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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世界末日，本月21日已揭晓。
科学家们一再解释：“末日”之说不过

是一场美丽的误解，但仍有些人很当回事：
抢购蜡烛者有之，散布谣言者有之，借机
“促销”者亦有之……“末日”可以成为笑
谈，却决不应制造混乱。

吓唬自己是人类的本事，这是地球人
独特的集体励志方式。统计显示，1980年
以来，每三五年地球人就会整出一个危机
概念来吓唬自己。例如：毒蛋、李斯特菌、疯
牛病、二手烟、全球变暖、禽流感、非典……

传媒曾报疯牛病将致英国至少 50万

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曾指禽流感将致1.5
亿人类丧生，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数，其
实四年间死于禽流感的不足 200人。还
有，千年虫被证明是科技公司煽风点火，大
赚其钱。非典来无影去无踪，带走数百条生
命，留下恐怖记忆……

2012意味着渴望重新洗牌，一种强烈
的求变的心理：你是因高房价娶不上媳妇
的人，你是好不容易上完学又找不到工作
的人，你是游荡于城乡之间找不到归属的
人，你是因情所困纠结于爱与不爱的人，你
是如假包换的屌丝大骂高富帅的人……其

实，变革的力量就在你手中，就在你脚下，而
非来自玛雅预言。 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认真过好每一分钟。珍惜身边的人，常回家
看看。保护地球，不乱丢垃圾。2013日子继
续。是的，每个人就是自己的诺亚方舟。

86天，两破吉尼斯、超 4亿点击
量、35个国家 iTunesMV榜单排行
榜冠军。一位曾被经纪公司建议整容
的韩国 34岁胖大叔 PSY（鸟叔）正以
病毒般肆虐的疯狂速度、凭一连串令
人 咂 舌 的 数 据 ， 轻 松 蹦 上 美 国
Billboard单曲榜亚军，成功将贾斯
汀、阿黛尔等当红欧美歌手甩在屁股
后面……

亚洲歌曲鲜有这样的业绩。一首
神曲全球流行，点击量创纪录，必定触
动了人类的基本情感。是什么呢？屌丝

精神。江南富人区与 sex-lady，调侃
与意淫，屌丝精神正席卷全球而成某
种普世情怀：面对现实，你要乐观，至
少可以恶搞一下。

另外，这首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称为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神曲，对
中国也有启示：与其对骂，戾气十足，
不妨调侃对话。中国社会太需要找到
两极都认可的沟通方式了。

神曲一出，国人普遍模仿，想必
是本年公司尾牙或年会的模仿节目。
江南 style引起全民性的疯狂恶搞，

翻拍模仿版本层出不
穷，周星驰版、
婚礼版、女
生宿舍版等
在网络上被
疯 狂 转 载 ，
而千余件和
鸟叔相关的 T
恤、墨镜等
周边物品也
在淘宝网上
卖得火热。

忽如一夜春风来，人们吃饭时都在谈论
《舌尖上的中国》。该纪录片悄然播出后即冲
上新浪微博话题榜，在天涯论坛引起广泛热
议，受关注度超越所有热播电视剧。

看《舌尖上的中国》，网友的观感是“饿
得快要哭了”。随之而来的，是网友纷纷“晒
舌尖”。同时“舌尖体”走红，既有“舌尖上的
安徽”，也有“舌尖上的清华”。

《舌尖上的中国》为何火？
除了选材好、故事好、制作精良，更主要

的，讲的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的传承，家乡的
风味，家庭的温情。

节目从原料最原始的来源开始讲起，体
现出了制作这些美食的很多劳动者的艰辛，
令人感动，戳中泪点。

例如第四集《时间的味道》的总结词
说：“这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云
的味道。这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这
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故土、乡
亲、勤俭、坚忍等等情感和理念混合在一起。
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节目火爆也从侧面反映对当下食品安
全问题的焦虑。央视 4月 15日报道，河北
衡水明胶生产厂商，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
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一些企业制成药
用胶囊，最终流入患者腹中。“皮鞋老酸奶”
传言未平，“皮鞋胶囊”风波又起，网友感叹：
2012年，皮鞋真忙。

有人总结道：《舌尖上的中国》诉诸真诚
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反观当下许多作品，高
投入、高科技、大场面……什么都不缺，惟缺
真实；什么都尽心尽力，惟缺真诚。

当人们忙着上电视找对象、上电
视找工作时，当电视人一窝蜂扎进
“生活服务类”节目时，歌唱类节目的
逆袭来得很突然。这个夏天，大家不
约而同都在讨论《中国好声音》，“个
性”和“梦想”不再是土掉渣的词，吴
莫愁、李代沫、金志文、平安……总有
一个打动你，方才让人惊觉：原来我

们还没有放
弃电视。

2012年
7月 13日开
播，《中国好
声音》以第一
期 1.5%的收
视数据高开，
到了 9月 30

日，更是创下 6.109%的收视奇迹，浙
江卫视宣称：播出两周就已收回这档
节目的制作成本。没有海选、没有投
票、没有晋级、没有排名……声音是
唯一的判断标准，在“选秀已死”的年
代，定位在“大型励志类专业音乐评
论节目”的《中国好声音》成为 2012
年中国电视节目的榜样。

打动观众的是选手的音乐才
华，也是刘欢、那英、哈林和杨坤等人
打造出的“导师范儿”。当导师背对着
学员时，很多观众自己在家里就把椅
子转了起来。迟迟不肯露面的“32场
演唱会”红了，华少“开挂”演绎的“加
多宝正宗好凉茶”也红了。

或许我们还应该探讨更深层的
意义：《中国好声音》是 IPCN引进
TheVoice海外版权，灿星制作打造
出“本土化”风格，浙江卫视作为播出
平台———媒体版权经营公司和节目
制作公司是内容提供商，电视台是播
出终端，《中国好声音》正在逐步体现
中国电视行业制播分离的雏形，这也
是中国电视节目告别山寨、抄袭，从
而进入正版时代的节点。

2012年 10月 17日，随着一段
时间内有关莫言将获得今年诺贝尔
文学奖的传言最终得到证实，莫言，
这个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和中
国口述文学传统相结合手法描写中
国当代乡村生活的作家，一夜之间，
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公众人物和明
星，与iphone5和光棍节的网购打折
券具有同样市场影响力、最炙手可热
的大众消费品。

莫言获奖，直接引发了本身并不
热爱阅读的中国公众对已经式微多
年的所谓“严肃”或“高雅”文学
的狂热，莫言那些并不是很易读的
作品如 《檀香刑》、 《蛙》 等作品，

几乎是史无
前例地成了
空客 380头
等舱里的商

界精英和穿行
于地铁屌丝人
群中的通勤族
手里共同的读
物。人们分享

着这一事件
给长期以来

渴 望 得
到 西 方
认 可 的
中 国 人

难掩的喜悦，让人纠结的“诺贝尔
情结”由此化解。

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观点是：莫
言的获奖，从文学上讲，标志着中国

文学在历经 30年的努力（以上世纪
80年代初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为
起点），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强国之林，
而从更为宏观的国家叙事角度看，则
是吹响了中国大国崛起乃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它甚至宣告了中
国开始进入向世界输出价值观的新
阶段。但试图对莫言获奖保持冷静并
作更深层次思考的人们则认为，莫言
的获奖最终显示的仍然是全球化时
代西方人的胜利———我们充其量只
是被选择而已。

沸沸扬扬的莫言话题不到一个
月后降温，人们对一个作家的关注迅
速被与他们关系似乎更密切的“十八
大”等其他国计民生大事所取代，可
以预料的是，文学热会很快降温回归
社会边缘，而莫言也随之会被大众淡
忘———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江南Style

舌尖上的中国

中国好声音

莫言

“世界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