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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亭子间文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带有边缘性、激进性和波希米亚气质的青年亚文化。鲁迅认同左翼青年的基本文化精神而成为亭子
间文化人的“浪子之王”，却又因其“权威”地位而不能摆脱被“浪子”们反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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