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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文匯出版社」新鮮出版的《蝶

變上海》一書，已經飄着墨香置於案頭。

作為海派文化作家王唯銘的全新力作，本書頗具

海派文化之符號學意義。德國大文豪歌德曾說：

「萬物皆符號。」百餘年前，瑞士語言學家索緒

爾創立了「符號學」這門學科，其誕生不久，就

成為一門跨學科的人文學科，尤其在文學藝術哲

學建築等等諸多領域，有了廣泛應用。

《蝶變上海》一書，從近代史觀的角度，揭示

海派文化的本質；從人文和物質的符號闡釋其規

律；從現象級的表述中，歸納其經典的、恒久

的、可持續的社會文化意義。這幾大方面，均與

符號學的原理、意義和應用有了「吻合度」。筆

者試從符號學的視角，對這部新書作由表及裏地

掃描式分析。

◆文：吳偉超

閉門讀書：生涯似蠹魚筆記

睽違七年，愛書人引頸期盼，
傅月庵的閱讀筆記終於新書成
冊 。 從 《 生 涯 一 蠹 魚 》
（2002）、《天上大風：生涯餓
蠹魚筆記》（2006）、《一心惟
爾：生涯散蠹魚筆記》（2015）
到《閉門讀書：生涯似蠹魚筆
記》，二十年四本書的速度穩健

而誠懇地記錄整理閱讀感想，深刻觀察出版市場變
化，為當代書籍風貌殷殷留檔。大疫之年，最宜閉門
讀書，所謂「Stay Home, Read Books」。《閉門讀
書：生涯似蠹魚筆記》以明代高啟的〈尋胡隱君〉詩
句「渡水復渡水，看花還看花，春風江上路，不覺到
君家」作為四輯篇名，妙喻讀書心境。

作者：傅月庵 出版：掃葉工房

活是為了說故事：
楊照談馬奎斯百年孤寂

《百年孤寂》是一本奇書，裏面有許多美麗卻
難懂的隱喻。閱讀賈西亞．馬奎斯，就像走進一
座迷宮，沿途的路標和風景讓人目眩神迷，大嘆
滿足，卻往往不知該怎麼出去。迷宮中有許多讓
你停下、轉彎，或者原地打轉的機關，都是賈西
亞．馬奎斯埋下的伏筆與提示。楊照拿線頭，
帶領我們走進馬奎斯團團圍繞的迷宮。藉講述

南美洲內戰和政治背景、馬奎斯獨特的童年養成，福克納如何影響
了馬奎斯的創作，馬奎斯擔任記者時觀察到的各地荒謬民情……楊
照不厭其煩，將所有繁複的線索一收集，耙梳，引證，指出馬奎
斯這部悲觀的命運之書，不僅是邦迪亞家族六代的故事，也是一則
南美歷史的隱喻。

作者：楊照 出版：本事出版書
介

沉默的遊行

姣好的容貌、出色的歌唱才華，佐織是家裏開的居酒屋
「並木屋」的活招牌，更是菊野商店街中最受歡迎的完美
女孩、眾所期待的明日之星。但她在某一天晚上出門後，
卻再也沒有回來，四年後，被發現陳屍在一間燒毀的破屋
裏。蓮沼寬一是警方眼中的頭號嫌犯，他曾涉及一樁殘忍
的少女命案，卻靠狡猾的策略獲判無罪。這次他不但故
伎重施，再次逃過法律制裁，甚至還變本加厲地找上佐織
的家人索取賠償。一籌莫展的刑警草薙，只能向天才物理

學家湯川學求助。想不到行事一向疏離的湯川竟然改變作風，不但成為並木屋
的常客，甚至還與佐織的妹妹約好一起去觀賞全市最盛大的秋祭遊行。不料到
了遊行當天，蓮沼竟然被人殺死了！究竟是誰殺了他？彷彿說好的一樣，所有
痛恨蓮沼的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而隨蓮沼死去，佐織遇害的真相也一
併被埋葬在黑暗中。草薙一直相信，只要靠湯川的「理性」，就沒有解不開
的謎題，但似乎早已洞悉一切的湯川，卻做出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選擇……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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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史」符號與「上海意識」之孕育
上海開埠之初，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的年代。

《蝶變上海》的開篇，作者一反常規，未從1843年
上海開埠寫起，而是用了不少筆墨，描寫1860年英
法聯軍入侵及「火燒圓明園」（係英軍所為）的經
過。在侵略軍燃起的沖天火光中，一座薈萃中西建築
藝術、包羅中西文物藏品、規模超過盧浮宮+凡爾賽
宮之和的「萬園之園」，化為了廢墟。這定格的畫
面，彷彿電影中的「蒙太奇」一般，為那一段「痛
史」，留下了特寫性符號。
索緒爾提出了「能指」、「意指」等概念，前者指

的是「實體影像」之類，後者指的是對現實社會的影
響。在「火燒圓明園」這一「痛史」符號中，「能
指」表現為被毀滅的實物建築、精美文物、皇家園林
等，遭搶劫與毀壞的150多萬件文物中，「無價之
寶」數量驚人；而巧奪天工的建築與園林毀於一旦，
不可複製，更足以令人痛徹心扉。「意指」表現為對
近代史的影響活動：外國公使進京開設使館，靠近京
畿之地的天津成為通商口岸等等。大火後的第二年即
1861年，「洋務運動」正式開啟。
作家在「楔子」的末尾，寫下了一段話：「發生在

1860年10月的那場漫天大火，是本書的一個極為重
要的背景。換言之，倘若沒有這場大火，沒有大火後
邏輯地導致的《天津條約》的實施、《北京條約》的
擴展，便不會有我將要寫到的一種文化。」
這文化，它生成於屈辱的口岸中；這文化，它催

生、演化出了後來的新市民；這文化，是一個地域獲
得完全現代性的佐證；這文化，它包含的能量，不僅
改寫了一座城市的歷史，其中的「上海意識」，更是
在中國大地上，榜樣般地穿越時空、生生不息。

洋涇浜與買辦人物符號
在浜塘河湖星羅棋布的長三角地區，有兩個「浜」

最負盛名：上海的洋涇浜、常熟的沙家浜。前者是海
派文化的初始地標，後者是新四軍抗日的紅色旅遊
地。
在百多年前的上海灘，洋涇浜是英法租界之間的一

條界河，有着約數十米的寬度。開埠以後洋涇浜上架
起了9座橋樑，橋兩邊的空地上，被稱為「露天通
士」的「掮客」們，操着蹩腳的英語，加上豐富的肢
體語言，為洋行大班和本土商賈之間的交流「穿針引
線」。露天通士們逐漸也成為中西語言文化交流的
「人際橋樑」。
秉筆華士是知識精英人士，在文盲率奇高的近代中

國，讀書人是極少數，而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則更是
鳳毛麟角。他們中不僅有會英語、懂西學的東方儒
士，還有會漢語、懂漢文化的西方學士。他們為海派
文化注入了科技文化的元素，使開埠後的上海逐漸成
為西學東漸的文化高地。這個特點，是滿清官方欽定
的廣州口岸所不具備的。作者在書中稱他們為「海派
文化的始作俑者」，的確是中肯之論。
買辦則是商業精英人士，他們精通英語，有的還接

受過標準的西式教育。上海的買辦主要以廣東香山
幫、浙江寧波幫、江蘇幫為主（這也是當今國內最富
庶的區域，實非偶然），他們在大洋行裏耳濡目染，
不僅精通中西經商之道，而且深受「契約意識」的浸
染。這就使得海派商業文化，完全有別於農耕時代的

傳統商業，少了「無商不奸」的痼疾，多了可持續經
營的制度土壤。
結構主義符號學家、文藝理論家托多羅夫，在邏輯

層次方面，以漸進手法分析敘事故事。結合《蝶變上
海》一書，從「洋涇浜」英語的中介作用，到中西學
士們的科技譯著，再到洋行大班與買辦們的發跡史，
層層遞進，漸入佳境。在人物關係層次方面，托多羅
夫有慾望、交流、參與等細分法，《蝶變上海》中，
露天通士的生存慾、秉筆華士的研學慾、買辦的發財
慾，通過語言交流、圖書互譯、貿易往來等，深度參
與到上海的人際溝通、科技互惠、商業流通之中，自
覺不自覺地化成了海派文化的人物符號。

「上海灘、夜上海」換喻為功能符號
作者在書中有一個人口統計資料引用：「美國辛辛

那提市，人口數量為363,591；美國新奧爾良市，人
口數量為339,075；美國路易斯維爾市，人口數量為
223,928；德國紐倫堡市，人口數量為532,539；德國
科隆市，人口數量為513,491；中國上海市，人口數
量為501,541。」
19世紀末的上海人口規模，已經可以與同時期歐美

的一些城市相比肩。
與此同時，上海的市政建設也開始「與西洋同

步」。第一條帶有排水系統的馬路出現在上海，第一
批兩輪人力車也來了，然後是四輪馬車（亨思美馬
車）、有軌電車、煤氣路燈、電燈路燈、自來水廠等
等。
其中的兩輪人力車也叫「黃包車」，自1870年代

至1940年代，在上海灘流行達七十年之久，高峰時
達8萬輛之多，成為公共交通的「主力軍」之一，影
響深遠。時至今日，反映民國時期的影視劇中，亦多
見「黃包車」的身影。「黃包車」一詞，成為「洋涇
浜」之後，又一個頗具溢出效應的海派文化標誌性詞
彙。
法國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爾特，提出了敘事作品的

「功能層」概念，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可以通過語言
和文字的記錄，化為全新的符號系統，供人們解碼和
品讀。
《蝶變上海》中，作者構建了全新的衣食住行符號

系統，這個系統是世界領先的新發明在上海的落地應
用，在國人眼裏更是洋派新奇而美好的。這個「功能
層」是物質生活的，也是精神文化的。前者還有上海

第一個做出手工批量皮鞋，且能分出左右腳（以前是
不分的）的職業工匠；後者有引進上海後不斷迭代的
電影藝術，佔國內80%以上的電影公司，批量生產的
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們；還有迅猛發展的上海舞廳，
「百樂門」、「大都會」等等知名舞廳，儼然成為上
海灘夜生活的代名詞。

石庫門與Art Deco地標
開埠以後僅僅幾十年功夫，上海的中外職員階層就

達到了幾十萬之眾。為了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租界
當局開始設計大量的簡屋。這種簡屋吸收了西式聯排
建築成行的特點，也加入了中式「四合院」的院落特
徵，在門口的裝飾上凸顯歐陸古典風格，在內部衞生
間安裝了抽水馬桶等全新設施。由於大門用石材框
住，所以稱之為「石庫門」。
「石庫門」一經推出，頗受職員階層的青睞，相繼

建設了一代二代三代。《蝶變上海》中有這麼一組數
據：截至1949年，上海擁有一二三代石庫門里弄
9,214條（其中新式里弄為十分之一），住宅20萬
幢，建築面積達到1,937.2萬平方米，佔上海市民全
部住宅面積的57.4%。
如今，「石庫門」不僅成為海派建築、海派文化的

經典符號，而且與北京四合院、蘇州園林、福建土樓
等一起，成為中國民居建築的經典符號之一。
20世紀初葉，世界建築領域颳起了創新風暴，在工

業化浪潮的推動下，打破歐陸古典建築繁複的內外裝
飾，開啟線條化、簡約化風格，成為一種趨勢。在時
尚之都巴黎，一種被稱之為Art Deco的建築風格開始
風靡世界。
當Art Deco建築波及到上海時，在外灘的哥特式、

巴洛克式、文藝復興式建築的空檔之間，「沙遜大
廈」（即現在的「和平飯店」）等更高、更新的地標
拔地而起。短短幾十年間，上海的Art Deco建築，達
到了上千幢之多，絕對是鱗次櫛比，高屋建瓴。如此
巨量的建築市場，不僅使西洋建築師如鄔達克們受益
匪淺，甚至有中國本土建築師躋身其間，分得了「一
杯羹」。
巴爾特說明「意指」是一個符號化過程，是具有外

延、內涵、神話三個層次的文化價值觀。應用到《蝶
變上海》對海派建築的敘述，「石庫門」的外延是一
種中西合璧的建築「式樣」，其內涵是東西方地域建
築文化的融合，其神話是豐富了建築符號的類型。而
Art Deco是西方建築「style」在東方的落地生根，是
上海對現代建築風格的兼容並包，是建築文化價值共
享的典範。
上海成為「萬國建築博覽會」之城絕非偶然，發展

至今，「魔都」有了英倫建築大師福斯特、日本建築
大師安藤忠雄、英籍敘利亞裔大師扎哈．哈迪德等等
諸多世界級大師的建築作品，國內不少大城市亦然。
這當然有賴於改革開放的時代作用，但海派建築文化
潛移默化的影響，亦不可小覷。
時光化海，人物流派，都市匯文，建築物化，海派

文化的符號學意義，宛如天鵝絨般夜幕上的恒星，在
這本新鮮出爐的書卷紙頁、字裏行間之中熠熠生輝。
在對海派文化的經典符號，進行條分縷析，進而「工
匠般」的立體刻畫、生動再現之際，作為最新出版的
非虛構類海派文化力作，《蝶變上海》在最新資料的
應用和觀念的更新方面，與時代同步。

◆上海見證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