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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点评人：陈家桥

文化速写

女性爷时代

针对这一周的热点新闻事件和社

会现象，互动百科网站结合每周网民

对全站词条的浏览量及修改版本数据

统计，发布了互联网一周热词榜。“女

性爷时代”入选一周热词榜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上管理岗位，

成为各方面的领导者，女性领导力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在各自领域

成功的女性被称为“哥”，甚至被称为

“爷”。这些现象的背后表明走上领导

职位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也掌握着

越来越多的管理权、财富及社会话语

权。

@醒客话题：都市女白领引领“爷

时代”。“每个女人都在找很 Man 的男

人，结果发现最 Man 的是自己。”这是

最近在微博上流行的一句冷笑话。然

而这不仅是笑话，还是当下这个“女性

爷时代”的真实写照。

@ColdFeather：女性爷时代——这

种称呼更多被认为是女性力量的体

现。

@redwine_life：说 女 性 爷 时 代 来

临，为此我表示赞同，并跻身往之。

10月24日，美国苹果公司前CEO乔

布斯生前唯一授权的自传《史蒂夫·乔

布斯传》全球同步发行。与此同时，该

书的中文版在互联网上的销售活动也

如火如荼。

乔布斯在过去20多年里拒绝了无

数次采访要求，直至两年前邀请美国

《时代》杂志前总编沃尔特·艾萨克森记

录他这一生“做过的事和为什么做”。

艾萨克森与乔布斯进行了40多次面对

面交流，见证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旅

程，传记最终成稿时间是今年 9 月下

旬。而后，随着乔布斯病情的加剧，出

版时间两度提前，原定2012年3月改到

2011年 11月 21日；乔布斯病逝后，美国

出版方又宣布提前至10月24日出版。

这部传记被称作是“乔布斯最后的

礼物”，而通过这本乔布斯永远也看不

到的书，更多的人有机会去认识和读懂

这位伟大的天才。

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的自传出版

11月12日即将在北京开槌的嘉德秋

拍，将拉开今年的秋拍大幕，更多普通人

则关心，不断爆出“赝品”、“假拍”等负面

新闻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还将有怎样的

话题产生。在行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

各大公司已经看到“赝品”对于整个行业

的伤害。中拍协正式发布了《中国文物

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这个不具

备法律效力的“自律公约”，首次承诺“不

知假拍假”以及“不虚假宣传”。

中拍协发出“自律公约”

点评：收藏品市场一直有这种虚伪

性，这从古至今都会存在。在全球金融

泡沫的背景下，中国的收藏品市场，同

样怪相迭出。大量的赝品充塞在流通、

拍卖等环节，在艺术品的鉴定及定价

上，存在着恶劣的欺骗。推高这些艺术

品价格的与其说是收藏者的疯狂，不如

说是这个社会的利益链在所谓的高端，

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一边是上

亿的假画或真画，一边是社会底层那些

无助者的生存，冷漠的道德比虚伪的造

假更为可怕。

点评：乔布斯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到

底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创新模式，现在作定

论还为时尚早。在《时代》前总编艾萨克

森所写的这本传记中，我发现乔布斯的观

点，比如为消费者提前设想的创新观念等

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还谈不上是一

种伟大的创造。苹果的使用者，至少目前

还集中在中产、城市等人群中。它的独特

性毋庸置疑，但其依托于新技术的背景以

及在工具理性的使用哲学的框架下，它本

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也并不认为乔布斯

和苹果可以被过分拔高。

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中国西安国际

民间影像节上，“最佳短片奖”颁给了

《家园》。《家园》的拍摄者名叫乔乔，来

自北京，今年26岁。这部4分钟的纪录

片，是他和摄制组在黄河沿线花费 4

年、拍摄了2000多个小时完成的。

毕业后，乔乔的许多同学都选择去

拍商业片，他却选择了拍纪录片，“我是

个头脑简单的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

会想办法去做，于是从2008年开始，这

么一路拍了下来”。

为了拍摄纪录片，乔乔至今已经花

费了490多万元，“把北京的房和车卖

了200多万，又跟亲戚朋友借了200多

万。我现在会去接一些商业片的活儿，

但目的都是来贴补我的纪录片摄制”。

导演卖车卖房自费拍环保片

点评：纪录片能够直接体现镜头背

后的那个人的作者意识。《家园》这样的

片子还是有一些意思的，但是，我们不

应孤立地看待环保这个主题。纪录片

也是这样，镜头可以直观而准确，但影

像的深处应该包含有对这个社会对现

有的历史，产生一种即时的叙事，这叙

事要带有社会性，而不是所谓的简约。

时下，热播影视剧里中山装、旗袍

等频频出镜，再度引发人们对于“国服”

的讨论。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国服”？

当代中国需要“国服”吗？

服装会说话，服装中蕴藏着政治、

经济、文化、民俗乃至个性品位等丰富

的信息。服装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

组成。国服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服饰，通

过服饰穿着，可以从视觉上展示国家、

民族、个人的特定身份。

人们热议“国服”，并不是就服饰论

服饰，体现的是大众对中国服饰文化继

承与发扬的期盼。衣着本身是民众自

发的个人化行为，带有浓重的习俗化色

彩。因此，将来如果要让“国服”出现，

首先要保障让大家“喜闻”又“乐见”。

点评：对于“国服”这个话题，我倒

觉得大家可以轻松看待。在中山装这

个问题上，我的态度是既不好看，也不

丑。倒是比较中庸。我理解的它是一

种国民性的寄托，但未必非要穿在身

上。同样，我觉得有段时间有人穿唐

装，也很不错，只是有点哗众感。我觉

得不必把衣服跟国家存在之间硬性挂

钩，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念头，既然辛

亥革命把皇帝赶下去了，龙袍这件怪衣

服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谁穿什么都应

该随他去。

当代中国需要国服吗？

七嘴八舌

张艺谋捏造民俗？

电影的发展和时代文化思潮密切

相关，这两个时代，民俗和历史两种元

素对电影的介入有不同的根源。中国

文学出现很多寻根作品，民族电影也

受到寻根文学或多或少的影响，有些

是直接根据寻根小说改编的，如《红高

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风

月》《棋王》。文学渗透了什么样的思

潮，电影亦步亦趋。发掘和呈现民俗

当然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后殖民主

义倾向，比如民俗的异化——把民俗

中与现代文明不符的元素作放大夸张

式的表现，以迎合西方世界想象中的

“他者的中国”。有专家学者就称，张

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捏造了民俗。

@发现民俗：在电影《大红灯笼高

高挂》里，为了符合影像化呈现，张艺

谋自创了点灯、封灯等一系列关于灯

的仪式。这种伪民俗、假民俗虽然属

于捏造，但属于作者为了表现电影的

主题。虽然无中生有，但还是能得到

大家的理解。

@梁振华：捏造伪民俗的现象，最

典型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了符

合影像化呈现，张艺谋自创了点灯、封

灯等一系列关于灯的仪式，小说中是

没有的，中国民俗中也没有。但我相

信这是偶然为之，并非刻意。任何一

个中国人都不会有意丑化中国，这种

伪民俗心态是研究者的阐释，不应归

咎于创作者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