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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真正的现代都市小说，大概只能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感觉派出现的时候算起。
其发祥地则是上海。
三十年代的上海，有点像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世界性的大
都会。
它有“东方巴黎”之称。
其繁华程度，就连当时的东京也难以匹敌，虽然它呈现着明显的半殖民地畸形色彩(帝国主义在中国最
大的租界就设在这里)。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而且是带有现代主义特征的都市小说，最早诞生在这里，绝非出于偶然。
鲁迅在1926年谈到俄国诗人勃洛克时，曾经赞许地称他为俄国“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
并且说：“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
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如果说二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确实没有“都会诗人”或“都会作
家”的话，那么，到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可以说已经产生了：而且产生了不止一种类型。
写《子夜》的茅盾，写《上海狂舞曲》的楼适夷，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们是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
来写灯红酒绿的都市的黄昏的(《子夜》初名就叫《夕阳》)。
另一种类型就是刘呐鸥、穆时英等受了日本新感觉主义影响的这些作家，他们也在描写上海这种现代
大都市生活中显示出自己的特长。
其实，这样的区分多少含有今天的眼光。
从当时来说，两者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
刘呐鸥在二十年代末，思想上也相当激进，对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都表示支持。
他在上海经办的水沫书店，曾经是左翼文化的大本营。
穆时英最早的小说，也称半殖民地上海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揭露外国殖民者和资产阶级的荒淫
丑恶，明显地同情下层劳动者和革命人民。
而“左联”成员楼适夷，也曾尝试用新感觉主义手法来写《上海狂舞曲》，只是后来听从冯雪峰的劝
告，才中止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可见，无论在日本或中国，新感觉主义和普罗文学运动最初都曾以先锋的面貌混同地出现。
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属于现代大都市。
场景是夜总会、赛马场、电影院、咖啡厅、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滨海浴场、特快列车。
人物是舞女、少爷、水手、资本家、姨太太、投机商、小职员、洋行经理，以及体力劳动者、流氓无
产者和各类市民。
小说的语言、手法、节奏、意象乃至情趣，也有明显的革新和变异。
这类作品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二十世纪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种种特点。
如果说刘呐鸥(1900-1940)由于自小生长在日本，他笔下的都市生活上海味不浓，有点像东京，语言也
多少显得生硬的话，那么，穆时英(1912-1940)却以他耀眼的文学才华和对上海生活的极度熟悉，创建
了具有浓郁新感觉味同时语言艺术上也相当圆熟的现代都市小说。
杜衡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
这种描写的手法。
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
‘非现实’的缺点。
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
”(《关于穆时英的创作》)苏雪林也说：“穆时英，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保
尔·穆杭、辛克莱·路易士以及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堀口大学相比。
”(《中国现时的小说和戏剧》)可见穆时英的都市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穆时英最早的集子《南北极》里的小说，大体是写实主义的。
到1932年以后出版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三个集子，则呈现出颇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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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倾向。
作者把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看作“过时”的货色。
在一个短篇小说中，穆时英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你读过《茶花女
》吗？
”“这应该是我们的祖母读的。
”“那么你喜欢写实主义的东西吗？
譬如说，左拉的《娜娜》，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想睡的时候拿来读的。
对于我是一服良好的催眠剂。
我喜欢读保尔·穆杭，横光利一，堀口大学，刘易士，是的，我顶爱刘易士。
”“在本国呢？
”“我喜欢刘呐鸥的新的话术，郭建英的漫画，和你(指穆时英自己：引者)那种粗暴的文字，犷野的
气息。
”在1983年编成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和1996年编成的穆时英《都市小说》中，我虽也保存了《偷面
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两篇作为穆时英写实小说的样本，却理所当然地着重选录了他那些
最有代表性的新感觉主义作品，如《上海的狐步舞》《夜》《黑牡丹》《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白金的女体塑像》《第二恋》等，因为这
是穆时英获得“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称号，或者说穆时英之所以为穆时英的主要业绩。
穆时英新感觉主义的都市小说有些什么显著特色和创造？
特色之一，这些作品具有与现代都市脉搏相适应的快速节奏，有电影镜头般不断跳跃的结构。
它们犹如街头的霓虹灯般闪烁不定，交错变幻，充满着现代都市的急促和喧嚣，与传统小说那种从容
舒缓的叙述方法和恬淡宁静的艺术氛围完全不同。
以《上海的狐步舞》为例，全篇都是一组组画面的蒙太奇式组接，文字简捷而视觉形象突出，富有动
感和跳跃性，艺术上得力于电影者甚多。
描述舞场情景时，作者有意从舞客的视角，多次回旋反复地安排了几段圆圈式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字，
给人华尔兹般不断旋转的感觉。
在快速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这是穆时英的一大长处。
特色之二，穆时英笔下的人物，常常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公墓·自序》)。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可以说写了当时上海生活的一幅剪影：从舞女、职员、学者、大学生到投机商
的五位主人公，每人都怀着自己的极大苦恼，周末拥进了夜总会，从疯狂的跳舞中寻找刺激。
黎明时分，破产了的“金子大王”终于开枪自杀，其余四人则把他送进墓地。
这在穆氏小说人物中颇有代表性。
穆时英的人物形象，尤以年轻的摩登女子为最多，也最见长。
她们爱看好莱坞电影，“绘着嘉宝型的眉”，喜欢捉弄别人，把男子当消遣品，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
是男子的玩物。
无论是《夜》里那个舞女，还是《Craven“A”》里的余慧娴，或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黄黛
茜，她们尽管“戴了快乐的面具”，却都带着大大小小的精神伤痕，内心怀有深深的寂寞和痛苦。
《黑牡丹》里那个女主人公的命运，已经算是够好的了：她在一个深夜为了躲避舞客的奸污，从汽车
中脱逃狂奔，得到别墅主人的救护，终于成为这位男主人的妻子。
但她一直没有对丈夫说出自己的舞女身份，也要求一切知情人为她保密，她不愿再去触动自己灵魂深
处的那块伤疤。
能够写出快乐背后的悲哀，正是穆时英远较刘呐鸥等人深刻的地方。
特色之三，穆时英小说中有大量感觉化乃至通感化的笔墨。
新感觉派之所以被称为新感觉派，就因为这个流派强调直觉，强调主观感受，重视抓取一些新奇的感
觉印象，努力将人们的主观感觉渗透融合到客体描写中去，以创造新的叙事语言和叙事方法。
例如，穆时英将满载旅客的列车开离站台的一刹那，写成“月台往后缩脖子”(《街景》)；将列车夜
间在弧光灯照耀下驶过岔路口，写成“铁轨隆隆地响着，铁轨上的枕木像蜈蚣似地在光线里向前爬去
”(《上海的狐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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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的黄浦江上，穆时英这样写景：“把大月亮拖在船尾上，一只小舢板驶过来了，摇船的生着银发
。
”(《夜》)黎明时刻的都市，在他笔下被形容为：“睡熟了的建筑物站了起来，抬着脑袋，卸下灰色
的睡衣。
”主人公坐电梯到四楼，穆时英写作：“电梯把他吐在四楼”(均见《上海的狐步舞》)。
这类写法既新鲜，又真切，富有诗意，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穆时英还常常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由不同的器官所产生的不同感觉，复合起来、打
通起来描述，形成人们常说的“通感”。
像《上海的狐步舞》里，就有“古铜色的鸦片烟香味”这类词句。
《第二恋》里，当十九岁的天真稚嫩的女主人公玛莉第一次出场时，男主人公“我”感到：“她的眸
子里还遗留着乳香。
”两人因经济地位的悬殊而遗憾地未能结合，九年以后再见，玛莉“抚摸着我的头发”，“那只手像
一只熨斗，轻轻熨着我的结了许多绉纹的灵魂。
”应该说，这些都是相当精彩的笔墨。
此外，穆时英在有些作品中还较为成功地运用了心理独白。
《白金的女体塑像》就呈现了一位男医生在女病人裸体面前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有两段文字甚至
连缀而不加标点，一如西方有些现代派作品那样。
《街景》则多少采用了时空错位的意识流手法。
这在二三十年代也是一种新的探索。
凡此种种，都表明穆时英对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二十八岁就去世的穆时英，也许只能算是一颗小小的流星，然而，历史的镜头却已经摄下了它闪光的
刹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时英全集（全3册）>>

内容概要

穆时英，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善于以主观感觉色彩独特的语言反映大都市繁华、喧嚣、快节奏
的生活，刻画“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类的人物，抗战时期受国民党“中统”委派去汪伪政权
内做地下工作，后遭国民党“军统”暗杀身亡。
　　本书第一卷小说卷收入《南北极》《公墓》两种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交流》为新发现的穆时
英处女作。
　　第二卷收入《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两种短篇小说集，其余均为新发现的小说。
最后一组为穆时英倾全力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行进》，按不同刊物上发表的顺序分别列出。
　　第三卷收入新发现的穆时英的散文理论与评论和译文，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商
榷的长篇论文。
《附录》收入有关穆时英生平，创作的重要回忆和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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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穆时英(1912-1940),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善于以主观感觉色彩独特的语言反映大都市繁华、喧嚣、
快节奏的生活，刻画“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类的人物。
抗战时期受国民党“中统”委派去汪伪政权内做地下工作，后遭国民党“军统”暗杀身亡。

　　本卷收入《南北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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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小说卷一　略说穆时英的文学史地位——《穆时英全集》代序　交流　南北极　改订本题记
　黑旋风　咱们的世界　手指　南北极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偷面包的面包师　断了条胳膊的人　油
布　公墓　自序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莲花落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Craven“A”　公墓　夜　上
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黑牡丹第二卷　小说卷二第三卷　散文　理论与评论　译文卷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时英全集（全3册）>>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卷 小说卷一交流一虽则是初夏，但那乡下的太阳赤裸地，热情地罩在头上，却也够叫你受
。
这时太阳已往西斜，可是铺在地上的，白热的光仍炙热得可以。
有时太阳底下闪过丝缕的白云，地上也跟着掠过一大块阴影；吹上来的风才透着些微凉意，风里夹着
来的焦香，和铁勺撞着锅沿的急声才有些诱惑的意味；在地上躺着伸出舌头喘着气的野狗也抬起头摇
着尾巴往空中尽嗅。
大西饭店里是充满着喧哗。
各人的脸全是汗混着泥，蓬散着发，运动马甲黏着背，汗从那里沁出来，湿透了全背。
只有俞天福仍穿着长衫，汗也没流，仿佛就不曾玩过篮球似的。
头发短短地挺立着，脸上稍微透些紫红：就这一些玩过球以后透出来的血色，才显出这还是活人的脸
！
他怯怯地捧着汽水在喝，像是怕给汽水淹死似的，只不敢像别人那么的仰起脖子尽灌，终于倒在玻璃
杯里，像不会喝酒的人喝酒似的，缓缓地，怯怯地喝。
第一个看见他的怯模样的是项雄霄，而第一个笑的是赵忠益。
雄霄看见俞天福脸上的一块仅有的泥迹，忆起刚才玩篮球时，他把球传给他，他想接，接不着，撞在
身上的怯样，也笑了。
“真好笑，哈！
老怯今天又和球接吻呢厂赵忠益看着俞天福脸上的那块泥迹，豪放地笑。
“真的，雄霄传来的球可真重，真难接！
”俞天福怯怯地笑，想掩饰他的怯，然而他的窘急却更明显。
“对不起！
”唯有雄霄是不欺侮他的，常向他道歉；因此，他跟雄霄也比较亲密些。
他觉得自己到处受人家的轻蔑，只有雄霄时常帮他。
他很崇拜雄霄，很爱雄霄。
他看着雄霄的英俊的脸，感谢浮上了他的心。
“大约是他想慌了，看见球以为是妙人儿的脸，所以赶上去接吻！
这话可对，老怯？
”那喜欢诙谐的左展俊在大家大声发笑以前抢着连珠似的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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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人的名字不知是否真是一个人的谶语，或者暗示着一个人命定的人生轨道。
穆时英就真是如他的名字所隐喻着的，最终的盖棺论定也只能算是三十年代文坛“一时的英俊”。
他短短的一生只出版了四个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
虽然他沾着“现代主义热”和“海派热”的光，近几年来在海内外学术界也并不寂寞，但其在文坛上
的分量似乎并不值得一个研究者花大气力去搜残补缺，编撰逸文。
因而近些年来，穆时英的作品集尽管也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版，但大多是在炒他四个短篇小说集的冷饭
。
我们在对于新感觉派和海派小说的研究中，不断发现与积累了一批穆时英未能成集的散见于报刊上的
文章，其数量已足以编撰一部穆时英逸文集。
其中有小说、散文和理论文章，特别是对于没有出过散文集和文章评论集的穆时英来说，这些材料的
发现对于了解他的真情实感，他的观点态度，以及理论修养和创作的来龙去脉等等都很有价值。
同时也可以兼惠于新感觉派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考察他们的文学活动、政治倾向以及美学特征提供
实证的材料。
鉴于海内外学者对于穆时英的特殊兴趣及其有关资料的难以寻觅，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将其汇总，编成
《穆时英全集》，这不仅是对于穆时英创作的集大成，也会为研究者全面了解认识穆时英提供相对完
整的资料。
《穆时英全集》共分三卷，第一卷收入新发现的长篇小说《交流》和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公墓》
。
第二卷收入他另外两个短篇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和《集外小说》。
《谢医师的疯症》，则是他的名篇《白金的女体塑像》最初发表时的原作。
第三卷是新发现的散逸文章，分为《散文》《理论与评论》《译文》。
此卷中还附录了对穆时英的评论与回忆的文章。
这部分汇编了建国前对于穆时英的评论文章和以后有关穆时英的生平回忆，大多是难以见到的资料。
本卷先按文体分类，再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虽然我们自信在这部《穆时英全集》中收入了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线索而搜求到的所有资料，但除穆时
英任国民新闻社社长时所写的时评社论，以及用笔名写的文章无法确定而没有编入外，肯定还会有遗
漏，恳请专家、读者不断给以补遗。
200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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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穆时英全集(全3册)》由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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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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