 秋 》；書 信 體 如 徐 枕 亞《 雪 鴻 淚 史 》成 為 作 家 慣 常 選 擇 的

文 體 ， 並 且 開 始 審 視 自 我 的 內 心 ， 如 葉 靈 鳳 《 女 媧 氏 之 遺 孽 》

出 現 三 個 不 同 的 「 我 」 對 同 一 件 事 情 做 出 不 同 的 評 價 ， 然 而 第

一 人 稱 限 制 敘 事 有 其 缺 陷 ， 十 分 容 易 陷 入 一 個 人 喁 喁 獨 語 ， 無

法 與 讀 者 產 生 共 鳴 。 在 過 渡 到 第 三 人 稱 限 制 敘 事 的 過 程 中 ， 如

張 資 平 《 沖 積 期 化 石 》、《 植 樹 節 》 採 用 全 知 敘 事 夾 雜 第 三 人 稱

限 制 敘 事 ， 不 自 覺 地 破 壞 了 視 角 的 統 一 ， 直 至 三 十 年 代 第 三 人

稱 限 制 敘 事 便 成 為 了 中 國 現 代 小 說 最 主 要 的 敘 事 角 度 。 作 家 不

                                                 
2 3  陳 平 原 ：《 中 國 小 說 叙 事 模 式 的 轉 變 》 (北 京 ： 北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2003 年 7
月 )， 頁 3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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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主 觀 評 價、不 分 析 人 物 的 心 理，只 是 冷 靜 地 紀 錄 人 物 的 言 論、

動 作，純 客 觀 敘 事 的 真 實 性 更 大、可 信 度 更 高，留 與 讀 者 想 像 、

思 考 的 空 間，如 包 天 笑〈 電 話 〉，但 純 客 觀 敘 事 在 實 際 使 用 上 卻

是 困 難 重 重 ， 視 角 極 不 容 易 通 篇 統 一 ， 常 不 自 覺 雜 入 其 他 敘 事

角 度 。  

以 「 敘 事 結 構 」 的 分 析 技 巧 ─ ─ 情 節 、 人 物 、 背 景 (環 境 )
來 看 中 國 小 說 ， 背 景 (環 境 )可 分 成 社 會 環 境 、 自 然 環 境 兩 種 ，

但 中 國 重「 神 似 」不 重「 形 似 」，不 僅 人 物 的 服 飾 形 貌 少 有 描 繪，

亦 多 把 背 景 (環 境 )描 寫 與 人 物 結 合，背 景 (環 境 )的 著 墨 部 分 相 對

量 少 ， 比 對 於 其 他 藝 術 範 疇 也 是 如 此 ， 如 京 劇 中 以 人 物 開 門 的

動 作 取 代 實 體 道 具 「 門 」 的 存 在 ， 或 是 繪 畫 藝 術 中 「 留 白 」 的

技 巧 。 中 國 小 說 素 以 情 節 為 重 心 ， 情 節 曲 折 離 奇 、 佈 局 巧 妙 才

能 招 攬 讀 者 ， 後 來 小 說 結 構 的 重 心 由 情 節 轉 移 到 人 物 身 上 ， 開

始 淡 化 情 節 ， 注 重 人 物 的 心 理 描 寫 、 發 掘 人 物 行 為 的 動 機 ， 使

用 佛 洛 依 德 心 理 分 析 探 索 人 物 心 理 曲 折 變 化 ， 最 早 使 用 此 手 法

的 如 葉 靈 鳳 〈 姐 嫁 之 夜 〉、〈 摩 伽 的 試 探 〉 等 作 品 ， 最 為 著 名 的

如 施 蟄 存 〈 將 軍 底 頭 〉、〈 石 秀 〉 等 作 品 ； 後 更 引 進 西 方 象 徵 主

義 、 頹 廢 主 義 、 新 感 覺 主 義 ， 使 用 意 識 流 、 電 影 蒙 太 奇 等 寫 作

手 法 ， 至 此 小 說 手 法 如 百 花 齊 放 、 相 競 爭 妍 。  

在 小 說 體 式 方 面 ， 長 篇 章 回 體 小 說 受 到 外 國 小 說 影 響 改 回

為 章，如 吳 雙 熱《 冤 孽 鏡 》，由 於 隨 寫 隨 刊 的 特 色，每 章 之 間 的

銜 接 也 不 似 傳 統 章 回 小 說 那 般 緊 湊 ， 另 一 方 面 也 正 因 此 隨 寫 隨

刊 的 特 性 ， 促 使 作 家 自 覺 或 不 自 覺 地 傾 向 使 用 短 篇 小 說 體 式 寫

作 ， 現 代 短 篇 小 說 以 截 取 生 活 的 橫 切 面 、 描 寫 一 個 時 序 的 片 斷

作 為 書 寫 重 點 ， 打 破 以 情 節 為 中 心 的 結 構 方 式 ， 如 吳 趼 人 〈 查

功 課 〉、 穆 時 英 〈 夜 總 會 裡 的 五 個 人 〉。  

    小 說 受 商 業 化 影 響 ， 讀 者 自 是 衣 食 父 母 ， 而 不 得 不 迎 合 讀

者 的 閱 讀 趣 味 ， 兼 顧 市 場 與 藝 術 的 作 者 不 乏 其 人 ， 大 多 數 作 家

卻 是 趨 時 而 至 於 媚 俗 ， 實 是 造 成 評 論 家 們 對 海 派 文 學 不 具 好 感

的 主 因 之 一 。 綜 歸 而 言 ， 在 西 方 小 說 的 推 波 助 瀾 下 ， 自 覺 其 與

傳 統 說 書 人 的 不 同 ， 以 大 異 過 去 的 小 說 敘 事 模 式 ， 顯 現 了 小 說

書 面 化 的 傾 向 ， 呈 現 出 與 眾 不 同 的 都 市 文 學 風 貌 ， 正 是 海 派 文

學 不 可 抹 滅 的 貢 獻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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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派文學釋義 

壹、名詞起源 

「 海 派 」 一 詞 的 意 義 初 始 源 自 於 外 來 西 方 文 化 對 傳 統 中 國

文 化 的 反 瞶 ， 西 方 文 化 進 入 中 國 並 開 始 對 中 國 發 生 影 響 進 而 發

展 出 異 於 傳 統 的 成 果 ， 此 成 果 發 端 於 繪 畫 界 ， 流 風 所 及 於 戲 劇

界 而 至 文 學 界 。  

「 海 派 」 一 詞 最 早 是 「 海 上 畫 派 」 的 簡 稱 。 上 海 自 鴉 片 戰

爭 後 開 埠 ， 西 風 漸 入 ， 一 些 窩 居 滬 上 、 賣 字 鬻 畫 的 畫 師 如 趙 之

謙 、 任 伯 年 、 虛 谷 、 吳 昌 碩 、 黃 賓 虹 等 人 ， 受 到 新 思 潮 的 影 響

力 思 突 破 ， 對 傳 統 中 國 畫 開 始 大 膽 的 改 革 ， 他 們 大 多 以 賣 畫 為

業 ， 畫 作 供 富 賈 巨 商 騷 人 墨 客 相 互 贈 與 ， 其 畫 風 瀟 灑 放 縱 ， 在

畫 技 上 吸 收 了 民 間 藝 術 和 西 洋 繪 畫 藝 術 特 點 ， 破 格 創 新 ， 自 成

一 家 ， 畫 面 清 新 通 俗 ， 創 作 題 材 豐 富 以 花 鳥 畫 為 最 多 其 次 是 人

物 ， 也 畫 洋 樓 、 風 俗 圖 、 摩 登 女 郎 等 深 受 平 民 階 層 的 歡 迎 。 海

派 畫 家 的 作 品 與 傳 統 的 山 水 人 物 花 草 蟲 魚 大 相 徑 庭 ， 因 此 被 自

視 為 正 統 的「 院 派 畫 家 」貶 為「 海 派 」，因 為 在「 院 派 畫 家 」眼

中，上 海 只 是 缺 少 文 化 根 基 的「 海 限 」、「 海 隅 」，因 而 不 屑 一 顧。 

    光 緒 年 間 ，「 滬 上 梨 園 甲 天 下 」， 上 海 的 戲 曲 舞 台 與 北 京 成

南 北 犄 角 之 勢，南 派 京 劇 逐 漸 脫 離 傳 統 京 劇 的 羈 絆，另 闢 蹊 徑，

先 驅 和 代 表 人 物 是 汪 笑 儂 ， 感 時 憂 國 以 改 良 京 劇 為 己 任 ， 與 其

同 時 以 潘 月 樵 、 夏 月 潤 、 夏 月 珊 為 首 的 名 伶 亦 對 京 劇 進 行 了 改

革 ， 如 實 行 劇 場 的 對 號 入 座 、 男 女 合 演 、 創 演 新 劇 、 搞 機 關 布

景 、 使 用 道 具 和 燈 光 技 術 、 把 琴 師 擴 展 成 樂 隊 等 ， 形 成 北 京 重

「 聽 」 戲 ， 上 海 重 「 看 」 戲 的 局 面 ， 稍 後 麒 派 創 始 人 周 信 芳 又

對 京 劇 的 打 擊 樂 與 服 飾 進 行 了 全 面 的 革 新 ， 且 製 造 將 程 式 化 為

自 然 的 真 實 隨 意 風 格，這 些 舉 措 都 被 自 我 標 榜 為 國 粹 的「 京 派 」

嗤 之 以 鼻 ， 於 是 「 海 派 」 一 詞 又 被 沿 用 到 京 劇 界 ， 產 生 了 「 海

派 京 劇 」 一 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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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汶 (杜 衡 )在 與 沈 從 文 論 爭 時 曾 提 到 「 海 派 」 一 詞 始 終 是

一 個 惡 意 的 名 詞 。  

「海派」這兩個字大概最流行於平劇界；平劇界中的海派與正

統派之間的糾紛與是非曲直，我因為沒有明確的研究，不敢

輕議，不過近來北方的戲也在漸漸講究起佈景和作工起來

了，卻是一件事實；雖然這樣，「海派戲」卻始終是一個惡意

的名詞。新文學界中的「海派文人」這個名詞，其惡意的程

度，大概也不下於在平劇界中所流行的。牠的涵意方面極多，

大概的講，是有著愛錢，商業化，以至於作品的低劣，人格

的卑下這種意味。 24 

    在 畫 壇 、 劇 壇 、 文 壇 中 被 稱 之 為 「 海 派 」 的 創 作 者 ， 其 風

格 最 大 特 色 即 在 於 創 新 、 接 受 外 來 文 化 甚 而 顛 覆 傳 統 文 化 ， 這

樣 的 做 法 自 然 遭 到 了 傳 統 派 的 貶 抑 ，「 海 派 」 絕 不 會 是 讚 美 之

詞 ， 由 此 潛 在 原 因 看 來 ， 發 生 京 海 論 爭 想 也 是 可 以 預 期 的 。  

貳、京海論爭 

    北 京 、 上 海 二 地 文 風 之 異 本 就 存 在 ， 明 確 點 出 其 差 異 性 甚

至 引 發 京 海 之 爭 則 是 肇 因 沈 從 文 的 一 篇 文 章 挑 起 的 ， 從 1933
年 冬 季 開 始 持 續 至 1934 年 春 天，餘 緖 蔓 延 至 1935 年 仍 未 停 歇。

沈 從 文 曾 在 上 海 待 過 兩 三 年 ， 對 上 海 文 壇 種 種 情 形 有 相 當 了

解 ， 在 〈 窄 而 霉 齋 閑 話 〉 25 即 提 出 了 「 京 樣 」、「 海 派 」 文 學 的

問 題，並 說 明 自 己 的 文 學 主 張，認 為 應「 為 人 生 而 文 學 」，反 對

「 趣 味 主 義 」。 他 循 著 這 個 思 路 於 1933 年 10 月 18 日 在 《 大 公

報 ‧ 文 藝 》 副 刊 發 表 了 〈 文 學 者 的 態 度 〉 一 文 ， 藉 家 中 經 管 廚

房 的 大 司 務 老 景 ， 引 申 出 文 學 者 的 態 度 ， 老 景 明 白 自 己 份 內 應

該 明 白 的 事 情 ， 盡 他 職 務 上 應 盡 的 責 任 ， 做 事 不 偷 懶 不 取 巧 ，

誠 實 的 去 做 ， 作 為 文 學 家 的 態 度 也 應 當 如 此 。 但 因 過 去 「 名 士

風 度 」 的 觀 念 與 時 代 風 氣 的 影 響 ， 使 得 從 事 文 學 者 的 心 態 有 似

票 友 與 白 相 人 ， 所 作 篇 章 多 被 遊 戲 心 情 所 控 制 ， 如 章 克 標 先 生

在《 文 壇 登 龍 術 》中 所 列 舉 的，「 這 類 人 在 上 海 寄 生 於 書 店、報

                                                 
2 4  蘇 汶 ：〈 文 人 在 上 海 〉《 現 代 》 第 4 卷 第 2 期 ，（ 1932 年 12 月 ）， 頁 281。  
2 5  沈 從 文 ：《 沈 從 文 全 集 》 (太 原 ： 北 岳 文 藝 出 版 社 ， 2002 年 12 月 )  ，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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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 官 辦 的 雜 誌 ， 在 北 京 則 寄 生 於 大 學 、 中 學 ， 以 及 種 種 教 育

機 構 中 」 26 ， 沈 從 文 做 這 篇 文 章 的 本 意 原 非 針 對 哪 一 個 地 域 的

文 人 ， 文 中 未 曾 出 現 「 京 派 」 或 「 海 派 」 的 字 樣 ， 而 是 對 於 當

時 文 人 看 待 文 學 的 輕 忽 態 度 有 所 不 滿 。  

〈 文 學 者 的 態 度 〉一 經 刊 登 引 起 蘇 汶 (杜 衡 )大 力 反 彈，《 現

代 》雜 誌 1933 年 12 月 號 刊 出 蘇 汶 的 文 章〈 文 人 在 上 海 〉，全 文

無 一 字 提 及 沈 從 文 的 那 篇 文 章 ， 但 字 字 都 在 表 現 出 對 於 沈 從 文

其 文 的 抗 辯，認 為 沈 從 文 貶 抑 上 海 文 人，「 居 留 在 上 海 的 文 人 ，

便 時 常 被 不 居 留 在 上 海 的 文 人 帶 著 某 種 惡 意 的 稱 為 『 海 派 』」，

「 文 人 在 上 海 ， 上 海 社 會 的 支 持 生 活 的 困 難 自 然 不 得 不 影 響 到

文 人 ， 於 是 在 上 海 的 文 人 ， 也 像 其 他 各 種 人 一 樣 要 錢 ， … … 生

活 的 重 壓 自 然 是 不 能 作 為 出 賣 靈 魂 的 藉 口 的 ， 無 論 在 怎 樣 的 情

況 下，我 們 還 是 不 能 對 新 書 市 場 所 要 求 低 級 趣 味 妥 協、投 降。」
27 ， 蘇 汶 指 出 批 評 上 海 文 人 的 作 家 應 考 慮 上 海 一 地 的 社 會 環

境 、 文 人 生 存 型 態 與 北 方 的 差 異 ， 雖 然 蘇 汶 抗 議 「 海 派 」 一 詞

是 對 所 有 居 留 在 上 海 的 文 人 的 惡 意 相 稱 ， 但 也 不 得 不 承 認 上 海

文 人 受 金 錢 支 配 已 深 ， 創 作 帶 有 明 顯 的 商 業 化 色 彩 。  

    針 對 蘇 汶 的 辯 解，沈 從 文 認 為 有 解 釋 的 必 要，因 而 於 1934
年 1 月 10 日 再 度 撰 寫 〈 論 「 海 派 」〉 一 文 ， 開 宗 明 義 表 明 贊 同

蘇 汶 的 意 見 ， 認 為 加 於 上 海 作 家 的 壓 力 有 失 公 允 ， 並 為 海 派 下

了 定 義：「 過 去 的『 海 派 』與『 禮 拜 六 派 』不 能 分 開。那 是 一 樣

東 西 的 兩 種 稱 呼。『 名 士 才 情 』與『 商 業 競 賣 』相 結 合，便 成 立

了 吾 人 今 日 對 於 海 派 這 個 名 詞 的 概 念 。 」 28 ， 接 著 沈 從 文 對 這

個 概 念 做 了 更 具 體 的 詮 釋 ：  

      且試為引申之：「投機取巧」，「見風轉舵」。如舊禮拜六派一

位某先生，到近來也談哲學史，也自己說要左傾，這就是所

謂海派。如邀集若干新斯文人，冒充風雅，名士相聚一堂，

吟詩論文，或遠談希臘羅馬，或近談文士女人，行為與扶乩

猜詩謎者相差一間，從官方拿到了點錢，則吃吃喝喝，辦什

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讀者，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流

                                                 
2 6  同 前 註 ， 頁 46。  
2 7  同 註 24， 頁 281。  
2 8  同 註 25， 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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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言，也就是所謂海派。感情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

情形不對時，即刻自首投降，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侔利，

也就是所謂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利用種種方法

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利於己的消息，或每書

一出，各處請人批評，或偷掠他人作品，作為自己文章，或

借用小報，去製造旁人謠言，傳述撮取不實不信消息，凡此

種種，也就是所謂海派。 29 

沈 從 文 亦 認 為 「 海 派 」 的 歸 納 應 該 是 文 學 風 氣 使 然 而 非 地

域 ， 在 北 方 文 壇 也 有 類 似 海 派 習 氣 的 文 人 ， 即 使 是 身 處 上 海 的

蘇 汶 、 茅 盾 、 葉 紹 鈞 、 魯 迅 等 人 也 不 會 成 為 海 派 或 被 誤 認 成 海

派，故 將 海 派 習 氣 侷 限 在 上 海 一 隅、或 概 括 上 海 文 人 不 甚 妥 切。  

    沈 從 文〈 論「 海 派 」〉見 報 後，曹 聚 仁、徐 懋 庸、姚 雪 垠 、

祝 秀 俠 、 胡 風 、 阿 曇 、 魯 迅 、 青 農 、 蘆 焚 等 人 紛 紛 發 表 意 見 加

入 論 戰 。 曹 聚 仁 〈 京 派 與 海 派 〉 率 先 使 用 「 京 派 」 來 概 括 沈 從

文 一 方 ， 曹 聚 仁 以 「 裹 著 小 腳 ， 躲 在 深 閨 裡 的 小 姐 」、「 穿 高 跟

鞋 的 摩 登 女 郎 」來 形 容 兩 派，就 京 派、海 派 內 涵 加 以 闡 述，「 京

派 不 妨 說 是 古 典 的，海 派 也 不 妨 說 是 浪 漫 的；京 派 如 大 家 閨 秀，

海 派 則 如 摩 登 女 郎。」，「 海 派 冒 充 風 雅，… … 京 派 則 獨 攬 風 雅 」
30 ， 並 認 為 向 官 方 搖 尾 、 媚 於 商 業 的 行 為 其 實 兩 派 無 以 異 也 ，

不 應 當 叫 京 派 來 掃 蕩 海 派 ， 而 是 兩 派 皆 應 破 除 陋 習 ， 謀 求 文 藝

的 一 條 新 路 。  

    徐 懋 庸 〈「 商 業 競 賣 」 與 「 名 士 才 情 」〉 則 將 「 名 士 才 情 」

與 「 商 業 競 賣 」 分 歸 二 派 特 點 。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其實是結合不起來的兩種東西。

自來名士最鄙商人，商人最疏名士，因為名士重風雅而以商

人為俗，商人重實利而以名士為狂。而且，名士常常假借官

僚的勢力剝削商人，最為商人所憎。兩者根本是對立的。……

文壇上倘真有「海派」與「京派」之別，那末我以為「商業

競賣」是前者的特徵，「名士才情」卻是後者的特徵。 31 

                                                 
2 9  同 註 25， 頁 55。  
3 0  曹 聚 仁 ：〈 京 派 與 海 派 〉， 上 海 《 申 報 》 第 4 張 (15)〈 自 由 談 〉， 1934 年 1 月

17 日 。  
3 1  徐 懋 庸：〈「 商 業 競 賣 」與「 名 士 才 情 」〉，上 海《 申 報 》第 5 張 (17)〈 自 由 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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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懋 庸 雖 把 「 名 士 才 情 」、「 商 業 競 賣 」 分 歸 於 兩 派 ， 但 兩

派 在 金 錢 觀 上 則 與 曹 聚 仁 持 相 同 觀 點 ， 認 為 兩 派 都 臣 服 於 金 錢

的 魅 力 ， 只 是 商 人 的 錢 直 接 地 用 手 段 賺 來 ， 名 士 的 錢 則 是 從 小

老 百 姓 手 中 出 發 ， 經 過 無 數 機 關 來 到 名 士 手 中 ， 與 錢 財 無 直 接

關 聯 ， 便 顯 得 較 為 清 高 ， 且 能 夠 據 此 來 大 罵 商 人 。      

    曹 聚 仁〈 續 談「 海 派 」〉說 明 了 兩 個 重 點，一 是 贊 同 魯 迅〈 上

海 文 藝 之 一 瞥 〉 的 論 點 ， 海 派 作 家 的 形 象 乃 是 才 子 加 流 氓 ； 二

是 闡 述 京 派 、 海 派 的 分 野 ， 認 為 「 知 道 不 能 掩 飾 了 ， 所 幸 把 尾

巴 拖 出 來，這 是『 海 派 』；扭 扭 捏 捏，還 想 把 外 衣 加 長，把 尾 巴

蓋 住，這 是『 京 派 』。」 32 ，不 論 哪 派 其 根 底 無 所 差 別，不 過 是

遮 掩 的 程 度 不 同 罷 了 。  

    青 農〈 誰 是「 海 派 」〉一 文 除 認 為 沈 從 文 有 重 京 派 輕 海 派 的

嫌 疑 、 贊 同 徐 懋 庸 「 名 士 才 情 」、「 商 業 競 賣 」 各 分 屬 於 兩 派 的

特 點 外 ， 牽 扯 出 另 外 一 段 枝 蔓 。  

      誰是「海派」？今天讓我來拆穿西洋鏡：偷了成名作家的作

品冒名發表的人，是「海派」。以朋友的優秀作品聲稱借看而

冒名發表以成名的人，是「海派」。自己已經成名而以未成名

作家的作品用自己的「招牌」發表以騙錢的人，是「海派」。

翻譯外國雜誌的文章以及整本作品不註明是譯作而發表的

人，是「海派」。以廉價收買翻譯作品而用自己的「招牌」以

求名利雙收的人，是「海派」。 33 

    此 段 文 字 主 要 是 諷 刺 何 家 槐 剽 竊 徐 轉 蓬 小 說 的 事 件 ， 並 詳

述 了 當 時 上 海 文 壇 的 種 種 不 良 風 氣，將 此 類 作 家 歸 納 為「 海 派 」

文 人 ， 可 知 在 青 農 心 中 「 海 派 」 文 人 的 定 位 ， 盡 乎 全 然 負 面 ，

如 此 文 人 在 上 海 的 非「 海 派 」文 人 即 可 自 清 門 戶，無 須 勞 駕「 京

派 」 文 人 遠 征 。 由 於 何 家 槐 隸 屬 左 聯 作 家 ， 青 農 此 文 應 是 將 左

聯 歸 為 「 海 派 」 文 人 之 中 。  

    阿 曇〈 論「 賣 文 為 活 」〉中 說 出 了 京 海 論 爭 的 癥 結 點 之 一 ，

                                                                                                                                            
1934 年 1 月 20 日 )。  

3 2  曹 聚 仁 ：〈 續 談 「 海 派 」〉， 上 海 《 申 報 》 第 4 張 (15)〈 自 由 談 〉， 1934 年 1 月

26 日 。  
3 3  青 農 ：〈 誰 是 「 海 派 」 ？ 〉， 上 海 《 申 報 》 第 4 張 (15)〈 自 由 談 〉， 1934 年 1
月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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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古 文 人 向 來 自 命 清 高 不 沾 染 銅 臭 味，「 總 計 沈 從 文 先 生 等 對 於

海 派 文 人 的 攻 擊 最 大 的 罪 狀 就 是 『 商 業 競 爭 』 … … 目 前 人 們 卻

正 在 拿 著 『 寫 文 章 吃 飯 』 來 攻 擊 人 ， 而 被 擊 的 人 ， 也 面 紅 耳 赤

極 狼 狽 之 至 的 掩 飾 著 」 34 ， 一 旦 賣 文 為 生 便 是 惡 俗 ， 賣 錢 的 文

章 總 也 不 是 好 文 章 。 青 農 舉 出 杜 斯 托 也 夫 斯 基 的 例 子 ， 其 小 說

幾 乎 沒 有 一 篇 不 是 逼 出 來 償 債 的 ， 杜 氏 的 文 章 仍 舊 是 震 鑠 千

古 ， 該 注 意 的 應 該 是 作 家 是 不 是 為 了 錢 背 叛 了 自 己 的 主 張 和 藝

術 的 真 實 。  

    魯 迅 於 1931 年 7 月 20 日 發 表 一 場 演 講 「 上 海 文 藝 之 一

瞥 」，說 明 才 子 佳 人 小 說 中 人 物 轉 折 的 四 個 時 期。 35 ；幾 年 後 魯

迅 以 欒 廷 石 為 筆 名 寫 就 〈「 京 派 」 與 「 海 派 」〉、〈 北 人 與 南 人 〉

兩 篇 文 章 。  

所謂「京派」與「海派」，本不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

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帝都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

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

商獲利，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不過「京派」是官

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狀隱，

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狀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

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

習，就更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落了。 36 

    這 兩 篇 文 章 為 京 海 二 派 下 了 一 個 定 義 ， 認 為 兩 派 指 涉 的 是

文 人 匯 集 的 地 域 而 非 籍 貫，並 說 明「 京 派 」瞧 不 起「 海 派 」，實

由 來 自 從 古 至 今 輕 商 的 習 氣 。  

  北人的鄙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北人的優點是厚重，

南人的優點是機靈。但厚重之弊也愚，機靈之弊也狡，所以

某先生曾經指點出缺點道：「北方人士『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南方人是『羣居終日，言不及義』。」……不過做文章

的是南人多，北方卻受了影響，北京的報紙上，油嘴滑蛇，

                                                 
3 4  阿 曇 ：〈 論 「 賣 文 為 活 」〉， 上 海 《 申 報 》 申 報 本 埠 增 刊 (1)〈 自 由 談 〉， 1934
年 2 月 2 日 。  
3 5  林 賢 治 評 注：《 魯 迅 選 集‧評 論 卷 》(長 沙，湖 南 文 藝 出 版 社，2004 年 6 月 )，

頁 184-186。  
3 6  欒 廷 石 ：〈「 京 派 」 與 「 海 派 」， 上 海 《 申 報 》 第 5 張 (17)〈 自 由 談 〉， 1934 年

2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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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吞吐吐，顧影自憐的文字不是比六七年前多了嗎？這倘和

北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來的一定是一種不祥的

新劣種。 37 

後 又 以 地 域 因 素 來 解 釋 京 海 之 爭 、 二 地 性 格 差 異 及 缺 點 ，

認 為  

北 京 的 作 家 受 了 南 方 作 家 的 不 良 習 氣 影 響 ， 不 復 昔 時 之 優 點 ，

盼 二 者 能 夠 捨 其 缺 點 而 合 流 。  

青 農 延 續 前 文〈 誰 是「 海 派 」〉之 立 論，擴 展 了 海 派 文 人 的

範 圍，「 以 別 的 作 家 的 作 品 搜 集 剪 貼 編 成 什 麼 小 說 選 集 詩 歌 選 集

等 書 出 版 以 騙 錢 的 人，是『 海 派 』。看 了 外 國 電 影 或 外 國 小 說 以

後 偷 竊 原 意 改 換 面 地 寫 小 說 以 作 自 己 的 創 作 的 人，是『 海 派 』。」
38 ；反 對 阿 曇〈 論「 賣 文 為 活 」〉其 中 所 述，認 為 不 能 一 竿 子 打

翻 一 船 人 將 所 有 賣 文 為 活 的 文 人 收 於 海 派 之 列 ， 做 出 更 加 嚴 格

的 規 範，「 這 一 羣『 海 派 』文 人 他 們 只 因『 商 業 競 賣 』而 連 人 格

與 稿 子 一 起 出 賣 ， 這 與 『 賣 文 為 活 』 的 人 完 全 不 同 」 39 ， 這 類

的 海 派 文 人 存 在 於 各 個 文 學 團 體 內 ， 社 會 應 該 共 同 給 予 道 德 的

制 裁 。  

蘆 焚 總 結 了 從 沈 從 文 以 來 關 於 海 派 的 論 述 ， 認 為 京 海 兩 派

比 較 不 過 是 湊 湊 熱 鬧 而 已，「 在 中 國 的 歷 史 上 似 乎 沒 有『 商 業 競

爭 』，大 大 小 小 的 文 人，有 的 只 是『 名 士 才 情 』… …『 京 派 』和

『 海 派 』 依 舊 不 過 概 念 上 的 存 在 ， 認 真 區 別 很 難 辦 到 。 」 40 ，

海 論 戰 至 此 已 逐 漸 尾 聲 ， 最 後 沈 從 文 出 來 做 了 一 個 總 結 ， 詳 細

說 明 「 海 派 」 的 定 義 。  

  我所說的「名士才情」，是《儒林外史》上那一類鬥方名士的

才情，我所說的「商業競賣」，是上海地方推銷ⅩⅩⅩ一類不

正當商業的競賣：正為的是「裝模作樣的名士才情」與「不

正當的商業競賣」兩種勢力相結合，這些人才儼然地能夠活

                                                 
3 7  欒 廷 石 ：〈 北 人 與 南 人 〉， 上 海 《 申 報 》 第 5 張 (19)〈 自 由 談 〉， 1934 年 2 月

4 日 。  
3 8  青 農 ：〈「 商 業 競 賣 」 的 文 人 〉， 上 海 《 申 報 》 申 報 本 埠 增 刊 (1)〈 自 由 談 〉，

1934 年 2 月 5 日 。  
3 9  同 前 註 。  
4 0  蘆 焚 ：〈 京 派 與 海 派 〉， 北 京 《 大 公 報 ， 第 3 張 第 12 版 〈 文 藝 副 刊 〉， 1934
年 2 月 10 日 。  

 43



下去，且勢力日益擴張。 41 

沈 從 文 初 始 作 文 目 的 是 為 陳 述 己 身 文 學 觀 ， 針 貶 當 時 文 人

輕 浮 的 文 學 態 度 ， 當 提 及 這 樣 一 群 作 家 時 ， 是 包 含 了 南 方 與 北

方 兩 地 而 言 的 ， 卻 無 心 插 柳 引 發 一 場 京 海 論 戰 。 左 翼 作 家 群 也

曾 發 表 若 干 關 於 海 派 的 文 章 ， 如 胡 風 〈「 京 派 」 看 不 到 的 世 界 〉
42 內 容 主 要 評 論 彭 島 《 蜈 蜙 船 》 一 書 。 京 海 派 的 定 義 於 沈 從 文

眼 中 是 名 士 才 情 與 商 業 競 賣 ， 曹 聚 仁 眼 中 是 大 家 閨 秀 與 摩 登 女

郎 ， 盧 焚 則 是 時 代 現 象 ； 海 派 的 起 源 於 蘇 汶 眼 中 是 起 於 為 生 活

需 求 所 致 ； 稍 後 魯 迅 以 地 域 現 象 作 一 總 括 ， 左 翼 則 有 更 多 對 於

京 派 批 評 海 派 這 一 作 為 的 不 滿，種 種 爭 辯 於 沈 從 文〈 關 於 海 派 〉

此 文 一 出 ， 之 後 海 派 論 述 多 已 不 再 以 京 海 之 間 為 主 要 論 述 目

標 ， 參 雜 了 其 他 議 題 ， 如 「 反 差 不 多 」 的 問 題 ， 海 論 戰 至 此 可

算 是 告 一 段 落 了 。  

參、海派文學範疇 

    對 於「 海 派 」，每 位 學 者 都 有 其 不 同 的 見 解 及 立 論 根 據，被

公 認 是 海 派 大 家 的 作 家 施 蟄 存 ， 卻 不 承 認 自 己 是 海 派 的 一 份

子 ， 正 如 同 包 天 笑 也 不 承 認 自 己 是 鴛 鴦 蝴 蝶 派 的 一 員 ； 黃 修 己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發 展 史 》 中 亦 言 「 因 為 這 場 論 爭 ， 沈 從 文 曾 被

認 為 是 京 派 作 家 的 中 堅 。 實 際 上 當 時 並 不 存 在 作 為 文 學 流 派 的

京 派 或 海 派。」43；畫 家 程 十 髮 甚 至 認 為「 海 派 無 派 」，認 為「『 海

派 』 不 是 一 個 流 派 ， 上 海 畫 家 之 間 追 求 的 不 是 趨 同 性 ， 而 是 差

異 性，『 海 派 』的『 海 』是 五 湖 四 海 的 海，不 是 七 海 的 海。上 海

本 地 的 畫 家 地 區 性 也 很 強 ， 但 畫 得 好 的 少 。 後 來 各 個 地 方 的 畫

家 都 來 上 海 競 技 ， 地 區 性 就 打 破 了 ， 所 以 海 派 應 該 說 是 一 個 時

代 有 某 種 共 同 特 點 的 藝 術 流 派 。 」 44 。  

    派 別 的 概 念 最 早 是 由 日 本 文 壇 流 傳 過 來 的 ， 用 以 概 括 某 些

相 近 文 風、文 學 主 張 或 自 發 性 結 社 的 文 人 團 體，「 文 學 流 派 是 指

                                                 
4 1  同 註 25， 頁 60。  
4 2  胡 風 ：〈「 京 派 」 看 不 到 的 世 界 〉《 文 學 》 第 4 卷 第 5 號 ， (1935 年 5 月 )  ， 頁

780-786。  
4 3  黃 修 己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發 展 史 》 (北 京 ： 中 國 青 年 出 版 社 ， 2005 年 2 月 28
刷 )， 頁 414。  
4 4  惠 藍：〈 海 派 無 派 ─ 程 十 髮 訪 談 〉，《 美 術 觀 察 》第 二 期 (2003 年 2 月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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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歷 史 時 期 內 ， 由 思 想 傾 向 、 藝 術 傾 向 、 文 學 見 解 、 創 作 風

格 接 近 或 相 似 的 作 家 自 覺 或 不 自 覺 結 合 而 成 的 文 學 派 別。」45 。

流 派 的 形 成 大 致 可 分 為 兩 種 ， 一 是 自 覺 地 以 社 團 或 宣 言 等 有 形

物 事 作 為 連 結 ， 在 文 學 風 格 上 力 求 統 一 ， 作 品 顯 示 相 似 的 創 作

特 色 ， 文 學 社 團 多 半 出 現 在 政 治 箝 制 較 為 放 鬆 的 年 代 ， 而 現 代

的 文 學 社 團 主 要 是 以 出 版 物 為 中 心 ， 並 非 以 核 心 人 物 為 中 心 進

行 運 作 ； 另 一 種 則 是 作 家 不 自 覺 地 認 同 或 仿 效 那 些 自 己 認 可 的

創 作 風 格 或 文 學 主 張 ， 形 成 彼 此 趨 近 的 共 同 文 學 風 氣 ， 雖 然 可

能 沒 有 以 社 團 形 式 呈 現 ， 但 有 的 作 者 在 當 時 就 自 覺 地 結 成 了 文

學 流 派 ， 有 的 則 被 同 時 代 或 以 後 時 代 的 研 究 者 歸 納 並 命 名 為 某

個 文 學 流 派 ， 鴛 鴦 蝴 蝶 派 和 海 派 顯 然 屬 於 後 者 ， 有 些 被 點 名 歸

為 海 派 的 作 家 本 身 不 承 認 自 己 隸 屬 於 海 派 ， 後 世 研 究 者 卻 已 依

據 其 文 學 風 格 、 創 作 主 張 等 將 其 劃 分 為 同 一 流 派 ， 與 其 說 是 一

個 派 別 ， 更 可 以 說 海 派 是 發 生 在 上 海 當 時 的 文 學 現 象 。  

   鄧 瓊 《 文 壇 漩 流 ─ ─ 沈 從 文 與 「 京 海 之 爭 」》 46 一 書 整 理 了

關 於 海 派 範 疇 的 四 種 主 要 看 法 ： (一 )和 左 翼 有 關 。 堅 持 沈 從 文

所 提 出 的 「 海 派 」 作 家 乃 指 左 翼 文 學 陣 營 者 ， 以 學 者 曠 新 年 最

力 ， 胡 適 於 其 自 傳 中 亦 曾 提 及 「 海 派 主 要 指 左 聯 」 之 語 ； (二 )
和 左 翼 無 關 和 商 業 有 關 。 一 些 研 究 者 將 左 翼 文 學 排 除 在 沈 從 文

所 談 的 「 海 派 」 之 外 ， 而 傾 向 於 將 「 海 派 」 視 為 文 學 與 商 業 結

合 及 造 成 的 不 良 影 響 或 某 種 不 健 康 的 文 壇 風 氣 ， 如 嚴 家 炎 、 許

道 明、楊 義、凌 宇、周 蔥 秀、李 天 鋼 等 學 者 便 持 此 一 觀 點；(三 )
特 重 其 都 市 化 、 現 代 性 ： 如 王 保 生 、 吳 福 輝 等 學 者 認 為 海 派 借

鑒 西 方 的 現 代 意 識 與 手 法 ， 表 現 現 代 都 市 人 騷 動 迷 惘 的 心 靈 ，

作 為 一 個 文 學 流 派 在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仍 有 其 積 極 意 義 ； (四 )
大 雜 燴 ： 出 於 論 述 方 便 與 概 括 全 面 的 需 要 ， 也 有 學 者 乾 脆 避 開

沈 從 文 在 「 京 海 之 爭 」 中 「 海 派 」 的 原 始 涵 義 ， 只 從 後 來 人 們

關 於 三 四 十 年 代 的 「 上 海 文 學 」 的 理 解 出 發 ， 將 「 海 派 」 描 述

為 有 新 鴛 鴦 蝴 蝶 派 、 革 命 文 學 、 新 感 覺 派 、 新 都 市 言 情 小 說 共

同 組 成 的 大 雜 燴 。  

                                                 
4 5  劉 安 海 、 孫 文 憲 主 編 《 文 學 理 論 》 (武 漢 ，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2004 年 10
月 )， 頁 234。  
4 6  鄧 瓊 ：《 文 壇 漩 流 ─ ─ 沈 從 文 與 「 京 海 之 爭 」》 (天 津 ， 天 津 市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院 出 版 社 ， 2000 年 9 月 )， 頁 68-71。  

 45



海 派 沒 有 嚴 密 的 組 織 章 程、社 團 結 構，擴 散 性 極 強，「 是 以

特 定 文 化 為 依 託 的 歷 史 現 象 」 47 ， 狹 義 地 海 派 小 說 家 單 指 二 三

十 年 代 專 擅 都 市 敘 事 的 新 感 覺 派 作 者 群 ， 廣 義 地 說 海 派 小 說 家

從 民 國 初 年 滬 上 的 鴛 鴦 蝴 蝶 派 (禮 拜 六 派 ) 作 者 群；「 三 角 戀 愛 」

作 家 張 資 平 ； 唯 美 派 邵 洵 美 、 章 克 標 、 滕 固 等 人 ； 葉 靈 鳳 、 杜

衡 、 新 感 覺 派 施 蟄 存 、 劉 吶 鷗 、 穆 時 英 等 人 ； 四 十 年 代 上 海 市

民 作 家 予 且 、 蘇 青 、 張 愛 玲 、 施 濟 美 、 譚 惟 翰 等 人 ； 活 躍 於 四

十 年 代 的 曾 今 可、黑 嬰、禾 金、丁 諦、黃 震 遐、徐 訏、無 名 氏 、

東 方 蝃 蝀 等 人 ； 乃 至 八 ○ 年 代 小 說 家 王 安 憶 亦 被 稱 作 海 派 傳

人 ， 不 同 名 目 的 若 干 作 家 群 都 概 括 於 海 派 之 內 ， 可 見 海 派 小 說

範 疇 之 廣 ， 可 說 是 族 繁 不 及 備 載 。  

海 派 小 說 的 發 端 上 可 溯 及 清 代 狹 邪 小 說 ， 發 展 時 期 可 分 為

三 階 段 ， 民 國 初 年 鴛 鴦 蝴 蝶 派 中 的 言 情 小 說 、 二 三 十 年 代 的 新

感 覺 派 和 四 十 年 代 的 市 民 作 家 等 人。最 早 被 稱 之 為「 海 派 小 說 」

者 有 兩 種 說 法 ︰ 若 以 文 學 載 體 而 言，是 1892 年 韓 邦 慶 的《 海 上

花 列 傳 》。 當 時 上 海 的 白 話 章 回 小 說 將 題 材 轉 入 描 繪 上 海 的 社

會，尤 其 是 妓 女 題 材 上，這 類 小 說 被 魯 迅 稱 為「 狹 邪 小 說 」，《 海

上 花 列 傳 》 則 是 狹 邪 小 說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 此 書 是 最 早 刊 登 在 報

刊 此 一 載 體 上 流 傳 散 佈 的 小 說 ， 載 於 由 韓 邦 慶 創 辦 的 小 說 刊 物

《 海 上 奇 書 》上，「 惜 彼 時 小 說 風 氣 未 盡 開，購 閱 者 鮮，又 以 出

版 屢 屢 衍 期 ， 尤 不 為 閱 者 所 喜 ， 銷 路 平 平 ， 實 由 於 此 。 」 48 ，

雖 作 為 海 派 小 說 的 起 源 ， 但 因 當 時 小 說 風 氣 未 開 ， 購 買 閱 讀 者

鮮 少 ， 加 之 晚 清 小 說 重 教 誨 ， 許 多 小 說 刊 物 出 版 幾 期 之 後 便 宣

告 停 刊 ， 是 故 《 海 上 花 列 傳 》 未 如 預 期 中 轟 動 。 若 以 創 作 目 的

而 言 ， 是 1906 年 吳 趼 人 的 《 恨 海 》。 這 是 第 一 本 自 覺 寫 情 的 小

說 ， 作 者 在 自 序 中 寫 到 ：  

要知俗人說的情，單知道兒女私情是情﹔我說那與生俱來的

情，是說先天種在心裡，將來長大，沒有一處用不著這個「情」

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罷了。對於君國施展起來便是忠，對於

父母施展起來便是孝，對於子女施展起來便是慈，對於朋友

                                                 
4 7  楊 義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流 派 」《 楊 義 文 存 》  (北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4 年 2

月 )  第 四 卷 ， 頁 502。  
4 8  陳 伯 海 、 袁 進 主 編 ：《 上 海 近 代 文 學 史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3 年 2
月 )， 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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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起來便是義。可見忠孝大節，無不是從情字生出來的。

至於那兒女之情，只可叫做痴。更有那不必用情，不應用情，

他卻浪用其情的，那個只可叫做魔。」 49 

《 恨 海 》 與 鴛 鴦 蝴 蝶 派 的 關 係 仍 存 在 著 爭 議 ， 如 學 者 趙 孝

萱 便 認 為 《 恨 海 》 是 無 情 的 寫 情 小 說 ， 在 對 待 情 與 理 的 方 式 上

與 鴛 鴦 蝴 蝶 派 相 去 甚 遠 ； 但 《 恨 海 》 無 可 否 認 是 晚 清 第 一 部 理

直 氣 壯 地 為 「 寫 情 小 說 」 正 名 的 小 說 。  

海 派 文 學 範 疇 的 不 確 定 ， 沒 有 一 條 斬 釘 截 鐵 的 分 界 線 ， 作

家 群 各 自 或 多 或 少 地 受 到 不 同 的 文 學 主 張 與 創 作 傾 向 的 影 響 ，

其 定 義 歷 來 亦 眾 說 紛 紜，今 根 據 其 特 質 將 其 定 義 概 括 整 理 如 下： 

一、商業指導寫作 

海 派 小 說 崛 起 有 很 大 的 成 分 是 因 為 商 業 因 素 ， 報 刊 雜 誌 興

起 帶 動 了 小 說 刊 載 之 風 ， 稿 酬 制 度 使 得 職 業 作 家 成 為 可 能 ， 縱

有 許 多 為 藝 術 、 為 人 生 的 作 家 ， 仍 不 免 得 兼 顧 商 業 考 量 、 讀 者

需 求 與 市 場 走 向 。 對 有 名 氣 的 職 業 作 家 來 說 豐 厚 稿 酬 是 主 要 考

量 之 一 ； 當 然 也 有 為 數 不 少 的 業 餘 作 者 並 不 是 以 賺 取 稿 費 為 目

的 ， 或 為 滿 足 自 己 創 作 發 表 的 欲 望 ， 或 為 追 求 名 氣 ， 不 可 否 認

地 都 是 其 中 的 重 要 因 素 ， 舉 如 《 禮 拜 六 》 雖 訂 有 完 善 的 稿 酬 制

度，但 許 多 投 稿 者 對 於 贈 送《 禮 拜 六 》一 本，象 徵 地 代 替 稿 酬 ，

亦 可 欣 然 接 受 ， 這 樣 的 例 子 也 是 有 的 。  

上 海 當 時 的 政 局 紛 擾 ， 有 些 作 家 認 為 文 學 應 該 為 政 治 服

務 ， 海 派 作 家 則 極 力 避 免 與 政 治 有 所 掛 鉤 ， 除 了 像 清 末 的 譴 責

小 說 潮 這 樣 的 政 治 抨 擊 和 抗 日 時 的 國 難 小 說 的 愛 國 潮 外 ， 它 們

既 與 時 潮 保 持 以 間 接 的 關 聯 ， 又 往 往 為 創 作 者 的 生 活 積 累 和 讀

者 們 的 閱 讀 興 趣 所 左 右 ， 後 出 現 「 第 三 種 人 」、「 自 由 人 」 的 論

爭 ， 雖 有 劉 吶 鷗 、 穆 時 英 因 遭 人 懷 疑 是 間 諜 而 被 槍 殺 於 街 頭 ，

這 並 不 影 響 海 派 大 部 分 作 家 為 市 場 而 藝 術 的 傾 向 ， 且 劉 穆 兩 人

寫 作 的 小 說 亦 不 大 留 意 社 會 政 治 、 經 濟 型 態 方 面 ， 更 感 興 趣 的

是 上 海 形 形 色 色 的 日 常 現 象 與 世 態 人 情 。  

二、內容以言情為主 

                                                 
4 9  吳 趼 人 ：《 恨 海 》 (南 昌 ， 豫 章 出 版 社 ， 1981 年 2 月 )，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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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海 派 小 說 發 端 始 ， 內 容 便 以 男 女 悅 戀 為 主 ， 民 初 小 說 家

許 厪 父 更 將 此 類 小 說 分 為 言 情 、 哀 情 、 苦 情 、 豔 情 、 慘 情 … …

等 九 類 ， 寫 情 小 說 的 興 起 ， 已 是 不 容 漠 視 的 事 實 ， 直 至 後 來 純

然 才 子 佳 人 的 言 情 小 說 逐 漸 式 微 ， 以 言 情 為 主 軸 之 外 亦 增 添 武

俠 、 社 會 、 戰 爭 … … 等 等 元 素 ， 溶 匯 各 品 類 小 說 為 一 爐 ， 如 對

日 抗 戰 開 始 ， 留 在 上 海 的 作 家 群 結 合 了 言 情 與 抗 戰 時 事 背 景 ，

或 寫 抗 戰 中 詭 譎 多 變 的 情 勢 變 化 ， 或 寫 戰 爭 中 的 小 兒 女 故 事 ，

內 容 增 添 了 戰 爭 情 節 。 此 類 文 字 固 然 激 發 人 民 抗 戰 熱 血 ， 而 其

內 容 重 點 之 一 仍 是 演 繹 男 女 感 情 。 其 時 亦 有 不 少 作 家 揮 舞 著 如

椽 大 筆 紀 錄 上 海 ， 如 茅 盾 運 用 現 實 主 義 手 法 為 上 海 寫 下 了 許 多

膾 炙 人 口 的 小 說，如《 子 夜 》，常 被 稱 之 為 真 正 的 現 代 都 市 小 說，

如 實 呈 現 上 海 紙 醉 金 迷 的 一 面 ， 但 其 內 容 並 非 以 男 女 相 悅 愛 戀

為 主 ， 除 寫 作 技 巧 外 ， 這 是 茅 盾 一 直 無 法 被 歸 類 為 海 派 主 要 因

由 。 此 亦 正 是 一 項 反 映 海 派 小 說 內 容 的 最 大 反 證 。  

三、使用西方敘事技巧 

晚 清 末 年 西 方 思 潮 漸 入 ， 鴛 鴦 蝴 蝶 派 作 家 即 使 使 用 文 言 或

駢 文 創 作 ， 高 舉 道 德 大 纛 ， 仍 不 妨 礙 其 自 覺 或 不 自 覺 地 運 用 西

方 敘 事 技 巧 來 創 作 ， 如 吳 趼 人 《 恨 海 》 使 用 心 理 獨 白 ； 徐 枕 亞

模 仿 大 仲 馬《 茶 花 女 》以 日 記 體 創 作《 玉 梨 魂 》。滕 固、葉 靈 鳳

使 用 現 代 主 義 手 法 創 作 關 於 都 市 的 文 學 ， 至 新 感 覺 派 諸 位 作 家

更 是 強 調 敘 事 技 巧 的 運 用 ， 大 量 使 用 佛 洛 依 德 精 神 分 析 、 意 識

流 、 蒙 太 奇 等 手 法 ， 追 新 獵 奇 創 造 更 多 運 用 新 穎 技 巧 的 小 說 ，

呈 現 成 熟 的 都 市 生 活 。 三 、 四 十 年 代 的 海 派 作 家 群 西 方 敘 事 技

巧 運 用 更 是 嫻 熟 ， 徐 訏 、 無 名 氏 以 浪 漫 主 義 、 現 代 主 義 創 作 ，

小 說 中 蘊 含 哲 理 ， 無 不 增 添 著 作 品 的 可 讀 性 。  

四、以上海為主要生活場域 

由 於 上 海 的 特 殊 地 位 ， 清 代 的 荒 涼 小 漁 村 發 展 成 為 晚 清 最

重 要 的 對 外 港 口 ， 作 為 租 界 這 樣 的 一 個 通 商 口 岸 ， 面 對 大 量 的

移 入 人 口 ， 其 包 容 性 相 較 於 其 他 城 市 要 來 得 大 ， 謀 生 的 機 會 也

比 其 他 鄰 近 的 城 市 多 出 許 多 ， 尤 其 出 版 業 發 達 吸 引 大 量 文 人 才

子 ， 人 文 薈 萃 冠 絶 一 時 ， 他 們 活 動 範 圍 與 描 寫 場 域 多 以 上 海 為

主 ， 即 使 作 家 群 本 籍 幾 乎 都 不 是 上 海 人 ， 作 家 群 在 上 海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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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筆 下 文 章 多 與 上 海 有 著 關 聯 性 ， 多 以 上 海 城 市 風 貌 人 情 作 為

主 要 描 寫 對 象 ， 也 由 於 如 此 兼 容 並 蓄 的 城 市 風 格 ， 女 性 意 識 興

起 、 女 性 地 位 提 昇 ， 較 諸 其 他 城 市 男 女 關 係 相 對 自 由 ， 如 在 家

鄉 不 受 家 長 祝 福 的 情 侶 也 多 視 上 海 為 私 奔 聖 地 ， 這 樣 的 風 氣 實

提 供 了 海 派 小 說 演 繹 、 發 揮 、 想 像 的 空 間 。  

    其 中 比 較 特 殊 的 情 形 是 作 家 張 恨 水 ， 在 文 學 史 上 張 氏 多 被

歸 類 為 鴛 鴦 蝴 蝶 派 ， 但 此 一 分 屬 一 直 為 大 家 所 關 注 ， 雖 然 張 恨

水 與 鴛 鴦 蝴 蝶 派 作 家 關 係 密 切 ， 連 作 家 本 人 也 承 認 其 鴛 蝴 派 血

統 。  

      雖然我沒有正式做過禮拜六派的文章，也沒有趕上那個集

團。可是後來人家說我是禮拜六派文人，也並不算十分冤枉。

因為我沒有開始寫作，我已造成了這樣一個胚子。 50 

      其實到了我拿小說賣錢的時候，已是民國八九年，禮拜六派，

也以「五四」文化運動的巨浪而吞沒了。我就算是禮拜六派，

也不再是再傳的孟子，而是三四傳的荀子了。二十年來，對

我開玩笑的人，總以鴛鴦蝴蝶派或禮拜六派的帽子給我戴

上，我真是受之有愧。我絕不像進步的話劇家，對文明戲三

字那樣深惡痛绝。 51    

張 恨 水 不 新 也 不 舊 、 既 通 俗 也 雅 正 ， 從 不 參 加 任 何 壁 壘 分

明 的 文 學 社 團 或 流 派 ， 不 參 加 任 何 形 式 的 文 學 論 爭 ， 更 未 在 任

何 流 派 的 刊 物 上 發 表 過 文 章 ， 他 的 作 品 都 是 在 報 紙 上 刊 登 ， 因

此 范 伯 群 認 為 「 對 張 恨 水 的 研 究 都 將 張 恨 水 算 不 算 是 『 鴛 鴦 蝴

蝶 派 』 列 為 重 大 議 題 之 一 」 52 。 張 恨 水 成 名 於 北 京 ， 因 盛 名 而

受 邀 至 滬 ， 從 《 啼 笑 因 緣 》 後 才 開 始 在 上 海 發 表 作 品 ； 其 筆 下

出 現 最 多 的 城 市 是 北 京 ， 其 次 是 南 京 ， 除 了 《 平 滬 通 車 》 中 ，

火 車 的 終 點 站 在 上 海 ， 結 局 時 寫 到 上 海 的 部 分 面 貌 ， 並 未 有 任

何 作 品 以 上 海 作 為 小 說 主 要 場 景 ， 若 以 作 家 活 動 以 及 作 品 場 景

為 上 海 的 概 念 來 定 義 張 恨 水 ， 顯 然 他 無 法 被 歸 類 於 海 派 文 學 之

列 。 雖 然 其 他 鴛 鴦 蝴 蝶 派 小 說 也 非 只 寫 上 海 ， 如 李 涵 秋 《 廣 陵

                                                 
5 0  張 恨 水 ：《 寫 作 生 涯 回 憶 錄 》(北 京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 1982 年 6 月 )， 頁 9。 
5 1  同 前 註 ， 頁 89。  
5 2  范 伯 群 ︰ 《 民 國 通 俗 小 說 — — 鴛 鴦 蝴 蝶 派 》 (台 北 ︰ 國 文 天 地 雜 誌 社 ， 1990
年 3 月 )， 頁 21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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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 寫 的 是 揚 洲 ， 葉 小 鳳 《 如 此 京 華 》 寫 的 是 北 京 等 等 ， 畢 竟

仍 是 少 數 ， 多 半 海 派 文 學 作 家 活 躍 於 上 海 、 描 寫 場 域 主 要 是 以

上 海 為 主 。  

承 上 所 言，海 派 並 不 是 嚴 格 意 義 上 的 流 派，「 它 是 一 種 租 界

文 學 ， 或 洋 場 文 學 ， 是 以 特 定 的 地 域 文 化 為 依 託 的 歷 史 文 化 現

象 。 」 53 ， 兼 以 文 學 思 潮 或 派 別 實 難 給 予 一 斬 釘 截 鐵 地 劃 分 與

界 線 ， 若 以 正 言 若 反 的 方 式 言 說 — — 刪 除 不 符 合 、 留 下 足 以 顯

現 符 合 其 特 質 成 分 的 為 範 疇 ， 其 間 借 鑑 使 用 西 方 現 代 主 義 技

巧 、 創 作 關 於 上 海 的 言 情 作 品 販 售 流 行 、 以 迎 合 洋 場 社 會 的 讀

者 趣 味 和 都 市 文 學 的 商 品 經 銷 ， 應 是 海 派 文 學 的 基 本 風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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