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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成为当下全球数
码时代的独特标志# 其命名伴
随着社会形塑$ 资本畅通与美
好未来的拟像视界# 以史无前
例的万媒齐飞的方式与速率在
运动% !新媒体"带来环境与人
的关系的新观念# 也为历史研
究搭建跨界运动的新平台% 把
媒体作为审视历史的方法 #能
把观念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放回
到天平上反思一些思想史文化
史上的神话# 对于各种文化理
论也会有一种批判的整合% 宋
代印刷术的流行是一个节点 #

当四书五经可从书坊购得 #经
典的官方垄断被打破# 其阅读
和理解被私人化# 于是有了话
语与学派的竞争# 宋代理学得
以兴起% 朱熹编&四书'标志着
历史观念的革新# 是一个时代
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其&朱子语
类'在印刷$口语记录及经典传
授方式等方面都显出媒体带来
的变革% 媒体是方法#是运动#

之所以 !新 "#乃新观念与新技
术在特定时空中的撞击与裂
变#产生的!势力场域"给政治$

伦理$ 文化与象征等各种 !资
本"注入新的动力#围绕着新的
轴心组合与建构%

从传播学角度看#!城市本
身就是一种媒介"%最近黄旦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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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刊的 &申报 '标志
着 !上海进入了新媒体时期"%

&申报 '以 !新报之事 #今日之
事"这八个字作为口号#把报纸
与城市空间相勾连# 一面在报
纸版面上可看到论说$商业$社
会新闻$广告等一字排开#一面
与之相对应#城市!基于各种网
络的流动和交换#是八面来风#

五方杂处的中心地 ( 货物 $人
员$服务 $文化 $记忆乃至于新
闻等 # 无一不在流动交往之
中"%报纸还为!骚人韵士"提供
!短什长篇 "的发表园地 #由此
孕生出一种新型的洋场才子
)!城市传播" 基于中国城市的

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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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确# 这些年来有些文学史学者
从报刊杂志$ 广告等传媒来考
察文学的历史形态# 就不再局
限于作家作品的批评# 而把文
学看作话语或风格竞争的场
域# 更延伸到与城市文化的联
系#但视野似乎还不够宽广#还

需要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
治与美学 $性别与阶级 $真实
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 $文
化空间$ 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
变相联系# 而作一种有机动势
的描绘%

本文试图将!新媒体"作为
一种方法来回顾民国初年的文
学文化% 所谓!民初"指民国建
立之后七八年间#即五四之前#

尤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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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余
种文艺杂志及其创办者+++大
多属南社知识人+++作为基本
材料# 着重在文学与艺术的话
语场域$ 都市大众传媒与社会
运动的关系中考察他

,

她们的
身份转型%

民初新媒体成为文

学与艺术跨界互动

的!感知场域"

先让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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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中华小说界'杂志刊出一幅题
为 !世界将来之伟人 "的图片 #

图案是中心一小圆# 外围一大
圆% 小圆中一中国男孩# 外圈
%$

小圆各有一小孩#分别标为
英$俄$意$美$法$德 $比 $日等
%$

国名% &中华小说界'由中华
书局创办#沈瓶庵等人编辑%以
儿童代表世界未来是个俗套 #

而这张图里中国小孩居世界中
心#具想象色彩#但出现在民国
成立后不久# 则代表了由于辛
亥革命一举推翻千年帝制而成
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信心与

自豪%

这或可说是一种大众娱乐
幻象#但它表达出一种心态#与
该杂志&发刊词'中!精神自奋#

有高尚之理想" 的宗旨是一致
的% 这与弥漫于晚清时期面临
列强瓜分的!亡国奴"心态大不
相同#与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麻
木 "的 !国民性 "也大异其趣 %

&中华小说界 '上另有 !各国美
人图"#分别是中国$英国$意大
利和日本

'

张美女图# 也是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思% 当
时社会上流行自由恋爱# 文艺
杂志常常刊登西洋男女浪漫恋
爱的图像来作示范# 也常常把
中国人的爱情图并置在一起 #

这么中西合璧也是提高自信的
一种文化策略%

的确# 从民元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收到各地和社会各界人
士的大量来函来电来看# 对于
新国家诞生的自豪$ 兴奋与期
盼的表述一洗!专制"时代的屈

辱与悲愤% &临时约法'中!言论
自由" 的许诺给社会释放出巨
大的活力%正是从!革命"到!共
和"的观念转向#民初的上海文
化空前繁盛%就文艺领域而言#

短短数年里报纸副刊与杂志如
雨后春笋#从

%&+&

年包天笑主
编&小说时报'起至

%&%&

年#据
范伯群先生主编 &中国近现代
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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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文学杂志将近
)+

种# 如果参照顾文勋$ 饭冢容
&文明戏研究文献目录 ')日本

好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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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歌场
新月'&戏剧丛报'等戏剧杂志%

另参照刘永文的 &民国小说目
录')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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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上
还不止这些%仅

%&%'

这一年出
现的就约

*+

种 #主要有 &民权
素'&礼拜六'&中华小说界'&小
说丛报 '&新剧杂志 ' &香艳小
品'&女子世界'&眉语'等%

民初!新媒体"的基本特征
是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及其印刷

技术的革新% 在晚清以来城市
传媒发展的基础上# 这些副刊
与杂志集文学$戏剧$美术和电
影为一炉#以消闲娱乐为导向#

大多以西画风格的名花美人为
封面#内容有关中西文学$时尚
服饰$戏剧与电影#如&礼拜六'

上的美国女游泳家$ 电影制作
等图像% 此时每日十几个舞台
上京剧$ 新剧及戏剧批评十分
兴盛#电影也在逐渐普及#这一
波以日常生活与娱乐为导向的
新媒体成为文学与艺术跨界互
动的 !感知场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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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感知认识的现代
转型%

封面范式 # 名花与

美女$中西画融汇

在为民初的大众传媒开启
多种范式方面# 包天笑不愧被
誉为!通俗文学之王"% 他主编
的&小说时报'封面是彩绘的时
装女郎# 先前印刷公共空间几
乎为妓女所占据# 现在代之以
富于时代气息的知识妇女% 内
页的三色照片是以日本引进的
珂罗版技术制版# 登刊妇女时
装与发式的照片# 预示着都市
日常时尚的永恒主题%而&妇女
时报'则通过大量翻译欧美$日
本的科学信息#从个人卫生$体
操 $饮食 $心理 $妊娠到婴儿养
育等方面为妇女提供日常知识
与经验#目的在于培养现代!国
民之母 "#其中不乏有关 !贤母
良妻"和!理想新家庭"的讨论#

蕴含着发展都市!核心家庭"的
空间想象%

时值清末 !新政 "时期 #清
廷所允诺的立宪改革催生了一
批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图
画日报'&小说月报' 等在推进
社会改良的议程# 而狄葆贤主
办的 &时报 '#与 &申报 ' &新闻
报'并列为上海三大报纸#更以
时政批评与报式革新著称 #其
旗下的&小说时报'以先进印刷
与视觉技术在杂志界居引领地
位% 绘制封面的徐咏青是早期
接受西洋画法的画家#他 !是徐

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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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媒体"作为一种方法来回顾民国初年的文学文化#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
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可在某种程度上描绘
出当时当地的社会景象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