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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生日蛋糕给好友要花钱，在农场里种些
特别植物还要收费。”从上周五起，开心网在个
别组件里推出收费项目，让不少网友觉得“不开
心”。据了解，自该交友社区中“礼物”和“买房
子送花园”的插件推出收费项目以来，引起很大
争论，绝大多数网友称不会使用收费功能。昨
日，记者登录开心网看到，目前推出收费服务的
两个插件是“礼物”和“买房子”，“收费礼物”的
价格一般为一两个开心币（1元可换 1个开心
币）。但在“买房子”组件里，如果你想在牧场里
整个“麒麟”出来，那就需要 8个开心币了。对
此，有网友说，截至 2009年 7月底，开心网注册
用户已超过4000万，如果每人每天投入1元钱，
这个费用就很可怕了。 据《信息时报》

近日，一篇名为《百度和谷歌其实很可怕，
你的隐私或早已暴露》的帖子在网上热传，发帖
者称，通过各种搜索引擎，输入QQ号、邮箱等信
息，就很容易找到“人肉”对象的大量相关信息，
而且事主往往防不胜防。发帖者还介绍了设计
大众化网络 ID、给QQ空间或者博客加密等几
种防止信息泄露的方法。有网友戏称，此为“反

‘人肉’基础教程”。

律师提醒：“人肉搜索”难以问责
广东省人大代表、国鼎律师事务所朱列玉

律师表示，网上信息泄露和“人肉搜索”在法律
上仍然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没有很明确的法
律可作依据去处理这种情况。如果问责对象是
发起“人肉搜索”者，往往要看他的初衷或者目
的，看他是否具备恶意。此外还要看手段，是否
通过黑客等盗取信息的手段，如果只是通过搜
索引擎获得信息，法律上是难以问责的。

发帖支招：起一些“俗气”的ID
《百度和谷歌其实很可怕，你的隐私或早已

暴露》一帖中介绍了一些反“人肉”方法。比如，
要到论坛注册网络 ID，最好不要设置特有个性
的独特 ID，如果你起的“俗气”名字铺天盖地都
是，任凭人家搜索，也分不清哪个才是你。再比
如，QQ空间、网络博客一定要对陌生人加密。

专家点评：只要走过就会留痕
湖南网友张洪峰是著名的网络举报人，也

是“人肉”方面的专家。他表示：“实际上，被‘人
肉’几乎无法避免。只要你或你的朋友在网上
走过，就会留下痕迹。”

张洪峰还介绍了一些避免信息泄露的方
法：“比如注册账号时，一些不是必填的项目就
不要填，填QQ号时，可以在号码中间加空格，比
如 1234，可以写成 1 2 3 4。这样既能让人看
懂，又不容易被搜索引擎搜到。”据《广州日报》

互联网已在中国火了15年，诞生了无
数流行话题和人物。中国人用自己的才智
和娱乐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近乎全民狂
欢的热点，无论是早期的天仙妹妹、小胖，
还是后来的贾君鹏、寂寞党，都在网民手中
被无数次诠释、讨论，最终形成弥漫整个中
国网络的娱乐话题。

如今，黄世仁和白毛女也被请了出
来。这两个原本存在于舞台剧中的人物，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因为几个“90后”女孩的
反传统观点，最终被好事者热传于互联
网。近日，新浪网推出了“白毛女是否该嫁
黄世仁”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近万名网友中，有53%的人认为“可以理解
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于是，“80 后”、“90
后”又新添了一条“垮掉”的证据——无责
任感，无是非观。

其实，了解舞台剧《白毛女》情节的人
都知道，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个极其无
厘头的话题，其荒诞色彩不亚于让一个完
全不懂中文的老外去翻译《道德经》。白毛
女该不该嫁黄世仁？在今天已经失去特定
历史语境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没
有意义，就像讨论“关公战秦琼”一样。

在网络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被重新解
读的符号化的人物。仔细想想，所有曾经

出现过的网络红人都被网民重新解读成他
们所需要的一个“精神宣泄对象”。这恰恰
是互联网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
的看法。当每个人都享有比现实社会中更
大的话语自由，并且只要承担有限的责任
时，所有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必然被驱除
不需要的部分，被强化需要的部分，最终形
成一种符号化表达——或好、或坏、或善、
或恶，这种脸谱化的重新塑造带来的是网
络话语暴力，依靠这样的“暴力”，网民享受
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所需要的话语狂欢，比
如当年的“芙蓉姐姐”。

据《现代快报》

“黄世仁在现代可能很风雅，再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

黄世仁“被”嫁风波

10月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
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其间，熊元义提到

“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对
新中国成立前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了而今对权钱的膜拜。对此，现场
一名“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
境优越，可能是个很潇洒、很风雅的人。再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
嫁给他呢？就算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可能更成熟、更顾家。”

近日，从网民到专家都在纷纷对此发表看法。黄世仁，一个
艺术人物在网络时代的“被”嫁风波，体现的恐怕不仅是人们的婚
恋观，更多的则是一个人物被嫁接到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重新解构
和符号化之后呈现出的异象。

主流看法
这是以现代女之心度白毛女之腹

尽管“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有点
惊世骇俗，但提出这些观点的都是“现代女”，而
不是当年的“白毛女”。两者的时代和思想不
同，对人生、婚姻的观念也就迥然不同。由于没
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没有那种阶级仇恨，所以现
在的女孩不可能体会到“白毛女”当时的心境。
一些“90后”女孩有这种观点，可谓是“以现代
女之心度白毛女之腹”。

按“现代女”的想法，“白毛女”嫁给黄世仁，
做了“二奶”也无妨，毕竟可以变得有钱有势，而
且可以拿钱去救济其他人。不能说这种想法完
全错误，但的确“很傻很天真”，因为那是旧社
会，而且那个一贯欺男霸女的黄世仁岂会乖乖
地任小妾掌权？

观点一：她们的观念是时代造就的，
本身并没错

一个社会的婚嫁取向，是和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的。比如上世纪70年代，
一般女孩都愿意嫁给工人、军人；到80年代，
变成想嫁干部、万元户；从 90年代后期开始
至今，首选的婚嫁对象是公务员，当然，如果
能嫁给富豪就更完美了。我们可以往身边
看看，这个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正在不断变
化，所以，我们不该去指责现代女孩的婚嫁
取向，她们的观念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本身
并没有错。

观点二：单纯讨论婚嫁关系毫无意义
不能嫁，可以嫁，还是应该嫁？不管你

主张哪一个，都离开了剧目本身的叙事轨
道，而是在当下生活中重建了人物关系，直
奔婚姻这个流行主题。也就是说，不顾白毛

女与黄世仁关系中的阶级仇恨，单纯进到了
男女关系的解读中。所有当下来讨论嫁与
不嫁，根本没什么意义。无非是大家闲来无
事跟着起哄罢了，而且正巧又碰到了热门话
题。不信你就看看，如今但凡出现跟婚嫁有
关的事，就会被热议。

观点三：“90后”要嫁的黄世仁不是
原来的黄世仁

人家“90后”要嫁的那个黄世仁，根本
就不是原来的黄世仁。确切地说，“90后”
要嫁的黄世仁是有钱，有学历，有知识的，
而且不包括什么阶级仇恨和压迫。“90后”
的新声音只要一出来，大家就非要把各种
又旧又死板的老观念抬出来施压，就像当
年对待“80后”一样。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
己的时代特征，为什么非要如此攻击一代
人呢？

开心网收费，网友不开心

更多观点

黄世仁和网络红人的符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