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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市井与“新市井”最大的区
别其实就在于数字化。“市井”这个
词的意义在不断迭代的同时，人类
作为生活本身的实践者，其寻找
烟火气的方式也在不断出新“新
市井”的最大魅力，更在于其包
容与多样性。其实技术所驱动
的“新市井”，完全没有抛却情
感的元素，它同样在以人为尺
度审视朴素的日常生活。其
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明晰，我们
所热爱的市井，并不在于宏
大的叙事和空泛的、千篇一
律的口号，当所有关于流
量、转化、速度的叙事都缄
默，还有更加具体的温度、
信任、仪式感让“新市井”
始终明亮。

打开抖音，就像走进

了一条热闹的街区，天南海北的人们
在这里用视频见证市井生活中的烟
火与温暖。今年以来，随着人们对滤
镜、美颜等内容开始产生疲劳，观众
对市井类内容需求增大，人们对市井
街头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方式饱含
期待。在抖音上坐拥128万多粉丝
的宜兴洋媳妇娜塔莎经常会用宜兴
方言讲解宜兴的风土人情，“我的这
些视频不仅宜兴人能看到，很多其他
地方的网友也很喜欢。他们看了我
的视频，有的还专门来宜兴玩！”娜塔
莎表示，自己会好好利用网络平台，
推广宜兴文化、旅游、美食等等，把宜
兴的美传播到全世界。

当下，数字烟火璀璨绽放的领
域还在直播带货。参与这场直播
热潮的，有网红、素人，有为了地方
发展卖力“吆喝”的政府官员，也有

为了助农增收帮忙直播带货的媒
体力量。万石镇有悠久的水芹等水
生蔬菜种植历史，为了进一步打响
水芹知名度、拓宽销路，万石镇人民
政府就曾举办5G智慧小镇·万石水
芹直播带货活动，将“万石水芹”送
上网端，线上线下吸引近5万人次围
观。一直以来，市融媒体中心也积
极参与助农增收服务中，今年5月，
该中心“看宜兴”直播带货项目组
就走进位于新庄街道的耕乐园农
场，开展直播带货专场活动。2小时
的直播时间里，吸引了近6万多人
次网民围观。

从线下到线上，“新市井”不仅长
出新商业形态，也在推动人们的观念
进步。我们能清晰感受到，那些丰富
的精神性内容和消费，仍能让我们切
身体会到生活本身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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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附近”，是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
项飙提出的概念。在项飙的描述里，“附近”
接近于传统的“市井”概念，找回“消失的附
近”其实就是为个体生活重新构建一份有
着烟火气的场域。虽然随着科技与经济的
发展，“附近”日益被忽视。但最近，社区的
意义再次显示出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
代生活里的邻里互动和市井的意蕴。

疫情之下的大都市，迅速产生了活
跃的社会联结。平时缺乏互动的邻里
开始通过自组织自发联结在一起，并以
小区为轴心延展到附近的超市、菜场、
卫生服务中心，寻找、协调、分配各种
生活物资资源，从而保证日常生活有

序地运转。从小区微信群里上演的“我的团
长我的团”，到公寓楼里被各类物品堆满的
互助小推车，再到“00后”UP主将自己做楼
长的经历拍成“VLOG”……很多人的一个亲
身体会是，消失多年亲密的邻里关系，在疫情
隔离期间重新建立起来了。“封控期间我们有
热心的邻居立马联系了自己开商超的朋友，
在第一时间帮我们小区组织了团购，保障了
基本生活；因为买不到半成品食材，很多独居
的年轻人不会做饭，邻里之间知道以后做了
饭都会捎带给他们也送去一份；有各种物资
保障资源的邻居们也都自发地当起了团长，
组织大家统一进行团购，到货后再分发到每
家每户……小时候常常挂在父母长辈嘴边

的‘远亲不如近邻’，突然有了亲身的体会。”
家住上海长宁区的宜兴人曹冰清说。

同时“附近”不仅仅只是一个物理空间
维度的界定，还是一种情感和文化维度上个
体对社会的粘黏性。在2021年的金秋经贸
洽谈会上，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大会宣传片
《醉美是故乡》正式上线，让不少乡贤热泪盈
眶。影片通过故乡、新貌、希望三个篇章，全
方位展现了宜兴味道、宜兴记忆与宜兴发
展。让乡贤们通过镜头画面，“回到”各自童
年忆起儿时美好，感受家乡巨变助力家乡发
展。重拾“消失的附近”，以乡情乡愁为纽带
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正不断
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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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是人间烟火的聚集地，也是
商业氛围浓厚的空间。这个场域里散
播着特有的人情温度和气息。所以，
不论是城市的原住居民，还是远离故
土的异乡客，都对市井保有着美好
的情愫。

位于宜城街道的东风巷，是旧时
宜兴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
录了那段古老的城市历史，也承载
着无数老宜兴人对故乡的深深眷
恋。近来，东风巷里多了一家食吉
馄饨店，小店从下午5点营业至凌
晨2点，有些“深夜食堂”的气质。
虽然店铺只小小一间，主理人李
旭磊却也倾注了不少心思，从装
修风格到菜品设计都细致又细

致。把小店开进东风巷，他希望能构筑
一方安静的小天地，招呼城市匆忙的人，
抚平日渐浮躁的心。近年来，我市相关
部门逐渐对巷内的建筑进行修缮和保
护，对道路进行修整，不仅提升改善了街
区面貌，还引得一批创意小店进驻，为旧
日市井注入了新鲜活力。东风巷里开起
了咖啡店、火锅店、特色餐馆、婚庆店、进
口食品店等，尽管装修风格各异，但都能
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吸引着一波波的市
民或游客，来此打卡消费，为老街巷注入
新“风情”。

除了为恢复街道往日风貌特意添加
的个性元素，平添了几分陶乡风情外，夜
文化街和“口袋公园”也为宜兴“新市井”
增添新的活力。

位于环科园的新城路商业街，2005
年建设投运，经过多年发展，成为综合性
商业街区。为进一步促进园区商业发展
与城市化进程相互协调，去年3月起，环
科园开展“氿街”文化街区改造，包括更换
人行道材质、重新铺设修复下水道、改造
绿化带、增设人行休息座椅、小品设施、标
识标牌、部分外立面出新等微改造、微提
升。改造后的“氿街”定位是文化街区，除
了现代大气的外观形态、热闹繁华的商业
业态，还有浓浓的宜兴文化气息。在这
里，既有“网红店”，也有农家菜；既有白日
里的热闹，也有夜经济的繁华；既有国际
化街区的现代感、时尚感，也有本土文化
的深厚底蕴。在这里，“15分钟”足以实
现人们日常所需的采买。

让旧日市井焕发新机

数字烟火“点亮”新市井

重拾那些“消失的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