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换 位 思 考，你 愿 意 让 你 的

孩子在剧场里看到这样的表演

吗？”日 前，表 演 艺 术 家 蓝 天 野

在 某 个 戏 剧 讲 座 中 拍 案 而 起 ，

让他怒目横眉的是某些戏剧作

品 中 即 将 与 色 情 海 天 一 色 的

桥段。

爱情和死亡，是艺术作品永

恒的命题 。 有 情 之 人 心 心 相 惜

之 后 ，难 免 柔 情 蜜 意 、巫 山 云

雨 ，这 也 是 艺 术 作 品 中 经 常 被

表 现 的 段 落 。 只 是 ，中 国 人 向

来 含 蓄 ，对 于 这“ 人 之 大 欲 ”的

描 写 往 往 是 一 笔 带 过 ，如 果 实

在 绕 不 过 去 ，也 是 重 写 意 、轻

写 实 ，于 是 就 有 了 那 些 相 携 入

帐、红烛并蒂的经典定格。

其 实 ，情 色 不 单 单 是 个 有

些 尴 尬 的 话 题 ，更 是 个 绝 对 能

够吸引眼球的卖点。相比戏剧

人 的“ 保 守 ”，电 影 人 的 胆 子 显

得更大，步子迈得更开。

从 1980 年版《庐山恋》中张

瑜 在 郭 凯 敏 脸 上 的 轻 轻 一 吻 ，

到 1986 年《芙 蓉 镇》中 刘 晓 庆

与 姜 文 时 长 4 分 23 秒 的 热 吻 ，

再 到 1987 年《红 高 粱》里 狂 野

不 羁 的 原 始 表 达 ，一 直 到 2007

年《色·戒》里 赤 裸 裸 的 细 致 描

摹 ，虽 然 这 些 冠 以 情 色 的 电 影

一 直 都 没 有 完 全 摆 脱 被 删 、被

剪 ，甚 至 是 被 禁 的 命 运 ，但 票

房成绩却往往高于相对纯洁的

爱情片。

近 两 年 ，我 们 的 戏 剧 人 似

乎 也 慢 慢 看 出 了 些 端 倪 ，戏 剧

作 品 纷 纷 跃 跃 欲 试 地“ 情 窦 初

开 ”。《你 在 红 楼 我 在 西 游》专

门聘请了以拍人体写真成名的

汤 加 丽 ，在 舞 台 上 大 跳 钢 管 艳

舞 ；《良 宵》里 饰 演 妓 女 的 女 主

角 着 一 袭 黑 色 蕾 丝 性 感 内 衣 ，

在 大 红 色 的 床 上 搔 首 弄 姿 ；

《海 鸥 海 鸥》中 的 阿 尔 卡 金 娜

和特里果林更是玩起了激情三

连拍——抽出皮带、推倒在地、

激 情 澎 湃 ；《准 备》中 一 位 女 演

员 则 当 众 脱 掉 上 衣 ，半 裸 着 进

行 表 演 …… 这 个 时 候 ，家 长 必

定 会 带 着 年 幼 的 孩 子 悄 然 离

场 ，而 剧 场 里 却 一 定 会 响 起 比

谢 幕 时 更 加 雷 动 的 掌 声 ，这 掌

声里通常还会夹杂着暧昧的笑

声和不怀好意的口哨。在这样

的 掌 声 、笑 声 、哨 声 里 ，谁 还 会

记得自己是置身于殿堂之中欣

赏高雅的艺术？

还 有 一 些 戏 剧 人 ，他 们 没

有 在 作 品 中 打 擦 边 球 的 勇 气 ，

就 学 习《寡 妇 村》打 出 第 一 部

“ 少 儿 不 宜 电 影 ”旗 号 的 旁 门

左 道 ，在 海 报 、剧 名 上 搞 起 了

小 名 堂 。《丐 中 丐》虽 然 描 写 的

乞 丐 世 界 里 的 是 是 非 非 ，但 似

乎完全与剧情无关的演员们只

用一块纸板遮体的海报却在网

上 疯 传 ；开 了 小 剧 场 话 剧 先 河

的《翠 花》也 不 能 免 俗 ，大 胆 诱

惑的海报就曾因为尺度问题被

地铁广告栏婉拒。

“ 情窦初开”之后，大家恍然

顿悟，原来技法不熟、用心不够、

剧本不精、舞 美 不 美、演 员 不 靠

谱，都不是问题。只要是以艺术

之名，只要离色情还有那么一丁

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就大可以将

调情的语言再露骨点儿，诱惑的

身段再大 胆 点 儿 ，演 员 的 衣 服

再 穿 少 点 儿 ，反 正 色 情 与 情 色

的 界 限 原 本 就 不 是 黑 白 分 明 ，

反正戏剧的审查制度尚有空子

可 钻 ，反 正 追 求 另 类 感 官 刺 激

的观众大有人在，票房什么的就

都是浮云了。

“很想问问，假如你也在 300

多万人的关注下，你会怎样写微

博 ？”10 月 27 日 凌 晨 ，以 341 万

“ 粉丝”领跑某微博人气榜的著

名演员姚晨抛出了此问题，尽管

已是灯熄人静之时，依然引起上

千网友的回应。在微博这个互

动更加便捷、关注更加直接、传

播更加迅速的交流平台，文艺名

人们在高度地被关注下，不得不

对自己的发言方式和内容进行

重新审视。

在 文 艺 名 人 踏 入 微 博 接受

“粉丝”围观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了“微时

代”的语境之中。由

于 文 艺 名 人 本 身 所

具 备 的 吸 引 力 和 影

响力，可以较快地在

微博上聚拢人气，如

果 再 加 上 博 主 本 人

勤 于 书 写 、乐 于 交

流，很容易在上万网

友 的 哄 抬 之 下 形 成

一 片 自 己 的 阵 地 。

于是乎，在大量文艺

名 人 涌 入 微 博 的 队

伍 里，有 人 晒 行 程、

有人晒照片、有人组

织有奖问答、有人调

侃 圈 内 好 友 …… 当

然 还 有 众 多 的 公 关

公 司 和 代 理 公 司 混

入其中，通过给文艺

名 人 制 造“ 伪 粉 丝”

的营销手段，牟取自

己关心的利益。

然而，在许多名

人 们 怀 着 商 业 目 的

在 微 博 上 推 销 自 己

的同时，另一种声音

却 从 未 消 失 。 在 近

期 热 议 的 许 多 社 会

话题中，微博的转发

和 讨 论 往 往 使 这 些

话 题 得 到 更 多 人 的

关注，公平和正义也在这种条件

下得到了更多的呼吁。于是有人

回过头来就在质疑，那些拥有众

多“粉丝”资源的文化名人，为什

么从来不关心这些社会话题、从

来不关心别人的安危和生存状

况，只是一味地沉溺在自己的小

天地中？

这样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微博世界中的文艺名人

因为其极高的关注度，已经具备

了作为“意见领袖”的基础。“意见

领袖”（Opinion Leader）的概念源

自传播学，并非一个好听的名誉，

而是一种责任。美国学者拉扎斯

菲尔德通过调查表明，大众传播

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

而是要经由“ 意 见 领 袖”这 个 中

间环节，形成两级传播。因此，

文化名人在许多话题的传播中

显示出了十分强大的作用力，他

们的转发和评论，可能会使一件

不为人知的恶性事件变得天下

皆知，使一个被忽略的弱势群体

得到更多人的关心帮助。因此，

“微时代”的文化名人让人多了一

份期待，而他们在某些议题中的

失语也更令关注他们的普通人感

到失望。

固然，选择怎样发

表言论、怎样与“粉丝”

交流、怎样经营自己的

“微世界”，每个文化名

人都有自己的自主权，

我们不能因为媒介的转

变而对其苛责太多。然

而，选择以怎样的态度

面对这样一个民意场，

依旧能够看出一个名人

在社会担当上的真实底

色。前天，知名作家郑

渊洁在其微博上公布了

他的“见证蓝天”计划，

即从 10 月 22 日开始每

天为北京拍摄一张天空

标准照，计划拍摄一年，

用例证来表示对北京市

环保局公布的“蓝天数

量”的质疑。作为领街

中 国 作 家“ 富 豪 榜”的

人，郑渊洁的微博却一

直将视角落在对于普通

人衣、食、住、行的关切

和 对 民 生 话 题 的 讨 论

上 。 他 关 注 的 环 境 保

护、公共交通、版权维护

等话题常常能够引起众

多网友的响应，甚至成

为各大媒体报道中的新

闻。而这些社会话题的

表达和交流，也为他的

写作提供了新鲜并有意

义的素材。

微博这个平台仍然在膨胀的

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

加入进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利益

可以被捞取。“微博社会”的成熟

期还远没有到来。有人为明星的

烧伤要死要活，却很少有人关心

那些因为烧伤，却无法医治的普

通人。因而，我们更期待那些文

化名人们能多一些社会责任、多

关心一下他人。一个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形象，实际上就取决于指

下的键盘、心中的声音，这样的形

象强过吹捧谬赞之声、强过可观

的“粉丝”数量、强过以任何公关

方式获得的认同感。

给 活 跃 的 一 小 撮
赵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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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艺术活动的闲暇中，

一位文艺界的长者谈到现在国内的

青年文艺工作者时，发出了这样的感

叹：现在的年轻人都太在意自己的

生活品质，说白了，也就是物质方面

的追求，这些世俗的话题似乎比艺

术本身更能让他们激情澎湃。

确如其言，“一切向钱看的”价

值观正被年轻一

代的艺术工作者

们所默许。笔者

就曾看过一部自

称“爆笑喜剧”的

话剧，其内容不

着边际，艺术品

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演出结束，

编剧对笔者说：“我也觉得这出戏

挺烂的，因为剧本没有用心写，而

且编排也很仓促。但是这样做，

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很快出作

品，这才能赚到钱啊！你看，观众

看得不是挺乐呵的吗？”对于笔者

对这出粗制滥造的戏未来的发展

以及票房的担心，编剧摸着脑袋，

不紧不慢地说：“别担心，我做这

出戏就是玩玩，投入不大，挣了就

收工。大家看烦了这出戏，下出

戏马上又上了。要是一点一点地

抠一出戏，哪挣得着钱啊！”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看了一

台综合性文艺晚会。一路看下来

发觉，晚会中所有舞蹈的动作都

很相像，唯一能区分这些舞蹈的

方法就是看服装，实在令人疑惑

不解。后来，还是该晚会的副导

演悄悄告诉笔者，舞蹈编导为了

省事，就按照自己或他人现成舞

蹈 作 品 的 VCD 编 排 晚 会 舞 蹈 。

为了不被他人看出破绽，他同时

看好几部舞蹈作品，然后把这些

现有舞蹈作品的舞蹈动作打碎了

再重组，或者把这个舞蹈的动作

安在那个舞蹈上。因为晚会中的

每个舞蹈作品的演出服装都不相

同，所以舞蹈编导并不担心观众

会看混。如此，几个全新的舞蹈

作品很快就诞生了，整整一台晚

会的舞蹈节目就有了。面对笔者

的质疑，副导演却“正色”道，这样

编排才“出活”，才能速战速决，更

能获利。

就这样，在讲究效率与利润的

时代，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们也不甘

示弱地跳上了“欲望号”快车，纷纷

开始跑文化的“场”，当文化的“包

工头”，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为

创作一部好作品去坐“冷板凳”。

笔 者 想 ，可

能一个从事艺术

工作的人一开始

走进这个行业的

目的并不就是为

了挣钱，或许大

多数人都是在现

实生活的面前一点点丢掉了自己

天真浪漫的艺术梦想。但是前车

可鉴，回想古琴名家管平湖要不

是淡薄世俗、静心操琴，怎能奏出

令人称赞的琴曲《流水》；众所周

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若不是痴

情于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生活

了近 60 年，怎能创作出脍炙人口

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

月亮爬上来》？只有心灵纯净的

人 才 能 创 造 出 赏 心 悦 目 的 好 作

品，才能成为长期被人们喜爱的

艺术家。

学生时代写作文，往往会有这

样的题目：“假如我是……”工作以

后，也会有所谓的企业文化，让员

工上台演讲：“假如我是……”现

在，请允许我 cosplay 一把：“假如

我是离我们单位很近、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25 号的中国作

家协会的主席，我会像捧得奥斯

卡小金人的导演或演员一把鼻涕

一 把 泪 地 发 表 感 言 ：“ 感 谢《徐

帆》、《刘亦菲》，感谢‘羊羔体’，感

谢车延高，正是你们，才使广大人

民群众知道了鲁迅文学奖……”

笔者是个文学中年（哎，不好

意思，“出名要趁早”，没赶上），所

以不但知道鲁迅文学奖，还知道

实际上国内是有很多

文学奖的。让我像变

魔 术 一 样“ 秀”给 你

看 ，就 像 相 声《报 菜

名》一样，并注明“ 据

不完全统计”：国家级

或 曰 全 国 性 的，有 鲁

迅 文 学 奖、茅 盾 文 学

奖、全 国 少 数 民 族 文

学创作“ 骏马奖”、全

国 优 秀 儿 童 文 学 奖

等；按地域分，北京有

老 舍 文 学 奖，山 西 有

赵 树 理 文 学 奖 等；按

文 学 门 类 分，有 曹 禺

戏 剧 文 学 奖、冰 心 散

文 奖、郭 沫 若 诗 歌 散

文 奖、姚 雪 垠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奖 等；面 向 青

年 作 家 的，有 冯 牧 文

学奖、春天文学奖等；

各文学期刊有各自的

奖，人民文学奖、大家

文学奖、小说月报“百

花奖”等；还有庄重文

文 学 奖、华 语 文 学 传

媒 大 奖、红 楼 梦 文 学

奖，等等。哦，对了，

王朔小说《顽主》里还

有个“三 T 文学奖”。够多的吧！

可是，除了专业人士和像我这样

被斥为“有病”的文学爱好者，有

几个人知道这些文学奖呢？文学

奖为何风光不再、没落至此？

在当今这个时代，阅读文学

作品尤其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品是

一件奢侈的事。现实的工作、生

活让人们无暇他顾。网络、影视

乃至 KTV，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满

足着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记得 2000 年世纪之交，

谈到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北大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21 世纪将

是影像的世纪。教授的话说对了

一半。这话也可以这么说：21 世

纪将是网络的世纪。这话也可能

只说对了一半，因为 21 世纪才刚

开始 10 年，谁也不知道未来的 90

年会发生什么变化，就像陈教授

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当上中文系主

任一样。猜到了开头，往往猜不

到结局。不过文学的好时光一去

不复返是不争的事实。这从我们

单位大楼地下二层可窥一斑：我

们单位和几家文学杂志社同处一

栋楼，大楼地下二层，常年堆满了

那些文学期刊，库存积压，委身灰

尘。一腔幽怨对谁诉，不如相忘

于江湖，依稀春梦了无痕。“我们

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十几二

十年前，这些文学期刊可是抢手

货啊。现在呢？就拿这届鲁迅文

学奖来说，获奖的中篇小说《最慢

的是活着》、《国家订单》、《手铐上

的蓝花花》 、《前面就是麦季》、

《琴断口》，短篇小说《伴宴》、《老

弟 的 盛 宴》、《 放 生

羊》、《茨菰》、《海军往

事》，又有多少人听说

过、读 过 呢 ？ 中 短 篇

小 说 尚 且 如 此，何 况

篇 幅 更 长 的 长 篇 小

说？最近一届茅盾文

学 奖 的 获 奖 作 品《秦

腔》、《额尔古纳河右

岸》、《湖光山色》、《暗

算》，读 过 的 人 请 举

手 。 怎 么 都 不 举 ？

哦，原 来 都 正 忙 着 点

击 鼠 标 、还 房 贷 、挤

930 路公共汽车呢。

除了时代环境等

外 部 因 素 外，文 学 奖

的 风 光 不 再，也 有 文

学奖内部的原因。据

笔 者 所 闻，一 是 作 品

之外的一些东西影响

文学评奖。领导打招

呼，作者公关，地域平

衡，杂志、出版社平衡

等 等，使 得 文 学 奖 的

公平、公正、公开受到

影响，权威性、公信力

下 降 。 二 是 评 奖 本

身 。 俗 话 说，武 无 第

二，文无第一。文学评奖，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男孩看见野玫瑰，女

人的心事你别猜。以至于，每次都

有遗珠之憾，例如《古船》、《许三观

卖血记》、《水乳大地》等与茅盾文学

奖的擦肩而过。文学奖选出的肯

定是一个时期的优秀之作，但它们

未必就会成为传世经典。经典是

需要时间检验的——例如，英国

布克奖的《午夜之子》、法国龚古

尔文学奖的《桤木王》、美国国家

图书奖的《好人难寻》。当然，托

尔斯泰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

但 这 丝 毫 无 损他的伟大。三是

文学奖宣传不够。文学已被边缘

化，文学奖亦作如是观。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文学奖变成了圈内人

的自话自说、自娱自乐，远不如那

些电影奖、电视奖热闹。所以，文

学奖不妨来点“娱乐精神”，以扩

大影响，进而让人们亲近书香。

文
艺
中
年
如
是
说

罗
云
川

劝君莫上“欲望号”
张 婷

编者按：进入初冬，天凉，暖气没来，大家都缩手缩脚地冷。然而，我们的心依然很热，我们对一些人、一些事牵肠挂肚，我们决定
说出来，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包涵。

记得雨果说过：“人的两只耳朵，一只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听到魔鬼的声音。”可能我们的声音介乎二者之间。表面上，大家的生
活很热闹，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我们想叫醒其中一些人。

整版不成熟的文字，传递的是我们的思考，不成熟可能是一种乐趣，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乐一下，同时沉思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

一部杂文集的名字；“活跃的一小

撮”，是我为一帮子整天晃悠在我

们眼前、耳边的名人起的“雅号”。

显然，我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

个。今天，忍不住在沉默中爆发

一下，希望不至于把自己爆破。

作家魏巍曾经问过：谁是最

可爱的人？ 读 过 那 篇 文 章 的 人

都知道，最可爱的人是志愿军战

士 ；假 如 魏 巍 健 在 ，我希望他这

样问：谁是最活跃的人？因为我

能告诉他几个：成龙、赵本山、张

艺谋、郭德纲、周立波、于丹、芙蓉

姐姐和凤姐。

成龙的功夫、赵本山的幽默、

张艺谋的执著、郭德纲的机灵、于

丹的才学、芙蓉姐姐连同凤姐的

勇气，都是我所佩服的，他们造的

新闻多、拍的戏多、抖的包袱多、

代 的 言 多、做 的 报 告 多、吹 的 牛

多，都很了不起，可是，我真是有

点儿不喜欢他们了，尤其不喜欢

老是请他们出镜、逼他们发言、给

他们机会的幕后操手——无论是

媒体人还是经纪人或是投资人。

君不见，今时今日，他们的脸有荣

为“国脸”的危险，他们的谈吐有

荣为“国学”的危险。

道理很简单：中国是大中国，

中国人有千变万化的表情，中国

和 中 国 人 不 能 只 是 由 一 小 撮 人

“代言”，他们的生活不是大家的

生活，他们的表情只是他们自己

的表情。

我对成龙有成见。因为他伤

害过邓丽君，虽然他是无意的，但

我还是没有原谅他。此外，我觉得

成龙的着装非常中国，但我认为那

不意味着他能代表中国文化。我觉

得成龙的笑容非常灿烂，甚至有些

纯真，但我认为那不代表他真的

单纯。他总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

公 益 活 动 中，有 时 可 能 是“ 被 公

益”，我以为他若有诚心，凭借个

人的实力就能成就好大一块儿公

益，福泽天下好多苍生。

我有点不理解赵本山。他已

经 大 病 过 一 场，为 什 么 还 不“ 收

拾”一下江山，好好休息休息。在

这个问题上，人民或许也有责任，

好像总是离不开赵本山，离开了

赵本山，自己的生活就没有了意

思。问题哪有那么严重！恐怕最

根本的，还是赵本山舍不得他苦

苦 打 下 的 江 山 —— 江 山 如 此 多

娇，二人转如此多利润。

我为张艺谋惋惜。张艺谋为

中国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特别

是为奥运文化；张艺谋也为文化

产业带来过误导：让人误以为哪

里 都 需 要 并 且 适 合 大 型 实 景 演

出。这都算过去的事情了，没必

要过分追究。过去我其实挺喜欢

张艺谋的，只是没有巩俐喜欢的

多 。 我 觉 得 张 艺 谋 是 真 的 有 才

华，特别会营造唯美的画面，本人

还一直质朴、随和。但近来想起

张艺谋，想起他的新作，我深感惋

惜，大为不解，我不明白弄出过那

么震撼的奥运会开幕式的张导怎

么会愿意并且能够导演出那么难

看的《三枪拍案惊奇》和连纯情都

勉强的《山楂树之恋》。我猜想张

艺谋是累坏了，想要借助通俗以

及纯情的故事回归自然，却不知

不 觉 迷 了 路，还 强 词 夺 理，硬 说

“山楂树”好得很。

我觉得郭德纲其实没有那么

俗。郭德纲只是有点狂妄，还有

点冤，大家给了他狂妄的机会，长

期惯着他，直至惯坏他，然后把俗

字套在了他的头上。我记得北京

有 家 媒 体 曾 经 几 乎 天 天 放 郭 德

纲，一度险些成为郭德纲的御用

媒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晓

得 有 没 有 因 此 提 高 收 视 率 。 眼

下，当年异军突起的德云社风雨

飘摇了起来，反倒让人心疼。我

几乎不需要听相声，我自言自语

就能笑得够呛，但是，我很喜欢马

三立先生。我相信并祝愿郭德纲

能好自为之。

我实在讨厌周立波，如果必

须 在 周 立 波 与 郭 德 纲 之 间 二 选

一，我想我会选郭德纲。周立波

的做派、周立波的言谈、周立波的

相貌，被认为都很海派，如果这就

是海派，那我宁愿选择巧克力派、

苹 果 派 。 周 立 波 与 关 栋 天 的 纠

纷，让人嗅得到无情无义的冷酷，

无论谁是谁非，都糟糕得很。据

说周立波将要新婚，这是人家的

私事，不能妄言，只能斗胆猜测，

这姻缘恐怕也是名声大振带来的

福利。对喜爱周立波的人，我得

说声抱歉。如果日后有机会了解

真实的周立波，从而发现自己的

错 误，我 会 直 接 跟 周 立 波 道 歉。

至少媒体传递给我的周立波，又

狂妄又世俗，真正引领了“潮流”

之先。我对“潮流”比较反感。

我希望我不曾亲自听到过于

丹的演讲。于丹每次讲话都是演

讲，尽管她很会深入浅出，很能入

情入理，我还是听得难受。于丹

所言大部分未必不好，不好的是

什么都说，对什么人都说，有人起

哄架秧子，她也不客气，四处做“酵

母”，结果是，哪里有于丹，哪里就肿

胀。幸亏于丹总是积极向上的，排

队买《于丹〈论语〉心得》的现象因

此 也 算 是 正 常 。 给 于 丹 的 建 议

是，要把握好自己出镜出场的节

奏，否 则 你 讲 得 越 多 人 家 越 烦。

也许于丹教授的社会责任感过于

强了，有点像赵本山，担心自己不

演小品，别人就没法子快乐。

我一想到芙蓉姐姐就想笑，

凤姐我连想都不想。某次我在机

场遇见芙蓉姐姐，起初没想起来

是 谁，只 觉 得 此 人 怪 异 且 好 玩。

随即反应了过来，那姐姐撅着胖

嘴生着小气，身后跟着个貌似郭

敬 明 的 男 孩 ，估 计 是 姐 姐 的 助

理。她不是芙蓉姐姐还有谁是！

候机的时候我闲着没事，发个短

信 给 小 友，说：我 看 见 芙 蓉 姐 姐

啦。小友回信说：快回来吧，有点

不吉利啊。笑得我差点死掉。连

芙蓉姐姐都能火的时代，究竟是

什么时代？我可真是看不明白。

芙蓉姐姐只能在网络中蹿红，她

本人可能会觉得委屈，我却觉得

这说明这时代还是有救的。

以上诸位，都很火，都很红，

都很出色，都很上镜。我带着有

色眼镜看人家，不仅不厚道，而且

于我本人还没好处。可是我没有

坏心眼儿，我只是觉得中国很大，

人很多，问题也很多，媒体不应热

衷地紧跟这活跃的一小撮，以小

众遮蔽大众，把娱乐当做主流社

会生活。不信咱集体过几天看不

见活跃的一小撮的日子试试，看

看到底是谁过不好。沉默的大多

数是可以继续沉默的，活跃的一

小撮恐怕会有些寂寞。

曲声渐歇，随即是几秒钟寂

静。此时，乐队正情绪饱满地酝酿

下一乐章的演奏，忽然响起稀稀拉

拉的掌声，略带犹豫和观望，继而掌

声大作，遗憾的是，掌声很快被再次

响起的乐声打断，原来这并非乐曲

的尾声，只是乐章之间的停顿而已。

就是这场交响音乐会的节目

单上，用显著字号注明：乐章之间

虽然音乐停顿，但意境并未中断，

请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不幸的

是，乐章之间的鼓掌，这一被乐师

视为可厌的干扰，每天都在不同

地方重复上演。

原因之一是观众没经验，不

懂规矩，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原

因是，对作品的生疏影响了观众

的判断，遇到停顿便误以为该曲

已演奏完毕。他们对交响乐的懵

懂，很像《建国大业》热映时，相当

一部分人既不知道是谁演的，也

不知道演的是谁。

如果要问，欣赏交响乐时，胡

乱鼓掌和吃煎饼哪个危害更大？

答案显然是前者，吃煎饼飘出的

面饼、鸡蛋、香菜的混合味道和咀

嚼声只会让周遭之人侧目，而乐

章之间持续十几二十秒的鼓掌不

仅让乐队心神不宁，演奏难以为

继，连指挥也会被气得室颤。难

怪常有不耐烦的指挥急促转身，

朝鼓掌正欢的观众示意安静，那

表情和手势都作鄙夷状：这是音

乐厅，不是戏园子。

不 是 所 有 自 以 为 礼 貌 的 表

达，都是货真价实的彬彬有礼。

懂事是一种宝贵的品质，真

是放之四海皆准。要成为一个不

失水准的观众，什么时候该鼓掌，

什么时候该安静，的确是个问题，

但它首先是一个考验观察力的问

题。即使交响乐是舶来品，对专

业知识欠缺的观众来说，乐章结

束和乐曲结束总归不难判断，但

凡乐队没有起立，指挥没有转身

致意，心中纵有千只鸭子躁动不

安，也要暂且按捺，俟一曲终了，

再搞鸭子大游行也不迟。

规矩总是因时因地而异，鼓

掌 也 是 。 从 音 乐 厅 转 移 到 戏 园

子，乾坤大有不同。看戏讲究捧

场，底下叫得越欢，台上演得越起

劲。您要是非 要 在 这 儿 冒 充 大

家闺秀合掌端坐，嘴角保持上扬

30 度的美丽姿势，连演员都会觉

得 索 然 无 趣 进 而 影 响 表 演 。 相

声演员尤甚，他们每说到精彩桥

段，就会突然停下来，等观众集

体 发 出 长 长 的 一 声“ 噫——”继

而鼓掌叫好，聒噪而豪放的表达

方式在这里变得异常受用，突然

大吼一声“好！”吓到坐在一旁的

老 外 ，那 是 专 业 戏 迷 ；矜 持 、安

静看戏，您是雕塑还是道具？

鼓掌这事儿大抵是跟风的，

于是戏托儿、晚会托儿层出不穷。

“我怎么感受不到你们的热情！声

音再大一点儿，举起你们的手使劲

拍！对，就是这样……”这是录播

晚会开始前经常发生的一幕，导

演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嚷着“这边

的观众现在开始鼓掌”，摄像机马

上对准台下的欢呼和笑脸。经过

剪辑，节目播出时，观众群里莫名

其妙的兴高采烈和群情激昂就会

尾随一些毫不出彩、现场应者寥

寥的节目出现。录播比直播在技

术上的讨巧真是妙不可言。

然而生活不能剪辑，人心振

奋 也 不 会 一 直 出 现 得 这 般 应 景

与恰到好处，那些缺乏导演引领、

善 于 盲 从 又 容 易 少 见 多 怪 的 观

众，遇到不同场合，难免会怯怯地

自问：现在能鼓掌吗？饮食男女对

于这样的发问很多，诸如：现在能

开饭吗，现在能买房吗，现在能结

婚吗，现在能进修吗……假如生

活欺骗 了 你 —— 假 如 生 活 没 有

赋予你善于喝彩的技巧，敬请努

力学习，以掌握应该喝彩的时机。

现在能现在能鼓掌吗鼓掌吗
胡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