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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学苑出版社出版了肖佩华先生的专著《中国现

代小说的市井叙事》，该书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

划后期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自该书问世后，学术界赞誉有加，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笔者以为，该书之所以受到读者的

普遍欢迎和好评，是因为具有下面几点最突出和鲜明的特色：

一、 选题新颖，角度独异，富有原创性

肖佩华先生对国内外关于中国都市小说的研究 现 状烂 熟

于胸。 他认为，既有的都市小说的研究以流派、或个案研究为

多，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杨

义的《京海派综论》，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赵园

的《北京：城与人》，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

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等都很有各自的特色，在前

人 的 基 础 上 取 得 了 突 破 。 而 从 整 体 宏 观 综 合 的 角 度 、 把 古

代———近代———现 代———当代 的市 民 小说 打 通来 研 究 的 似 乎

还没有见到；并且现有的研究主要从现代城市文化、城市文学

的角度研究， 而对它们与我国传统市民文学的关系研究不够，

从市井意识角度去研究并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则更少。 值得一

提的是，目前运用市井文化理论作阐释分析的基本局限在我国

古近代的市民文学上，显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市井意

识被无意或有意地遮蔽了。 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的挖

掘研究。 为此，肖佩华先生提醒我们注意：如何真正地正视中国

市民小说的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

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

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我们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者为何要研究“市井”？ “市井”究竟占何位置？ 首先关键

需弄清“市井”与“都市”这两个概念。 肖佩华先生认为，“市井”

与“都市”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具有不同的

文化内涵。 “市井”，一般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市，

在中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绝大部分是 “市井”，“市

井”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 “市井”一头连着传统文明，

一头连着现代文明。 而“都市”一般是指大城市，是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的中心所在，“都市”的主导方向应该是由现代大工

业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为根本建构的现代文明所主宰，而由于中

国特殊的国情， 没有建立过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艰难，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微

乎其微，相当多的城市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市井意识。 可见大城

市中也有“市井”，“都市”的“市井”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份。

小业主、工匠、城镇贫民、艺人、郎中、游民（卜卦者、相士、风水

先生、兵、盗贼、乞丐、地痞、流氓、帮会、娼妓）、落魄文人、下层

知识分子、普通职员、失势的官员、败落的商家、前朝（政府）遗

老遗少等构成了市井阶层的主体。 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市井”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是中国城市的根。 抓住了市井，也就

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 从中也可知文学研究中“市井”地位

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有必要把它从城市文学研究中独立出。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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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华先生特别注意到，现代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市民

文学的市井传统，写市井人，言市井事，充满了市井文化精神。

从张恨水、老舍、予且、苏青、汪曾祺、黄谷柳到刘心武、陆文夫、

邓友梅、范小青、冯骥才、林希、王朔、池莉、何顿，作家们为我们

描绘了一幅幅市井气息浓郁的市民生态景观图画，恰如邓友梅

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意义非凡的

“市井风情录”。 这些独特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决定

的。 显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

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

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该课题对于现代都市文学的研

究，对京、海派文学的研究，都有深入一步的意义和学术上的开

拓价值。 的确，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的“市井问题”作为重要的

文学现象，历经风风雨雨、艰难曲折的发展，业已形成了具有自

身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文化精神、创作原则、话语特征和文

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市

井”作为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是城市的底层，有着深厚

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 要理解中国的城市，

市井实在是一个难以漠视乃至十分重要的所在。 为此，作者从

20 世纪市民小说的总体出发，对其中的“市井”问题加以系统的

梳理整合，在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视野下的“市井”、“市井意识”

等概念，并就此古今打通，流派打通，将中国市民小说的传统引

向对现代市民小说成就的全面理解，重点分析了中国现代市民

小说中的市井小说文化特质及其文学审美特征。 难点在于跨学

科研究，作者不仅具有本学科文学专业的知识，而且具备了相

关学科社会学、文化学、城市地理学等方面的较系统的知识。 一

定意义上，作者从事的这个课题就是跨学科研究。 作者把市井

意识视作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侧重于从它与作为民族文化

内源性遗产的中国传统市民文学思潮的关系，作家主体的人格

精神、心路历程和期待视野，与主流文学或其他相关文学流派

的关系，较为系统地考察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之生成的各种

“合力”因素，发展的自律性特点，市井意识的形成与特征以及

审美意识等。 该书充分吸取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运用、依

据我国的市井文化理论资源，从根上探究、梳理现代中国市民

小说的文化渊源和文学形态。

二、结构合理，材料丰富，史论结合，视野开阔

该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通过中国市井的古今演变及文化意

蕴的历史考察，搜集基本而全面的数据，阐述论证了中国市井

风情小说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市井闾巷的形成及 特

质，梳理了市民小说的流变轨迹。 从中可见中国城市的形成和

发展有自己独具的特色，市井特色浓郁，走过了一条与西方不

同的道路，从而也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市民及市民社会与西方的

迥异。 它反过来也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市民文学、市民小说与西

方城市文学的不同面貌和特色。 其中游民对中国市井文化的形

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章研究文学想象中的市井细民的生态景观与精神表

象。 市井是中国普通市民赖以托身的特殊生存空间与文化空

间，从冯梦龙、凌蒙初到老舍、张爱玲、予且、汪曾祺、黄谷柳、陆

文夫、邓友梅、范小青、冯骥才、林希、王朔、池莉，作家们描绘了

一幅幅市井气息浓郁的市民生态景观图画， 塑造了五行八作、

三教九流的市井闾巷人物形象，为读者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市井

生态标本，揭示了市井细民的生存本相。 因此，市井实际上是中

国城市、集镇的一种能辐射、能集中所有景况的丰富存在，是城

市的体征。 把市井作为城市体征去抒写，揭示较深的层面，这便

是小说家们对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开拓。 作家们提供的丰富文

学文本，揭示了市井闾巷之间蒸腾着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生命

活力和野性力量，表现了市井间“情欲”“物欲”的释放，市井间特

殊的人际关系，其中也藏垢纳污，有着残余的封建思想意识和道

德观念及江湖习气等。

第三章探讨市井风情小说的审美特质及美学意义。 第一，

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存在着“阴柔有余”“刚气不足”的缺陷，而市

井风情小说中“侠”的出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冲击了中国文

学传统的以“阴柔”“优雅”为主的审美品格格局，从中显现出雄

健粗朴、英气勃勃、精悍凝练、豪气干云的“侠”之美。 第二个审

美 特 征 是 “野 ”，它 不 像 精 英 文 学 、主 流 文 学 那 般 “正 统 ”、“文

雅”、“含 蓄”，它质 朴、奔放，非常 放 得 开，行 得 远，可 谓 无 拘 无

束、来去自由。 其三就是“奇”。 传奇没有题材的限制，没有严肃

的内容要求，没有程式化。 像琐碎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

笑语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动人肺腑的爱情

故事等，都可以成为传奇的题材，同时一些不能在诗、史中占一

席之地的普通人物如娼妓、仆婢、侍妾、商贾以及市井无赖等，

都成了传奇的主人公。 其四是“喜”剧色彩，中国小说的历史就

是从喜剧开始的，这种记载“街谈巷语”、“稗官野史”的粗鄙文

类从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与喜剧色彩，它是作为占统

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话语而出现的。 喜剧艺术是对人类与

民族苦难和不幸的超越。 市井风情小说喜剧的民间性正是在笑

乐中将苦难与焦虑淡化，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直面人生。 总之，

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市民文学的艺术形

式，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结构和传达模式。

第四章探究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整体样貌，重点在于

分析不同范型的小说叙事各自讲述了何种市井形态，它们不同

的叙事范式，以及面对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外来文学特别是欧美

文学的巨大冲击，它们分别作出了怎样的思考和回答。 这其中

有市民小说家的市井叙事，也有非市民小说家的市井叙事。 从

现代小说作家主体的叙事范型方面来看，现代市井风情小说大

体上可分为俗—雅，左翼—右翼，北方—南方等形态，需要说明

的是，这几种范式只是一个相对的区分，其间往往互相渗透，并

不绝对化。 本章选取现代小说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市井叙

事作分析，以说明不同范式的小说叙事如何从各自不同的角度

体现了市井意识文学叙事的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

的促进和影响。

第五章考察市井风情小说的民俗学价值与情感内涵。 无论

古代和现代的市井风情小说，民俗内容都始终贯穿在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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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氛围之中。 从民俗角度看，市井风情小说可

说是特定社会领域的民俗以文学文献方式所作出的间接展示；

从文学角度看，是具有“市井”民俗色彩的特定内容构成了市井

风情小说的题材特征，这也是市井风情小说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的根源。 不少作家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用心灵的感悟去体认市

俗风土人情，开启市井风情的情感与艺术空间，从而指向社会、

人生的不同层面，传递出作家自身的人生感悟与审美情趣。 北京

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武汉的花楼街，江南的水乡，南国的港湾，

所有这一切都凸现出浓郁的市井民俗特色， 充分体现了市井风

情小说的民俗学价值和美学魅力。

结语部分主要总结全文。 显然，市井意识———市民文学传

统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的渗透、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

见，深入、细致、系统地探究考察市井意识在我国现当代市民小

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分析产生这种渗透、影响的表层

与深层、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及其偶然和必然、正负效应等，是非

常必要的。 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不乏现实意义：“市井意

识”是 中 国历 史、文化 土壤 上 的产 物 ，作 为 一 种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它至今仍在生成着我们活生生的“当下的”文化现实。

在论述时，肖佩华先生强调，首先，市井意识在我国现当代

市民小说中的承继必然带着时代性的特征。 现当代中国与古、

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环境都大大不一样了。 原型

的复活并不等于简单的复古，它往往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

出现的，与时代的某些特征相互联系着。 现当代市民小说家面

对着的是整个的世界，并非仅是文学传统，他们必须回应现当

代社会的各种挑战，所以，当市井意识的渗透、影响以各种形式

曲折地表现出来的时候， 它很可能同时接受了种种的改造、重

组。 并且这种古今的联系往往很隐蔽、间接，主要它已经以现代

小说的形式出现，嵌入了许多现当代思潮、技法，如张爱玲即如

此；老舍始终不渝地以市井生活为表现对象，车夫、拳师、艺人、

剃头匠、妓女、流氓、地痞、无赖等市井人物大都栩栩如生，给读

者以无尽的咀嚼回味。 作家对传统市井题材的处理赋予了一种

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市井

文学的现代转型。 其次，由于现当代市民小说流派较多、风格多

样，每个流派、每个小说家对市井意识的理解和感情各不相同，

所以我们看到，现当代市民小说家对传统市井元素的择取不尽

一致，由此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 如以池莉为代表

的新写实小说侧重表现小市民的世俗情趣，市井人生；而一些

新生代作家、 新市民小说家等则较多承续了明清艳情小说遗

风，放浪形骸，狂欢纵欲，所谓“市井狂欢”—“欲望的叙事”。 确

实，“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忠实地

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 它也不像自然的

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

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 ”市井传统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

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的

文学，为我们开创崭新的现代文学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

础。

三、研究方法实在、恰当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法、综合研究法以及

比较研究法等。 第一，实证研究法：该书运用中国市民文学和现

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典型文本相结合的方法，对带有浓厚市井意

识的市民小说创作的生成发展历程、现状、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通过中国市井的古今演变及文化意蕴的历

史考察、搜集基本而全面的数据，阐述论证中国市井风情小说

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市井闾巷的形成及特质，然后对

市民小说的流变、市井细民的生态景观与精神表象、市井风情

小说的审美特质及美学意义、 民俗学价值等进行重点剖析考

辩，以加强研究的针对性。 第二，综合研究法：该书综合运用历

史的方法和美学的方法及逻辑的方法，力图从市民文学、市民

小说成长的历史中把握其演化性，从中国市民文学和现代中国

市民小说生成发展的差异中把握其同质性，取得历史和美学的

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第三，比较研究

法：厘清传统，无疑要拿现代与古、近代作对比，“有比较才能有

鉴别”。 基于这种情况， 该书的比较法主要在纵向的层面上进

行，着重于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的比较，在比较

中梳理市井意识———市井文化精神———市 民文 学景 观 的承 袭

和变异。 同时，必要时，也有横向的对比，如市井叙事立场与精

英文学叙述姿态、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话语的比较区别，以及与

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

总之，我觉得该书最大的创新点，首先是作者在学术界创

造性地提出了“市井意识”的理论，并运用它来分析研究现代中

国市民小说，而现有对市民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西方现代

都市文化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方面，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实

际存在的市井意识被无意或有意地遮蔽了。 其次作者树立起史

的观念———从宏观整体角度将古今贯通、流派打通、雅俗打 通

来研究中国的市民文学，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这样做，这是

作者的又一大创见。 最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形态的研究推进了

一步，以往基本上是套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而本专著从中

国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中国市民的生存方式、生活内

容———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审美情趣来考察中国的市 民社 会

形态，指出“市井特色”构成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它明显

有别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市民社会形态。 我们深信该书的出版

对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 现代都市文学研究与京、

海派文学研究，有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示意义和学术上的开

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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