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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後新時期為一文化與社會的新詞彙，此時上海文壇建立一個新的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由地理名詞轉為文化名詞供作家書寫，九○年代伴隨新都市、新寫實等大眾化成長，作家們擺脫先鋒與知青文學，深入地探索發掘上海文化底層並保留與發揚它，展現這座城市的優雅與從容、蒼勁與古樸的韻味，用真實情感描繪上海「歷史活化石」。


本文研究即聚焦在散文領域都市書寫的具體成果，深入解析作家們新建構的上海文化，討論作家對都市的外在景觀的描寫、內在精神的探索，並分析作家們描繪上海都市生活表象的繁華與頹廢，並企圖明瞭她們在中西、新舊文化的磨合與交融年代中，是如何塑造上海，企圖發掘屬於上海都市與上海人獨特的文化符碼，以及探究作家如何描寫上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底層意義。


而本文採用文化研究為理論基礎，輔以相關的歷史、文化史料，探討外部「空間」建築、消費空間的隱喻及意象，以及內部「族群」的市民、移民者、女性書寫等意涵。



	摘要(英)	Post-new-age is a new cultural and social terms. Shanghai literary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is period, and Shanghai is a terms of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 s for authors to write. Age 90 with the public growth of new urbanism and new realism, authors get rid of pioneering and intellectual young literature and explore the Shanghai culture deeply and to retain it. They show the city’’s elegance, calm, vigorous and rustic charm, and painted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living fossil" with real emotion.


In this paper, I focused on urban areas of prose written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the reconstructions of the Shanghai Culture. To discuss the city’’s description of the external landscape, the inherent spirit of exploration and analyze the writers how to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stling city of Shanghai with the decad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m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old and new of culture age is how to shape the Shanghai,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ity of Shanghai and Shanghai’’s unique culture code and why the description of Shangha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e.


In this paper, I used of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Supplemented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external "space"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l "the crowd" of peopl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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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9、馮翰士、廖炳惠編：《文學、認同、主體性》（台北：書林出版，1998年）。


10、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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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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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進：《上海作家筆下的上海書寫》（湖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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