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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是一个奇特有趣而略带神秘的群体。首先，他们基本不

会出现在正儿八经的新闻报道中，轮不到他们来回答“你幸福吗”这类

高深的哲学问题。其次，在公众场合，当我们说某人是文艺青年，主要

用于形容某种特质，带调侃意味，而非对其社会角色的正规描述。最

后，小资、影迷、小清新、民谣手都可纳入“文艺青年”范畴，作为一枚标

签，它远比90后、IT男模糊，也因此更具开放性。

不管这是一群怎样的生物，文艺青年确确实实出没于城市的N个

角落。

他们流连于muji，热爱黑胶唱片店，每天豆瓣与同类交流，从张爱

玲、梭罗、村上春树读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在独立书店的交流会、读

书会上，他们表达着不怎么主流的三观。在老洋房、咖啡馆里的观影会

上，他们观看并津津乐道着艺术电影。在创意空间内的民谣沙龙上，他

们喝茶、品鸡尾酒，听独立音乐。

即便最讲究理性算计的商界，也潜伏着一大票文艺青年。江南

春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当年是校园诗人。冯东明学油画出身，曾自称

“纯艺术青年”。王石说，在工地上没事时他捧读过《约翰·克利斯多

夫》。至于朱威廉、陈年，素以“文艺青年”标榜。

潜流来自四面八方，文艺青年越聚越多，向城市的肌理渗透，终于

渗出。

2009年台湾民谣歌手Finn推出《文艺青年》，陶醉了小圈子。同年，邵

夷贝凭借一曲自弹自唱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蹿红。2010年网络歌

手大哲唱了一首《文艺青年的城市生活》。2011年，九把刀的《那些年，我

们追过的女孩》以小说加电影的形式，激发起无数人藏在心底的“文青

荷尔蒙”。当年，李宇春干脆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为专辑名。

到2012年，文艺青年上升势头迅猛，成为现时代的一种文化现

象，且呈现出日益浩大的趋势。

年初，“三种青年”大流行，文艺青年位列第二，比普通青年有情

趣、比特二青年有质量。8月的上海书展特意办了一场“文艺青年挺好

的”讨论会，张悦然、周嘉宁、btr等人侃侃而谈。世纪文景为庆祝自己

创立十年而办的论坛，也取名“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市”，请来王安

忆、张大春、唐诺、张元等。

于是，艺术节、音乐会、话剧乃至家装行业，开始大张旗鼓地打出

小清新、文艺范的旗号，更多人也乐于以此自居。最新上映的电影《二

次曝光》，主演冯绍峰亦将“文艺青年造型”作卖点。连科学松鼠会，也

力求以清新、文艺的方式进行科普。如果你多长个心眼，还会发现，精

明的商家早把“文艺青年”给注册了。

“理科生”拉开了距离，又与富二代给人的通常形象有极大差

别。而一个群体正是通过和其他群体划清界限才明确自身定位的。果

然，今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制作的一张《文艺青年调查量

表》，其中的问题已勾勒出文艺青年的整体形象——喜欢岩井俊二

的电影，保持阅读习惯，有独立见解，喜欢听陈绮贞、苏打绿，情感细

腻、思维活跃，热爱lomo风格，参加过文艺社团……

十月的上海文艺青年走来。是到了进一步解读他们的时刻

了——他们从哪儿来，想做什么，将往哪里去？我们为什么要谈论文

艺青年，当我们谈论文艺青年的时候在谈论什么？一部文艺青年复兴

史，徐徐向我们展开。

文艺青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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