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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内容概要

小清新，无处不在，无处可寻——有人在沙龙、地铁、丽江的小巷及一些隐匿之所捕捉过他们的身影
；也有人虽自称不是，却总被如此评价。
村上春树、陈绮贞、棉麻长裙、逆光的格桑花、宜家⋯⋯
有很多相关的意象和标签企图定义他们，而往往，是他们定义并影响了一个时期的文艺风向。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读怎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爱哪种趣味的绘画，又倡导哪些和其他
人不一样的生活品位？在这本书所理解的文艺与生活中，你也许能发现出乎意料的答案。

Page 2



《小清新》

作者简介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
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等，著有《叙事的智慧》、
《文化的病症》、《没有乌托邦的言辞》、《想象的衰变》、《再造文学巴别塔》、《白垩纪文学备
忘录》、《中国现代文学六家——文学观念史研究》、《土地的黄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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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书籍目录

小清新的文艺生活
小清新文学
小清新电影
小清新音乐
小清新绘画
小清新的生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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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精彩短评

1、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没有想到会有大学教授研究这个点。虽然并不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但让人对
“小清新”这一社会现象的来源和特点有了比较全的认识。
2、会心一击 标签虽然不要随便贴 但是人有时还是很需要一个参照系的
3、如何学术地、考据地、不动声色地把一个群体黑粗翔。客观承认我大概还是属于这个亚文化群体
╮(╯.╰)╭摊手。书是14年的，装帧竟然这么丑，说好的小清新呢
4、基于亚文化的概念，研究小清新的来源与发展，褒贬皆有。角度很特别。
5、对小清新文化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切合时代气息啦，加上自身的一些特质有小清新的倾向
，在阅读时还算愉快。尤其喜欢小清新文学部分的叙述。可能由于本书由不同的人合著完成，读到最
后总感觉有重复之前观点之嫌。
6、竟然真有论证小清新的书。凡是一个术语被简单省略后，就等于被符号化了。此书装帧不忍直视
。
7、本书对各种“小清新”做了一个不完全的梳理与简单的解读。毕竟这是张柠老师学生的作品，不
能说有多深刻，我很期待张老师出手。我写的话，会从拟像与想象、移情与逃避、消费与资本来分析
。
8、着实说，以前真没想这么多。把小清新作为一个亚文化来解读，探讨它的成长路径，这个段落真
是受益匪浅。尤其是文学和音乐部分，更新了我的部分知识库。好评。
9、还蛮系统的讲了关于小清新的一切，一开始只觉得它只是个文化符号，看完发现它居然还有这么
庞大的体系。‘小清新没有情节，只有细节。’这一句挺对的。ps .封面真特么low
10、基于青年亚文化的范畴，探讨小清新人群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对于小清新的概念和
范围界定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书中兼具社会学学理和生动有趣文笔的讲述，还是让人兴趣盎然。讲述
小清新电影和音乐的那两章，以及张柠老师关于小清新的演讲，尤为出彩。
11、破题口不错，层层递推可学习参考，部分段落和结论一般。领域内不错。
12、从学术的角度，基于大量事实进行多角度剖析。是一种看了之后不仅更了解小清新，而且更了解
自己的书。视野之开阔与见解之深刻令人乍舌。
13、读完这本书，对小清新文化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很理性。思考问题，看待问题都应这样，不应
该盲目的去批判。现在对于小清新反对，嘲讽的声音有很多，但我觉得一切的批判都源自于自己的无
知，每一种文化都应该被尊重，我们应该学着去理解它，包容它，只有了解分析过后才有资格发声。
14、看完之后，膝盖中了无数箭，有一句话说的对，“小清新至少毁了两个作家，一个是村上春树，
一个是张爱玲”，嗯。
15、我真的不清新，一点都不清新！
16、小清新文化与小清新电影，两个章节比较出彩
17、虽然并不深刻，但好歹也是对文化现象的客观总结，我们需要的就是客观评价总结，这本书的优
点就在这里
18、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和三观，发现自己果真是个小清新。我的清心寡欲，我的反对拜金，
我的追求美好，还是在一种文化宣传下的脆弱的文化姿态。今后还需要多接触现实生活，锤炼本事，
培养毅力，将这种风格转化成一种更具有力量的品格。让自己坚信的东西变成一种信念。读完这本有
着学术性质的书后还是有所受益，这个社会也还是需要一些关注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文科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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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精彩书评

1、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被人称作了小清新。也许因为喜欢白衬衫，也许因为喜欢宫崎骏，也许因为
面对成人话题总是显得羞涩且不知所措。我想每个女孩子或许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那是在高中末年
至嫁做人妇前的日子。生活里，冲塞着爱情、文艺、电影、绘本、甚至是那种曹芳式的清远的音乐。
当然，这种生活的自如与自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所以，当有人试图用一些标签来为这种生活定义
的时候，总显得隔膜和鄙夷。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口头禅：你才小清新，你全家都小清新。这种交织
着矫情的，彰显个性独立的话语，很快就不能再说了。因为当我的生活因为工作、爱情发生细微的改
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清新，有时候是多么的难得。它需要气氛，需要心境，需要与自然始终相伴。
张柠老师主编的这本《小清新》是让我意外的。抽丝剥茧、钩沉掘新，你会发现一个广阔的文艺生活
。它充满了爱、生活、以及我们与物质世界相对抗的精神内里。感谢遇见，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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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章节试读

1、《小清新》的笔记-第50页

        “小清新”，顾名思义，“小”传达出的是一种情绪上、感觉上的情愫，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取
向逃避宏达，关注日常、世俗的选择；“清”给人以“清澈”、“清爽”、“干净单纯”的感受，显
示了对主流价值观念有意识的背道而驰；“新”则是“新鲜”、“新颖”、“不落入俗套”的个性化
传达。

2、《小清新》的笔记-第142页

        小清新群体与主流文化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趣味鸿沟，被划在这个趣味标准圈内的人，他们引
为自己的同类，不符合者，则被他们认为是异类。

3、《小清新》的笔记-第84页

        小清新音乐不过是对某一类音乐特征的简要描述与概括。这类音乐的编配形式大多不拘一格，所
使用的乐器少而富有创意，歌词内容大多平和美好，歌者可专业也可业余，旋律流畅优美，听觉上，
给人整体清爽、舒缓、自然的感觉。。

4、《小清新》的笔记-第121页

        在孤独之中重新建立一个合心合意的世界——这是小清新绘画的动力发生学，细究下去，也能够
解释小清新绘画的许多鲜明特点。

5、《小清新》的笔记-第87页

        摇滚乐适合传达的情绪是现实的、清醒的、理性的、质疑的、批判的甚至是愤怒的

6、《小清新》的笔记-第88页

        校园与民谣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天作之合，旋律轻快明丽的民谣与青春迷惘的校园生活两
相搭配之后，就像捡拾起了一张发黄的旧照片，在阳光下微微眯起眼睛，便陷入对于往事的回想之中
。       我们纪念校园生活，究竟是对年轻的单纯赞美，还是隐隐包含着对残酷现下的抱怨或逃避。回
想大学校园生活，感觉当时的自己那么年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同窗间的嬉笑打闹，情侣间的羞涩
暧昧...一部单车，一把吉他，几本书，篮球场边，自习室里，青春的肉体，暴走的荷尔蒙，被肆意指
点的江山...感谢那段时光，那段会让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青春岁月。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带入的校园生活符号，学生族们谁没有住过上下铺？又有多少
人也同样曾经拥有过某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只不过曾经与你分享快乐的往昔的兄弟如今却充满忧伤地
对当下的显示生活只字不提      好一个“只字不提”，如今那个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只在结婚的时候QQ
通知了我们婚讯，他对一切都“只字不提”，而我们也学会了温柔地不打扰，甚至连给他的状态点个
赞都再三犹豫。看到他的状态里透露出他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四处旅游的当下会停顿了一下，会替
他高兴，会羡慕，会祝福，也会焦虑，也会感慨，可是隔天该上班的上班，该奔波的奔波。可是我们
都回不去了，可是也没有什么好回去的了。
     就像张悬在《关于我爱你》里面唱的：“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感谢曾经拥
有的大学光景，认识的那些今后确实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的人。我终于还是失去了你们，我的青春，
我的大学，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愿你们都还是如我记忆中那般美好，在这意外频频的象牙塔外边。

PS:个人观点非喜勿喷，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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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7、《小清新》的笔记-第80页

        现实时空中的洁净与肮脏都被包容进荧屏之后的世界里，鲜血与泪水、柔情与欢笑，孰真孰假？
即使你用鄙夷不屑的眼光视小清新为矫情的代名词，但当你真的面对生命中真是存在的那份纯情的时
候，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深陷其中；即使你用逃离电影院这种方式表达你对重口味电影的恶心与反感，
但是你无法否认在大街小巷的黑暗角落里正在上演的暴力画面，可能一点都不亚于电影中的呈现。      
看文章的时候，书中提到的不少小清新电影都有看过，有些是朋友推荐，有些是卖座叫好随大流。小
清新电影看的时候完全没有负担，单纯美好得仿佛人间处处是真善美，30块钱换个好心情何尝不可？
谁规定电影就是要背着满满的被说教回家？我不喜欢重口味电影，宿舍疯传的那些网上禁片从未想到
去看，画面血腥可怖是其一，其二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很难排解从影片中得到的负面反馈，并将其转化
为我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理解人性的源泉。世界是很残酷，曾经你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后来
才发现这地球少了谁依然在转，而你身处其中，能把握的太少，重口味电影提醒得太多会怕，会累，
会怀疑很多。我还是喜欢简单的生活，不是小清新，只是一种选择。

PS:个人观点，文明发言。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8、《小清新》的笔记-第45页

        当小清新与重口味狭路相逢，碰撞出的不只是敌意，还有创造的火花。村上春树就不止一次地在
公开场合表达过自己对于村上龙的尊敬与欣赏。

9、《小清新》的笔记-第127页

        一幅画的空间，就是一个被隔断的世界。对小清新们而言，这种密闭的世界所承载的几乎是他们
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最后寄托；他们在单纯善良（而又一厢情愿的想象之中——这种想象只有因其密
闭才得以存活——寻求安慰并频繁地进行自我疗伤。这种疗伤是精致的，唯美的，但在本质上却是无
力的、无奈的，甚至是狼狈的）       我欣赏不了大师的画作，赏画的水平还停留在高一美术课本上。
接触宫崎骏的动画也是在高一时候美术老师放映了他的《幽灵公主》，才发现动画电影也可以这么好
看，只是野猪神要变化成邪神的重口味画面永远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再后来也看过《龙猫
》、《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等作品，还是能看懂他要传达的精神，只是很少会激动不已了，当然
这只跟自己当下的心境相关。几米的作品在大学的时候很流行，清新的画面，朴素的线条，简单的甚
至不明所以的寥寥数语，却能一再地吸引大家，似乎每一幅图都是韩剧画面。再后来，发现运用类似
几米画风的广告铺天盖地，手帕纸、奶茶、文具...原来商机真是无处不在。买过一本几米的作品，半
个小时就翻完了，纸张质量很好，画面还是一贯清新，只是某次舍友借走当蹲厕读品后就再也没动过
。

10、《小清新》的笔记-第120页

        小清新用绘画重建的这个世界是丰富的，却又是平面的；是和谐的，却又是脆弱的；是热忱的，
却又是虚伪的。

11、《小清新》的笔记-第14页

        立足于当下生活，侧重于表达校园、青春与爱情，固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因其清新可喜的风格吸
引别人的注视与好奇，但是时长日久之后，题材风格的雷同又会变成一把双刃剑，造成审美的疲惫。

12、《小清新》的笔记-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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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新》

        “小清新文学重视对语言的锤炼”，以前从未深入的去想过文学也有“小清新”，而且其重视性
，不亚于我们的诗歌及其他领域上的文学。

13、《小清新》的笔记-第10页

        “小清新”是“愤青”到“小资”的延续。特点是他们关注瞬间的感受，将过去、现在与未来，
浓缩在一种碎片式的意象之中，属于“纯粹的文艺范儿”。       “瞬间”、“碎片式”两个词映入眼
帘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小清新的画面：蔚蓝天空下一个短发女孩，身着碎花裙，掩在一片花
丛中，踮起脚尖，面带微笑望着远方。岁月静安，青春无敌。她的取景器永远是近距离的，所取的景
直接占据整个画框，就是将细节夸大，将很小的事物放大。      我终于知道大一时看安妮宝贝的书那种
不太顺畅的不自然感是什么了，之前的我听惯了特定大背景下的故事，对于突然的弱化背景，直接近
景观察显得很不自在，当时会想文字很好，但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在这个小细节上，原来这是一
种风格。很多人吃这一套，包括当时的我。“好吧。这是他们的句式，也是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
方式。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是，不会像愤青一样兄弟反目，坏处是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深入讨论。” 
    “好吧，随你怎么想”，“好吧，我无所谓”，类似句子确实经常从我从中说出。的确，这避免了
不少的冲突，却也使得话题戛然而止。这些话似乎带有一种我不认可你，但我尊重你的意味，有时候
却有一种逃避问题的懦弱感觉。

PS:以上内容纯属个人观点。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14、《小清新》的笔记-第170页

        其实小清新与重口味之间只有一墙之隔，这一秘密只有那个住在一楼，穿着大裤衩埋头上网闷声
发帖的屌丝知道⋯⋯

15、《小清新》的笔记-第164页

        这个介绍基本上概括了豆瓣网的特点：巨大的用户群，丰富多样的兴趣小组，主打日常生活和文
化，对用户的兴趣的尊重和挖掘换来的用户高度参与感，成功吸纳了音乐人、作家等内容创造者与受
众进行良好互动。      2010年11月心血来潮注册了豆瓣，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本科隔壁宿舍一个热爱音
乐的文艺青年跟我聊到了豆瓣，我问他“豆瓣是什么”，他戏谑地说“豆瓣你都不知道啊，现在大家
都在玩”，后来才发现了这么一个平台，生活中的兴趣小组大集合。注册了4年多，基本都没怎么上
过，期间在读研二的时候一朋友邀我参加了场同城活动，才发现是在豆瓣同城上报的名。再后来无论
是在校还是工作都未曾再碰过，直到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发现关注的几个小站在豆瓣有赠书活动才又上
了豆瓣。不是极力撇开上豆瓣就是小清新的标签，而是至今都不晓得怎么玩豆瓣。电影对我来说就
是2个小时的放松，我写不出花；音乐我习惯听流行和经典，纯粹也是瞎哼哼，在豆瓣里看到那些因
为一首歌痛哭流涕、惺惺相惜的评论，我感觉自己太冷血和理性；虽然我骨子里是感性的，，但多年
的理科生活让我对文艺阅读疏远了不少，会看文学，会被感动，只是都是一瞬间的感触。生活中习惯
了一个人独来独往，参加同城和活动只是让我这种高冷脸更加尴尬。

16、《小清新》的笔记-第63页

        小清新文化的原初目的本来是少数青年人的个性化表达，去“同质化”，追求差异化，标榜标新
立异，就像《文艺风象》杂志某一期的主题所说的那样——“我不喜欢我喜欢的被太多人喜欢”。

17、《小清新》的笔记-第159页

        简洁的产品包装，充足的选择空间，富于个性的产品内容，这些产品特性都满足了小清新对于物
质商品的要求，读到这里对小清新的了解，有深入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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