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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是物质载体与人文精神的复合体。在作为现代化

重要面向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物质形态往往呈现出趋

同的演化倾向，并集中表现为相似的现代化建筑与公共设

施。与之相比，各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却是多种多样的，也

因此得以更多地参与一座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并使城市

文化形象呈现出个性化的独特魅力。在诸多人文要素中，

文学的人文气质无疑是浓郁的，因为正如高尔基所说，“

文学是人学”。刘禹锡的乌衣巷、杜牧的秦淮河之于南

京，李白的烟花三月、姜夔的二十四桥之于扬州……这些

文学片段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关于这些城市的文化记忆。

作为“人学”的文学，一旦以某一城市为背景和文化土

壤，就会天然地融入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成为该城市文

化形象的有机载体。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

文学，前者彰显了北京的厚重气质，重视对文学传统的继

承，后者则与上海的开放精神相应和，形成了多元开放的

风格。

但同时，文学又不仅仅是在被动地承载所在城市的人文

气息，而是会主动从城市的人文精神母体中萃取最精华的

部分，凝聚为具有超越性的文学之魂，再反过来生长为参

与建构该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如没有杜甫躲

避乱世，在蜀地结庐，并留下无数经典诗篇，很难想象成

都会成为今天的“文艺之都”，同样，如果没有鲁迅对故

乡的动人书写，绍兴这座文化名城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

进入当代文学阶段，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

速，文学继续扮演着建构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角色。比

如，苏州的当代文化形象，就是在陆文夫《美食家》中描

绘的饮食习俗、苏童在“香椿树街”上叙述的市井生活

中，变得更加鲜活和生动的。新世纪以来，沈阳成为文学

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之一，而集中讲述沈阳故事的，

则是近年来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重要力量的“新东北

作家群”，这些故事也由此成为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的

重要资源。

1　新东北作家群书写沈阳故事的文学自觉与文化自觉

2020年，学者黄平以“新东北作家群”概指近年来活跃

于文坛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东北作家[1]。不同于

1930年代步入文坛的“东北作家群”，其成员来自东北各

地，“新东北作家群”的三位作家均来自沈阳这座城市，

生于80年代的沈阳市铁西区，也被称为“铁西三剑客”。

因此，尽管被归属为“新东北作家群”，但他们笔下的东

北故事，其实主要是沈阳故事。

在空间上，“新东北作家群”明确地以沈阳为空间背

景，讲述这座工业城市里发生的故事，如双雪涛《平原

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北方化为乌有》，班宇

的《冬泳》《逍遥游》《工人村》，郑执的《生吞》《仙

症》等小说。这些作品，不同于苏童，以苏州齐门外大街

为原型，塑造了文学地名“香椿树街”，而是在真实的沈

阳城市空间中展开叙事。其中的代表包括双雪涛笔下的艳

粉街、红旗广场，班宇笔下的工人村、工人文化宫，以及

郑执笔下的大西菜行等。总体而言，这些故事的地理中心

是最能表征沈阳作为工业城市身份的铁西区，地处铁西区

的艳粉街和工人村是这个工业区中工人聚集的代表性生活

区。也就是说，这几位作家书写的，正如他们的另一个称

号“铁西三剑客”所表述的，是地域色彩鲜明而纯正的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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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市故事。

在时间上，“新东北作家群”将视角拉回上个世纪90年

代，从生于80年代并在此时处于少年阶段的“子一代”视

角，讲述那个国企改革时代发生在父辈身上或父子两代人

之间的沈阳人的故事。双雪涛《大师》中的“我”、班宇

《逍遥游》中“我”（罹患重病的少女许玲玲）、郑执《

生吞》中的“我”（少年王頔）等，都有身为工人的父亲

从工厂下岗，并因此被迫改变少年时代生活轨迹的困苦经

历，这些经历一方面为这些故事刻上了老工业基地沈阳遭

遇时代阵痛阶段的文化烙印，另一方面，也使它们更容易

在城市共同体内部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在语言上，擅长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新东北作家

群”作家，并没有使用带有翻译腔的长句和书面语，而是

以沈阳地域特色浓郁的口语和短句为主，令作品散发出沈

阳这座城市独有的人文风味——生动、热烈。比如用“犯

不上”表达不值得（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把“一

盖帘儿”用做速冻饺子的数量单位（双雪涛《北方化作

乌有》）；用“拉脚儿”指代人力车拉货生意，用“别扯

了”表达对方的不赞同（班宇《肃杀》）；把小儿子叫

做“老小儿”，把秦阿姨称为“我秦姨”，以“多少年

了都”的倒装形式表达强调和感叹（班宇《工人村》）

；用“嘴瓢了”描述口误状态，用“掏钱”代替“付钱”

（郑执《仙症》）；把做生意表述为“做买卖”，以“赚

死工资”的“死”来形容工资固定的程度（郑执《生吞》

）……

事实上，这些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鲜明地域色彩

的作品设置在沈阳，并非单纯因为作家成长于此，正相

反，它是出于几位青年作家的文学自觉的有意为之的结

果。2017年，双雪涛在谈及《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动机

时，就展现了这种文学自觉，“这个小说另一个源头是我

在北京看了一部电影，讲的是东北发生的罪案，我是沈阳

人，我也想来写一个，跨度更大，更绕一些，为那些被侮

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2]。当时，生活在

北京的双雪涛，正是抱着为故乡沈阳留下记录的想法，创

作了这部小说。不仅如此，在书写沈阳故事的文学自觉背

后，还潜藏着将文学之根深植于城市，并以之反哺城市人

文的文化意识，即以沈阳文学建构沈阳文化的文化自觉。

班宇2018年创作的《未来文学语言》中，以半戏谑半严肃

的口吻，描绘的他眼中关于新东北作家群与沈阳这座城市

未来文化图景：

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

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

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

学开始。

“文学之都”荣誉称号始于2014年，是由联合国向入

选“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授予七大主题荣誉称号之

一，爱丁堡、都柏林、海德堡等文学名城位列其中，2019

年南京市更是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学之都。班宇对沈阳成为

文学之都的畅想，并非身为“新东北作家群”一员的自我

调侃，而是一种真诚的文化展望，即通过他们对沈阳的文

学书写，使沈阳成为以沈阳文学著名的文学城市，再从人

文的角度入手，以文学建构沈阳文化，实现沈阳振兴，乃

至东北振兴。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和文化自觉，“新东北

作家群”的沈阳故事，理应被视为沈阳城市文化形象建构

不容忽视的人文要素与文化资源。

2　“新东北作家群”沈阳故事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

跨媒介传播

从媒介形态上，“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没有依赖

单一的印刷媒介，而呈现出了向影视媒介和口语媒介拓展

的跨媒介传播特征。这种兼顾印刷媒介、网络媒介、影视

媒介的多形态跨媒介传播，使这些作品的影响范围变得更

大，其接受群体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受众，作品所讲

述的沈阳故事因此流传得更广，更能在沈阳城市文化形象

建构中发挥其影响力。几位作家的沈阳故事传播或多或少

地显示出了跨媒介特征。

首先是这些作品的影视化传播。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

始，我国的大众文化兴起，并以其影视媒介为主的文化形

态冲击和挤压着印刷媒介文学的生态。进入新世纪，这一

态势得到了延续，相较于文学读者，影视作品的观众数

量更多，这也意味着文学作品经由影视改编后，其故事的

传播范围也会变得更广。2021年，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

西》被改编为电影《平原上的火焰》，2023年又被改编为

6集的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生吞》也在2023

年被改编成了16集电视剧《胆小鬼》。班宇的《冬泳》也

已售出版权，进入了影视改编的筹备阶段。2024年1月，在

豆瓣网站上，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分别由三个出

版社出版，累计评论共计54000余条，而同名电视剧的评论

则超过75000条。郑执简体繁体两个版本的小说《生吞》，

书籍评论共计近60000条，而同名电影的评论则超过78000

条。这些数据直观地展示了这些故事借助影视媒介扩大影

响的状况。这些作品实现影视化跨媒介传播后，还会反哺

文学作品本身的接受和传播，如在知识问答网络平台知乎

上，名为“如何评价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的

问题下，几个回答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名电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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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这些作品的口语媒介形态转化与传播。口语媒

介是最早的文学媒介，但在文字和印刷术诞生后，其地位

逐渐被手抄媒介和印刷媒介取代，直到上个世纪末，大众

文化进入网络数字媒介阶段后，口语媒介才在化为数字化

形态后得到了复兴，并发展为印刷文学的跨媒介传播形态

之一。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FM等平台上，双雪涛

的《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班宇的《冬泳》《逍遥

游》，郑执的《生吞》被制作成有声书或有声读物，并以

其更为便捷的收听场景和媒介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了这

些作品的接受范围。例如，在听书平台喜马拉雅上，在班

宇的小说集《冬泳》制作成的同名有声书专辑中，最受欢

迎的前三名累计播放量已超过了大约32万。

正是印刷媒介向影视媒介、数字化口语媒介的转化和

拓展，使“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具备了上个世纪作

家笔下沈阳故事无法比拟的跨媒介传播优势，进而在传播

中，持续建构其所承载的沈阳城市文化形象。

3　“新东北作家群”沈阳故事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

大众文化建构

从文化建构路径上看，“新东北作家群”的沈阳故事

的广泛流传是文学与大众文化积极互动的产物。“新东北

作家群”沈阳故事的广泛影响力得益于网络媒介与大众文

化“东北文艺复兴”热潮的加持，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也

为作品所承载的沈阳城市文化形象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大众

文化建构之路。

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沈阳故事的广泛传播，是与大众文

化及其网络媒介载体的影响分不开的。郑执成名于2018

年，他的短篇小说《仙症》获得了当年的"鲤·匿名作家计

划"首奖，而这一计划和匿名评选模式的灵感则来自大众文

化领域，是受到音乐真人秀节目“蒙面歌王”的启发的结

果。早在正式成名于文坛前的2014年，班宇就在豆瓣网站

签约“豆瓣阅读”计划，连载了广受欢迎“东北疯食录”

专栏系列作品，两年后又发表了《打你总在下雨天：工

人村蓝调故事集》，并获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

故事集中这4部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录在他的代表文集《

冬泳》中。直到被正式纳入“新东北作家群”之前，网上

班宇的身份介绍中还有“豆瓣小说博主”的标签。并且，

真正使班宇被大众熟悉的，也并非2018年主流文学期刊《

收获》发表了他的《逍遥游》，而是2019年偶像明星易烊

千玺、电影导演贾樟柯、歌手李健等在社交媒体中对《

冬泳》的认可或赞美。双雪涛正式进入文坛的标志是2011

年、2012年先后获得了台湾省的两次文学奖项，但他作为

新东北作家而广受关注，则是在2019年的大众文化热潮“

东北文艺复兴”现象之后。

2019年，在说唱歌手董宝石在脱口秀真人秀节目中调侃

式的喊出“东北文艺复兴”后，这一口号迅速在网络媒介

中流传开来，成为大众文化的热点话题之一。事实上，在

同一年更早的网络媒体访谈中，和班宇同时受访的董宝石

就已经提出过这个口号，并因此与班宇并称“文艺复兴双

杰”。后来，随着更被大众熟知的网络视频创作者老四、

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等也被纳入“东北文艺复兴”阵营，这

一名词在大众文化中成为热潮，并受到学术关注，双雪

涛、班宇、郑执作为“新东北作家群”也因此被整体纳

入“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大众文化议题，又被称为“东北

文艺复兴三杰”，并作为该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而被大众

所熟悉。

对于新世纪文学来说，限于接受和传播的历程较短，缺

少经典化所需的漫长积累时间，从城市文化角度看，往往

难以具备杜甫诗歌和鲁迅作品那样的城市文化形象建构效

果。但从上述“新东北作家群”与大众文化积极互动的路

径可以看出，“新东北作家群”及其讲述的沈阳故事与大

众文化之间的兼容与亲和关系，不但弥补了新生作品文化

影响力不足的弱点，还开辟出了以城市故事建构城市文化

形象的大众文化新路径。

沿着这条新路径，“新东北作家群”以他们讲述沈阳故

事的文学与文化自觉，展现了这座城市曾经“落魄的表象

下面”“不可让渡的尊严”，既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笼罩在沈阳乃至东北工业城市形象上的不公正的“新自由

主义的霸权想象”的去蔽[3]，也是对真实沈阳形象的还原，

对沈阳城市文化形象的更新与重构。当这一文化建构历

程在大众文化中汇入“东北文艺复兴”之流，大众将“通

过‘东北文艺复兴’重新理解东北……理解普通人的命运

与尊严”[4]，那时，前文提到的班宇的愿景将成为现实——

沈阳成为文学之都，以文学建构文化，并从这里开始，以

文化振兴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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