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独特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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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市，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复杂的主题，更是中国现

代作家的一个独特心结。从现代都市到传统乡土，从本土经验到域外书

写，各种文学形态中都蕴含着现代作家的城市心结。这种心结是作家自

身现实体验的结果，同时带有作家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投射，还

有作家域外体验的比较视野，因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的状态。了解

这个心结可以从多重侧面更深入地触摸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和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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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并作为作家描写的重

要意象反复出现，但是城市文学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态，很

难找出较为趋同固定的描写模式和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较为固定的乡土文学等

地域经验相比，城市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呈现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比较虚

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判断常常是不确定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告诉

我们，中国作家对农村的体验和经验明显大于对城市的体验和经验，不仅如此，

许多作家的城市经验都与其对农村的经验有着深刻与密切的关联。中国现代作家

几代人描写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城市，建构了所谓中国都市的想象，但这

还不是城市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比如像老舍、王朔、陈建功等人对北京的描

写，张爱玲、王安忆等人对上海的描写，其实他们这种城市的描写并没有什么复

杂的情结，是一种单向度的对城市的描写欲望。复杂的是另一种情景，比如沈从

文等人，他们笔下写的是湘西，是偏远的乡土农村，但心里依然想着城市，他们

的边城叙事里隐喻着对都市的思考，他们的乡土描写中渗透着对城市的想象，这

种情愫才是多面向的，更为复杂和更为重要的。城市对于现代作家的意义远远不

止于城市本身，还和多种不同经验交织在一起，即使在乡村、域外等远离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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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环境体验里，这些现代作家心里依然装着中国本土的城市，以及对于中国城

市自身的判断、建构和想象，这种文学状态与描写城市本身的作品一起，构成了

中国现代作家独特而又复杂的城市心结。

这种城市心结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体现，不仅仅是出现在大量以中国

现代城市为背景和题材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当中占更多数量的乡土文学创作，

以及对作家人生和文学道路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域外城市体验和书写，其背后也

无不反映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城市的心结。在这种心结的影响下，从城市到乡

村，从域外到本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当中存在的各种多元、分离的空间，有

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精神统摄和出发点。正是这个内部的精神出发点，让中国现

代作家笔下外在的城市／乡土、域外／乡土空间，被赋予了有关现代／传统、

东方／西方、文明／野蛮等一系列问题的多元判断和复杂思考，构成了中国现

代文学更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追求。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城市的进化、发展关系密切，

西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乡土社会的冲击，造就了中国

近现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向现代工商

业发达的现代社会转变，亦即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这种转变的影响也深

深作用并表现在文学领域：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的文学生产方式，正是受到近

现代城市出版文明、印刷工业的影响，一步步由传统的非职业化的旧式文人生活

旨趣，向着商业化、职业化写作方向发展；其次文学的创作者和参与者，由乡土

社会当中传统的乡绅、士大夫以及文人雅士团体，逐步变为城市市场当中文学期

刊杂志的职业作家、现代城市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则是文学形式内容

本身，由乡土向城市的过渡，山水田园诗的古典文学形态，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

文学思想情感表达，正逐步走向衰落，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的目光和笔触开始伸

向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和人的思想，以及这些处于时代

当中的城市所蕴含着的中西方文化冲突。

从文学的外部生产方式的过渡，到文学写作者身份的转型，再到文学表现内

容的变迁，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城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就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言，城市之于现代作家文学创作最

独特的意义，不在于城市所给予的文学生产空间和创作叙述题材，甚至不在于作

家对于城市景观、文学、人物的接触体验，而在于中国现代作家对于现代城市的

一个独特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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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城市文学本身不能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甚至在近现代中

国，不同的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割裂的，从城市景观设施本身到城市风俗文化

差距都十分巨大。除去上海这样受到西方殖民者改造比较透彻的十里洋场，比

较接近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在这之外，即使在老舍、周作人等作家的笔下有

大量叙述和描写的北京，也不过是中国传统式的田园城市，他们笔下所刻画的人

与物，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城市的呈现，毋宁说是处于时代剧变浪潮之下中国乡

土社会的风情画。传统农耕文明、乡土社会的文化惯性和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

阶段并没有消逝，反而影响深远，这种影响甚至超出了现代的城市文明。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大批作家虽然长时间生活在城市，作为现代报刊、新式学院、都

市沙龙等城市文学生产空间里的一员，自身也有许多关于城市的创作，但是如果

与农村、乡土文学相比较的话，中国现代城市的描写，依然处于相对较少甚至缺

失的状态。尽管鲁迅、沈从文这些作家在他们创作的黄金时期都生活在中国如北

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但是他们更愿意也更擅长描写的还是中国的乡村，在那里

来塑造他们的人物、来构建他们小说世界。除去老舍、张爱玲等少数几位生于

斯、长于斯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大都是作为城市的外来

客、异乡人存在的，他们感觉更亲切、写作起来更游刃有余的还是中国农村、乡

土的题材与人物，现代作家惯于把自己的生存境遇、思想情愫与乡土之间的关

系、记忆联系起来，用文学的笔墨来表现中国土地、人民的原生态。哪怕是像茅

盾这样以写上海洋场、现代都市而著称的作家，也始终不断地在文章和创作里强

调自己的乡村经验和泥土气息，他曾经在《乡村杂景》中这样说：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

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

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

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1

但是，这些作家笔下的题材和人物是乡村的，并不代表这些创作就与城市

没有关系了。恰恰相反，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在大量农村景观、乡土风情被叙

述、呈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其文学创作背后蕴含的影射和指向往往是中国近

现代社会处于剧变状态中的城市，这种影射和指向可以是文字描写表层呈现出来

的，也可以是文学作品、精神内核中所隐含的，这种从文学表层到精神内核的城

市关切和指向，也正是中国现代作家心中挥之不去城市心结的体现。

一方面，正如茅盾这样将城市与农村时常置于同一图景之下进行议论、书

写，现代作家笔下大量的乡村描写和“泥土气息”都是与城市互为对照、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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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另一方面，或者如沈从文那样，有关城市和乡村的小说、散文常常是分离

的，可沈从文描写湘西边地，心中每每装着城市。茅盾这样充分融入到现代城市

文明当中的作家，虽然也时常提到乡土，但是作为城市的附着而存在，城市是他

笔下作品正面描写的主体，他也并不掩饰自己对于城市声光化电、机械文明的赞

美；而诸如沈从文那样关于湘西的乡土文学创作，不能称为城市文学的范畴，但

又实实在在与城市有关联，这种乡土文学往往是作为反城市或反思城市的话语而

存在的——是近现代中国的城市文明催生了中国大批的乡土文学题材写作。鲁迅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当中，借用勃兰兑斯有关“侨民文学”

的阐释，第一次提出了乡土文学和侨寓文学的概念，针对身在城市却书写乡土的

这批作家，他指出：“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家所写的文章。”
 2
鲁

迅在导言中引用乡土文学作家黎锦明在小说集《烈火》序言中的话，可以作为侨

居于都市当中的乡土文学作家们对于城市文明态度的一个代表：

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

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

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3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创作的大量出现，不是中国田园牧歌式古典文学的回光返

照，从乡土文学的精神源头来讲，从鲁迅的导言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城市

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有学者就曾经指出：“近代中国城市的发育造

成其与乡村的分野，使乡村成为一种可以与城市进行对比的存在，为文学提供了

新的视角，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农村题材的传统。”
 4
就如沈从文、废名等人

后来的乡土小说一样，他们虽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但是他们笔下的乡村书写是

对于乡村的再发现，是以城市为出发点的。这些乡土小说，在写乡土的时候指涉

着都市，写乡下人的时候对比着城里人，写田园牧歌的时候思考着工商业文明，

可以说，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和作品的全新视野，正是中国现代城市所赋予的。

对于正面描写城市景观、机械工厂的作家而言，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

的落后与破败，他们的城市情结源于对中国现代化图景的憧憬与想象；可是中国

社会、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与病态，往往又导致了大批现代作家对城市文明的失望

和颓唐情绪。于是像乡土小说群体一样，站在城市当中回望乡土、书写农村，成

了很多现代作家的选择，可笔下虽然写的是乡土，精神的指向往往是城市，这种

由近而远、由乡村而城市的写作于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常态。尽管关于乡

土人情、田园牧歌的留恋与赞美不在少数，现代作家基于乡土世界、传统文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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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的现实映射与想象却从未消失，尤其是当王鲁彦、蹇先艾等人笔下乡村封

闭、保守、愚昧、野蛮的图景，在与城市现代理念的对比中逐步展开之时，作家

心中的现代文明与城市心结往往更加难以解开。而这种对于附着在城市身上的现

代文明的向往和焦虑，往往不止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城市，更多的本源来自于大批

作家的域外城市体验。

二

倘若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作家城市心结的一个反面，是一种自省

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现代作家的异域城市体验，则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作家城

市心结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正面因子。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城市体验，有很多是来

自于域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地区的留学、游历经历，这种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体

验，让许多来自封闭乡村的中国作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

和影响。作为最直接的感官接触，欧美世界乃至近代日本城市的发达和飞速发

展，一定会给这些作家留以有关现代城市文明的最深刻印象，提供给他们对于民

族国家、城市现代化远景的展望，并为他们之后有关城市创作提供书写、想象的

基础。这其中不仅仅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同样让这些

初出国门的现代作家触动很大，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创作风格。闻一多早年在

芝加哥留学时，于寄给梁实秋等友人的书信中谈及他在美国的各种见闻，言语中

不难看出他当时身处这座美国大都市时的兴奋与骄傲之情：

支加哥乃美国第二大城市。我只讲一件事，你们就知道这里工厂之多，

米西根街一带房屋皆有黑色，工厂吐出之煤烟熏之使然也。我们在那里去一

回，领子就变黑了。这里对我最 imposing 的两个地方是美术学院里的美术馆

同支加哥电影园。美术馆之壮丽辉煌，你们自然能够臆想得到。戏园绝非在

清华看看 Fairbanks、Mary Pickford 或 Pearl White 的人所能梦见的。
 5

中国近现代的落后，使得西方工业机械文明在作家眼里自然是一种先进的表

现，在王韬、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出访、游历欧美的记述中，

就有许多有关西方城市物质文明的介绍在里面。而在后来茅盾有关上海城市里工

程、器械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从国家富强的角度出发，对于现代

城市工业文明的集体向往。但是和晚清中国的一些作家、知识分子不同，闻一多

在美国城市中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达，还有文化环境的优越，他在信

中反思：“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

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东方人这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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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那里去了呢？”
 6

这种异域的城市环境里，从物质条件到文化环境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势必

会带来一种文化落差之下所形成的焦虑和反思。与写乡村一样，关于外国的城市

体验，在现代作家笔下依然是指向中国自己的城市文明。在设身处地接触西方城

市文明之后，反观中国自身的国民性和城市文化。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于晚清时

期访问北美之时，一方面曾经为西方世界发达的物质文明、雄伟的城市景观所惊

叹，另一方面也对于在西方城市环境中华人社会所表现出的恶俗、愚昧、丑陋的

国民性有深刻批判。身处美国现代最发达城市之中的闻一多同样也不例外，尽管

他身边接触的华人大都是清华等院校所派留洋的高材生，但是闻一多的见闻和之

前晚清文人、知识分子一样，同样是华人之间帮派林立、四分五裂与互相争斗，

学生颓唐萎靡，大多数人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老舍在《二马》中甚至描写

到了伦敦这样的现代城市里西方人对于华人的态度：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

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

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小说，日记，新闻

的材料。 
 7

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西方现代城市体验的两极：一方面他

们在艳羡于西方城市物质文明乃至文化环境的优越与发达；另一方面在此对比之

下他们所见的中国物质文明的落后以及国民劣根性，又让他们感到极度焦虑与羞

愧，这一点在郁达夫等人的旅日小说中也有充分体现。这种两极的体验让他们回

过头来反观中国自己的城与人、城市与文明，这些直接写中国现代城市的作家和

作品，他们对于城市的批判也来自个体生命内部的心结。但与透过乡村的叙事和

抒情来含蓄地影射、观照和批判中国城市的现代作家不同，这些现代作家的心结

具体而言可以说是来自异域城市留学、游历等经验所带来的文明冲击和文化落

差，他们对于城市的观照没有太多的影射和含蓄，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直击，他

们对于这城市中的保守与堕落所表现出的愤怒和失望，也常常是直接在文章感怀

或者小说叙事当中表达出来。因此，与以乡土作为中国现代城市参照对象的作家

相比，以外国城市体验作为本土城市经验的参照对象，他们心中的城市情结，更

多地站在全球、历史、文明、民族这样宏大的角度，这给作家带来的心理冲击更

大。中西文明对比之下巨大的反差在作家心中所结的情愫往往更不能释怀，同样

是作为城市，但是他们所身处古旧中国的城，与他们所期望的现代文明尚相隔太

远。老舍写《猫城记》，哪怕是名为“猫城”，亦有着较为坦露和直白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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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到猫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

绝！……文明与民族是可以灭绝的，我们地球上人类史中的记载也不都是玫

瑰色的。读历史设若能使我们落泪，那么，眼前摆着一片要断气的文明，是

何等伤心的事！
 8

 

老舍曾经在小说中多次用极为细腻的笔触和情感描写北京的名胜景物、风土

人情，并在《想北平》等文章中非常诗意地赞美自己成长的北京，有着伦敦、巴

黎、罗马这些西方城市所没有的安静与温和，称自己的性格和脾气都是这座城市

所赋予的，但是无论是明写北京的陋俗与国民性，还是猫城样的指涉，老舍对于

城市进行现实批判的经验又毫无疑问来自于北京。这又毫无疑问代表着一部分现

代作家的城市心结的特点：他们不是作为城市的外乡人，特别是在域外城市体验

的冲击下，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描写和批判更多是站在本土本乡的角度上，对于

自己国家城市的爱之深，责之切。正如老舍在《猫城记》小说叙事当中突然插入

的这段近乎直白的抒情和议论，甚至会有损于小说自身的艺术结构和价值，但这

大概不应该看作是老舍的疏忽，更多的是这种城市心结和情感淤积于胸，不吐不

快，不得不发。

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其他城市不同，上海作为近代以来较早开埠

的中国临海城市，通过迅猛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较为重要的现代城

市。也因为上海这座更接近于西方、完全迥异于中国其他传统城市的国际化现代

都市，有更多的中国现代作家能够近距离地体验西方城市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

发达与繁华，郁达夫在文章中回忆起自己初次到上海的体验：

远处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

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像这样的昏天暗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间的目的

么？……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
 9

现代城市不仅寄托着作家对于文学的种种情结，更寄托着作家对于近代以来

饱经灾乱命运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期望，西方现代的城市被一些有异域体验的

留洋者当作了理想的处所，城市空间所蕴含的文化、思想、理念也一度成为一批

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往和追求。但是西方文明强行与中国本土嫁接出来

的殖民地城市和城市文化，带给中国作家的更多的是不安与惶惑，这座伴随着资

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展现西方殖民文化的东方魔都，同样没有解开中国现代作

家心结，相反更加增加了一批作家、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国民性走向的疑

惑。而这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心结疑虑的加深，以及与此同时，以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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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赤都心史》为代表，一种迥异于欧美现代都市的域外城市体验的逐渐引入，

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城市文学的走向。在京派和海派之间，促使了左翼文

学的发生和不断发展。而相较于前两种文学流派，左翼文学的发展流变，毫无疑

问与作家的城市心结有着更加深刻密切的关系。

三

城市文学是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慢慢发展起来的，早在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以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为代表、包括通俗文学作家包天笑、朱廋

菊等作家在内的小说创作，就对于中国现代早期城市的发展变化有关注和书写。

这一批城市文学刚从古代白话小说描写旧时市井城市的文学样式当中衍变出来，

他们和城市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这些作家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描写处于

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城市，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现代城市之下出版文化、稿

费制度的产物。但是在这里，这些早期作家的城市写作尚且还只是停留于对于城

市景观和人物的层面，他们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对于中国“城市”进行表达的

诉求，或者说这批作家并没有对于城市概念和城市本身有充分的自觉，中国现代

作家的城市心结在他们那里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甚至在与城市最为接近的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那里，我们看到作家无比投

入、无比沉浸在现代上海城市的灯红酒绿、声光化电之中，他们描写的景观无不

是城市的最直接的感官感触，他们描写的人物也无不是城市当中最放浪形骸的城

市人。但是这其中又涉及城市在现代文学当中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便是城市与

作家本人的关系层面，从晚清小说当中的城市文学因子到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笔下

彻头彻尾的摩登世界，作家本人和城市是近距离的，甚至是融为一体的，因此他

们所描写城市的细枝末节最能体现这些城市的具体风貌，这也是有关城市文学研

究最为注重的一方面。第二个层面则是城市与作家内心精神的关系层面，在这一

层面，进行城市书写、表达的作家，可以是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距离体

验过最发达城市风貌的留洋者，也可以只是从中国最底层的乡土世界刚刚进到中

国城市当中的外乡人，他们对于自己笔下外国或者本土城市的了解，远远不及他

们对于传统中国乡土世界的掌握。这些作家城市体验的表达，有很多只是自己内

心对于城市现代体验感触的抒发。不同于城市与人的近距离，心与城市的距离是

比较远的，而这种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却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远”也可以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作家和土地的亲近来讲的，

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所生产出的诸多社会秩序、理念，以及进而由此而形成的文

学表达方式，都会让作家在这一运转成熟的社会之下找到自己可以依循的生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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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甚至是写作规律。但是在近现代中国中西方文明碰撞、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时

刻，这些旧的法则全部失效，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的：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

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

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10

 

而西方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文明，从各种途径走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和生

活，这种转变过程当中发生转变的固然有中国的城市，也有作家内心深处的精神

世界和价值理念。从城市当中市井阶层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新的社会形态之下人

性的变化；从城市景观的转换，到经济社会的飞速步伐，所有的一切对于中国现

代作家而言都是崭新的。既有像上海这样繁华与糜烂同体的魔都，造就了新感觉

派寻求刺激的文学描写和左翼作家群体对于都市罪恶的文化批判；也有北京这样

乡土气息和城市发展共在的代表，使得老舍、林语堂等一大批作家对于这座城市

老旧文化和国民劣根有着深刻揭露，又从这座古都当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希

望给这座城市注入新的生命力。快速、多变而复杂，是相对于静止、停滞的乡村

世界而言中国现代城市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进一步造就了现代作家对于城市复杂

而矛盾的心结状态。

作家这种多元、复杂的城市心结状态，可能是正面的城市描写、表达与想

象，例如对于中国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呈现和肯定；也可能走向城市的反面，例如

对城市的罪恶和堕落进行批判，进而返回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图景之中。那些

正面的城市书写表达，往往是异域城市体验和本土城市经验结合在一起，突然对

于中国城市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影响、作用有强烈的感触；而对于城市的批判

以及对于乡土社会的书写，则又蕴含着现代作家对于中国城市过去、现在、未来

的思考和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诸多文学思潮、发展轨迹，以及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对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观念和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蕴

含在现代作家群体这种城市心结当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现代城市在中

国的产生相伴，而现代作家这种多维矛盾的城市心结，又进一步促使着中国现代

文学的继续发展和流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中国城市的文学有过兴盛，也有过衰微，但是这种

城市心结作为中国作家的精神脉络并未消逝。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中，现

代作家笔下所有过的域外都市体验、外乡人进城主题、城市底层描写，又逐步重

新出现在当代作家创作的视野之中。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附着在城市文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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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些论争，同样可以在当代作家对于城市不同的思考、态度以及情感表达中

找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更多的城市心结产生于从乡

村来到城市的作家体验，而当下特别是新世纪的城市文学和心结，则有了一种全

新的角度、方式和视野，更多的作家是作为城里人来体验城市、创作作品，这也

产生了不同的城市文学和心结。文学作品是时代的记录，也常常是作家内心的表

达，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对于城市不同的心

态，这才是文学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到了一种新的状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

情景不同。文学无论如何，应是对时代最经典的描写和最深入的思考，在当下，

有关城市问题的写作和讨论在当代再次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和话题，并呈现出新

的状态和诉求，这固然是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一种体现，

但又何尝不是作家城市心结以及隐藏在心结之后价值观念、精神诉求的一种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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