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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可新 贾富康

  最近，有关罗永浩的新闻接二连三——— 6
月 12 日，罗永浩在个人微博账号发布长文
称，自己将再次创业，并退出所有社交平台；
7月初，罗永浩评新东方带货模式，认为内容
对直播销售帮助有限；没几天，他又冒出来，
表示拿火烤钟薛高，精神有问题……几乎他的
每一次发言，都能冲上微博热搜前几名。这让
人不得不感慨，初代网红的影响力真是不减当
年啊。
  对于不熟悉罗永浩的人而言，他身上被赋
予的标签总是这么几个：“初代网红”“老罗
语录”“锤子科技”“创业失败”。多数人谈
及他总是充满嘲笑、挖苦、讽刺。年近半百的
罗永浩在当下网络世界中毁誉参半。
  笔者对老罗还多一重印象。说起来，笔者
也算是老罗的学生。十几年前的一个盛夏，几
百名大学生塞满了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为的
都是聆听彼时已是明星教师的罗永浩，亲传面

授英语考试心得。笔者就是其中一员。印象里
的老罗，油油的头发、矮胖的身材，站在讲台
上头也不抬，嘴巴贴着话筒就把包袱点密集地
甩出来，整个教室笑声不断。如今想来，《老
罗语录》算是中国脱口秀最初的样子了吧。多
年过后，对于老罗那个夏天教授的知识点，笔
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唯独记住了一个
词——— 犬儒主义（Cynicism ）。那是因为，在
短短两周的课程里，老罗似乎时不时就提起这
个词、聊起犬儒主义，以致笔者曾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认为：这位罗老师，一定是一位犬儒主
义的坚定拥护者。
  后来，伴随着老罗的出圈，砸冰箱、怼同
行，的确有一部分人给他贴上了犬儒主义的标
签。有人批评说，罗永浩愤世嫉俗、行为另
类，用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教化着跟随其身后
的一众年轻人。
  何谓犬儒主义？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
呈现形态也不同。犬儒主义最初诞生于古希
腊，被理解为“像狗一样生活，像哲人一样思
考”。奉行犬儒主义的哲学家们（戏称为“狗
大师们”）在生活上践行着苦行主义、随遇而
安，在思想上表现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常
以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态度谈论社会。但实
际上，“狗大师们”并非是无脑叫嚣，而是持
有一定的主张和理想，以强烈的使命感苦苦追

寻真正的价值，用一种积极且极端的方式，试
图改变社会思想。由此可见，最初的犬儒主义
者绝非是悲观厌世者，而更像是超越时空的理
想主义者。
  犬儒主义发展至今，不再只是哲学大师
的专属，个中内涵和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
化。现代犬儒主义的一种态度便是，“世界
不可能变得更好”的悲观主义。持上述观点
的人，不加辨别地怀疑和否定所有善良价值
的可能，变得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具化为
社会现象，其中之一的表现为年轻群体中普
遍的烦、累、厌倦、沮丧、无聊和颓废情
绪，也可以在“丧”“佛系”“摆烂”“躺
平”等网络流行词汇中窥见一斑。可以说，
如果古代犬儒主义是特立独行、惊世骇俗、
犀利深刻，那么现代所谓犬儒主义则有些背
道而驰，无疑将犬儒主义浅薄化了。这不是
真正的犬儒主义。
  基于上述理解，当我们重新梳理罗永浩
的人生轨迹，也会有迥然不同的看法。高二
那年， 17 岁的罗永浩怀揣着成为作家的理
想，毅然决然选择辍学，然后用三年时间在
家疯狂阅读；初入社会，因囊中羞涩，写万
言求职信打破规则成功进入新东方任教；凭
借其愤世嫉俗的个性和幽默的教学风格，
《老罗语录》闻名全网后，他坚持选择离开

新东方，出于兴趣创立非营利网站牛博网；
突然对手机萌生极大兴趣，便宣布转营手机
公司成立锤子科技，SmartisanT1 一经面世人
气火爆，但随即销售漏洞频出，仅在三代产
品问世后，锤子科技宣布资金链断裂，罗永
浩欠下了六亿元债务……在此之后，所有人
都认为如此沉重打击下的罗永浩再无崛起之
势，但他开始走上“卖艺”还债之路——— 上
综艺、讲脱口秀、接代言、拍广告，尤其在
直播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然而，在前段时间，
罗永浩又一次出乎意料地向所有人宣告，他将
于年底还清债务，整装待发准备进军AR 领
域……多年来，罗永浩穿梭于多个领域，或风
生水起，或惨遭失败，从未停止与他人的对
峙，总是在无数次失败中触底反弹，为他的理
想保留最后的体面。如今的罗永浩已年过半
百，但每每在各式访谈节目中看见他，似乎仍
依稀可见当初那个呐喊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
解释”、桀骜不驯的模样。
  用当代意义的“犬儒”去定义老罗，片面
又表面。这些人只看到了他言语犀利、个性乖
张执拗的一面。无论他在事业和商场上是否称
得上成功，不论他出于何种目的以激烈的言论
博人眼球，但他不甘摆烂、敢于开拓的精神，
还是很有理想主义意味，是值得称道的。这样
的初心，难得拥有，值得坚守。

博物馆联手数字平台

进军文创“元宇宙”
  据文汇报，今年上半年，博物馆数字藏品开发
大风骤起，NFT 赛道上热闹非凡。中国国家博物
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三星
堆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众多国内文博机构，纷纷
联手数字平台，争相进军文创“元宇宙”。
  越是火热，越是需要冷静思考，尤其是身处早
期探索阶段。姑且不论数字藏品这一新兴领域尚存
在着种种监管空白与经营风险，业内人士更为关心
的是进军数字宇宙的征程中，如何守住文物和文化
遗产的尊严与自主性，“文物数字藏品不能演变为
资本炒作标的”。有专家指出，博物馆数字藏品的
价值首先应该在于其无界的文化传播价值。如何把
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以更年轻态、潮流化的方式传
递出来，如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才是其发展“正道”。对此，创意是最大
的抓手，而现有的探索还远远不够。有专家提出，
数字藏品与应用场景的配合大有前景。

外国经典戏剧

如何本土化落地
  据天津日报，天津人艺排演的津版《油漆未
干》，自2014 年搬上舞台以来广受好评。 7 月15 日
至 17 日，该院复排演出此剧，演出票很快售罄。
一部移植改编作品如此受欢迎，不禁令人思考：外
国经典戏剧，如何更好地在本土落地？
  天津人艺艺术家张昕认为：“成功的本土化，
需要从整台戏的中心思想考虑，还有人物、环境，
都要融到本土文化中。以《油漆未干》来说，虽然
故事内容搬到了本土，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人物
之间的关系、纯现实主义带来的浓郁生活气息，特
别是‘心灵上的欲望油漆永远不干’的戏核等原作
精髓，都是保留的。”
  近年来，国内戏剧舞台搬演了不少外国经典剧
目，有的效果不俗，有的不尽如人意。因文化习俗
等方面的差异，外国作品本土化的难度不小。那
么，怎样才能达到优秀的“本土化”？天津市艺术
研究所研究员杨秀玲认为，要有三个方面“遵
从”：首先，遵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选择、
有创造地吸收和借鉴，使外国经典剧目融入本土色
彩；其次，遵从本土文化身份的表达和确立，即文
化自信，在深刻认识外来戏剧艺术本质特征的基础
上达到本土化，进而发展到民族化；再次，遵从写
实与写意双重手法，运用西方戏剧的写实手法作为
参照物，同时吸纳中国本土戏剧──戏曲的虚拟表
现手段，进而发挥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

为剧本杀等

市场规范化点赞
  据河北日报，作为集知识属性、心理博弈属
性、强社交属性于一体的娱乐项目，剧本杀带给大
众的是一种全新的游戏体验，又因为有着良好的社
交体验和新颖独特的游戏设置环节，逐渐成为文化
娱乐行业崛起的新势力，更是受到众多年轻玩家的
青睐，成为国内桌游里最热门的游戏之一。
  然而，无节制的“野蛮生长”背后，隐忧逐渐
凸显。随着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的风靡，以及游戏
剧本的同质化，再加上缺少规范的行业标准、监管
的滞后，不少商家为吸引消费者，在剧本内容的构
思上打起了擦边球，也有消费者在游戏过程中受
伤。商家吸引消费者不能无底线，营造极度恐怖氛
围，只会适得其反。此外，除了剧本质量的良莠不
齐，不少剧本杀、密室逃脱的运营场所还存在严重
的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
  此前，不少省市陆续发布文件，规范监管密室
逃脱、剧本杀市场。今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等五
部门联合出台《通知》，正式为剧本杀、密室逃脱
行业划出红线和底线。这标志着剧本杀、密室逃脱
市场野蛮生长格局的终结，也是促使整个行业迈向
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并倒逼行业从业者在未
来的剧本创作上要更加注重质量和内容，在满足玩
家需求的基础上，推动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博物馆之城”

标准不可缺
  据中国文化报，“博物馆之城”建设正成为一
股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20 多个城市
提出了这一口号。不过，“博物馆之城”应该是什
么样的，什么样的城市才能享此称号，往往是各个
城市自己说了算，“博物馆之城”建设并没有统一
的衡量标准。这种局面有待改观。
  “博物馆之城”的衡量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考量。一是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
数量包括绝对数量以及常住人口与博物馆数量比。
另外，博物馆的总面积等量化指标也可纳入。质量
方面，一个城市拥有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各多
少座，也应该成为衡量标准之一。除了博物馆的数
量和质量，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应计算在
内。二是一个城市的博物馆每年举办的展览、活动
的场次和接待观众的人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衡
量标准要防止数据掺水造假。如今，在高科技的
“加持”下，应该可以做到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
此外，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的地方特色、传播力影响
力、对外交流合作以及博物馆队伍建设、科研能
力、文创产品开发等等，都可以纳入“博物馆之
城”建设的衡量标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评选，其相关办法也可以为“博物馆之城”
标准设立提供参考。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老罗和他的犬儒主义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赵 静

  盛夏时节迎来毕业季，毕业论文作
为学术生涯的结晶，被广大学子倾注了
大量心血。论文致谢作为全篇唯一可以
“自由发挥”的部分，花样百出、热搜
不断。#文科生的论文致谢有多浪漫#话
题里藏着感性和万种风情；大凉山小伙
儿毕业论文致谢6000 多字里对65位帮助
过他的好心人一一感谢；女生毕业论文
里真诚致谢螺蛳粉，被网友直呼真实有
趣……真情实感的文字，意想不到的致
谢对象，让论文致谢在网络上快速走
红。这背后既有人们对新奇致谢的好奇
和围观，也涌动着每个人的情感共鸣。
  然而，在这种正能量的输出中，也
出现了部分剑走偏锋的极端案例，感恩
还需要“正确的打开方式”。

毕业阶段的“彩蛋”

  “出身农村的我，沐浴着山风长
大。四周的大山阻隔我的视线，高海拔
的阳光让我的皮肤变得黝黑，但书本中
的知识让我的眼睛变得明亮。”这段话
出自南京大学2022 届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毕业生陈时鑫的论文致谢。从四川凉
山的农村一路来到南京大学电子学院，
陈时鑫的自述被网友称为“当代《送东
阳马生序》”。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毕业生赵安的博士论
文致谢，“从2005 年18 岁离开故乡，负
笈远游，至今 35 岁博士毕业，整整 17
年。其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 3 次博
士 论 文 答 辩 … … 曲 折 废 弛 难 以 尽
述……”寥寥数字，道尽了求学之路的
坎坷和艰辛，也让人看到不言放弃、心
怀感恩的精神力量。
  两篇致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工
整的对仗，却饱含直抵人心的真情实
感。他们写的是自己，也是千千万万奋
力追梦的每一个学子。字里行间的真实
叙述让网友找到了情感共鸣，看到了曾
经或现在的“自己”。
  “往往是质朴无华的情感最打动人

心。透过几篇简短的致谢，看到了奋斗
者最好的样子，看到了普通人的努力如
此珍贵。这就是网络文化正向激励的典
范。”资深自媒体人应诚认为。
  “‘我感谢你的方式，是把你写进
我的论文里’——— 同学们都很用心写致
谢。因为，那既是对学生阶段的总结，
也是自己在校期间思想的沉淀，是不夹
杂任何个人情感的几万字的客观论述
中，最柔软的部分。虽然不到一千字，
我用了快一周的时间完成。”山东大学
2022 届文学院毕业生云子告诉记者，致
谢更像是大学毕业阶段的“彩蛋”，表
达展露的是累积几年的真性情。大家不
拘泥于文风，尽情发挥、激扬文字，甚
至很多都“放飞自我”，鸣谢的对象除
了导师、父母、同学，还出现了螺蛳
粉、东北菜、水果捞、塞尔达等千奇百
怪的对象，以此来“感谢它们承载所有
不务正业的快乐时光”。“但无论何种
表达，一切都是对伴随者的感谢，是青
春最好的注脚。”云子说。
  应当重视致谢，那也是一个人素质
形象的外化。“很多答辩专家，喜欢看
致谢。致谢也决定了一个研究生工作学
习态度和实验期间的努力。后来单位领
导看了我的毕业论文致谢，都对我投来
赞许的目光。所以，由致谢可见细节。
毕业论文会伴随自己一生，一篇致谢也
是可以为自己加分的。”知乎网友“望
尽天涯路”认为，哪怕从“实用学”角
度来说，越真越用心的致谢，是可以让
自己成长受益的。

致谢文化的新样式

  论文致谢的走红，也从侧面反映了
人们对于致谢文化、感恩文化的关注。
当下的论文致谢花样百出，其实是体现
了致谢文化在新时代中的一种新的开拓
样式。
  “致谢早在古人的笔下就被演绎出
了多样的精彩，留下了许多让人印象深
刻的经典片段。”文化学者齐飞告诉记
者，“谢谢”一词，始见于元代，多见
于清代。明代文人书信以及市民口语常
用多谢，而清代文人交际应酬中使用
“谢谢”。在古人的诗词中，表达谢意
的方式有千万种：“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表达着对朋友的浓浓

情谊；“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饱
含着对他人情意的珍重；“令公桃李满
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表达着对师长
的感恩与祝福……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里，记载着许多以善相待、知恩图报
的故事，口耳相传，至今仍为人们
熟知。
  而致谢一直与成果相伴相依。像著
名的“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只用短
短5 行文字向导师玻恩和师兄克劳斯·
福克斯表达了衷心感谢，文风朴实无
华、直接明了。当然也不乏浓墨重彩表
达感谢的科研学者，1912 年留学美国的
胡先骕在接触西方文学之后，反而更加
热爱中国文化，他历时两年完成博士论
文《中国有花植物属志》后，赋诗一
首：“愁听槭槭夜窗风，灯火丹铅意已
穷；末艺剩能笺草木，浮生空付注鱼
虫。终知歧路亡羊失，漫诩三年刻楮
功；梨枣当灾吾事了，海涛归去待乘
风。”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报效祖国的
心已迫不及待，让人动容。
  此外，作家们更常充分利用致谢部
分，讲述故事背后的故事、捕捉文章背
后的现实生活、揭示写作过程的背景。
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感谢妻子杨
绛，“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
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
累地写完”，网友表示这就是爱情该有
的样子，令人生羡。
  既然与成果相伴，那论文作为致谢
的载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是论文致
谢的产生基础，同时，论文致谢也被赋
予了一种创作色彩。
  精彩的致谢往往让人读起来感觉像
是酒桌上的最佳祝酒词，妙趣横生，是
一段付出后的精彩注脚。莎拉·拉在
《雪如灰烬》的致谢中写道：“献给每
一个读过这本书（无比糟糕的）初稿，
以及在我12 岁时，我说‘有一天我会让
这本书出版的’却没有笑我的人。”谁
读了都会不禁莞尔。美籍作家 Oce an
Vuong 在出版第一本书中，还专门致谢
了巴特、杜拉斯、奥哈拉等文学巨匠，
因为他们对他的写作产生了精神上的
影响。
  “好的致谢不仅仅是写给有直接
关系的人，而是为了让读者对作品产
生更全面的了解。这些无疑让人印象
深刻，特别是心怀感恩的表达，总会

打动人心、永不过时。”文学博主“小
雅的秘密花园”说。

打开方式还需走心

  正是这种创作色彩，让我们看到了
打开的脑洞和无限的创意，但既然是致
谢，就要以真诚的感谢为根本，警惕剑
走偏锋的变味。
  “不管字数多少，都包含了一种仪
式感，应当输出真性情。”驻济高校的
一位博士生导师告诉记者。致谢作为结
束某项工作的一个重要“仪式”，虽不
要求笔底生花、文采奕奕，但应保证书
写的规范。首先要考虑的是恰当与否，
与自己是否相关。文笔流畅情感真挚也
是基本的要求，“自由发挥”也要“正
式对待”。网友热议的致谢里，不乏网
络热梗和搞笑段子，这些素材偶尔插入
一用也未尝不可，让人读起来更轻松幽
默。但若是为了“出奇”而有意为之，
甚至有些致谢为了博人眼球，吸引流
量，进行恶搞戏谑，实属不该，也违背
了致谢的初衷。
  近两年的网络流行语中，关于感谢
主题的短语句子有很多，像“我真的会
谢”“栓Q”（网络语，“thank you ”
的幽默演绎）“听我说谢谢你”等等。
这些网络热词本身是想表达谢意的，但
随着不同语境的应用，引申含义也被大
家熟知。“我真的会谢”大多数时候成
了一种调侃，用以表达对事情或人的无
奈与不满，是一种消极情绪下会使用的
短语。如果说这种幽默搞笑的段子尚且
能被接受，那么对于《听我说谢谢你》
的恶搞就有些让人看不懂了。这首歌本
身是充满正能量，鼓励大家感恩身边人
的暖心歌曲，因被部分人过度演绎后引
来了反感和嘲讽，甚至成为互相调侃取
笑的段子。“充满温暖和善意的作品，
却在网络的发酵中变了味儿，表达谢意
却变成了尴尬现场，不仅对原创者造成
了巨大的困扰，也在网络上形成了错误
的示范，违背了感谢的最初意味。”应
诚直言，在他看来，表达感谢，虽然没
有固定格式和形式，但不要忘了致谢的

初衷是什么，切勿为了致谢而致
谢，也不要哗众取宠、随意恶
搞，真挚的谢意还需“正确的打
开方式”。

“感谢的方式，是把你写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