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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同电子游戏和动画作品一样都是一种

艺术形式的话，那么2024年和2025年初国内最引人

瞩目的文艺景观或许非《黑神话：悟空》与《哪吒之魔童

闹海》莫属了。作为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在上

线当天就售出了450万份。据数据显示，它在游戏平台

Steam上已经销售了2200多万份，营收估计有80亿

元人民币。而以动画电影形式呈现的《哪吒之魔童闹

海》更是在2025年春节档一众精彩大片中突出重围，

狂揽票房逾百亿，一举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的

电影作品。不过，比起其巨大的商业成功，《黑神话：悟

空》和《哪吒之魔童闹海》更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其“出

圈”效应：它们不仅吸引了许多本就热爱游戏、动画的

年轻人参与其中，更是引来了大量并不关注游戏、动

漫，甚至对之不屑一顾的群体的关注、讨论。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目睹了男女老少在各类社交媒体上共话“悟

空”的“盛景”，如今一家老小同看“哪吒”也成为了春节

期间电影院的“常态”。此外，众多主流媒体也都纷纷出

来为优质国产游戏与动画作品鼓与呼。热心群众甚至

将《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骥、《哪吒之魔童闹海》导演

饺子、《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称作国产影视游戏的“三幻

神”。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激活公共性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这样一些出圈甚广、影响极

大、受到无数人喜爱、关注、议论的作品就是大众文艺

作品吗？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神话：悟

空》和《哪吒之魔童闹海》具备了大众性？在今天，当再

一次来谈论大众文艺时，我们所说的“新”究竟可能

“新”在哪里？鉴于在我国，电子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的群众认可度要大大低于动画，我想可以先从游戏与

大众文艺的关系谈起。

游戏有没有大众性？在许多前电子游戏时代的理

论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1960 年

代，法国学者凯卢瓦就指出，任何游戏都有其社会化

的一面，并因此在社会的集体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

置。譬如足球比赛、麻将掼蛋、脱口秀表演等等都是游

戏，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地投身其中。但是，仅仅是群众

广泛参与就能等同于大众性吗？现如今有不少动辄上

百万、千万浏览量的短视频，还有病毒式传播、疯狂

“洗脑”的神曲、烂梗，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它们可

以称得上是大众文艺作品。所以，我们可能并不只是

或者不应该只是在牵涉的人数这一层面上来谈论大

众文艺作品。

实际上，凯卢瓦对游戏的理解来自他对1960年

代后期社会文化危机的敏感。在其论述的差不多十年

前，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就已先于凯卢瓦捕捉到

了这场危机的症候，那就是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传播

或许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能沦为一种单向的灌输。

这是因为由技术革命驱动的整个经济与社会关系的

改变“瓦解”了传统上那个封闭的经验共同体，拥有共

同生活经验的鲜活他人被抽象为了陌生的、危险的群

氓或庸众。社会的危机就蕴含在这种互不了解的“断

裂”之中。

对此，威廉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倡导一种共同文

化来形成新的公共经验。当然，这里的文化，不是我们

通常理解的创造性的智识表达，而是包括衣食住行、

小说电影乃至当时威廉斯并未意识到的游戏动漫等

在内的整体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对威廉斯来说，

塑造共同文化必然要求关注社会的共同议题和公共

价值，这就需要走出个人的狭隘经验，去体认别样的

生活方式，去理解他人的所思所爱，去形成我们身处

同一个时代语境与历史进程之中的认识，如此才能达

成一种普遍的大众性，亦即公共性。用更简单的话说，

由共同文化延伸出来的大众性，就是通过关切公共价

值、体认我可以与他人共享的感觉经验而实现的共同

体想象。

小说和电影就曾经是这样一种承担着公共性的大

众艺术形式。但今天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是，当网络技术

的“翅膀”把所有人从现实生活刮向赛博空间，詹明信

（或译“詹姆逊”“杰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也就在

新技术革命的加持下重新分割了社会时空，威廉斯和

凯卢瓦意义上的大众与社会好像就此消散——大众已

然转化为分众，私人似乎凌驾于公共。于是，一方面，普

罗大众好像更容易在资本大数据制造的同温层中同气

相求，目光可以不需要再投向茧房之外的他者。另一方

面，新世纪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似乎也更习惯于通过

个人情感和兴趣爱憎去体验社会，早已在后现代游戏

中风雨飘摇的宏大公共议题对他们来说显得沉重而隔

膜。于是，公共性无法再以传统的方式直接抵达处于信

息茧房和宅生存中的“岛宇宙”。

在这种情况下，当再来谈论大众文艺时，我们谈论

的势必就应该是一种新大众文艺，也就是能在新的媒

介条件与历史语境中去重新承担或激活一种公共性的

大众文艺。

通过媒介化，让传统重新被“发现”

就此而言，《黑神话：悟空》和《哪吒之魔童闹海》确

实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在大众舆论中，《黑神话：悟空》

得到最多的赞誉是，它用电子游戏这种媒介形式鲜活地

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如果了解中国游戏发展史的

话便会知道，中国游戏从来不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表达，

那为什么恰恰是《黑神话：悟空》“破圈”了？同样的问题

也可以向《哪吒之魔童闹海》提出：以哪吒及《封神榜》故

事为原型、题材的影视剧、动漫如此之多（春节档跟《哪

吒》同台打擂的就有一部），为什么却是这部动画作品荣

登中国影史票房第一，成了大众文艺作品？

这当然是因为运用新技术带来的再媒介化。《黑神

话：悟空》把以知觉拟真为要件的3A游戏制作标准用

于讲述一个中国故事，对“传统”的拟真由此构成了其

游戏体验的根本：一边是玩家在游戏中能够以孙悟空

的方式历难通关，一边则是游戏在知觉拟真基础上营

造了独特的中式美学。比如游戏的第二回引入了传统

民间艺术陕北说书来串联剧情，又如游戏科学团队扫

描了上百座寺庙建筑并将它们复现在游戏中等等，这

些都使得玩家能够在如孙悟空般紧张战斗的同时感受

基于传统文化积淀而来的美学意境。

而作为同样以中国传统神话为题材且依赖特效技

术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诉求则略有不同。尽管

仍强调一种真实感，但《哪吒之魔童闹海》力图呈现的

并不是对“传统”的拟真，而是使电影工业的奇观化“拟

真”成为“传统”。于是，一方面是联合近140家中国动

画公司的力量死磕超2亿镜头的捕妖队阵列大战、具有

复杂流体效果的海水漫灌陈塘关等动画场景的宏伟奇

观感，另一方面则是在奇观特效“生产”中融入传统的

民族元素，运用中国古代雕塑盔甲的纹样、少数民族原

生态的歌谣来展现“具有东方色彩的神话感”，使得动

画特效既看起来是现代的、工业化的，但细察起来却又

是传统的、民族化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再媒介化，“传统”才得以被重新

“发现”：在《黑神话：悟空》那里，是许多玩家从线上走

向线下，从游戏走向现实中的文物古迹；在《哪吒之魔

童闹海》那里，则是让观众在特效奇观的“震惊”效果中

意识到“传统”同样可以具有“工业”力量，“现代”依然

需要“传统”质地。可以说，由《西游记》《封神榜》等为基

础连带辐射而出的整个“传统”本身是我们所居现实的

一部分，但这部分现实在社会时间的沉积中却是不易

被知觉的。于此意义上，《黑神话：悟空》和《哪吒之魔童

闹海》提供的恰恰是两种重新激活这种“传统—现实”

的路径。在这里，所谓“传统”其实正是经由游戏体验和

美学表达、动画特效与奇观生产被重新激活的、内化于

游戏与电影之中的大众性或公共性。

捕捉当下普遍的情感结构

在再媒介化之外，这两部作品更重要的意义还在

于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捕捉到了如今普遍的情感结构。

《哪吒》动画电影系列挪用了“哪吒”这一中国传统神话

中的叛逆英雄形象，将其坐落在了更符合当下观众情

感结构的寓言框架之中，来表达“打破成见，扭转命运”

的精神旨归。最突出的一点是，与神话故事原型中哪吒

“剔骨还父，割肉还母”，与宗法制家庭的彻底决裂不

同，《哪吒》动画系列中的主人公拥有的是疼爱他的父

母与较为幸福的家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动画电影抹

除了哪吒的反叛性。恰恰相反，对切身的情感关系之守

护成为了更贴近新媒介时代观众情感体验的反叛基

点，而反叛所朝向的也已不再是早已轰毁的宗法制。

《哪吒之魔童闹海》继承了第一部中“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主题，并且将其推向了对强行区隔出神魔分野的“规

则”与“系统”本身的质疑。“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

坤”，这正喊出了受困于各种规则、但仍默默守护自身

情感的新媒介一代内心的声音。这种对“系统”本身的

反叛同样出现在《黑神话：悟空》之中，而且得到了更为

复杂的思考。

《黑神话：悟空》则巧妙地使用了一种自反性的碎

片化叙事来对孙悟空的命运进行了矛盾性的再呈现，

并由此让自己跻身到了“86版电视剧《西游记》——周

星驰《大话西游》——今何在《悟空传》”这一新时期以

来对西游记的再文本化序列之中，隐喻了今日身处技

术的“天命”系统之中“大众”所面临的新主体悖论：就

算意识到系统存在缺陷，但主体对系统的反叛却只能基

于主体对这一系统的依赖。更难能可贵的是，《黑神话：

悟空》对这一难题提供的最终解法恰恰是一种鲁迅式的

“抉心自食”，亦即一种与“天命”进行斗争游戏的公共性

表达。由此可见，《哪吒之魔童闹海》和《黑神话：悟空》之

所以能够广泛地激起群众心中的波澜，便是源于它们以

其叙事对当前时代社会的情感结构进行了政治无意识

化的表达，而这正是一种再度激活大众性的方式。

总而言之，《黑神话：悟空》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

启示是明显的，它们告诉了大家，通过基于公共经验的

媒介技术与叙事方式的政治无意识式耦合，我们确实

能够创造出一种新大众文艺。在游戏领域我称之为依

赖于游戏和玩家互动的“游戏-者的现实主义”。而对于

更普遍的文艺领域来说，这两部作品的意义更在于一

种提示：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不管是动漫抑或是游

戏，在今天，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单靠创作者的努力是

不够的，它更需要一种系统性的互动，亦即受众群体、

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唯有在三方合力下让大

众文艺坚定地走在表达公共性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希

冀一个新的大众文艺时代之来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本文系作者根据

其在“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如果不对城市做限定，不对城市文学的内涵做限定，城

市文学不仅历史悠久，也包罗广泛。但一般而言，城市文学

作为一个所指相对明确的概念，是在新时期才首次出现，其

背后的强大推力则是“四个现代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进

程。1983年，在北戴河举行的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第一

次比较明确地探讨城市文学这个话题，将城市文学定义为：

“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之风味、城市之意

识的作品，都可以称作城市文学。”后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

深化，城市文学的发展走向纵深，也有人认为真正典型的城

市文学需要在城市化已经全面展开、尤其是现代城市已经

成型的情况下，才算真正确立，因此城市文学被认为开始于

20世纪 90年代。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不一，城市化之路充

满差异，关于城市文学的起点和内涵的讨论从未中断，但城

市文学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城市文学相对于乡土文学的

区别性特征等却一直是不可略过的关键。20世纪 90年代，

也一度有人想要用“都市文学”来取代“城市文学”这一概

念，以探讨更为典型的城市文学，但由于涵盖面狭窄，显然

并没有奏效。

城市文学是与乡土文学相对的一个概念。没有乡土文

学，也就没有城市文学的提法。城市文学的特征是在与乡土

文学的区别中逐步得到确认的，二者互为他者，委实不可分

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与新时代山乡巨变

同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加走向深入，城市化率不断提

升，2023 年底已达到 66.16%，曾经稳固的城乡结构进一步

松动，城市发展迎来新篇章。城市人口的剧增，城市空间的

扩大，城市发展的深化等都意味着城市文学有可能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产生新变从而冲击以往城市文学的既有范式。

新时代城市文学无疑取得了比以往更为蓬勃辉煌的发

展，在表现新时代城乡巨变、捕捉人们思想和情感变迁、探

索审美维度的城市形象等方面都有不俗成就。但也不可否

认，新时代城市文学缺乏足够多的杰作，在呈现城乡互动的

复杂性、表达独特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意识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不能匹配新时代现实的巨大发展。从量上讲，城市文学

的体量非常庞大，但从质上讲，城市文学的影响力还不是那

么可观。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城市文学仍在建构之

中，城市文化也在建构之中。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在新的

时代，期待更多作家作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精神和

城市意识。

新时代的城市书写，要求进行写作范式的更新。我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

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石。在如此强悍的农业文明语境中发

展起来的城市及城市文明，确实难以短时间内摆脱农业文明的塑造，从而形成

某种混杂的文化景观。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我们的城市大多可以用“城市的

物质外壳，乡村的精神内核”来概括，而我们的城市文化其实不妨说是“乡村化

城市文化”。而且，我们国家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存在普遍的差异。不独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差异甚大，就是一般的小城市，也因为自身的历史基础和发

展前提，而拥有不大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城市面貌和城市文化。这意味着我们

不能笼统地谈论城市文学的发展情况和成就，而是应该区别城市文学的不同

层次、种类与发展阶段，给出差异性甚大的个别评价。与此同时，要基于这样的

复杂状况，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城市文学的美学标准。

如前所述，中国的城乡文化是互融互动的。随着交通的便利、人口的流动，

城乡交融的情形变得更加普遍。在当下以及未来一个长时期内，城乡混杂地带

将是现实最为紧张和充满张力的地带。城乡混杂地带的文学，有可能成为新时

代城市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希望所在。城市和乡土两种不同文

化的不断碰撞、交叉和融合，有可能创造出最为复杂、激动人心的现实变化，从

而给城市文学提供广阔书写天地。目前逐渐兴起的县城叙事、小镇故事等，某

种程度上就是城乡混杂地带文学之一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城乡混杂地

带文学可能的探索方向。

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走进城市，并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鲜活

的进城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写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进入城市、直面城

市，既接受城市发展带来的机会，也承受城市竞争给予的诸多冲击。在我看来，

晚生代专业作家的城市书写，尽管具有切身性，但缺乏真正的危机感，也没有

耐人咀嚼的城市痛感，大多浮在城市表象上面，不能深刻地触动人心。而近年

来涌现出的范雨素、胡安焉、王计兵等，却无不是将自己被城市化冲击的生命

经验熔铸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他们的写作因为在个人经验和时代面影之间的

有效勾连，长久地令人震动。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经在微信公众号发出就

引发热议，其开头至今仍有敲打人心的力量：“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

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事实证明，当写作者带着鲜活甚至是充满痛感的

生命经验去书写不可不面对的城市时，落下的文字才真正可能切己贴心，成为

拥有精神或灵魂的存在。

对于仍处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注定不断遭遇城乡混杂地带的中国文学来

说，刻意强调城市或乡土，对任何一面做本质化的理解和区隔，都将注定南辕

北辙。城市文学的重心仍在文学，而文学始终要处理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现

实和历史人与人、人与自身所处时代的关系，始终要在语言、叙述和想象等方

面有所建树。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文学并不区别于乡土文学或其他任何文学类

型，城市文学的写作者要在自己的写作中吐纳整个社会的万千气象，不回避城

乡互渗的混杂性，才真正可能成就大的气象，写出无愧于我们所置身时代的大

作品。

作为研究者，也需要逐步确立一个基于中国城市经验的城市文学评价标

准。在特殊性与普遍性永恒的辩驳之中，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观察核心，

聚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经验和中国城市文学的独特历程，在思考新时代

城市文学时，脚踏中国大地，注重中国经验。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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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在今天，，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单靠创作者的努力是不够的单靠创作者的努力是不够的，，它更需要一种系统性它更需要一种系统性

的互动的互动，，亦即受众群体亦即受众群体、、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唯有在三方合力下让大众文艺唯有在三方合力下让大众文艺

坚定地走在表达公共性的道路上坚定地走在表达公共性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希冀一个新的大众文艺时代之来临我们才能希冀一个新的大众文艺时代之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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