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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第二本博客文集。
当初我写博客的时候，想法很简单，每天脑子里冒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当我把这些想法写成文字
，发现它不适合在任何媒体上发表，就写在博客上，也算是给自己的人生作一个记录，有时候回头翻
看这些文字，还能想起当时的背景和状态，这是对自己的最大安慰。
　　我写博客，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从来不写不快乐的事情。
平时能让我们记住的事情都是不快乐的事情，不用记录，它也会永远留在心底。
快乐好玩的事情，却稍纵即逝，把它留住，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乐趣灵感。
于是就这么一路写下来了。
　　我收到过很多人的来信，他们告诉我：每天看我的博客成了习惯，每天上班无聊的时候就会打开
我的博客，找点乐子。
这些话都让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我也感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枯燥和紧张，只不过，我早就习惯了这
种紧张，并且希望通过闲扯来缓解这种紧张。
　　这一扯就扯出一本《不许联想》。
现在又扯出一本《文化@私生活》。
　　在整理这本书的书稿时，我发现过去写的博客文字，大都很随意，如果按出版标准，合适的不多
，但是按一个“心路历程”去看，它画出了我这几年的生活轨迹。
　　我对写博客的要求并不高，有时间我会坐在电脑跟前，想到什么写什么，甚至连构思都没有。
但是把那些博客上的文字出成书，对自己倒要苛刻起来，毕竟要让人家花钱去买。
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并没有认真看过博客上的文字，因为用电脑阅读的习惯，并不是现今人们与生
俱来的习惯。
　　我最早把文字当成自己的爱好是写音乐评论，后来我做了记者，写报道，于是就有人说不习惯我
写新闻报道，再后来我又去写博客，又有人说不习惯我写博客，再后来我去拍 DV，又有人不习惯我
拍 DV。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变换不同的角色，关注我的人会感到很困惑，其实很多人习惯了用一种定位去看一
个人，非此即彼。
而对我来说，正是多年来不断改变自己，才让我触及到更多领域，观察事物看待问题可以用更多角度
，真是一笔财富。
我该扮演什么角色，在别人眼里无所谓，在自己眼里也无所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从这些事情
里感到快乐，这才是最有所谓的。
博客对我来说只是我表达的方式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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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第二本博客文集，精选了其博客“不许联想”上2005下半年至今的文章40多篇。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化篇：给你自由过了火”，主要是文化时评，尖锐而真切；第二
部分，“私生活篇：人人都爱塞林格”，是作者个人生活中的故事，妙趣横生；第三部分，“文化私
生活篇：十面埋妇”，是作者第二部博客电影《十面埋妇》的剧本及花絮。
　　书名“文化＠私生活”是指一个人完全属于自己的、极少公之于众的文化生活，甚至一被人知道
会遭到嘲笑。
这个提法既有戏谑之意，又点出了人们在文化消费中面临的某种尴尬，非常真实。
全书仍然是王小峰特有的辛辣、幽默然而引人深思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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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峰，现任《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主笔。
平时爱张罗饭局，结交狐朋狗友一堆。
对音乐爱不释手，常以之为伴。
写字不厚道，嬉笑怒骂，得罪不少人。
主编过《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写过音乐评论集《不是我点的火》（2004）、文化随笔集《不许联想
》（2006）。
编剧并导演的DV作品《小强历险记》（2006）与《十面埋妇》（2007）在网络公映，受到爱好者追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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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私生活　　首先说明一点，“文化私生活”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从黄集伟老师嘴里
听到的。
至于黄老师怎么想出的这个词，我不清楚，我在搜索引擎上搜了一下，发现以前确有人用过，但不是
黄老师定义下的“文化私生活”。
　　前几天在一次饭局上，出席饭局的有黄老师、小强以及《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华
读书报》以及老师，她来自我最讨厌的新浪网，但是我很尊重老师。
显然，这个阵容的饭局，我们开涮的对象肯定是小强老师。
认识小强老师的人都知道，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小强老师每天的工作不是研究俄罗
斯文学，而是走街串巷，奔波于各大小报刊亭之间，搜罗试创改复停期刊，他身上永远背着一个巨大
的黑色背包，里面永远塞得满满的，打开一看，永远都是试刊、创刊、复刊、改刊、停刊号的杂志，
总重量永远超过20公斤，他常年乐此不疲，他就是都市里的背包族。
新闻出版署的人想找什么期刊资料都要找小强老师咨询。
因此，我们把小强命名为“无冕的新闻出版署”、“移动的新闻出版署”、“联通的新闻出版署”、
“小灵通的新闻出版署”、“永不沉没的新闻出版署”、“肉身新闻出版署”、“中国新闻出版活字
典”。
当然，小强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赶死队。
”不管什么名人去世，小强永远在第一现场，并且以第一时间发布死讯，他的发稿时效性让我们总怀
疑新华社跟我们有时差。
　　那日，大家聚在一起，扯东扯西，就扯到小强老师的头上，结果，我们发现，小强老师不仅对期
刊感兴趣，不仅对垂危的病人感兴趣，还对另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流行音乐。
小强老师在向大家炫耀他当日搜罗的各种期刊的时候，不小心拿出一摞唱片，坐在身边的黄集伟老师
把一摞唱片拿在手里，挨个看下去，结果，那一摞唱片，我就知道朱哲琴的《七日谈》，其余二十多
张唱片，我连人名都没听说过。
以我的经验判断，都是港台新马泰八九流歌手的专辑。
作为一个前著名乐评人，我感到羞愧，这么多的唱片我都没听过，这么犄角旮旯的人我都没听说过。
于是，黄集伟老师说：“这暴露了小强的文化私生活。
”　　什么叫私生活？
就是一个人可以面对公众、朋友、同事之外的个人生活，这个生活内容是他不愿公之于众的，一旦公
开，可能会对本人造成名誉上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本人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个影星私下里跟一个卖冰棍的人约会，就不希望被人知道，如果希望别人知道，那就是作秀。
那么，文化私生活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在进行文化消费的时候，总有某些文化消费不希望被人知道，一旦被人知道，可能会受到人
们的鄙视、嘲笑、挖苦，进而被人怀疑欣赏口味和品位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可以公开承认你喜欢费里尼，但你不能把你暗地里喜欢陈凯歌的事情说出来，因为你喜
欢后者可能会遭到他人的人格羞辱。
所以，在一个以文化消费为标签的时代，热爱文艺和热爱文学并且常常把某位比较有品位的人挂在嘴
边的人，特别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私生活。
一般而言，最好不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你还有低于大众平均审美的情趣。
比如，我们主编朱伟，他呕心沥血，写出了数百万字的《音乐圣经》，详细介绍了古典音乐。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不慎说自己喜欢S.H.E.，那就是暴露了他的文化私生活。
比如我喜欢S.H.E.，但有一天我说我喜欢贝多芬或巴赫，那就暴露了我的文化私生活。
 以前我认识一个人，在我面前总跟我大谈特谈摇滚，说实话，他嘴里提到的什么“地下丝绒”、汤姆
？
维茨，我觉得都是瞎扯淡，你真问他他们都唱了些什么，他一准说不出来，所以我一度十分怀疑他到
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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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跟这孙子逛音像店，一进门，他发疯似的向一个唱片架扑了过去，拿起一张唱片，兴奋地手
在颤抖：“我操，我操，杨臣刚终于出专辑了。
”看，这就暴露文化私生活了，其实我早就看出你是个喜欢杨臣刚的料，有什么啊，喜欢就喜欢，大
大方方的，干吗拿“地下丝绒”来当挡箭牌。
　　当然，喜欢杨臣刚没有错，我一直觉得，喜欢杨臣刚跟喜欢贝多芬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你喜欢
谁就说喜欢谁，别整天把自己弄得跟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一样，非拿一堆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让自
己看上去就那么有档次，其实一肚子卤煮火烧。
你说一个人，穿了一身PRADA或阿玛尼的衣服，结果脚蹬一双安踏运动鞋，这搭配上是不是有点那个
？
哪怕您上身李宁，下身李小双，穿双青岛双星看着都舒服。
　　小强老师就不怕暴露自己的文化私生活，正如小强老师对来自各方面的媒体信息感兴趣一样，他
对八九流歌手的兴趣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信息的兴趣，就像一本词典要收录一些必需的词汇一样，小
强老师必须在他的大脑里记录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当小强老师不管面对50后还是90后，他都能找到
共同语言。
　　暴露自己的文化私生活其实跟暴露自己的私生活是一样要付出勇气的，不信你自己试试，当着众
人的面，说出你喜欢却为大家不齿的人和事，你肯定犹豫。
其实本来没什么，但是世俗观念让人没有勇气开口，人们本能地用一些标签把人分成不同的档次和等
级，而且都想站在最高级别的位置上。
尤其是，你越没文化，就越想用有文化的东西装点自己的门面。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私生活。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温暖的中国　　2006年10月的某一天，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一个编导打电话找我，说搞一个什么
节目策划，想跟我面谈，然后我们约在昆仑饭店。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由于还有其他事情，我提前告退。
　　在饭店门口打车，我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个黑色的皮夹子，肯定是钱包。
我环顾一下四周，除了饭店的服务生在招呼来往的出租车，没有其他人，我手疾眼快将钱包捡起来，
然后躲在一个没人处，将钱包打开。
我的天，里面有很多卡，还有一个护照，美金有大约800元。
打开护照，一个中年男人，我很失望，要是个美女该多好。
这个人叫Richard Stengel，一看就是美国人。
这个家伙是不想回美国了，如此粗心大意。
　　我拿着钱包，回到了饭店门口，估计这个人一会儿会回来，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影。
我想他一定住在昆仑饭店，便到办理入住的前台询问，果然，他住在这家酒店，服务员往房间打电话
，很巧，他在。
几分钟后，这个美国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英语实在糟糕，连最简单的对话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Stengel很兴奋，连声说“谢谢”，然后拿出一部分现金递给我，意思是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这点钱就想搞定我？
”这是我经常跟一些公司的企宣和市场推广的人说的一句话。
我拒绝了这位美国人的谢意。
他又说了几句我似懂非懂的话，大概意思是：这笔钱应该属于你，没有你我会有更多麻烦。
我觉得这位老美看上去还算挺实在，我的脑子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便对他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说完，我挺后悔，这有点强迫人家，万一人家不愿意呢。
 Stengel明白我的意思后，非常高兴，然后示意我到咖啡厅一坐。
天啊，旁边也没有个翻译，这让我怎么跟他交流。
不过，哑语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当年我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常跟聋哑人打交道，学会了不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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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急了用哑语估计他也能明白。
　　事实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我想像的容易得多。
　　我拿出手头上仅存的一张名片，递给了Stengel。
他微笑着看着名片：“你是记者？
”“是的。
”我说。
然后他说的几句话我有点不明白，我礼貌地摇着头。
于是他四处寻找，看到有一个报刊架，便走过去拿起几本杂志，然后示意我。
　　我明白了，他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杂志是哪一个类型的杂志。
他手里拿着房地产、时尚和财经类杂志。
我摇头，然后走到报刊架旁，拿起了一本美国《时代》周刊，然后我告诉他：“我们主编说过，我们
的目标就是做一本这样的杂志。
当然，在中国，这种想法往往只停留在梦想阶段。
”　　Stengel听完，马上兴奋起来。
他从我交还给他的皮夹子里面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我接过名片，大吃一惊：“你是《时代》周刊的主编？
”他微笑着点点头。
这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把英语学好，现在对话太困难了。
不行，我得找一个翻译。
我看旁边有一桌人，一个女士在跟一个老外聊天，我便走过去，对那女士说：“对不起，你能帮个忙
吗？
”我说明来意，这位女士很痛快，嘱咐了那位老外几句，跟我来到 Stengel身旁。
为了节省时间，我直奔主题。
我对翻译说：“你跟他说，我想上《时代》周刊，想让他们杂志介绍我。
”翻译把话翻译过去。
Stengel好奇地问：“为什么？
”我说：“我想成名，想赚钱，想让所有的人都关注我。
”他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吗？
”我说：“都是跟你们美国人学的。
”“我们美国人现在不这样了，这种做法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但是，”我说，“这招在中国很灵。
”“那你为什么不上中国的杂志呢？
”他反问。
“这样没有人会关注我，每个中国人都能上杂志，所以上了中国杂志跟没上一样。
但是《时代》周刊不同，因为在过去，只有中国的政治人物才能让你们感兴趣。
但我想尝试一下，很巧我认识了你。
”　　我想，我这么厚颜无耻，这位老兄肯定烦了。
但他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丝毫看不出厌烦的情绪。
“你能给我一个上《时代》周刊的理由吗？
”“很简单，如果我成名，我就可以出书，我的书会卖得很好，我的版税可以竞拍—— 以前我出过书
，但是没有人买。
另外，我还可以去唱歌，不管我会不会唱歌，只要我有名，就可以赚钱。
我还可以演电影，不管我会不会演电影，他们都会让我去做男主角。
我还可以去做主持人，不管我说话是否利落，成名后，会有很多电视台要我。
我想过媒体明星式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狗仔队和粉丝像一群苍蝇一样追逐我。
我参加活动的时候要坐阿帕奇直升飞机从天而降，我要看到粉丝放到天上的氢气球上写着‘我爱你’
，我想做任何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我想跟其他明星闹绯闻，让我的新闻天天出现在各大报纸、网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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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我就是想秀出自己，让自己的利益获得最大化。
”　　Stengel轻轻点着头：“今天的中国人都这么想么？
”“是的。
”“这倒可以成为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个点。
”我一看有戏，便趁热打铁：“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典型人物来报道，总比你们没事关注中国的人权
、言论自由什么的新颖多了。
关键是，像我这样无耻的人在中国有很多。
2006年，中国仅有一个人因为制造假药畏罪自杀，其他坏人活得都很坦荡。
”　　“但是，”Stengel喝了一口咖啡，“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你进入我们杂志的视线，
因为你太普通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硬是把我放进《时代》周刊，我就不普通了。
2007年，如果你再来北京，当你从首都机场进入市区的时候，你会在路边的建筑物上看到‘王小峰全
球粉丝祝贺专辑The Two成功上市’，而且是巨幅广告牌，这就是《时代》引领时代，何乐而不为呢
？
”“为什么专辑名字叫The Two呢？
”Stengel问。
“因为 The One已经有人出过了。
要是早一年认识你，我就出 The One了。
”　　“你是个很坦率的中国人。
”Stengel微笑着喝完杯中最后一滴咖啡，他礼貌性地看了看表，“很高兴能认识你并且得到你的帮助
，这次中国之行让我很难忘。
”“可我的事您别忘了。
”我叮嘱他。
“不会，因为我的钱包只有在中国失而复得。
”“请问您什么时候回美国？
”“四天之后。
”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昆仑饭店，给 Stengel送一盒巧克力，连着
送了四天。
Stengel有一天接到巧克力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你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吗？
”我说：“在我们这儿，都是靠这种礼尚往来的行贿方式来获得最大利益的。
”　　几个月后，《时代》周刊编辑部给我发来一封邮件：“王先生，很高兴地通知您，用一部你们
国家的电影的名字形容您可能最恰当——梦想照进现实。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准备你想做的一切了，包括演唱、电影，但我们也顺便提醒您，您的生活可能从
此进入另一种状态，总被人关注未必是件好事。
在您被关注之前，请您先关注一下我们年终的回顾特刊。
谢谢。
《时代》周刊。
”　　恶之花开　　“恶搞”这个词在2006年因为胡戈戏耍《无极》而一下子火了。
随之而来的是对陈凯歌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以及有更多胡戈站出来，人们一边在为恶搞争论不休，一
边见什么搞什么，眼看着2006年变成了无“恶”不做的一年。
　　围绕着“馒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恶搞问题。
我认为，创作就像搭积木，你可以搭出一栋房子，我还可以搭出一个花园，用的都是那几块木头，小
孩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小孩意识不到事物总是有多面性的。
每个人在解读一个词、一句话、一篇文章、一首歌或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通过想像或联想把它理解
成自己希望的那样——而这其中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恶搞。
恶搞并不是在2006年才出现的，只是因为在这一年“恶趣横生”才被关注。
以前，它经常出现在一些讽刺与幽默的笑话中或并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单元存在，如今它突然成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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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的表达手段，是因为它适合网络时代的表达方式，它以意想不到的效果间接达到人们想表达的愿
望。
从前，我们称其为解构，如今，当我们怀着恶作剧的心态再次拿起这把手术刀的时候，我们更喜欢称
它为“恶搞”，而这把手术刀因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和效果，有时候更像一把来复枪。
　　恶搞者的美学原则是：当我无法把你这栋建筑摧毁，我只好在你这栋建筑上涂鸦，让这栋丑陋、
古板的建筑变得有如妙笔生花，将围观者引向“歧途”，从而看到它的另一面。
当经典的“馒头”引发一场全民恶搞之风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陈凯歌提供了这么丰富的素材，感谢
胡戈用他的智慧为这部无聊的电影添加了一笔令人回味无穷的注脚。
　　我们为什么要恶搞？
这个方式实在令人不舒服，那可是对很多美好事物的亵渎，是令人愤慨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美好事物是什么？
可以总结为：它是常规的、令人看起来索然无味的东西，但是它被涂抹得有点端庄、崇高、权威、伟
大、完美、严肃⋯⋯甚至有些教条。
这些事物，美好的事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本来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由于这类美好事物太多，
以至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枯燥和苍白。
我们总该给它增加一些颜色，把那些伪善从我们的视线中去掉，这就是今天大兴网络恶搞的原因。
娱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为我们提供娱乐，一种是自己动手，自娱自乐。
恶搞显然属于自娱自乐，我们之所以要恶搞是因为你提供给我们的美好事物显然不够娱乐。
另外，恶搞是无能的力量，当我们对某种更有势力的既定事实无法接受或产生厌恶，并且无力改变时
，目前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用恶搞的方式来奚落它，因为它有时候比批评更加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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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私生活》是作者第二本博客文集，精选了其博客“不许联想”上2005下半年至今的文章40
多篇。
暴露自己的文化私生活其实跟暴露自己的私生活是一样要付出勇气的，不信你自己试试，当着众人的
面，说出你喜欢却为大家不齿的人和事，你肯定犹豫。
其实本来没什么，但是世俗观念让人没有勇气开口，人们本能地用一些标签把人分成不同的档次和等
级，而且都想站在最高级别的位置上。
尤其是，你越没文化，就越想用有文化的东西装点自己的门面。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私生活。
　　王小峰或许是中国最受尊重的博客，正是因为他几乎什么都不尊重。
　　——《时代》周刊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私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