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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广大的当广大的““人人””与与““世界世界””相互照见相互照见
——20232023文化现象漫谈文化现象漫谈

■青视野

被看见，被更广大的人群看见

李晓晨：刚刚过去的2023年，以《漫长的季

节》为始，终于《繁花》，班宇和金宇澄两位风格迥

异的创作者，以某种隐喻的方式揭示出过去一年

的文学的语法——被看见，被更广大的人群看

见。因为是隐喻，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时间的误

差，当它们最终抵达人群，其实早已在时间轴上

蓄势待发。或许，那些好的作品大多都要走过漫

长而艰辛的路途才能被人们看到，然后热爱——

这是另一种新生，丝毫不亚于最初的问世，只有

创作者自己知道，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怎样呕

心沥血、栉风沐雨的苦行。

文学的路道阻且长，但她总有种特别的温暖，

吸引着众多普通人。这一年，他们被身边的人看

到，被更多读者看到，快递诗人、菜场作家、早餐界

“余华”、清洁工艺术家……很多人从没想过自己

的诗能在刊物上发表或者印成集子，只是沉默而

虔诚地写着，写着。有人说这样的出名实属偶然，

可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从生活里来，是这个时代纯

粹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热爱文学，文学也从未

将这些大地之子拒之门外。

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恐怕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那文学

便具有那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将一座座岛

屿牢固地联结在一起，进而延伸至无限广大的

远方。

女性写作，更专注于对自我的
发现与重塑

行 超：全球范围内女性意识的崛起是近年

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是大量“大女主”影

视剧的走红，日常生活中性别话题的讨论，以及

知名女性学者、作家作品的热议等，都在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性别意识。在刚刚过去

的2023年，一批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青

年女作家相继推出新著，如三三的《晚春》、杨知

寒的《黄昏后》、张玲玲的《夜樱与四季》、王苏辛

的《再见，星群》、大头马的《国王的游戏》、蒋在的

《飞往温哥华》、李停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等。

这些作品有的集中关注女性人物以及她们的现

实处境、精神困境，有的并不凸显女性的性别立

场，这种淡化反而更能呈现一种全新的性别观。

在新一代女作家笔下，女性不必只是温柔的

爱人、乖顺的女儿或者无私的母亲，她们可以自

信、强大，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强硬、自私。从

“永恒的女性”到充满诱惑的“蛇蝎美人”，从“傻

白甜”到“恶女”，女性性别身份的塑造与自我塑

造，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在我们的时

代，女性所面临的最大困局并不来源于外界，而

是来源于自我的性别身份认同。今天的女性主

义已不仅是反抗显在的不公，更多的是改变观念

与意识领域的不平等。正是因此，新一代女作家

的性别书写，不再依赖于身体写作、个人叙事，也

不以敌我对立的方式看待他者，而是更加专注于

对自我形象的发现与重塑。在她们笔下，我们看

到，一种消弭了简单的性别对立，并在此基础上

走向深入、成熟的男女秩序正在逐渐建立起

来——如同伍尔夫所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

同体的”。

体育题材影视作品迎来“平民
化”胜利

许 莹：2023年国内影视作品在体育题材

方面带给观众诸多惊喜，影视不仅能够发挥“文

明其精神”的先锋作用，更在“野蛮其体魄”方面

注入更多血气方刚之力。国内市场，体育电影并

非传统意义上会大卖的类型片，但是2023年由

王宝强执导的《八角笼中》却成为一匹不可轻视

的年度黑马，该片以“格斗孤儿”事件为原型，启

用了大量非职业演员，着力塑造了一群不屈服于

命运、敢于拼搏的青少年群像。在国内尚属小众

运动的综合格斗并没有阻碍观众的观影热情，相

反，镜头下对体育精神之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带来

了更普泛的共情共鸣。而在综艺方面，体能竞技

综艺在2023年集中涌现，并同样回归“素人”赛

道，以《势不可挡》《我可以47》等为代表，迅速点

燃了普通人的热血。《势不可挡》将体能竞技带回

最原始的强者对决，更为可贵的是，节目帮助女

性观众摆脱白幼瘦的刻板审美印象，转而追求更

加有活力、自信且健康的生活理念，并引领国内

综艺节目跳出过往选秀团体“糖果超甜”的窠臼，

实现了力与美的双向奔赴；《我可以47》则更加

注重故事性，主线剧情就是让拥有强壮体格的各

行各业选手前往“无限方舟”，组成战队通力合

作，挑战各种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试炼关卡。

体育题材影视作品在2023年找到了一种有

别于此前聚焦重要体育赛事、重大体育历史时刻

的创作路径，而将体育精神落脚于每一个平凡

人。事实上，当下观众尤为需要将体育精神融入

个人事业与人生中，实现自我突破、向阳而生、逆

风翻盘。可以预料，这样的风潮还将在未来有所

延续，例如即将于龙年大年初一上映的《热辣滚

烫》将为观众讲述原本“躺平”的人生失意者因拳

击而重振信心的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大鹏

执导的电影《一个人的球队》也同样备受期待，该

片讲述了器官受赠者组成球队替已经离世的器

官捐赠者圆梦的故事。

体育题材影视作品具备同大众对话的多种

可能。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平凡人的运动故事搬

上银幕、荧屏，会有更多观众从中汲取温暖、力

量，并在同命运交手时能够勇敢回击。

新锐青年导演与文艺片的可能性

刘鹏波：若要评选2023年度最佳青年电影

人，个人认为“90后”魏书钧当之无愧。这一年，

他不仅带着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河边的

错误》第四次入围到戛纳国际电影节，他的作品

（包括短片）连续四次入选戛纳；而且同一年，有两

部个人作品《永安镇故事集》和《河边的错误》登陆

院线，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魏书钧的成功，再

次引发了一波对文艺片特色和价值的热议。

《河边的错误》首日票房5520.9万，累计票

房3.09亿，对于一部成本3000万的文艺电影来

说，无疑是巨大的胜利。虽然有当红演员朱一

龙和原著作者余华的话题加持，但票房最终突

破3亿是几乎所有人事前未曾料到的。这一佳

绩，也让《河边的错误》成为近年来最卖座的国

产中小成本文艺片，顺利挺进内地影史文艺片

票房榜前五。

事实上，《河边的错误》并非一部“容易”观看

的电影。魏书钧灵巧地调用他的影像天赋，对余

华的原作进行了合理化改编，作为一部以破案为

线索驱动的电影，结尾却不给出罪犯人选，观众

自然会大呼“看不懂”“被骗”等质疑，但通过独辟

这条“蹊径”，电影成功将叙事重心从“谁杀人”

“为何杀人”等悬念转移到刑警马哲身上，让人思

考侦查案件的过程给他带去了什么？这是一个

没有答案的问题。

通过一部短片、三部长片，魏书钧证明了自

己是中国当下最好的青年导演之一。他既能从

自身经历挖掘故事，比如《野马分鬃》《永安镇故

事集》，也能借别人的文本再创作，比如《河边的

错误》，而且一部比一部拍得更好。他通过视听

语言和镜头调度营造情境、揭示心理、塑造人物

的功力，显出了和其年龄不相符的老练。有理由

期待他会拿出更好的作品，在世界影坛为华语电

影开辟出一方新天地。

赛博时代年轻人的电子身份证

教鹤然：随着年初新华社一篇题名为《尔滨，

你让我感到陌生……》文章的推出，各主流媒体

争相接续报道，让今冬哈尔滨的旅游文化热度只

增不减。冰灯、雪雕、冰滑梯，铁锅炖、冻梨、蔓越

莓，雪橇犬、北极狐、驯鹿……丰富的民间风物以

及本地人的热情好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朋

友们。社交网络上的片段让我不禁想起一句调

侃：“东北不养I人”。意思是说，东北的文化性

格是外向型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人也大都善

于表达、长于交际、外向开朗。

近几年，MBTI已然成为超越血型、星座的

新的性格分析理论。“是I人，还是E人”“是P人，

还是J人”，仿佛是赛博时代的年轻人们最新潮

的电子身份证。这到底是科学的数据还是一种

娱乐的心态，是互联网上的“新型迷信”还是一种

快消的流行文化，值得青年文化研究者深入探

讨。对于年轻人而言，尽管该理论仍饱受争议，

但在享受“对暗号”“入座位”的快乐之余，依托于

相对丰富的性格分析理论，更好地认知自己和他

人，也是一种有趣且实用的交际方式。

“为i做e”让自我特质的归属充
满变数

许婉霓：“I人”和“E人”在2023年成为最火

的人格分型，代替长盛几十年的星座标签，很快

席卷年轻人社交圈。I人是内向害羞社恐型人格

代表；E人与之相反，拥有外向健谈社牛型人

格。“为i做e”是这一年度的网络热词，它取“I”的

谐音“爱”，因为“热爱”原本的I人展现了最大程

度的努力，不知不觉“E”了起来。“为i做e”的自

如转换，也使MBTI人格测试背后的流动性浮现

纸面。作为一种人格标签，I人和E人的划分是

简单二元的，无法完整涵盖真实的自我。但恰是

这种流动性不仅弥补了MBTI人格测试被人诟

病的准确性，且喷薄出更多的生命力，成为热议

的现象。毕竟，人格分类切中了人对于自我认识

的一种渴求，“为i做e”则让自我特质的归属充

满变数——这种“我”的复杂，不正与文学的多义

迷人异曲同工吗？

短视频的疲态和“微短剧”的新生

罗建森：以我自己为例，2023年，我成为了

某短视频平台的忠实用户。APP年度总结告诉

我：“您今年共观看了2w+个视频，点赞了2w+

个视频，是当之无愧的捧场王。”这是一个可怕的

数据，折合下来，一天是50多条短视频。换算成

时间，按一条视频30秒计，每天都得刷半个小

时。这一年，我的睡前习惯被彻底改变，坚持了

很多年的睡前读书，彻底被刷短视频所取代。按

每分钟阅读300字计算，我等于少看了300多万

字——这多少有些触目惊心了。

当然可以说，账不能这么算。我在刷视频的

时候收获了快乐，分泌了多巴胺、内啡肽，这快乐

来得轻松，动动手就能得到；也可以说，年轻人就

应该多网上冲浪，不能总关起门来阳春白雪，要

多看看新鲜潮流的东西。但无法否认，两者的评

判标准天生不同，短视频是流量时代的产物，对

大流量传播有先天性的追求和依赖。短视频的

传播主要依靠大量复制（或许还辅以少许“变

异”，以示自己与被复制者有所区别），这种复制

是被平台开发者所推崇甚至操控的。这种复制

所导致的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大批网络热梗的

迅速诞生、传播和使用，但这些热梗同时又是短

命的，会迅速被后来者所取代和淘汰，有些甚至

活不到一周。

尽管使用者当时不会预见到，但随着使用时

间的增加，短视频的疲态会愈发明显。近期出现

了一些比较热闹的“微短剧”（团队拍摄为主）和

系列视频小短剧（个人拍摄为主），通过增加视频

时长和上下文关联，来扩大视频容量、增加用户

黏性，为短视频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传统戏曲“出圈”“Z世代”的启示

杨茹涵：2023年，戏曲界最值得关注的热点

话题当属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火爆“出

圈”。不同于以往的传统越剧表演，这部戏以沉

浸式场景和极具戏剧张力的表演，快速吸引了大

批青年观众。2023年 3月，《新龙门客栈》在浙

江杭州的蝴蝶剧场预演，8月，这部剧在抖音平

台进行线上直播，网友只需花费9.9元就可以观

看整场演出。这次直播的精彩片段被网络观众

剪辑成小视频在各大平台广泛传播，直接促成了

此剧的“破圈”。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90后”越

剧小生陈丽君与搭档李云霄“转圈圈”的视频在

各平台持续发酵，线下演出更是场场爆满，一票

难求。

当下舞台演出囿于单场容纳观众体量等原

因，较难出现能够撬动市场的“现象级”作品。

而《新龙门客栈》的火爆向市场释放了一种信

号，传统戏曲不是没有人看，而是要以合适的内

容、正确的方式真正拥抱这个时代与今天的观

众。以传统戏曲为代表的小众艺术想要在“互

联网+”“Z世代”的新语境下实现向大众的有效

传播，“演艺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市场化营销”

与“表演的精打细磨”缺一不可。如今，《新龙门

客栈》在网络上的热度正在逐渐褪去，但这一现

象为戏曲乃至整个演出行业带来的新思考才刚

刚开始。破圈之后，越剧《新龙门客栈》曲终，剧

未了。

岁末，“年度流行语”的发布如期而至。发布

主体不同，“流行”的测算方式也不同。《咬文嚼

字》杂志在对时代价值、社会价值、语言价值进行

综合考虑基础上发布了“2023十大流行语”；国

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监测了视频弹幕、网

络新闻等不同媒体形式的语言资源，分析的语料

规模超过80亿字符，榜单更为细化，包括“十大

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年度字

词”。《语言文字周报》的“十大网络流行语”发布

则是经过了读者推荐、网络海选和专家评议三个

阶段。互联网各大平台也会发布自己的年度词

语，比如“啊？”就以全年发送超过1320万次当选

了B站2023的年度弹幕。

2023年度流行语可以分为几大类：

新发展类：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大模型、生

成式人工智能、数智生活、遥遥领先、百模大战、

墨子巡天

生活方式类：村超、特种兵式旅游、多巴胺

XX、双向奔赴、情绪价值

人物类：显眼包、搭子、新职人、i人/e人

交流类：质疑××，理解××，成为××、公

主/王子，请××、人还怪好的（嘞）

相较早年的互联网流行语，如今的年度流行

语更为正向和多元。一些原本靠与主流话语体系

碰撞、脱胎于网络亚文化的词语，也迅速被主流

收编并组合成一套新的体系。年度流行语一经发

布往往引发热烈讨论，许多讨论正对应着年度流

行语承担的不同功能。首先，年度流行语记录了

一年的社会热点和公共记忆，比如“村超”掀起全

民健身的热潮，也展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其次，年度流行语展现一年来涌现出的新生活方

式，比如“特种兵旅游”和“搭子”，前者是年轻人

用最低的经济成本，挑战时间与体力的边界来换

取最丰富的旅游文化体验，后者是拥有相同兴趣

爱好的年轻人“搭”在一起度过一段各自满意、舒

适的时光，这种精准陪伴被视为一种无压力社

交，也造就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流行语会对新

的人群命名，“显眼包”原义指过于张扬、爱出风

头的人，现在指称那些个性鲜明、敢于展示自我、

能营造欢乐氛围的人或事物；年度流行语还承担

了素材库的功能，在日常交流、网络发帖、春节晚

会里会被频繁提及，也可能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年度流行语更见证着中国的时代发展，“新质

生产力”“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留下的深刻脚印。

但年度流行语的发布也产生一些问题。当一

个人面对年度流行语时，他希望记忆被唤醒，把

个人记忆和公共记忆相联结，但却发现很多词语

都是陌生的、专属于特定群体的，于是不免产生

一种焦虑：我为什么会不知道？我是不是落伍了？

我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不知道这些词语还能否

与人交流？

年度流行语有可能带来一种代际焦虑。很多

词语都诞生和流行于年轻人之中，成为他们的专

属密码。这些词语既不被中老年人熟知，也很难

被他们使用，他们因为缺乏对流行语的掌握而被

贴上“落伍”的标签，造成了不同代际的区隔。即

便在年轻群体内部，不同的人对流行语的熟悉程

度也有所不同。本该凝结更多情绪共鸣的年度流

行语变成了专属年轻人的狂欢，制造了不同代际

间的交流鸿沟，甚至拉远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而这源于流行语自身所包含的矛盾：一边打破壁

垒，一边制造壁垒。

年度流行语的发布也让不同身份、不同年

龄、不同地域的人都可以发声的公共空间被简

化为好像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生活方式。不同年

龄层使用的软件、观赏内容和话语方式不同，即

便都看短视频，老年人也不会知道年轻人的“命

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哈基米”“挖呀挖”指的是

什么，他们更沉浸于那些能给予情感安慰的视

频里，他们使用的语言陈旧、真挚，却造成了年

轻人猎奇似的围观和嘲笑。在现实生活里各行

各业的普通人，其实无暇考虑“多巴胺穿搭”和

来一场“特种兵旅行”，在年度流行语的狂欢里，

他们连看客都算不上，与己无关。过分渲染“新”

和“流行”，会让坚持保守、传统的人被认为是

“不合时宜”，也会让那些普通、日复一日的生活

被遮蔽掉。一些流行语看似多姿多彩，其实并未

成功打开圈层，反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

越远。

所以在媒体发布的年度流行语基础上，每个

人也不妨梳理、加工、总结出自己的年度流行语。

如果说媒体的年度流行语是靠“求同”拉近彼此

的距离，那私人的流行语则可以“存异”，融入自

己独特的生命感悟。有网友说他的年度流行语是

“回家”，简单的词背后必然有着动人的故事。还

有人说2023年最火的词汇仍是“卷”和“躺”，只

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被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嘴上喊着要躺，实际上在不停地卷，这才是人们

生活的真实状态。在关注中国的年度流行语同

时，也不妨参看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流行语，看

看有哪些话题是全球所共同关注的，以流行语言

跨越边界、连通中国与世界。

年度流行语的特点是“新”，既反映人们生活

新的变化和“新人”的诞生，也显示人们强大的语

言创新能力，更表达出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但

逐新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忘记“旧”——那些传

统和平凡的生活，那些工整精确的汉语表达。比

如，“烟火气”一词的流行就既有对未来生活的向

往，也有对从前美好的怀念，既保存了汉语言的

美感也能被广泛人群所接受，达到了“新”与“旧”

的联通。我们不必为了追逐流行而改变自己的生

活步调，年度流行语只是展现出人生更多丰富的

可能，我们所要做的仍是体味复杂的现实、认真

过好每一天。

（作者系青年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

“年度流行语”：

展现人生更为丰富的可能
■■霍 艳

■青观察

岁末年初，各类关于互联网流行语、网络热词的盘

点，为这一年度的社会流行话语趋势作了生动的注脚。

从文学破圈、传统文化出圈到MBTI作为青年人的“社交

黑话”，从流行语所折射的社交生活方式到文化现象背后

的审美趣味、思想内涵的变迁，2023 年的文化现场有诸

多值得讨论的“文本”案例。本期邀请本报青年编辑从各

自的兴趣爱好和关注领域出发，透视和总结 2023 年文

学、影视以及青年亚文化现象中值得关注的话题。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