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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必与现傀吕几胸的现重固貌

—
加 似纪早期巾西乍家劝上菊肋不日栩泉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
,

上海 2以抖36)

摘要
:

在中国作家的意识 中
,

上海是最西化
、

最现代的城市
,

但在西方作家的想象

中
,

上 海仍是东方情调的
、

原始
、

野蛮
、

未开化 的城市
。

但不论是中国还是 西 方作

家
,

都把上海表现为混乱无序
、

自由放纵的道德荒野
,

而这 一特性又 与想象中的
“

异国
”

密切相关
,

并与 中西正统文化的异质性 融为一体
,

成 为 中西作家认识上海

的 支配性因素
。

关键词 ; 上海 ; 都市化 ; 异国情调 ; 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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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后期以来
,

上海作为一个特殊城市
,

与文学 的密切关系超

过了中国的任何城市
,

成为文学的中心城市
。

作为中国城市化
、

现代化

的实验地和最集中的体现者
,

上海也是最能激发作家想象
、

最具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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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最成问题并最令人焦虑和困惑的城市
。

在中国人的眼里
,

上海是最

西化
、

最具异 国情调
、

最现代化的城市
,

但也是道德的荒野
,

它体现了中

国正统道德的反面
,

从丧失主权
、

领土分割到商业主义
、

欲望放纵等等
,

无不体现了对传统价值的破坏与对抗
,

而这一切又都与外国相关
,

因

此
,

对上海的想象也与对异国的想象密不可分
。

同样
,

在西方人眼里
,

上海也典型地体现了
“

异
”

的本质
,

这种
“

异
”

不仅体现在它接受了西方

正统文化的反面价值
,

容纳了西方道德
、

秩序
、

法规戒律
、

宗教信仰所禁

止的那些方面
,

它几乎被看作是
“

异教的
”

罪恶之城
,

但也充满着可以打

破禁忌
、

自由放纵
、

回归原始的期待
,

因此
,

它是危险的性爱所在
,

是自

由主义的
、

充满了机遇 的城市
。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
,

上海
,

作为一个中

国城市
,

其
“

中国特色
”

典型地体现了 19 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于东方异域

的想象
,

即代表着与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农业文

明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负面价值
,

如政治腐败
、

科技落后
、

原始
、

野蛮
、

未开化等等
。

关于中国文学中上海的现代性特征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予 以深

人细致的论述
,

①本文毋需赘述
,

但需要指 出的是
,

上海 的种种现代性

特征不仅通过故事的叙述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空间的剪裁与场景的戏

剧化得以体现
。

晚清以来在关于上海 的各类文本— 小说
、

散文
、

电

影
、

历史表述中
,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
、

经久不衰的空间意识
,

这种空间意

识不同于相似时期西方都市文学中对都市空间生态环境的关注及对于

工业文明的批判
,

中国上海文学中的都市空间意识与上海本身的殖 民

地城市性质密切相关
,

主要体现为对于空间分割
、

差异空间的对立与并

存以及跨越边界的强烈体验
。

租界是西方与上海本土争夺空间的战利

品
,

是膨胀为殖民主义的西方民族主义和中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相

互碰撞的结果
。
②它的存在把上海空间分割成风格各异的区域

,

使之成

为一个跨国空间
,

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将过去遥远的边疆
、

国土
、

主权问

题拉人普通人可触摸的范围
,

并纳人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
,

原先完整的
、

自成一体的空间被瓜分
、

切割
,

游走上海仿佛是跨越领土国界
,

处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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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仿佛置身异 国
,

因此
,

租界成了中国人的一个问题
、

一个情结
,

在

文学中
,

租界也成为最能激起作家矛盾情感和引发无数联想的地方
。

对这一分割空间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疆域
、

国土意识
,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中西城市规划
、

建筑风格并存
、

冲突所造成的家园的

异化感
、

个人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
,

这成为吸引文学家不断进人该城市

那些 已然或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奇异地方观察
、

探索的动力
,

并在文学中

不断重复描写这种异己陌生的空间对于主人公的心理影响
。

在这种不

断重复的话语建构中
,

上海的空间被裁剪
、

复制成为以租界为中心的特

殊他异空间
,

十里洋场代替了整个上海
,

成为上海精神的象征
。

地图化

的语汇充斥于小说中
,

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沉腼于一种象征性地绘制上

海地图的行为中
,

详细描画人物的行踪线路图以及沿途那些特别的建

筑物
、

节点
、

景观
、

拐角
、

越界等等
,

文本中所描绘的游走路线构成了一

幅文字地图
,

读者熟知的
、

真实的大街— 南京路
、

四马路
、

霞飞路等等

以及沿街的百货大楼
、

咖啡馆
、

舞厅
、

公园
、

电影院
、

大戏院
、

跑马场
、

豪

华饭店
、

银行以及大街上的摩登女人
、

洋人
、

汽车等等
,

这些异质性元素

成为标志上海身份不可或缺的东西
,

通过这些
“

材料
”

形成了一个异国

情调的
、

现代化的
,

但也是色情化的
、

道德堕落的城市形象
。 “

游走
”

也

成为小说结构和表现人物的重要因素
:
根据一个人的线路图和他的停

靠地表现人物
,

某些地方总是与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
,

并通过这些地点

暗示人物的道德倾向和生活方式
。

而作家对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明确的

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意味
。

正是在这种作家
、

人物与其所处空间的融

会
、

交流中
,

作家的态度
、

人物的形象和上海的特性被展现出来
,

空间也

被赋予一种明确的政治
、

道德意义
,

因而被政治化
、

伦理化
。

且不论现代中国文学史 [ 那些以表现上海西洋风为主调的新感觉

派作家
,

即使是那些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
,

在对上海空间的描述中
,

也

自觉不 自觉地以十里洋场为主体场景
。

如茅盾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

所写的散文中
,

公园
、

舞厅
、

电影院
、

交易所
、

火车站
、

大街和大街
_

-t[ 的摩

登女人
、

电车
、

汽车
、

码头
、

轮船等都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他谈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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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他对西式娱乐活动以及场所表现出明显的拒斥态度
。

在 《秋的公

园》一文中
,

茅盾把这个现代化的西方公共空间描述为
“

都市式高速度

恋爱的旧战场
” ,

短裳朋友被拒绝人内
,

游园常客除了外国妇孺
,

便是中

国的摩登男女
,

公园是他们的恋爱课堂之一
。
③茅盾对于空间利用中的

不平等表示不满
,

同时又把它的休闲功能与青年的颓废联系起来
。

在

《上海大年夜》中
,

一方面通过南京路一半商店的倒闭破产表现上海经

济的萧条
,

另一方面则通过霓虹灯
、

汽车
、

高大的建筑
、

川流不息的人群

构成的大街风景和各处电影院
、

大戏院密密层层的人群表现
“

疯狂的享

乐和放纵
”

的上海图景
。

在茅盾以上海为中心的作品中
,

上海的空间也

以租界为中心
,

租界范围内的街道
、

建筑
、

娱乐场所
,

常常比其他地方花

费更多笔墨渲染
,

他不厌其烦地交代人物的行走线路图
,

他们所走过的

街道
、

停留过的咖啡馆
、

饭店
、

大厦
,

甚至包括他们驻足的街角
、

停车站
、

码头
,

详细地记下他们看到的风景
、

遇到的人
。

而租界之外的地方
,

则

常常被一笔带过
,

它们是无名的
、

模糊的
、

无标志性的
,

似乎也激不起他

详细描写的兴趣
。

在茅盾所建造的
“

文学上海
”

中
,

纯粹的物理空间
,

由

于活动于其间的人物的行为和社会属性
,

而被赋予一种明显 的道德意

义
。

他小说中的租界以及娱乐场所
,

甚至坐落在租界的资本家公馆也

都含有或多或少的色情化成分
,

大饭店被想象为淫乱的地方
,

而公馆则

常常是聚会
、

密谋的场所
,

这些地方总是与买办
、

西化的资产阶级联系

在一起
,

成为展现这个阶层道德堕落的场所
。

如《子夜》中根据妓女似

的摩登女人刘玉英的行踪路线和探险经历
,

展现了租界内买办的居所
、

西洋式的大饭店
、

交易所的内部空间
,

并将它们与外滩一带的外部空间

联为一体
。

南京路外滩
,

被称为西洋美人的摩登女人与一个臂弯挂着

手杖的西装男子戏剧般地相遇
,

大风刮起女子的旗袍
,

卷住了男子的手

杖
,

旗袍被撕裂
。

他们开狠袭的玩笑
,

交流交易所信息
。

画面式的形象

描写不仅将租界的外部空间而且也将内部空间色情化
,

甚至风和手杖

都成为掀起女人旗袍的道具
。

在 《第一阶段的故事 》中
,

对惟利是图的

资本家之堕落淫荡性格的表现也是通过其所处 的空间描写完成 的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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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馆客厅是社交场所
,

大亨们在这里密谈大事
,

轰然大笑
,

谈论女人
,

欣赏《汉宫春晓图》
。

法租界不像洋房也不像字号的地方
,

是他与其他

资本家聚会的地方
,

资本家们在这种半妓院类的地方一边谈论股市行

情
、

战争
,

一边谈论女人
,

金钱与性结合在一起
,

是他们人生 的两大追

求
。

空间的政治化与道德化由此可见一斑
。

租界乃至上海的色情化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期上海文学的普遍特点
。

不论是晚清的黑幕小说

还是妓女小说
,

都把上海看作是道德堕落的渊数
。

妓院是小说中的主

体场景
,

也是上海空间的支配性节点
,

④不仅是男人性消费的地方
,

而

且作为男人的公共空间而存在
,

是男人聚会
、

交流信息
、

洽谈生意的场

所
,

兼具饭店
、

茶馆
、

赌窟的各种功能
。

妓女
,

在所有文化中
,

作为罪恶

的象征和道德堕落的符号
,

也成为上海的隐喻
。

正如叶凯蒂所说
,

妓女

和上海作为两个可以互换的主题
,

用以表现这个
“

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她

的意识形态
。 ” ⑤ “

晚清上海租界的魅力
,

其繁华奢侈充满 自信与活力的

形象
,

是与上海妓女分不开的
。

上海妓女以其奢豪昭著的生活与经营

方式
,

又是租界吸引外来游客的一个重点
。

其形象在当时是时髦的代

表
,

其行为举止成为妇人效仿的对象
。

她被看成是上海精神的化身
,

象

征着这座城市诱惑与腐蚀的力量
。 ” ⑥在上个世纪 20

、

30 年代的上海文

学中
,

妓女不再作为主导性的人物存在
,

而代之以摩登女人用以象征上

海的精神
,

西洋化的娱乐场所和大街及其建筑物
,

取代了妓院成为主导

性的空间场景
,

摩登女人的活动空间更为开放
、

西化
,

恋爱游戏代替了

纯粹的性交易
,

在两性关系中
,

男性越来越失去了主动地位和控制能

力
,

欲望 的延宕代替了欲望 的满足
,

男人成为摩登女人和城市的观察

者
,

西化的空间和摩登女人交织在一起成为上海空间的支配性风景
。

正如丹尼丝
·

伍德所说 ; “

地图建构世界
,

而非复制世界
” 。
⑦ “

地图

是一种社会建构
” 。 “

地 图
,

所有的地图
,

势必如此地
、

不可避免地呈现

了作者的成见
、

偏见和拘私 (更别提较少被注意到的
,

制图者呈现其心

血时的艺术
、

好奇心
、

优雅
、

焦点
、

细心
、

想象力
、

注意力
、

聪 明与学识 )
。

在描述世界时
,

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及其他特质的限制
。 ” ⑧同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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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对都市空间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绘图行为
,

文

学中的
“

城市地图
”

也是一种精心选择和 回避的结果
,

作者总是有某些

特别关注的地方
、

焦点
、

主题和方向
,

某些街道和建筑物或场景被不断

重复
,

而某些地方则永远被排除于视野之外
。

在对上海的表现中
,

强烈

地吸引中国作家的那些方面
,

或者被外国作家所忽视
,

或者被赋予完全

不同的意义
。

正如李欧梵所说
: 以观光者的身份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的横

光利一
,

集中笔力描写的是贫穷肮脏的景象
,

而不是生光化电的辉煌景

观
, “

和他的中国追随者 (新感觉派 )所描绘的五光十色的现代都会截然

不同
,

横光利一的上海却是黑暗
、

贫穷而肮脏的
`

地下世界 ” ’ 。
⑨基西在

《秘密的中国》 ( 193 3) 中描写了工厂以及堆栈的原始与野蛮
,

小孩子们随

大人在棉花的灰屑和羽毛的绒毛里面干活
,

负着重物的苦力们发出嗡嗡

的
“

歌唱
” ,

嗅着肠子和皮革的气味
,

人力代替了机械
,

成为最廉价的机

械
, “

他的手是升降机
,

他的手臂是链条
,

他的肩是运输小车
,

他的腿是铁

路一一这些机械不需要机械师
,

不需要燃料
” ,

也不需要保养
。
L这使他联

想到了狄更斯的时代及他小说中伦敦的地下世界
,

但是
,

上海的伦敦商

人固守着狄更斯时代的劳动状况而不想改变
,

20 世纪的伦敦到处装备着

强大升降机
、

起重机
,

直通到堆栈里的铁路和运输车
,

这一切在黄浦江边

统统没有
,

而西方文明所施予的
“

圣经
” 、 “

阳伞
” 、 “

钢琴
” 、 “

玻璃器
” 、

烟窟
、

西式赌场
、

公共租界
、

出卖色相的咖啡店女招待
、

裸体模特儿
、

按摩女
、

满

街的色情广告
、

电器招牌
、

水手
、

音乐
、

拳斗… …
,

在他的笔下全然没有异

国情调的神秘
,

而是西方罪恶的体现
,

上海因此也成为西方藏污纳垢之

所
。

爱狄弥勒在《上海—
冒险家的乐园》 ( 19 36) 中

,

把上海比作但丁笔

下的地狱
,

他在小说开端引但丁《地狱篇》的诗句
:

踏进此地的人们啊
,

请你们且莫

把一切抛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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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对洋人生活的描述
,

形象地传达了上海作为西方之
“

罪恶

逃城
”

的寓意
。

一只载着西方社会渣滓
、

罪犯的大船在海上漂了好几个

月
,

它的任务是找到一个可以倾销这些罪犯的市场
,

然而
,

没有任何地

方愿意接纳这些没有出生城市
、

没有祖国
、

没有护照
、

甚至没有姓名的

无国籍的流放者
,

他们是强 盗
、

恶棍
、

假造伪钞者
、

贩卖军火和贩毒

者… …
。

神秘的大船在混沌的海上漂流
,

无处停泊
,

最后
,

他们想到了

中国上海
,

对他们来说
,

上海是一个形容不出的地方
,

但却是似生疏又

熟悉的城市
,

似天堂又似地狱
,

因此
,

是最适合他们的去处
。

于是
,

这一

船被西方社会驱逐的罪犯和渣滓便来到了上海
,

在这个世界上最 自由

不过的城市里继续其犯罪活动
。

任何一种罪行
,

只要犯在上海就不算

犯罪
,

因此
,

每一洲的每一种罪恶都在这里落了种
,

开了花结了果
。

作

者说
,

上海是失去国家的流放者
、

罪犯的归宿
,

不 自由的自由市
,

国际罪

犯的避难所
。

在爱狄弥勒的眼里
,

上海既是无法律
、

无秩序的城市
,

又

是人性罪恶得到最自由
、

最大限度展现的城市
。

基西与爱狄弥勒表现

了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

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作家笔下的上

海以及道德判断有着相通之处
。

英国人克里斯多福
·

纽那本具有明显

殖民主义色彩的小说《上海》 ( 19 56) 则要复杂得多
。

小说以忧伤的笔调

叙述 了主人公丹东在上海漫长的生 活经历和传奇故事
,

时间跨度从

1卯3 年到上海解放
。

作者浓墨重彩极尽铺陈之能事向英国人描绘了

一个混乱
、

肮脏
、

贫穷
、

原始
、

野蛮
、

愚昧
、

堕落但充满机遇的城市形象
。

被渲染的城市环境构成了殖民英雄主人公的险恶处境
,

如何战胜这种

险境并获得成功吸引着宗主国读者
,

同时也为殖民行为提供了合理合

法的根据
。

原始落后贫穷的上海需要白人来开发
、

拯救
、

并使之文明

化
、

现代化
。

小说开端
,

随着主人公丹东乘坐的轮船从
“

波涛汹涌的大

海驶进风平浪静的海湾
” ,

上海由远而近地进人 了他的视野
,

那是一片
“

比大海更加黑沉更加结实
、

污秽而又僵化了的土地
” 。
。丹东斜倚在船

尾
,

凝视着浦江两岸的田野
:生机盎然的稻 田

、

泥石矮屋组成的村庄
,

寂

静安谧
,

田间里男男女女人声鼎沸
,

脑后拖着黑色的长辫
,

在水田里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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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干活
。

水牛在未耕犁的田地里 自由自在悠闲漫步
,

赤膊的孩子们发

出刺耳的吃喝
。

包围着上海的这片土地既污秽
、

僵化但又充满生机
。

而展现在他眼前的上海则是贫穷
、

肮脏
、

丑陋不堪
、

令人恐惧
。

混乱的

码头上
,

轮船四周云集着讨饭船
,

乞讨的女人和小孩邀里遨遏
、

赤身裸

体
、

满身疮疤
。

城市里右边是一幢幢廊柱式的石建筑
,

左边是狭隘昏暗

的小巷
、

矮小的房子
、

肮脏灰暗的贫民窟
。

污浊的江面上漂浮着尸体
,

阴沟里散发出阵阵臭气
,

腐烂的垃圾堆上老鼠乱窜
,

高耸的教堂旁边睡

着弃婴
。

成群结队的难民
、

乞丐
、

熙熙攘攘的人群
、

成队的驴子从街上

经过
。

讨价还价声
、

小贩的吃喝
、

吐痰
、

咀嚼声
、

隔街的呼叫声不绝 于

耳
。

欣喜若狂的人群在大街上围观杀人
。

穷人居住的地方到处是蜘蛛

网
、

四处爬行的晰蝎和嗡嗡叫的蚊子
。

在丹东看来
,

这里和新加坡
、

香

港
、

科隆坡
、

马耳他一样
。

丹东坐着黄包车穿越上海的街道
,

看到的是

蹲在货栈阴影里的苦力
,

茫然张望
、

默不作声
、

毫无生气地用棕色的竹

烟杆抽着烟
。

衣服槛褛的黄包车夫在街上飞奔或吃力地行走
。

外滩在

丹东和许多英国人的眼里就是沼泽
,

那里滋生蚊子和各种病菌
,

传播着

疟疾
、

霍乱和鼠疫
,

威胁着殖民者的生命
。

上海的恐惧感又由于无从琢

磨的中国人而进一步强化
,

在小说中
,

中国人是狡猾
、

残暴
、

野蛮
、

神秘

的
。

丹东看到海关的中国雇员高高的颧骨
、

歪斜的眼睛
,

映出恐怖
、

邪

恶的面 目
,

烟囱里的浓烟又给他们增添了几分凶相
,

他们大声嬉笑争

吵
。

穿着破旧 的烂衣服
,

赤脚驼背的小个子中国人总是踢手摄脚
,

谦恭

又胆怯
,

询楼着身子
,

干瘪消瘦
,

他们的沉默让人感到神秘
、

恐俱
。

小说

中
,

对中国人的恐惧感始终伴随着主人公
,

这不仅是对自己作为闯人者

的不安以及对中国人作为陌生异己者的惧怕
,

而且也是对于他的同胞

对中国人的野蛮侮辱将会招致报复的恐惧
,

如丹东的仆人阿金本是附

近的农民
,

在一次打猎中
,

她的丈夫被英国人梅森的枪打中
,

丹东对此

深感不安
。

后来
,

阿金成了他家里的仆人和管家
,

但丹东对她和她的家

人一无所知
,

她的丈夫参加 了共产党
,

儿子参加 了帮会
,

丹东的司机也

是黑帮的人
,

他们都参与了绑架他儿子的活动
,

而对中国人的恐惧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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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
、

与争夺女人等等联系起来
,

抢夺中国人的利益
,

娶中国人为

妻
,

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

《上海 》集中表现了一个殖民者面对上海时

的复杂感情
。

丹东在英国属 于那种家境窘迫的工人阶级
,

受报纸上招

聘广告的影响
,

身揣 10 英镑
,

怀抱着发财的梦想只身来到上海
,

在这里

与早已成为富豪的外国人
、

掌权的大班
、

本土的商人
、

买办
、

黑社会或合

作或较量
,

最后
,

成为工部局董事
。

丹东不仅是成功的殖民英雄
,

他直

接地参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和对它的管理
,

而且也是他所身处的上海

的观察家
、

凝视者
,

小说正是通过他的视角和立场描述了上海的图景
,

构筑了上海的形象
。

与中国晚清以来表现上海的小说家所关注的空间

不同
,

《上海》的作者及主人公对摩天大楼
、

教堂
、

西方的娱乐场所和西

化的女人以及汽车没有兴趣
,

这些地方只是作为主人公活动的地点而

存在
,

并被作者一笔带过
,

很少像中国作家那样对其进行细部描写
。

中

国作家笔下的摩登女人变成了美丽
、

性感
、

温柔
、

娴淑
、

神秘 的东方美

人
,

与美人相遇的地点也放在 了茶馆
。

海关大楼让刚到上海的丹东感

到一丝安全
,

它同他家乡的市政厅没什么两样
,

都有一个高大的方塔楼

和一只大钟
,

它十足的英国风格使他恢复了自信
。

小说中
,

教堂作为原

有道德和信仰的象征而存在
,

与主人公的旧我联系在一起
,

丹东一开始

每周参加唱诗班
,

后来便不再去教堂
,

对他来说去不去教堂意味着生活

的一个根本改变
,

他所去的那个教堂比他家乡的教堂更加华丽
,

充满商

业气息
,

作礼拜的人也都是珠光宝气的新富豪
,

牧师的住宅也比英国豪

华
。

上海在改变一切
,

也使丹东发生根本的改变
。

上海提供了太多的

诱惑
,

不仅使普通英国人堕落
,

甚至牧师也抵挡不住财富和物质享受的

诱惑
,

一边传道一边做着房地产交易
。

丹东本是虔诚的基督徒
,

烟酒不

沾
,

对爱情怀有清教徒般的信念
,

但是在大班们的逼迫下和上海无处不

在的诱惑中
,

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
,

最终放弃了信仰
,

并开始喝酒

抽烟
,

孤独和寂寞以及车夫将他拉到妓院
,

后来他也吸鸦片
,

因为大部

分中国人和他的中国妻子都吸鸦片
,

甚至上海 的江面和街道上也散发

着鸦片的香味
,

他对这一切都逐渐习惯
,

他后来在鸦片生意中发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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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并不觉得这是犯罪
,

只有当他回到英国时
,

他才感到在英国上

流社会的眼里
,

他像罪犯
,

英国社会对他的排斥和道貌岸然让他感到压

抑
,

这使他把上海当作真正的家
。

但教堂以及神职人员一直以各种形

式不时地出现在丹东的视野
,

让他的内心有所触动
。

小说中
,

丹东是被

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来表现的
,

他对中国人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心
,

慷慨地

向那些乞丐施舍
,

并善待他的中国仆人
,

主张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管

理上海
,

为中国人进人工部局而努力
,

他拯救了一个受黑社会凌辱的中

国歌女
,

最后因为与她 的婚姻 而被驱逐出工部局和上海 的
“

小英国
” 。

丹东不断受到他的英国同胞的排挤
,

个人也与他们格格不人
,

相反
,

上

海接纳了他
,

他与中国人之间建立 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
。

如 同

许多殖 民文学一样
,

殖民者与殖民地 的关系总是通过宗主国男人与土

著女人的肉体关系形象地获得再现
,

这是一种文明与原始生命力 的结

合
,

同时又被表现为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
。

他所拯救的歌女富有旺盛

的生育力
、

自我奉献的牺牲精神和深沉的母爱
,

为了救助贫困的父母而

卖淫
,

后来为了自己的孩子向丹东献出自己的身体
,

她真正了解上海这

个神秘黑暗城市的秘密
。

与她相对的是丹东的妻子玛丽— 一个根本

不懂得爱的同性恋者
,

讨厌生育
,

专心于收藏那些毫无价值的瓷器
,

对

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致使其夭折
,

小说中所表现的英国故土的生活是

循规蹈矩
、

毫无生气
、

令人压抑的
,

丹东离开英国和他的情人
、

妻子
,

来

到上海这个虽然充满危险但富有生机的城市
,

并与中国女人结合
,

意味

着对英国文明和约束以及乏味的 日常生活的逃避
。

正是在上海
,

他的

理想得以实现
,

欲望得以满足
。

作为英国社会的下层青年
,

丹东在上海

完成了成为英雄的历程
,

实现了自我
。

《上海 》一方面肯定 了殖民者对

上海的改造
,

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上海对殖民者的同化
,

在小说中
,

上海

被潜在地看作一个
“

异教
”

城市— 不信上帝
、

拜金主义
、

没有道德约束

的自由享乐和欲望放纵
,

这些都是西方文学中被诅咒的罪恶城市的特

点
,

一踏上这片土地
,

殖民英雄甚至传道者就不由自主地放弃宗教信仰

以及原先的道德准则
,

屈从于原驻地的文化及生活方式
。

小说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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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宗教信仰与本地生活方式的冲突
,

殖民者与原驻 民之间的对立
、

富有人道主义和民族自我批判的主人公与傲慢无礼
、

白人至上
、

野蛮对

待中国人
、

自甘堕落
、

粗俗无礼的殖民者之间的斗争等等问题
,

这些也

都是 19 世纪欧洲殖民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

因此
,

如果把 《上海》放置在 19 世纪以来欧洲殖民文学的叙述框架

中
,

就会看到这部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对于上海的阐释并未超出 19 世纪

英国及西方对于其殖民地以及异己国的想象视野
,

对上海的想象和描

述只是西方对其他殖民地城市想象和描述的复制
。

正如福柯所说
,

殖

民地的
“

原来空间是污秽的
、

病态的和混乱的
” , “

这一类型并非幻象
,

而

是补偿性差异地点
,

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
。 ” L

英国学者艾勒克
·

博埃默在《殖 民与后殖民文学 》中勾勒了近两百年中

英国殖民文学的大致轮廓
,

某些叙述元素被大多数殖民文学作品所共

享
,

如作为文明使者的主人公的英雄传奇
,

财富的积累
,

与性感美丽的

身处危境的土著女人的关系
,

道德败坏的殖民者官员
,

生活放荡的白

人
,

白人社会内部的关系
,

茶点时间
、

俱乐部活动
、

娱乐
, “

种族之间的分

水岭
、

跨文化接触的危险
、

精力旺盛的青年
、

欧洲技术的娴熟和行政管

理的效能 ;殖民者的凝视
”

等等
。
L由于与当地居民的来往

、

或者
“

太靠

近野蛮原始情欲的关系
、

甚或异己环境所施加的邪恶影响
”

而引发的道

德堕落以及对堕落的焦虑
,

对异国环境的恐惧不安
, “

殖民地民族所代

表的令人不安的陌生与不可思议性
” ,

原始
、

野蛮
、

混乱无序
、

缺乏理智

等等
,

这些早就是非洲大陆的意象
。
⑥而男主人公总是被描绘为英雄

,

作为进步的使者
,

充满男子气概
,

具有杰出的技术才能以及道德上的诚

挚
。
L在小说的叙述结构中

,

这个英雄主人公还常常是殖 民地 的观察

家
、

凝视者
,

为了征服他所处的环境
,

他必须了解
、

研究并将当地的情况

分类纳人他的解释体系
。

不言而喻
,

《上海》所塑造的上海形象无疑具

有其他殖民城市的相似特质
,

因此
,

与其说《上海》揭示了
“

鲜为人知的

史实
” ,

L不如说
,

《上海》中的上海只不过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占主导地

位的殖民主义话语的复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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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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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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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局面的产生一方面 由于官方的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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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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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茅盾
:

《秋的公园》
,

《茅盾全集》卷 1 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

第 134 页
。

④ 凯文
·

林奇
:

节点是在城市中观察者能够由此进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点
,

是人们往来行

程的集中焦点
。

它们首先是连接点
、

交通线路中的休息站
,

道路的交叉或汇聚点
,

从一

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转换处
,

也可能只是简单的聚集点
,

由于是某些功能或物质特

征的浓缩而显得十分重要
,

比如街角的集散地或是一个围合的广场
。

某些集中节点成

为一个区域的象征
。

见《城市意象》
,

方益平等译
,

华夏出版社 2《X〕l 年
,

第 36 页
。

⑤ 叶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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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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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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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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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志弘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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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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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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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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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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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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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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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玉坷编译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 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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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 页

L 克里斯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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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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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凤楼等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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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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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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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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