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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别笑，这不是我们

编的。而是盛行成风的唐诗三百首的“特别版本”。

而屡“被死亡”的金庸先生，在数年前创作名作《射雕英雄传》时，也不会想到几十年

后，会被恶搞成《郭靖的迷幻青春》。一向以侠义著称的郭靖，在此书中成了有文学追求

的文学青年，为追求黄蓉而经常和杨康比试才华。还通过江南七怪传授的技艺，开办了

一家垄断公司……

文学，在恶搞的世界里，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却逐渐变成大众的笑料。

且说两个例子。

今年初，张一一，这个屡发惊人之言的炒作界高手引起众议。他花了3年时间完

成一部欲“惊世骇俗”的《反红楼梦》，内容极尽恶搞之事：撮合了宝黛，且让林妹妹一

举生了七子八女，又让生性厌恶仕途的贾宝玉官居宰相。薛宝钗这一艺术形象终于

得到了“平反”，她因为才貌出众被选入后宫，与表姐贾元春互相扶持，终因其出类拔

萃的才华和德行力压后宫群芳而被册立为皇后，掌管后宫，母仪天下。最终还指出

曹雪芹应该是被贾雨村抛弃的女人，一气之下才写了《红楼梦》欲含沙射影，坏贾雨

村官声，最终操劳过度、泣血而亡。

这种让人跌破眼镜的“大作”，自然遭到不少红学爱好者的无情痛批，社会各

界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这种另类的向文学大师致敬的方法，无疑被视为“简

直就是胡扯”。

我们否认不了的是，传统文化近年来正在以各种形式流失，所以对于经典文

学作品，重新解读是无可厚非的，但应本着尊重和传承的态度，标榜创新并不意

味着可以肆意践踏、戏弄文学经典。

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

《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

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范文重新解读。

当然，文学是一种创造，可以有多种意义的解读。但面对传统经典之作的

阅读和分析，首先要有严肃的态度尊重事实，而不是刻意地去歪曲，否则后果

会很严重。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将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哪些是真哪些

是假。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学的恶搞之风，对读者的影响很大吗？

徐子芳（安徽散文家协会主席，以下简称徐）：当然影响很大。用文学

的方式戏说历史、歪解历史名人，已成风气。文学并非不可以虚构，可以

历史为名的时候，应该特别在前面注明“戏说”，以正视听。将一些没有定

论或引人猎奇的历史传说发表出来，容易造成误解。

记：现在社会有一种特殊现象，越离谱、越怪异的就越受到某些人的

追捧和喜欢？您觉得，这些作者们的恶搞之作是因何而生？

徐：其实，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财富，欣赏名句诗词本是为了陶冶

情操，感受文字的美感，作家们更应该抱有严肃的态度，不应去媚俗。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对历史和文化的研

究不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

记：如何做，才能压制住文学界的恶搞？

徐：要运用道德底线和人们的承受力，通过舆论谴责达到目的，靠

人们的自觉抵制，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在出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来限制时，最关键的是要有真正到位的监管，加大制止的力度和规定

的常化、细化。 张亚琴/文

诗仙李白成了酗酒狂徒，工农兵成了一切向钱看的代

言人，连领袖人物都成了饭店的金字招牌……许多商业行为

甚至不惜牺牲道德以追求最大价值。

某饭店，开国大典的宣传画覆盖了整面墙壁，但画的右上

方加上了几个黑色的大字“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严肃的开国

大典场面变成为一家饭店的广告。

某楼盘，围墙上的巨幅户外广告引人瞩目，广告画面里充斥

着钞票和钱袋，而这些为金钱是瞻的人群却是“工农兵”的形象。

某演出现场，舞台上一群艳舞一般穿着内衣佩戴京剧披挂之

内衣模特粉墨登场。商业促销能不拿国粹说事吗？

……

类似这种恶搞性质的商业广告如今在各种媒介屡见不鲜，网络尤

甚。有的甚至公然和道德与法律唱起了对台戏。竞争无罪，但突破道

德底线就难逃其咎了。企业在商言商本没有错，但作为企业也要有社

会责任感，不能只钻钱眼。而这样的商业广告能公之于众，相关媒介也

不能说毫无责任。真是只有恶搞才能达到商业目的吗？也许只能引起

受众更多反感吧。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很多的商业广告也开始恶搞，让很多原本应该很

严肃的东西庸俗化了，您觉得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卞国福（原省文化厅厅长，以下简称卞）：现在很多商业行为中把正面人物和

优秀文化作品进行恶搞，这本身是一种很令人反感的行为，也达到相反的效果。

这主要还是利益驱使，很多商家为了自己的产品好销售或者达到某种商业目的，开

始恶搞，可以说是被利益熏昏了头脑。

记：平常您留意过这些恶搞的商业广告吗？你怎么看待它？

卞：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酒的广告，把大诗人李白丑化成了一个喝酒的狂徒，最后

醉酒捞月成仙。这样恶搞传统文化，为达到自己的商业利益，就很不好。其实，这样可

能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可能让人们看了广告以后更加反感它，达不到宣传的目的。

记：在商业广告中掺入一些搞笑诙谐的成分，可以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但是，恶搞

之所以成为“恶”可能因为过了这个度，您觉得这个度在哪里呢？

卞：在其中加入趣味性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恶搞”，要“善搞”，去表现真善美。

有些商业行为，已经没有了底线，把很多应该神圣的东西庸俗化，甚至拿领袖、英雄去“恶

搞”，这样是很不对的。商家应该本着信誉第一、质量第一，不能因为商业目的而违背道德。

记：您认为应该怎么去规范这种行为，使之朝良性化方向运行？

卞：首先，商家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其次，传播媒介要严格把关，很多东西不能播出也

不该刊登；最后，每一个公民应该置身其中进行监督、提出建议。这样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其进

行规范。 朱玉婷/文

大众需要娱乐，正如娱乐离不开游戏。说到底，游戏的本质就是娱乐。身心愉悦，是每个人希

望从游戏中得到的。这是精髓。

但是游戏中有文化吗？我们自认为应该有。比如说，游戏的背景故事就是游戏的文化，游戏虚

拟世界的创造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是游戏制造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修养不自觉的渗入到游戏

骨髓的概念，同时，在游戏中玩家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及互动也会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种子。

电子游戏日新月异，其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和意识形态也越来越丰富。同电影一样，游戏产

品实际上也是文化价值观输出的一种重要渠道，带有明显的利益色彩。美国等一些游戏业的

强国，也正是通过游戏的开发设计，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有人说，如果要求在游戏中认知文化，这对中国的游戏开发商而言，是一种为难。以网游

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途径，他们得有多厚的文化底子，才能做到啊？

可是不论底子的深浅，通过游戏的形式，对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恶搞，就是对娱乐“精神”

的彻底误读。

《恋姬无双》，一款日本公司制作的游戏，在前几年的电游市场上，它的火热超过了很

多人的想象。

在它的解构下，所有《三国演义》中将军全都换成了美少女战士，且一身梦幻华裳。

更离谱的是，《反三国志》里，美丽的小乔除了是诸葛亮的梦中情人外，两人还发生了婚外

恋的故事。

这不是个别现象，游戏的市场从来少不了古典名著的影子。就一个“三国”，被篡改

成各类游戏几十种，受到很多玩家的追捧。幻想西游记、西游记大富翁、爆笑西游记等

游戏打的旗号也是《西游记》。而对《红楼梦》的恶搞，让一代佳人林黛玉沦成风尘女。

玩家说，在这些游戏里，你可以彻底颠覆过去一成不变的历史关系，可以根据不

同角色，选择不按照历史事件发展，那样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于是，为了拉拢一员大

将听候差遣，玩家可以给他许配一个美女，甚至可以把貂婵送给他。

换句话说，历史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给了玩家们巨大的新鲜感和刺激性。而学

生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的曲解，而是打上了游戏，才让他们有了看历史书的动

力。

在丹麦开发的游戏《凯恩与林奇２：伏天》里，国际化都市上海也成了恶搞的对

象：美国神经病大战中国城管，这关公战秦琼的故事的背景地就在上海。游戏中

的场景全部用的是中文，没有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环球金融中心

和黄浦江，不时出现的是各种贴在街头的“有中国特色”的小广告，有办证的、卖

发票的、治性病的、卖水货的等等。更重要的是，玩家多为欧美人，这会无形之

中误导他们对上海甚至中国人的印象。

对于中国人来说，恶搞，或许可以得到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可对于那些外

国人来说，这样的恶搞，会被他们当作真实的世界。对我们的城市和文化有很

大的负面影响。

记者（以下简称记）：游戏恶搞的形式越来越多，您觉得出现的根源是

什么？

唐先田（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以下简称唐）：恶搞，成为一种

普遍。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利益的因素。游戏开发商为了吸引买家的

眼球，让商品获取最大的利润，将恶搞当成了一个卖点，还美其名曰“为

文化搭台”。

这根本违背了娱乐的原则。可以对原著或地方做适当的夸张描

述，并不意味着“篡改”。像恶搞游戏所传播的，不是我们引为不傲的

民族文化，而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糟蹋和不尊重。

记：它的伤害体现在哪？

唐：游戏虽然是娱乐，为这些“篡改品”买单的多是与之直接接触

的学生们。他们分辨能力弱，很容易被误导，加上中小学生大多心

智尚未成熟，这类题材的游戏或多或少会对中小学生学习历史、认

知世界造成不良影响。

在游戏里用经典名人的头衔来“戏说”，明摆着是玷污中国的

文学瑰宝，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种伤害。

记：我们应该怎样从根本上杜绝游戏恶搞？

唐：我们小时候都是从小人书来了解名著，都是很忠于原

著，不论是插图，还是白话文，都有利于小孩子理解。可这类颠

覆的游戏，传到中国会严重影响孩子们对名著的传承和理解，

应该完全抵制。首先，要有具体的法律法规禁止游戏业界进行

恶搞；其次，对一些“戏说”要加以限制，文化部门实行严格的

监管。

文化创新，也就意味着绝不低俗，绝不恶搞，尊重文化，

时刻将文化内涵放在第一位。 张亚琴/文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么想来，恶搞生来有之。且这股风越吹越猛，在影视

界尤为突出。如《大话西游》、《武林外传》等等。而这些“大话文化”的面世，也意外衍

生了众多的幽默网络短片。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前，很多胡戈的先辈们直接将

电影改编、取其素材进行重新组合、配音形成幽默短片，引发了热烈追捧。

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个性化的一面。它激发了恶搞者的创

造力、想象力和幽默感，也及时反馈了网民们对恶搞的欢迎，于是网络成了“恶搞文化”

发展和传播的最好平台。 张亚琴 整理

文学恶搞：造反的世界最有理

对话

影视恶搞影视恶搞：：““大话大话””的特色发扬的特色发扬

《大史记》

这部短片是作为 2002 年贺岁片出笼

的。其内容是将《鬼子来了》、《霸王别姬》、

《荆轲刺秦王》、《有话好好说》等当代流行电

影以及《董存瑞》、《苦菜花》、《智取威虎山》

等革命电影的片断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其戏

谑和反讽的意图十分明显，对后来的网络电

影启发很大。

戏仿程度：★ ★ ★ ★

搞笑程度：★ ★ ★ ★

《大史记II 之 分家在十月》

又称《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以极度

调侃的口吻讲述某台新闻评论部闹分家之际，

人们勾心斗角的故事。取自两部前苏联经典

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剧

情充满了调侃和尖刻的嘲讽。

戏仿程度：★ ★ ★

搞笑程度：★ ★ ★ ★

《网络惊魂记》

庄重的男中音配着搞怪的音乐，“选网络

就像挑老婆，如果不幸选了……”画面上

周星驰掀开女人的盖头，“啊——”惊叫

声里，现出个眉眼歪斜、呲牙咧嘴的丑

妇。这是流行于2004年底的“大”片，戏

仿《唐伯虎点秋香》、《无间道》、《黑客帝

国》、《手机》等，讲述了一个用户如何在生

活中遭到歧视，对某电信服务商的水平之

低下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戏仿程度：★ ★ ★ ★

搞笑程度：★ ★ ★ ★ ★

《春运帝国》

“馒头之父”胡戈的应时之作，整部作品

以春运为题材，着重表现以民工周星星为代

表的普通百姓在春运期间的经历，片中“秦

始皇”陈道明身着黑甲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当起了新闻主播。片子将《黑客帝国》的打

斗，高速公路上的追捕，和周星驰的影片揉

在一起，让你不得不为小人物的春运之痛而

苦笑。

戏仿程度：★ ★ ★ ★

搞笑程度：★ ★ ★

游戏恶搞游戏恶搞：：娱乐精神的另类误读娱乐精神的另类误读

对话

对话

商业恶搞商业恶搞：：
不要因为利益不要因为利益

违背道德违背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