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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风文”特指将故事时代设定在20世纪八九十

年代香港的女频网络小说①。其特征是将一些当下

最受欢迎的网络言情叙事模式，杂糅进以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香港为时空背景的叙事设定之中。从性

质而言，“港风文”无疑是成型并发表于网络上的通

俗文学作品。其主题明确属于网络文学中的都市言

情一脉，即便有所取材于香港本土言情文学(如亦

舒、梁凤仪等)，却习惯从“内地”视角书写“香港传

奇”，无意中延续了由张爱玲所开创的描写香港的叙

事视角，然而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港风文”则又更

偏向于当下网络流行的言情模式。

于是虽借用了“港风”之名，却很难认为“港风

文”是“港风”审美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延伸。“港风文”

不可避免地具备绝大多数网络文学的基本特点，它

们以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流通方式被写作、阅读和

传播②，然而本文更关注的现象是，在这种通俗故事

中，作为叙事场景设定出现的那个具有年代感的香

港城市，显然被高度符号化、抽象化和滤镜化了。用

城市文学研究常用的说法，“港风文”中的香港叙述

只能称得上是跨地域的城市想象。但想象并不意味

着虚假。这重由叙事构造出来的“城市滤镜”，极为

典型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地读者，在凝视香

港这座城市时所透露出来的种种“惯习的目光”。事

实上，哪怕并非所有内地读者都曾去过香港或在香

港生活过，而生于内地、长在内地的我们，也绝不会

对香港一无所知。

本文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并非一无所知”的香

港认知，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促成并牵引着当代“港风

文”的创作，而在纷繁的新媒体时代下，“港风文”又

以何种方式回馈于内地读者所习惯抱有的种种香港

印象、香港观念。

一、以“港风”续写“香港传奇”

以内地作者身份撰写香港背景的故事，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中从来不是稀奇陌生之事。张爱玲当然

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并且她对这种站在内地视

角书写香港的写作抱有相当的自觉。在谈及《传奇》

中的小说时，张爱玲指出，她对香港的描写便是“用

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③。这一说法不仅清楚地

标榜了作者身为上海人的身份立场，同时也把她笔

下的香港界定为供上海人阅读和想象的对象④，巧妙

借助香港这个相异于内地的环境，塑造了传奇的效

果⑤。同样专注书写情爱欲望，王安忆的《香港的情

与爱》分享了颇为类似的写作视野，通过将香港处理

为一个缺乏地方性意义的“上演故事的戏台”⑥，恰恰

反映出作者把香港理解为“他者”的潜意识。在张爱

玲看来，一场介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城与城的“对

话”，可以通过“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的方式

来实现，王安忆的香港故事也势必要以类似传奇的

笔法写就。然而这种为香港“书写传奇”的做法，事

实上正可以用来描述“港风文”的缘起：它们不自觉

地承继了张爱玲等人的事业，在网络文学的天地中，

为内地的读者们“续写香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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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风文”好像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了对香

港传奇的续写，但又超出了张爱玲笔下那种上海—

香港双城间“互为镜像”的书写模式。在当代通俗文

学中，香港仍旧是那个香港，但内地的作者、读者用

来与小说中那个景观化的香港城市不断镜鉴、比照

的城市经验，却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广州等少数几

个城市。更准确地说，过去三十年内地的城市化进

程不断“生产”出大量具备城市经验的作者和读者，

他们分布并生活在过去数十年间拔地而起的各个大

中小城市当中，却将写作和阅读的兴趣投射到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一个在城市经验、景观和

文化上都同内地城市多有不同的城市空间。对于同

时身为文化消费者的内地读者而言，香港携带着自

身独有的城市文化特质⑦，或者说，那种得益于中西

文化交错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

的独特情调(或许“港风”也不单纯只限于独特情调)，
不仅本身仍旧是极具消费潜能的城市风貌，同时也

在不断提醒这些读者，这样一个通过传奇故事、通俗

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和自己所熟知的城市环境

在任何层面都很不一样。在一种透过文学不断相互

比照、观看的关系当中，“港风文”由此建构了当代的

内地城市经验同香港城市书写之间的新型镜像关

系，二者最终都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

正是这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观看”，开启

了今天网络上所涌现的“港风文”写作。它始于内地

读者对香港绵延不断的好奇，却最终将这种好奇转

化为文化消费。通俗文学本质上与文学的商业化相

依共存，因之通俗而得以售卖，因可消费而势必通

俗。于是，埋藏在“续写香港传奇”之下的现实目的，

显然是一种带有文化趣味的商业策略。只要“香港”

“香港传奇”在读者那里仍有市场，它就不难在当代

网络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港风文”中的“香

港”更近于一个可供销售的文化概念，一个具有商品

价值的文化品牌。而在商业化的文学世界里，“香

港”竟然可以同时具备写作/阅读和商业的价值，似

乎也和香港这座城市自身的特质有关。当下流行的

都市言情若非设定于一个面目模糊的内地大中型城

市，这些都市浪漫故事的最佳语境就只剩下了单调

的北京和上海⑧。相比之下，在“港风文”中作为地域

背景出现的香港，除了不同于内地城市的浓郁的独

特性之外，香港所携带的城市文化的“色彩感”显然

要浓郁和分明得多。没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可以像

香港那样，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集合，能够同时展现

出如此多元、复杂的文本可塑性。论及香港自身的

复杂性，以及香港作为城市参与进叙事的丰富文化

潜力，即便是以开放、多元自居的上海也远远不及。

正因为这样，在当代文学中，上海可以完美地被塑造

成通向现代性想象的符号都市⑨，但香港却不能。任

何想要平面化地把香港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尝试注定

都会失败。

从整体而言，“港风”更精确地说更多地指向了

小说“表层结构”的塑造，“港风文”会倾向于夸大化

地展现香港景观中足以突显文化异质感的成分，这

一点颇近于侣伦小说里塑造出来的香港风情⑩。一

个独特的香港既是小说的卖点，也构成了小说的风

格。当今网络文学的诸多类型中，与之类似的还有

女频的“金三角文”“民国文”以及男频的“东京文”，

这一类作品的共通之处在于把故事场景设定在一

个极为特殊的地域和时代，以塑造出不同于当代经

验的景观式写作，但在叙事上却未必能贡献出将之

划为固定类型的特殊之处。从这个角度看，“港风

文”的特点、风格和意义几乎完全建立在“港风”一

词所提示的城市叙事设定上，一旦将这些故事“安

放”进一个与身处时代迥异的时空当中，小说在事

实上被增添了一种因时空阻隔所带来的阅读上的

猎奇感。

可在小说的场景设定之外，在内容层面上，“港

风文”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叙事和情节意义上的贡

献。在这一点上，“港风文”已然篡改了张爱玲、王安

忆对“香港传奇”的定位。过去，内地作家笔下的“香

港传奇”之所以独特，就在于这些故事永远不可能发

生在内地其他地方。李欧梵曾经这样评价经典作家

笔下的香港：“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

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却可以在香港发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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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港风文”却一再地重蹈着当代网络女频文学常

见的叙事套路，执拗地让那些完全可以在任何内地

城市发生的相似故事，在香港这个戏台、布景上再

度上演。甚至那些为当代网络读者耳熟能详的言

情叙事模式，既可以在“港风文”里出现，也完全可

以发生在以金三角或民国上海为背景的女频小说

里。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仍旧是那个讲述罗曼蒂克

的戏台，只是当中国其他城市(进而包括其他被通俗

文学染指的异域时空)在通俗文学层出不穷的书写

中逐渐“罗曼蒂克化”了以后，香港在整体文学世界

里作为罗曼蒂克象征的城市身份，也便不再那么的

独树一帜。

所以，不管如何将“港风”塑造得贴近那个作为

对象的香港，最重要的始终是在故事中割裂一个以

“香港”为名的异托邦，传递出一种符合大众阅读想

象的独特的香港。从写作、阅读的身份立场同书写

对象之间呈现的有意味的张力来看，“港风文”始终

都只是在扁平且空洞地续写“香港传奇”，因为看起

来这些“港风文”既缺乏张爱玲那样亲身在香港生

活的经验，自然也不可能具备张爱玲挑剔、省查香

港的“本土”立场。最典型的证据在于，张爱玲所

写的都是属于同时代的香港城和香港人，而标榜

“港风”的网络小说则无一例外回避了对当代香港

的描写，它们更倾向于将小说时代放置在更便于想

象也更适合于虚构的“旧日香港”，一个最符合内地

认知的“香港”。

下面就将结合一些常见的“港风文”叙事要素，

简要剖析“港风”这个空洞的能指是如何在小说中被

塑造出来的。

二、可被消费的香港都市奇情：符号与故事

“港风文”的特征几乎完全放置在“港风”一词所

提示的城市叙事上，对此，不同作者采用了许多独具

匠心的方法。从时间维度来看，营造“港风”的常见

做法，是在行文中穿插 20世纪 90年代新闻报道，以

制造出一种时空“在场”的错觉。《今夜离港》(作者：

兜兜麽)选择历数 1991年的新闻报道作为开篇，由

此揭开了名叫“香港”的时代剧大幕。《佛兰明歌》(作

者：也稚)第三十四章记录了 1997年 7月的几条代

表性新闻，以此巧妙地映射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下的香港局势。至于在空间维度的“港风”营造则

来得更为直接。重庆大厦、九龙寨城、启德机场等

地点反复成为各类“港风文”中的文化“地标”。《香

江失渡》(作者：子茕啊)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典型，

故事以“重庆大厦”为首章篇名，故事主人公又被设

定为出身九龙寨城的“北姑”之女，两个标志性“港

风”场所就此在同一故事中叠加，使“港风文”更加

“港风”。至于在小说中掺杂粤语词汇甚至是香港

本土的俚语，固然对写手来说构成了极大挑战，却

是塑造“港风”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量诸如“契爷”

“差人”“大金牛”等本地词汇，在“港风文”的作者和

读者那里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场景密码。为了让不

了解香港风土的读者不至于产生阅读障碍，许多“港

风文”还会增加俚语注释——这或许是《善男信女》

(作者：步微澜)所开创的“传统”，这部小说在每章开

篇，都会附上所用方言及俚语的介绍，甚至连带介绍

了相关的香港地名及文化。

在通俗文学中令内地读者感到“陌生化”的

“港风”，并不限于使用上述这些城市符号去堆砌

出一种流于表层的营造。“港风”也必须由一系列

结构化、同时也仍旧是符号化的故事元素所塑造，

如此才能给独特的香港灌注进充足的罗曼蒂克想

象。有趣的是，“港风文”所提供的“香港罗曼蒂

克”又是高度类型化的。也许，发生在香港的“罗

曼蒂克”只有经过类型化写作之后，才能在写作上

“制服”那个令人不安且陌生的“异色香港”。用符

号堆砌起来的异域般的城市景观，与类型化、模式

化的浪漫故事套路之间，由此实现了一种不无默

契的平衡。

(一)黑帮题材与犯罪都市

“港风文”经常取材黑帮故事进行创作。被誉为

“港风文”“开山鼻祖”作品的《善男信女》(作者：步微

澜)就采用了典型的黑帮题材，故事的情感线融合了

“强取豪夺”“破镜重圆”等网络通俗言情常见的叙事

套路。之后大批“港风文”均取材于香港的黑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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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只是在黑帮题材上铺展的“情感线”略有参差。

例如，颇受好评的“港风文”《今夜离港》最终将黑帮

大佬与豪门外室家的少女之间的情感线，写成了男

女主人公间的双向情感“救赎”关系；同一作者的另

一部港风作品《无间宿命》(作者：兜兜麽)则聚焦于

警察和黑帮之女的情感纠缠；近期在“豆瓣阅读”

结束连载的港风作品《地尽头》(作者：丁甲)写的

是黑帮大佬之女与黑帮马仔的爱情故事，则试图

从人格意义上塑造男女主人公的“双强”关系。即

便在非典型的黑帮题材“港风文”中，例如以展现

豪门斗争为主题的《佛兰明歌》，黑帮也充当了极为

关键的要素。

这类将言情故事与黑帮题材混搭的“港风文”作

品，显然具有相当突出的共性特征。当小说主人公

被设定为“古惑仔”式的黑帮人物时，故事就不可避

免地穿插着大量凶杀、火拼、械斗等犯罪活动，这就

势必会将“港风”叙述的重点放置在以黑帮、差佬(警
察)为代表的群体上，尽管叙事还可能辐射到一群在

正邪两股势力斗争下“讨生活”的市井阶层，但无论

如何，这些小说里的香港，注定成了一个在黑帮同警

察斗争中模糊了正邪与善恶界限的城市。正如《地

尽头》里会把香港描述成一个价值观念被颠覆的城

市：“那些住山顶的人也会抱着襁褓里的婴儿跳楼，

身光颈靓的金融精英也可能是诈骗惯犯，古惑仔在

黑社会里呼风唤雨日进斗金，遇到警察照样低头认

命。”一旦“犯罪都市”与言情传奇叠加，女性主人公

所在的家庭与家以外的城市，便经常被塑造为一体

两面的关系，于是对于言情故事而言，一个多元化的

香港既是上演爱情的背景，也是诱导爱情发生的前

提：都市带来的种种风险，使得家庭很难再充当保

护弱小女性的避难所；可一旦走出家庭，女性就被迫

要在危险的城市中寻找“动荡世界里唯一依靠”。把

香港描写为现代都市的设定，既决定性地推动着女

性主人公被迫走出家庭，也构成了引导女性持续走

向男性主人公的外因，而所有被浪漫化处理的“传

奇”，就发生在女性走出“父家”之后、步入“夫家”之

前那段漫长的时间缝隙之中。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在这类以黑帮题材为

背景的言情故事里，所谓“港风”在本质上把香港书

写成一个现代都市，这一点正类似于阮朗那些意在

“暴露罪恶”的作品，从中反映出的是一种高度概念

化和漫画化的先验香港想象。这也决定了这类故

事的普遍结局通常是，一旦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关系

最终获得和解，他们就必须离开这座“犯罪之都”，另

觅可供安定生活的去处。总之在这类故事中，香港

就这样牵动并成就着少女同黑帮青年之间的奇情爱

欲，却始终不被塑造成一个可以提供稳定家庭生活

的场所。

(二)封建家族的苍凉背影

“港风文”中的香港绝非适宜安家之所，痴男爱

女、苦命鸳鸯唯有脱离此地才有可能安居乐业，不唯

如此，小说里的香港或许本质上就无法提供和睦的

家庭生活。不仅在小说呈现出来的原生家庭各有各

的悲剧，更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少小说不约而同地将

香港社会存在过的一夫多妻制度，作为表现家庭不

幸的特殊背景。最典型的作品《佛兰明歌》直接以香

港豪门为题材，小说叙事的主线围绕“大房”幺女裴

辛夷向“二房”的复仇展开。然而，借鉴香港豪门八

卦构筑一夫多妻家庭关系的创作，一直在网络文学

中屡见不鲜，在许多不被归于“港风”的女频小说里，

也时常可以捕捉到取材于香港豪门的家庭描述。至

于各类公开或半公开的多妻家庭形态，在“港风文”

中更比比皆是：《善男信女》中女主人公的母亲本为

黑帮大佬的“外室”，这样一个原生家庭用女主人公

詹美若的话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畸形”。《今夜离

港》中女主人公温玉本为家道中落的豪门温氏“七小

姐”，生母原是“船王”在内地的情妇，因生下了唯一

的儿子成为家中“三太”，而故事开始时，家里还多了

一位同样“名不正言不顺”的“四太”，整个家族住满

了“活在上世纪的太太们”。

在“港风文”的叙述中，所有这些不符合现代一

夫一妻婚姻观念的“畸形”婚姻关系，通常被一律视

作封建糟粕制度的残余。固然以一夫多妻为代表的

种种背离现代婚姻制度的现象，在香港社会中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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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合法”形式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一夫多妻、包

二奶、私生子等颇为畸形的家庭关系已然是小说构

造“港风”的定势叙说，最终成为小说中指认“封建香

港”的标志。罗孚曾经用文言文为例，指认香港长期

受到封建文化影响。在“港风文”中，一个在陈旧制

度下组织起来的多妻家族，或许更活灵活现地传递

出了“封建”这个标签的意涵。《今夜离港》对此表达

得相当明确，小说把温氏这个多妻家庭安置进名为

“忠烈祠”的祖宅中，在这个不无封建色彩的地名上，

更竖立着“一座砂岩凿出来的贞节牌坊”，象征着整

个家族在 20世纪末仍沦陷在“古老而僵死的时光

里”。《佛兰明歌》中的人物矛盾围绕裴氏家族的“大

房”“二房”展开，在富于反抗精神的女主人公裴辛夷

看来，深陷豪门争宠的“二太”何云秋“就像深宫里的

嬷嬷，害人时别有创造力，可自始至终都跳不出宫

墙”。此种描述同样暗示了这般畸形的家庭关系与

封建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

通常“港风文”中出现的封建家族如今只剩下一

个苍白的背影。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象征着父权因

财产积累曾一度高涨，家道中落的现实则意味着父

权的衰朽，家庭内部的纷争和不再受到家族庇护

的女性，不过是父权衰朽后的一系列连带后果。

由此也可以看到，“港风文”中将香港定义为存放

封建家族的场所，恰恰颠覆了张爱玲在《倾城之

恋》中试图构建的“封建(上海)白公馆”与“浪漫香

港”之间的对立。只因为“港风文”所立足的内地

本土视野当中，早已不存在任何封建家族的身

影。这又一次印证了前文提出过的观点：当代内

地城市经验同香港城市书写之间所形成的新型镜

像关系，决定性地改写了由张爱玲开创的“香港传

奇”在今天的文学书写方式。

(三)价值对照下的关系叙事

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描述在“港风文”中很少成

为叙事的核心，但基于“港风”的写作视角，内地不论

作为小说中确切出现的地点，还是代表一种与香港

相关联的价值立场，都不可能在此类小说中彻底缺

席。或者更确切地说，叙事层面主要存在于“乡土内

地”与“城市香港”的对比。香港贫富差距是如此之

大，既能一夜暴富又能瞬间一无所有的城市，不断培

育着内心扭曲的个人。从内地来到香港，对于个体

来说，首先意味着价值观上的强烈对照。《地尽头》中

来港读书的邓颖说：“来港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世界这

么大，路上的车又靓又宽敞。房价高得离谱，但你们

人人住半山，下午茶都要讲究瓷碟上的图案是否与

家具搭配。”《佛兰明歌》中的反派“二太”何云秋，就

因为“从惠州到九龙”后的经历，使她认识到“穷是万

恶之源”。然而绝大多数时候，小说中存在着那个回

不去的故乡，原本在内地生活的殷实鼎盛之家，一旦

迁居香港这个花花世界，就势必走向家道中落。《善

男信女》中女主人公的家庭就是如此，而《今夜离港》

中的“七小姐”随着身为豪门情妇的母亲被接到香

港，没有如愿过上豪门的生活，反而见证了温家从风

光岁月落到赌债上门的下场。

香港是如此地充满各种机遇与可能，依靠本分

努力在这个资本所主导的世界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一切，原本富庶的家庭却可能被这座城市的危险所

捕获，成为繁华都市里造就灯红酒绿的祭品。无怪

乎小说经常在文化和价值意义的层面上象征着香港

的对照。《佛兰明歌》有一个细节提到了一对来自内

地的张姓商人父子，儿子对着港人“张口‘资本主义’

闭口‘糟粕’”，父亲则大骂做灰色生意的香港商人

“公然藐视法律”，如此表达着内地与香港的观念分

歧。在分析“港风文”到底怀着何种价值立场时，涉

毒段落或许是非常好的例子。好比说，《今夜离港》

十分有意地将男主人公戒毒的场所“搬回”内地，不

仅使其成为小说里那个“毒品泛滥的香港”的对比，

这种叙事本身也反映了作者自身对待毒品问题的态

度。这是因为，即便“港风文”可以写到暴力、毒品等

一切不符合当代主流价值观的事实，也必须在行文

中不断暗示对此类“香港事实”的价值批判，哪怕这

种“香港事实”也是经想象后展现出来的不无偏颇的

事实。

相比之下，没有什么比“偷渡客”的身份更尖锐

地体现着种种关系的复杂性。许多以黑帮为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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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故事，都会将男主人公设定为偷渡来港的古惑

仔。前文提到的《今夜离港》必须让男主人公回到内

地完成戒毒，发生在内地“老家”的家庭悲剧是促成

男主人公偷渡来港的直接原因，但至少在“老家”暂

时不存在黑帮，也不会纵容犯罪横生，有的只是因为

私人道德堕落带来的家庭悲剧。这也使得“内地”在

“港风文”中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公共道德和文化价值

的“净土”，各种不为主流价值所接纳的“异物”，则只

能圈定在香港的地界以内。

《地尽头》也延续了《今夜离港》的模式，将男主

人公设定为来港偷渡客的身份，但在这个故事中，男

主人公是一个很不典型的黑帮马仔。对他而言，为

黑帮做事只是偷渡客“命贱”地挣扎求生，绝非他自

愿选择的生活方式。男主人公可以替黑帮大佬杀人

越货，却拒绝吸毒嫖娼这类有违私德的行为，可在许

多读者看来，如此不典型的黑帮马仔却是一个理想

的言情文男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有些段落特别

以男主人公的口吻谈到对香港这片土地的认识：“这

里从未给过他分毫归属感。金钱第一利益至上，最

不缺的就是他这类帮人搏命的街头烂仔。死了他一

个，还有成千上万个，堆砌出日新月异的繁华盛世。”

小说女主人公作为黑帮大佬千金，对于自身的存在

也报以极为清醒的认识：“她睡的是人肉堆砌的高

床，吃的是践踏法律的菜肴，身上一针一线皆由性命

编织而成。”——这或许正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写下

充满了黄赌毒的香江往事，并不意味着要在价值上

认同这个社会。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挣扎于

污泥中的苦命鸳鸯，但作者又不忍心让小说主人公

成为彻底的负面人物；而为了让内地的言情小说读

者更好地接受黑帮出身的男主形象，古惑仔居然也

可以在“港风文”中守身如玉。

(四)通向更广阔异域的中介

与多元维度的内地与香港关系不同，还有一些

“港风文”注意到了香港立足华南、辐射东南亚的地

域特质，从而在小说中将香港表达为一个通向更广

或“异域”的中介。由于不少“港风文”都涉及黑帮题

材，自然也会在叙事中谈及与黑帮生意有关的金三

角等地，例如《地尽头》中就展现了两种中国香港以

外截然不同的异域：一个是与黑帮生意息息相关的

缅甸、俄罗斯等地，尤其是 1991年经历苏联解体后

“乱世出枭雄”的俄罗斯，用小说里的话说，“俄罗

斯不像港岛讲道义，也不像意大利讲伦常。这里

想杀谁就杀谁，活着靠暴力，死了归上帝”。但另

一个异域则是美国，小说把芝加哥幻化为可以“躺

在杰克逊公园草坪上大声朗诵金刚经”的理想居

所，却没有考虑到芝加哥大学附近暴力枪击案件层

出不穷的现实。

但是将更广阔的异域揭示得最细致的小说可能

还是《佛兰明歌》，小说第一部名为“南洋旧事”，开篇

就揭示了这是一部聚焦中越关系的作品：

裴辛夷的一生有三次重要的飞行：一是飞抵河

内，二是飞离大叻，再是飞往西贡。将三点连线，由

北向南，几乎画出一张越南地图。来来去去，飞行弧

线的另一端皆是香港。

然而这部作品之所以仍是“港风”题材而非“南

洋风”，是因为牵动整个叙事发展的矛盾中心仍集中

在香港。正如故事中的阮决明本质上是一个因感

情纠纷而被卷入香港豪门恩怨的“外人”，位于越南

的阮氏帮派最终面临来自政府军的肃清，本质上源

于“97回归”对所有以香港为中心的地下交易的震

慑，因为掌握了黑色贸易生命线的，正是位于香港

的航运世家。在越一港地下交易中作为供货方的

越南，在小说里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形象，正如决定

小说情感关系走向的关键，也只能落地于香港而非

越南——越南见证了裴辛夷和阮决明的定情与重

逢，感情的破镜重圆则必须发生在香港。最终正如

一切“港风文”所选择的那样，想要厮守终生、换得

一个完满的结局，就必须逃离汇集了一切恩怨情仇

的香港，换一个新身份来到安全的异域(新加坡)重新

开始。

提及各种异域，就此构成了“港风文”非常值得

一提的特点。哪怕这些异域也注定是带有想象的滤

镜化书写，但这些异域的存在，恰恰在小说里锚定了

香港在叙事层面作为地点的性质。《今夜离港》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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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公选择定居的加拿大，“这边社团未发达”，移

民后的黑帮大佬陆显只能“做做生意，赚赚小钱”。

《地尽头》里，仿佛离开了香港，就把一切铤而走险、

江湖恩怨与灯红酒绿抛在身后，与此同时，象征着罗

曼蒂克的奇情爱欲，也被一同尘封在这座城市的记

忆里，不可否认的是，“港风文”中的香港，本质上就

是个在故事中任凭爱情发酵的城市。

三、回望香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通俗文学的商业性及消费性，使“港风文”更需

要一个具有符号属性的香港。一个真实且立面的香

港既不必须也不必要。作为小说里的城市布景，香

港即便仍被赋予了浪漫色彩，却始终是一个高度扁

平化的、滤镜化的文化符号，而当这座城市被沾染了

层层叠叠的超自然般的异域想象时，却被迫充当起

容许通俗文学创造出猎奇的乃至超现实情节的“避

风塘”。通过阅读网络文学，文本所构筑的虚拟现实

部分，“实现”了读者在现实中无法成真的愿望，而

“港风文”中所描绘的20世纪经济腾飞期的香港，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扮演起了只有借助阅读才能满足的

欲望客体。

现实中的香港同内地作者笔下的虚构香港、香

港想象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距，造成这一点的

原因却有着多个层次。首先，过去在文学研究领域

谈及内地的香港认知时，“中原心态”是一个高频概

念，同时学者们也很早注意到，所谓“中原心态”源

于内地(尤其是城市)与香港之间存在着的互为“他

者”的观看关系。李欧梵十分犀利地指出，20世纪40
年代张爱玲把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香港对上海

的中国居民来说，一直提醒着他们半殖民地的焦

虑”；而到了20世纪末，香港的大众传媒经常将旧上

海作为“时间末的城市”(梁秉钧语)的镜像想象物，从

中捕捉到了不能为大写的历史叙事所阐述的神

秘。延续这种观察视角来看，“港风文”始于内地

(或者说广义的“中原”)对香港这个“边缘”地带的观

察、审视与好奇，这类小说始终是抱着“中原心态”去

观察香港后的产物。只不过这种“中原心态”在当代

最大的变量在于，当中国内地在经历了几十年高速

城市化进程之后，支撑所谓“中原心态”的物质和现

实基础已经天翻地覆。“港风文”里的香港未尝不是

当下内地城市及其未来的寓言，至少对读者而言，在

阅读中一边想象着繁华都市酝酿出的罗曼蒂克传

奇，内心同时也在衡量着自己所能容受的城市发展

的方向与限度。

另外，作为一座在同内地城市经验多有不同的

华南城市，香港在历史上形成了既不属于殖民主义

也不符合民族主义的那种“反省、共处”的特质，决

定了香港连同香港文学都势必共享着这样一种独特

的复杂、混合。当这一切投射在内地的读者和观众

的眼中时，自然很容易把香港有意或无意塑造或理

解为一个充满新奇体验的地域，乃至一个包容了多

元形态的“超自然世界”。久而久之，这种观看逐渐

“惯习化”为站在特定立场去观察的文化心态。反过

来，瞄准香港的这般猎奇式的文化搜寻，又深化了内

地接受者对香港的多元认知。

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涌入内地市场的港台

通俗文艺作品，则为内地观众、读者提供充足的想象

与猎奇香港这座城市的基本素材。前文提到“港风

文”脱离不了黑帮题材，而 20世纪 90年代正是以

《古惑仔》为代表的香港黑帮片最为兴盛的时代。

此外，包括TVB港剧、香港武侠小说和言情文学、港

产漫画、香港流行音乐等，都足以为当代网络文学

的作者标记出一系列构筑“港风”的文化符号。这

也决定了“港风文”只能从已有的通俗文艺素材中，

拼接并构筑出一个与之时代接近的香港。考虑到

这重影响，前文所列举的种种指向“香港印象”的标

签要素，之所以填塞了当下内地通俗文学中所谓

“港风文”的叙事脉络，其原因或许并不难理解：这

些由内地作者所构筑的“香港传奇”，即便距离真实

香港相当遥远，却如实地写下了过去数十年间内地

受众以猎奇心态观看香港之后，所堆砌出来的那个

印象画式的香港形象。

造成这种印象画式的香港认知的根源，或许正

源自内地目光难以从香港身上发掘并寄托“现代性”

想象的不满足感。与“港风”审美所折射的那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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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想开放和流行文化繁荣的香港想象不同，

“港风文”更善于在搜幽寻奇的观察里，表现因纠缠

于中西文化之间而“蜿蜒流动”的香港。作为复古

流行审美的“港风”，与作为通俗写作题材的“港风”，

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化意义层面的香港：一个是代

表了经济腾飞时期走在世界潮流前端的、作为现代

大都市典范的辉煌香港；另一个则是不遗余力地演

绎那个掩盖在“石屎森林”底下的、纠缠于古今中西

之间的那个反现代性宏大叙事的香港。这两种香港

印象的表征(representation)，本质上均诞生于“真实香

港”同投射在香港身上的那一束束急于拥抱“现代世

界”的内地目光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目光本身也是历

史的产物。

可问题在于，对网络通俗文学而言，最关键的其

实不是这种文学是否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香

港，而是怎样更好地使香港事实上成为一个可以被

消费的叙事情境。上述两种在文化上自相矛盾的香

港印象，却同样被汇注入新媒体时代的消费文化之

中，化身成为在时尚、文学两个领域被各自表述的

“港风”。有人从中消费到了怀旧的情绪与复古的风

格，有人则消费到了超越日常生活琐事的惊奇感和

被压抑的都市爱欲。在这个意义上，“港风文”的文

化意义就在于，通过对现实香港做了虚构化的处理，

在新媒介革命的强大助推下，将埋藏在著作与阅读

之间那种极为真实的大众心态得以暴露出来——怀

旧是真实的，猎奇与窥探也是真实的，甚至连小说

字里行间的批评也同样真实，因为作者、读者对香

港的心态就是如此复杂。最终网络文学中的城市

更接近于电子游戏中的场景设定，不无讽刺意味的

是，真实的香港旧影反而无法在商业化的书写和阅

读中满足读者的期待，而这或许是绝大多数网络文

学中被符号化的城市叙事所注定遭遇的命运。作

为构筑小说情节的工具，香港在“港风文”中简直无

所不能；但在传递深层意义的层面上，故事里的香

港显得一无是处。

所以我们认为，“港风文”所能写下的可能只是

一种“可控制”的香港传奇。如果说香港文化历来以

独特的“都市性”著称，那么显然“港风文”没能延续

曾经“香港传奇”所蕴含的特异的都市性。在当代网

络通俗写作中，非但香港在不同故事中被高度扁平

化、单一化了，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以来积极介入

传奇叙事的“文学城市”特质正在消解，反而在通俗

文本中逐渐沦为一个外形独特却被不断注入雷同故

事的景观城市。“港风文”以炮制在叙事层面上缺乏

特异性的罗曼蒂克故事，使香港在大众文化中所具

有的本质性的罗曼蒂克色彩逐渐走向消亡。即便

“港风文”极为谨慎地借助符号化的叙事、方言写作

等手段，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符合“港风”想象的香

港都市景观，然而“港风文”却从来不曾真正地与香

港这座城市发生文化层面的“共情”，所传递的也绝

不会是香港这座城市所独有的都市观念或文化态

度。这种颇为纠结的著作态度，时常在小说中造成

叙事与价值的割裂，而这种割裂又不能真正指向对

香港城市或香港社会的批评，因为似乎内地作者本

质只是香港的他者，常常缺乏批评的意愿，也难以

“对香港作出什么看法”。

照此看，专注于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为

背景的“港风文”的写作，大约是对张爱玲和亦舒所

开创的“文学传统”的不均衡延续。一方面它承继了

张爱玲为读者写“香港传奇”并极力邀请读者以阅读

遐想“香港”的文学事业，却又剥夺了张爱玲书写香

港时暗含的沪、港双城对照的比较意味，因为今天与

香港构成相互窥视、镜鉴关系的内地城市早已不再

局限于上海。另一方面，香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发展出了独到的“都会的流动变貌”，可香港的都市

文化毕竟有违内地作者的城市经验，因而同样书写

言情故事，当代中国网络文学不可能用亦舒的方式

撰写发生在香港的奇情爱欲。最终只能将内地读者

喜闻乐见的文学叙事模式，抛掷进亦舒小说所划定

的旧日香港情境中，同时将香港本土言情文学所具

有那种独到的“都市性”排除在外。在“港风文”的世

界里，香港实质上是一个时光停滞的、被叙事锁进博

物馆里的旧日城市景观，“港风文”中的香港只在确

定的时段中拥有短暂的、可流逝的时间，却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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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己的历史。

四、结论：驯服“香港罗曼蒂克”

网络文学中称之为“港风”的表层构建营造，不

管用多少文化符号拼贴起一个漂亮精致的复古戏

台，最终反映出来的，仍旧是由左翼批判话语、罗孚

式的异域猎奇书写和大量香港通俗影视素材加以糅

合而成的混沌城市印象。在叙事的价值态度上，“港

风文”又把从香港社会那里观察到的一切陌生和异

质的东西，诉诸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化的批

评。所有这些混沌“港风”印象与宽泛价值批评的集

合，大体上填补出了一幅内地读者对香港的集体认

知与想象的图景。

“港风文”所构筑的香港似乎还是那个“爱欲游

荡、分裂、折射、永劫回归的中介点”，充满了蓬勃的

罗曼蒂克色彩，却不是一个可以在价值层面加以简

单厘清的城市。一代又一代来自内地的作者，都选

择把香港作为罗曼蒂克发生的背景，但又将他们对

香港的复杂感受，埋藏在想象的罗曼蒂克故事背

后。张爱玲曾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

城。”“美而哀”的判语无不透露着价值色彩的含混、

情感色调的割裂。王安忆笔下的香港也仍是美的，

但支撑着那种城市之美的不再是“悲哀”而是“丑

陋”：“有了这丑陋作底，香港夜晚的美便不再是浮光

掠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美了。这丑陋是石头一样坚

硬的东西。”当代“港风文”的写手们同样一面被香

港的罗曼蒂克之美所捕获，一面又无法克制地控诉

自己所写下的这座城市。《香江失渡》开篇描述了一

个“腐朽糜烂，却又欣欣向荣”的香港：“这里是滋生

黑暗的天堂，纸醉金迷的背面，最低级的享乐，黑暗

里常常隐匿着白日人们看不到的虫。”《无间宿命》第

三章的形容与之类似：“这正是黄金遍地的年代，碰

撞毁灭的年代，是生与死的抉择，亦是钞票堆砌的梦

幻。”在当代网络流传的通俗小说里，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香港悖谬地包容着“美与丑”，他们似乎相信，

掩盖在香港繁华之美的另一面，只能是种种自己未

必经验过的“恶”。

对香港的迷恋、憧憬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座城

市的万千夜色。香港之于张爱玲不过是一个“她

者”；之于王安忆而言也不过是一个“象征”，只供生

长奇迹，绝无安顿之处。对当代“港风文”的作者而

言，香港又何尝不是一个“他者”和填塞空洞符号的

“象征”？不同之处在于，“港风文”已经不再幻想一

个属于香港的独一无二的故事。即便正如王安忆说

的那样，“香港的故事是不会演到头”，只不过在网

络文学中，以香港为背景的故事哪怕罗曼蒂克到“狗

血”，也必须以内地读者所喜欢的模式展开。“香港的

罗曼蒂克”正随风而逝，剩下的只有被商业文学、消

费文化所驯服的“罗曼蒂克在香港”。不管怎么说，

一个从内地视角写就的香港罗曼蒂克故事，恐怕未

必服从于香港这座城市以及香港人的意愿。因为正

如赵稀方所注意到的那样，香港人在叙述香港时不

仅不浪漫，时而语带反讽，然而“这约略的讽刺下面

其实隐含着未被注意到的踏实和眷恋”——不是罗

曼蒂克而是“踏实和眷恋”，从生活意义上构成了对

香港人而言“恒常”的东西。

注释：

①“港风文”得名于“港风”一词，内涵却略有不同。作为

“复古”审美的一个分支，“港风”审美在女性消费领域大放异

彩，这种审美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明星妆容、服饰等

为模仿对象，追求在视觉上区别于当下主流审美且色彩感强

烈的流行美学。同时也必须指出，男频的网络文学中也有与

女频“港风文”类似的作品，但考虑到叙事形式上与女频作品

有着明显反差，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②有部分此处谈及的“港风文”后来以图书形式出版，如

《善男信女》《今夜离港》，但我们仍将这些作品看作网络文学。

③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 4卷，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2，第19-20页。

④王德威：《如此繁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
151、218、218页。

⑤王淑芝主编：《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5，第222页。

⑥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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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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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第1-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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