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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0》

内容概要

揭开少林寺、李一道长与“曹操墓”神秘的外衣，多层解读众声喧哗下的汪晖事件与韩寒现象，深度
解析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和电影《孔子》，细读章子怡“诈捐门”和“蜗居”“蚁族”们的“N连
跳”⋯⋯已经成为历史的2010，依然留下这些余波难平、喧嚣难去的公众事件。一批年轻学人聚合起
来的1217俱乐部，秉承独立个性、人文立场，对事件不判断是非，亦不提供所谓的真相。但是他们把
这些事件嵌入历史的谱系，在其中进行思考、批判，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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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0》

作者简介

1217俱乐部成立于2005年，以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人为主，宗旨是观察中国社会，关注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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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0》

书籍目录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杨早
专题
为什么是汪晖？——“汪晖被指抄袭事件”的多层次解读           杨早
第一层：“抄袭没抄袭，小学生都知道”——第二层：媒体为什么不喜欢汪晖？——第三层：汪晖攻
防战——第四层：规范的霸权与理论的傲慢——第五层：知识界的“共业”
【附录】“汪晖事件”与90年代学术规范讨论                 萨支山
【附录】如何评价汪晖                                     季剑青
国产仙师与仙友：李一和樊馨蔓们                                   施爱东
李一的“道”路——樊馨蔓的执着——李一的“道”理——樊馨蔓的真诚
讨论：李一，败在何处？
少林寺有多少和尚？
——一座寺庙的当代世俗化生存                     黄永
重建寺庙的热潮——媒体聚焦少林寺——爱少林，恨少林——少林功夫少林医——少林寺有多少和尚
？——一座寺庙的世俗化生存
讨论：这还是一座庙吗？
多棱镜中“曹操墓”
——学术考古、地方利益与公众情绪                                刘煜
序幕：是怎样一个缘起——公众的质疑——考古学家如是说——这些人怎么说——世道人心的多棱镜
——尾声，抑或开始？
讨论：“曹操墓”，又一个“周老虎”？
韩寒与韩寒现象
——剧场寓言与批评空间的局限                         金浪
消费时代的剧场寓言——道义性话语的非道义生产——批评乱象中的韩寒与韩寒现象——常识的限度
：批评何以可能？
讨论：《时代》为何选韩寒？
为何“进不来”？为何“回不去”？
——“蜗居”、“蚁族”与“中国工人”的“相遇”     张慧瑜
“同命相怜”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马拉松比赛”与“吸金大法”——“无人工厂”是可能的
吗？
讨论：中产阶级神话的破灭
“二胎教授”杨支柱的行为艺术                 罗鹏燊 于闽梅
杨支柱二胎事件的媒介传播考证——三十年来的争议以及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二胎试点——民间的声音
：计划生育＋寄生经济＝绝路？——回到杨支柱
讨论：杨支柱VS女性立场
《孔子》，向权力致敬                                          刘玉宇
“大片”《孔子》——《孔子》，向权力致敬——《孔子》与《孔夫子》：穿越70年的“巧合”
讨论：不仅仅是致敬
《非诚勿扰》复写时代
——“相亲秀”背后的价值观                      颜浩
“以娱乐关怀民生”——被“围剿”的价值观——“用广告求婚的可否”——谁解此中“诚”与“扰
”
讨论：《非诚勿扰》亲历记
“善款门”：自媒体打蒙章子怡
——一个天涯热帖的文本细读                       李芳
明星慈善：引发关注的两大热点——权力话语：权责不明的巨大真空——自媒体：网络资源的个性解
读——并非结语
讨论：网络公关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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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0》

热点综述
“蚁族”之困                                               邰藓 刘梦阳 综述
玉树的凤凰涅槃                                     刘梦阳 综述
富士康：代工之劫                                           刘丹青 综述
“富跑跑”的移民潮                                       刘梦阳 综述
一场围绕相亲节目的媒体交锋                     倪咏娟 综述
南非，世界杯狂欢                                 邰藓 综述
怠、停、罢：劳资博弈进行时                           赵丽苗 综述
世博：亦游园，亦惊梦                                       刘丹青 魏玲 综述
月份牌
1月：背后都是政治                                  萨支山
2月：虎年春节“脱衣舞”                                      施爱东
3月：头版与花絮                                        倪咏娟
4月：整月都在“地震”                                施爱东
5月：国家牛，个人槑                                                 萨支山
6月：世界不因世界杯而不同                           张慧瑜
7月：残缺记忆与残酷现实                                          颜浩
8月：做人不要太张扬                                            萨支山
9月：给力的微博                                        段美乔
10月：如何城市，怎样美好？                                     倪咏娟
11月：“大战”与“大火”                                                  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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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0》

精彩短评

1、送货有点儿慢~但是书的内容实在不错~赞一个
2、就那么回事吧 说实在的这书看着没什么意思 
3、了解这一年发生了什么，看下《话题》吧！
4、每年必买的书，是对上一年度热点话题的不同角度的重新品味。意见较为理性，不盲目，值得一
看。
5、发现之后不买就闹心 特地去买了本全价的 跟抽风似的
6、有幾篇很不容易看明白
7、针砭时弊，快意恩仇，好书
8、.。。。三分之二的文章干涩得如一场遗失了前戏的性事。本人颇不喜的施爱东老师的文笔居然最
为出色。
9、三联 人文 独立思想
10、一个小时在书店快速阅完~
11、10年的这本还没有看，不过往年的都很不错，今年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12、一如既往的精彩，短平快
13、适合年轻人阅读。
14、很好喜欢同事满意
15、无趣啊。。
16、中国
17、论题太专业了，就结尾的综述还看得进去
18、偶们家小金的画像不错，其它就不说了
19、现在来看2010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20、施爱东的讨论李一成名的文章还比较实在。其它的文章，包括很多看似有品的人力荐的杨早的文
章，都是洋洋几千字却空洞无物的东西。他们貌似看破了很多问题，但却不敢深入浅出的阐明自己的
观点，有点像算命先生，七晕八绕地给出观点，再夹私货。还有一个时间流逝所浮现出的注脚：此书
中谈到韩寒及韩寒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说出了韩寒现象中很多“奇特”的矛盾--诸如一边说要个
性不代言，一边成为多种品牌的代言。事隔两年，韩寒是骗子这事（对于有常识的人）不言而喻，再
回头看2010年的文章，觉得这些人说话真装逼。多方证据证明有问题，那肯定得去找问题的原因，他
们却一起深沉地觉得“这很吊诡”就没有然后了。再包括杨早谈汪晖抄袭的问题，选择性地忽略掉“
宝树”的角色，真没看出他客观智慧。
21、知识分子的另类觉悟，很喜欢，每年都买
22、每期都买，一样那么好看
23、虽然历史不能重来，但回顾的过程却是一段别致的享受，挺好的书！
24、时下热点事件新闻的评论，看得大快人心，很愤青，喜欢
25、这个系列的书能买到我全都买了，个别篇幅对我这种普通读者而言有点太过学术，但大多数文章
还是很不错的，观点犀利、一针见血，让我对很多社会热点事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更加开阔的思
路。正如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个系列其实并不是时事评论，而是事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意涵，很有
新意，也很有教益，希望这个系列能越办越好。
26、　　《话题2010》观点颇多，挑些特别的说说。 
　　“所谓媒体中的‘南方系’，更多的并非地域或人事的组合，而是价值观念的认同：新闻理想主
义的普及，与‘民众本位’的舆论观。前者体现为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新闻原则奉为圭臬，甚或
不乏过度想象；后者则表现为相较于定位为‘宣传喉舌’的传统媒体的某种异质性，是对‘第四权力
’的身份认同。”分析了媒体的特性之后，杨早又概括了汪晖与朱学勤的学术观点，前者更主张对西
方/美国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更强调中国经验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后者则更愿意“借火煮肉”，以
美国式的妥协改良来清洗法国式的决绝革命，他由此认定，朱学勤的思路与中国媒体的主流看法更为
接近。他认为，这或许是媒体对待二者“抄袭”持不同态度的原因之一。他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观察角
度，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媒体人的潜意识，不过有些东西只能意会，当事人怕是不会承认的。 
　　专题文章后的讨论，是补充，也是纠偏。就《少林寺有多少和尚？》及其讨论而言，李鸿谷无疑

Page 6



《话题2010》

比黄永看得高远，后者执着于一点，不乏暗讽，而前者由点及面，抱以宽容。李鸿谷跳出一人一事，
以结构性的逻辑感，理解当事人的选择与进退，所以有底气断言：“文章出来，辩护也罢，记录也罢
，都非核心。核心的是，你有无能力超越这个时代的其他书写者？如果能，那么未来就将以你的记录
为底本来想象这个时代。” 
　　“韩寒所抨击的对象其实就是造就了韩寒现象的结构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他已成为他的批评
对象中的一部分。道义性话语的生产已经深陷于非道义的现实中，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谈论任何形式
的批判都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因为韩寒现象涉及个人言说效果的社会机制，金浪将其与韩寒区分
以对，对促成其的社会结构性力量进行反省。他解读韩寒的成功，是缘于选取了常识批评的方式，不
过这种方式缺点在于缺乏结构性思考与向建设性转化的能力，结果，常识批评构筑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表面上以公民建议的面目出现，实质上却形同无政府主义的语言狂欢。字里行间，可
见作者对韩寒更高的期望。 
　　近两年，《话题》多关注种种神话的破灭，最新的例子是中产阶级神话的破灭。萧武说，以前进
入中产阶级的门槛是高考，而现在是买房，有了房子才算中产阶级，没有房子哪怕受教育水平再高，
也一样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张慧瑜说，房子已经成为关乎中产阶级命运的“任督二脉”，作为橄榄型
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
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
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而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
一个好时代。张慧瑜进一步阐释：“意识形态的有效运作，不在于没有说出‘真相’或者说描述‘现
实’，而在于它总是‘慷慨地’揭露或者说承认某一特定阶层的困境，却又‘毫不留情地’对其他阶
层的问题‘守口如瓶’，而达成的‘谎言’效应在于仿佛这是所有阶层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对于当下
的中国来说，中产阶级就充当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和谐’功能。” 
　　 
　　再抄几段话： 
　　这是一个构筑神话的时代，通过媒体的滚雪球效应，通过资本的市场运作，一个接一个的神话被
构造出，然后又被一个接一个地消费掉。这些神话不需要天才，只需要天才之名；不需要战士，只需
要战斗的姿态；不需要牺牲，只需要关于牺牲的表演。（金浪） 
　　杨支柱事件乃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民意的一次公开和集中的表达。至
于是否能因此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在很难预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杨支柱在以后的历
史叙述中，就会被描述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反之，则像是投入池塘中的一枚石子，激起的不
过是几轮涟漪。（罗鹏燊、于闽梅） 
　　在一个全民拜金的社会里，现实世界只会比《非诚勿扰》表现出来的一切更加败坏。但我们宁可
对马诺、朱真芳们予以毫不留情的“道德群殴”，却不愿承认，其实她们以戏虐式的表演所呈现的，
都是活生生的世道人心。（颜浩） 
　　北京律师，之所以有名，当然是因为在一些敏感的案件中敢于挺身而出。不过，这挺身而出的资
本，似乎更多的在于因为位居京城，与最高司法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丰厚的司法、专家、媒体
资源可以干预案件。因此，与其说这场较量是权力与法律的较量，不如说是权力与权力的较量，而老
百姓亟亟乎寻求的“程序正义”不过是一件漂亮的外衣罢了。（萨支山） 
　　在世博的一片赞歌声中，赵作海这个名字就显得特别的不和谐。媒体后继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细节
更是触目惊心：办案人员缺乏良知和起码的职业道德、刑讯逼供、政治力介入⋯⋯这不是偶然的个案
，而是公权力膨胀不受任何制约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有这样“高效”的世博，就一定会有众多的赵
作海们陪伴其侧。（萨支山） 
　　 
　　挑点刺儿：第143页“后续二”，“第五次”应为“第六次”；第152页第一段、第175页第三段、
第213页第一段，三处“火暴”应为“火爆”；第244页第二段，“银幕”应为“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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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0》

精彩书评

1、这套《话题》系列的书籍，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是书前勒口上的一段文字：“对过去一年中发
生的那些公众事件，以及围绕它们的喧嚣，我们不判断是非，亦不提供所谓的真相。但会把这些事件
嵌入历史的谱系，并在其中思考、批判和预测。”或许，这样的初衷和精神，更能让读者、让当初那
些“不明真相”的观众更能还原彼时的真相，解读其中的原委。先说一处瑕疵：P112：第11行，“年
级”应该为“年纪”。另，目录中，《为何“进不来”，为何“回不去”？》没有加作者；“讨论：
杨支柱VS女性立场”不应该加黑。就整部书而言，最喜欢的几个专题是《为什么是“汪晖”？》、《
国产仙师与仙友：李一与樊馨蔓们》、《韩寒、韩寒现象》、《为何“进不来”，为何“回不去”？
》在读《国产仙师与仙友：李一与樊馨蔓们》的时候，对比了一下2013年7月21日《新京报》刊发的《
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一文，想起20世纪90年代“一把硭硝治天下”的江湖游医被神化为“
旷世神医”、“当代华佗”的胡万林，2010年到处鼓吹“绿豆治百病大法”的伪养生食疗专家曾一度
被尊之以“教授”、“神医”、“京城最贵中医”的张悟本，2011年现代快报连续4期深度调查揭穿可
以治愈渐冻病人、攻克癌症的“健康教母”马悦凌⋯⋯前赴后继，如此种种，让人不胜感慨。《韩寒
、韩寒现象》一文，似乎相对从专业的视角解读的韩寒现象，读乐两遍，不是太容易理解，涉及一些
术语。结合当初方舟子与韩寒交锋并出走新浪微博一事，反观这篇文章，对韩寒现象又有另一种理解
。在《“二胎教授”杨支柱的行为艺术》的最后话题讨论环节，杨支柱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比较激进的
类型，但是似乎挑不出什么问题，在人权、道德之类的话题面前，反对意见就显得尤为苍白无力；张
卫民的观点温和平易，感觉属于中庸做派；于闽梅的言辞感觉就近乎想当然得胡扯了。（个人感觉）
。
2、继续看《话题》，这次是2010，先看的是《韩寒、韩寒现象》，写得非常好，特别是“常识性批评
”的总结以及与《时代》编辑的对话，让我对韩寒有了很多思考。同时，我对这篇文章也有自己一些
不同的看法，文章基本上属于精英视角，在前半部分作者提出两个概念：促成韩寒现象的社会结构性
力量与道义性话语的非道义生产，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感觉像是作者的自言自语，而对什么是社会
结构性力量，却并没有解释，另外，作为韩寒现象的主要受众即80后的我们，在文章中也缺位了，我
们成了一个大众的代名词，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点，作者在这里用专家的观点代替了当事人们对韩寒
的感受。这里，如果采访一些喜欢或讨厌韩寒的我们，效果会更加好。说说作为大众的我对韩寒的感
受吧。最早知道韩寒是在高三，紧张的备考，竟然抽出时间看完了《三重门》，还是在课堂上，具体
的情节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语言，和我第一次看《在细雨中呼喊》感觉相似，让人抓狂的快乐
，当然，现在已经熟悉了他的这种风格。竟然也写了篇文章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自然是没有结果
的。这是个叛逆的同龄人，我当时想。然后就是高考，然后就是遗忘。再见韩寒是在07年，从06年
到07年，除去编程，一直关注的就是房价，随着房价的节节升高，随之升高的是被边缘化的焦虑感，
正如话题里所说，以前进入中产阶级的门槛是高考，而现在是买房，有了房子才算中产阶级。人在焦
虑的时候才会想起来发泄，才会想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这时候发现了牛博，里面有个熟悉的名
字：韩寒。文字一如既往，很痛快，看完他的文章，再狠狠骂一下这个社会，整个身心都得到了慰藉
。《韩寒、韩寒现象》里总结的很到位，韩寒的批评是一种常识批评，没有理论，就事论事，确也很
符合当时的心境，谩骂总是很爽的，不用想太多，就是社会的问题，什么问题？管他的，反正就是有
问题，一帮同龄的程序员聚在一起，聊起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一起喷射一下，带上韩寒。在这样一
个和谐的社会，韩寒的角色来得正是时候，叛逆、正直、敢说真话，是我们一致的评价，这种崇拜
在08年的时候到达高峰，特别是地震后，他救回来的那条狗，那时，一旦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我
们会说，看看韩寒怎么说，而韩寒总是会不负众望及时的发一篇博文，韩寒的观点代表了我们的观点
。那时实际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是当牛博其他人纷纷被封杀时，韩寒却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09年后，关注急剧的减少，偶尔看到转帖，因为，我发现，无论是任何事情，他的立场是不变的：
总是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上，这让我有些审美疲劳。直到今年发生百度文库事件和成都政府大楼事件，
他才重回我的视野，我突然发现，他的影响力已经可以推动一些事情的前进，我想，他的定位是否已
经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单纯的批评者转换成进步的推动者，有人把他比作现在的鲁迅，说真的，我觉
得他还有很多路要走，看看他最新一篇博客《三峡是个好大坝》，除去他惯有的讽刺和留给他读者的
满腔情绪，似乎没剩下什么。相比这个，我更想看到的是专家们的专业论证以及对当年整个论证过程
的回溯，甚至，对于各种现象本身，需要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但是没有，我也突然明白他为什么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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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一点点原因，他针对的从来就是现象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权力。有些时候，情绪是一回事，专
业的还是要留给专家。哦，其实韩寒的正式身份是个赛车手。最后再说说他的小说，1988，整部小说
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实世界的小品映射，同样，除去留给读者巨大的无力感，再无其他。我把1988推荐
给了还在上学的90后妹妹，她没读完，她说写得没有吸引力，比不上郭敬明，她们几乎都不知道韩寒
这个人。也许，等我们这一代逐渐世俗，如果韩寒依旧是现在的韩寒，他很可能就会淡去，他是仅属
于我们这一代的。总结一下我对韩寒的看法。首先他敢于真话、敢于表达，这几乎是一个必杀的特性
，和大熊猫一样稀缺，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比他真话和专业的人还有很多，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从
我们视野里被淡去了，导演只留他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他在对体制进行不断的抗争，而诡异的是，
他未尝不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第二他很聪明，他永远不会越界，他很善于利用资源和与人合作，他
出现在《时代》，他为凡客代言尽管他说自己不是谁的代言，他总是能对最热点的事件及时发出自己
的观点。第三他的常识批评为他赢来了大量读者，但这未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批评经常缺少力度
且模式单一。但是，在这个时代，批评总是需要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第四是他尝试了制作
杂志、抗议百度，这不仅仅是批评那么简单，而是逐渐向行动靠拢，我喜欢这样的韩寒，利用自己的
影响力去做一些推动的事情，正如李大眼去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最后，我爱韩寒。至于韩寒现象，我
想，这正反映出我们当下的现实状态，当我们收到这样和那样的教育，从农村带着家人的期望出来，
充满希望的来到城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时，却越来越悲哀的发现我们是被抛弃
的一代，面对高昂的房价和激烈的通货膨胀，我们痛苦，我们迷茫，而当我们想寻找一些心理的安慰
时，却惊愕的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空空如也，于是我们开始抱怨，开始慌张，开始憎恶这个社会，而
没有人敢于批评或没有关注度非常高的人进行适合我们消费的常识批评，于是，作为同龄人的韩寒适
时出现了，他的反体制、他的真性情正是我们需要却欠缺的，我们在他身上感受到自己同龄的情绪。
然而，我们再大一些，多一些信心，多一些想法，韩寒似乎又不能满足我们了，他会随我们一些老去
吗，谁知道呢。多么想韩寒能够多一些的专家批评，但是如果他真按照我们的想法那样做了，那他就
不叫韩寒了。韩寒，从他身上，总能看出自己来。
3、《话题2010》观点颇多，挑些特别的说说。“所谓媒体中的‘南方系’，更多的并非地域或人事的
组合，而是价值观念的认同：新闻理想主义的普及，与‘民众本位’的舆论观。前者体现为将西方（
主要是美国）的新闻原则奉为圭臬，甚或不乏过度想象；后者则表现为相较于定位为‘宣传喉舌’的
传统媒体的某种异质性，是对‘第四权力’的身份认同。”分析了媒体的特性之后，杨早又概括了汪
晖与朱学勤的学术观点，前者更主张对西方/美国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更强调中国经验的创造性与
独特性，后者则更愿意“借火煮肉”，以美国式的妥协改良来清洗法国式的决绝革命，他由此认定，
朱学勤的思路与中国媒体的主流看法更为接近。他认为，这或许是媒体对待二者“抄袭”持不同态度
的原因之一。他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观察角度，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媒体人的潜意识，不过有些东西只能
意会，当事人怕是不会承认的。专题文章后的讨论，是补充，也是纠偏。就《少林寺有多少和尚？》
及其讨论而言，李鸿谷无疑比黄永看得高远，后者执着于一点，不乏暗讽，而前者由点及面，抱以宽
容。李鸿谷跳出一人一事，以结构性的逻辑感，理解当事人的选择与进退，所以有底气断言：“文章
出来，辩护也罢，记录也罢，都非核心。核心的是，你有无能力超越这个时代的其他书写者？如果能
，那么未来就将以你的记录为底本来想象这个时代。”“韩寒所抨击的对象其实就是造就了韩寒现象
的结构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他已成为他的批评对象中的一部分。道义性话语的生产已经深陷于非
道义的现实中，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谈论任何形式的批判都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因为韩寒现象涉
及个人言说效果的社会机制，金浪将其与韩寒区分以对，对促成其的社会结构性力量进行反省。他解
读韩寒的成功，是缘于选取了常识批评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缺点在于缺乏结构性思考与向建设性转
化的能力，结果，常识批评构筑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面上以公民建议的面目出现，实
质上却形同无政府主义的语言狂欢。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对韩寒更高的期望。近两年，《话题》多关
注种种神话的破灭，最新的例子是中产阶级神话的破灭。萧武说，以前进入中产阶级的门槛是高考，
而现在是买房，有了房子才算中产阶级，没有房子哪怕受教育水平再高，也一样无法进入中产阶级。
张慧瑜说，房子已经成为关乎中产阶级命运的“任督二脉”，作为橄榄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
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
”），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
而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张慧瑜进一步
阐释：“意识形态的有效运作，不在于没有说出‘真相’或者说描述‘现实’，而在于它总是‘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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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露或者说承认某一特定阶层的困境，却又‘毫不留情地’对其他阶层的问题‘守口如瓶’，而
达成的‘谎言’效应在于仿佛这是所有阶层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中产阶级就充
当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和谐’功能。”再抄几段话：这是一个构筑神话的时代，通过媒体的滚雪球效
应，通过资本的市场运作，一个接一个的神话被构造出，然后又被一个接一个地消费掉。这些神话不
需要天才，只需要天才之名；不需要战士，只需要战斗的姿态；不需要牺牲，只需要关于牺牲的表演
。（金浪）杨支柱事件乃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民意的一次公开和集中的表
达。至于是否能因此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在很难预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杨支柱在以
后的历史叙述中，就会被描述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反之，则像是投入池塘中的一枚石子，激
起的不过是几轮涟漪。（罗鹏燊、于闽梅）在一个全民拜金的社会里，现实世界只会比《非诚勿扰》
表现出来的一切更加败坏。但我们宁可对马诺、朱真芳们予以毫不留情的“道德群殴”，却不愿承认
，其实她们以戏虐式的表演所呈现的，都是活生生的世道人心。（颜浩）北京律师，之所以有名，当
然是因为在一些敏感的案件中敢于挺身而出。不过，这挺身而出的资本，似乎更多的在于因为位居京
城，与最高司法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丰厚的司法、专家、媒体资源可以干预案件。因此，与其
说这场较量是权力与法律的较量，不如说是权力与权力的较量，而老百姓亟亟乎寻求的“程序正义”
不过是一件漂亮的外衣罢了。（萨支山）在世博的一片赞歌声中，赵作海这个名字就显得特别的不和
谐。媒体后继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细节更是触目惊心：办案人员缺乏良知和起码的职业道德、刑讯逼供
、政治力介入⋯⋯这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公权力膨胀不受任何制约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有这样“
高效”的世博，就一定会有众多的赵作海们陪伴其侧。（萨支山）挑点刺儿：第143页“后续二”，“
第五次”应为“第六次”；第152页第一段、第175页第三段、第213页第一段，三处“火暴”应为“火
爆”；第244页第二段，“银幕”应为“荧屏”。
4、以为是新闻热点的撮述盘点，还真不是。属于认真读书，深度思考的类型。施爱东写道士李一，
还有杨早写汪晖的，值得称道。一年闹腾纷扰，过去了，回头想想，和去年、前年，有什么区别。和
明年又有什么两样？看不出来。话题打捞一些人和事，也算为这个匆忙的时代留下些备忘。

Page 10



《话题2010》

章节试读

Page 11



《话题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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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