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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过去半个多月，微软创始人比
尔·盖茨、苹果CEO库克等IT界大
佬不惜湿身出镜，加入一项为疾病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筹
款而发起的接力游戏“冰桶挑战”
之中。如今，“冰桶挑战”终于“浇”
到了中国。过去两天，众多国内知
名 IT 大佬纷纷加入“冰桶挑战”行
列。借着活动的“病毒式传播”，越
来越多的明星加入其中。虽然有
部分网友质疑有作秀嫌疑，但不少
挑战成功者，依然向相关公益组织
进行捐款。
（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冰桶挑战”席卷全球，在中国
社会也迅速流行开来。随着一干
名人积极响应，此一接力游戏的影
响力正在实现倍增。就传播效果
和筹款额度而言，冰桶挑战的慈善
创意，无疑获得了巨大成功：原本
不为人知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
化症，因之一度成为热词；相关的
公益组织，也收到了远多于预期的
捐款……

关于冰桶挑战的成功，很多将
之归功于病毒式传播：通过精心设
计的主题和规则，勾起网友的分享
欲望，从而实现扩散式推广。基于
不负公众期待、维护自身道德形象
的考虑，名人们往往会积极回应“游
戏点名”。而随着更多名人参与进
来，冰桶挑战本身的存在度不断强
化，乃至成为所有人都必须正视的
话题。就这样，捐款也变得很酷、很
活泼、很流行，完全有别于传统慈善
行为的僵化印象。

显而易见，冰桶挑战一类的创

意，深谙现有“线上爱心传递”的精
髓。一方面，劝捐额度较小、参与门
槛较低，诉诸聚少成多的策略；另一
方面，则鼓励转发分享，借力于熟人
间的人际网络勾连。而除此以外，
此一接力游戏超越一般“网络慈善”
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互惠式的募捐
方式——作为回报，众多名人接受
冰桶挑战，有助于确立“富于爱心、
拥抱新事物、有游戏精神、乐于自嘲
和自我颠覆、走在潮流前列”等一系
列正面形象。

为什么 IT 精英会成为这场游
戏的主力军？恰是因为，冰桶挑
战所能赋予的个性标签，正是他
们 最 渴 望 展 示 给 世 人 的 。 一 开
始，冰桶挑战并不是面向所有人
的一般性劝捐，而是针对特定精
英的定点投放。它成功建构了一
种圈子内时尚文化，被点名者为
了“不被同类孤立”也乐意乖乖就
范。一桶桶冰水浇下来，名人们
巩固了彼此之间的人际纽带，凸
显 了 自 身 的 性 格 偏 好 和 所 属 群
体，也算值当。

随着这场活动外溢，更多平民
也投身其中。我们希望热极一时的
冰桶挑战，能切实改善罕见病患者
的境况。当然，更期待此一募捐行
动本身，能落地生根乃至获得本土
化转化。时至今日，慈善筹款早已
过了纯粹道德感召的阶段，而有赖
于更多的创意和技巧。在这其中，
冰桶挑战的成功经验显而易见，也
即面向特定人群设计了投其所好的
游戏，同时提供了一种互惠式的反
馈机制。□然玉

冰桶挑战，一场互惠式的慈善游戏
评价韩寒应从专业角度出发

19日一大早，一篇刊登
在中青报上的名为《“天才
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
闻》的倒韩檄文在互联网上
引起一番舆论哗然。从文
章内容中包含的情绪来看，
作者肖鹰不够公允。至少
在事关韩寒是否代表的问
题上不够保持客观冷静，因
为质疑仅仅只是质疑，拿不
出实际证据证明对方抄袭
或代笔，又怎么能够下这种
韩寒是当代文坛最大丑闻
的断言。

不论是评价韩寒还是
评价其他人，都应恪守一定
的专业精神。特别是这种
批评涉及对方名誉，更应该
讲究严谨客观以及证据。
谩骂式的大批判，不足以推
动文学进步，更谈不上净化
文学空气。

近年来，公共舆论场在
围绕韩寒的讨论上，容易陷
入强烈的站队意识，而缺少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讨论。
肯定韩寒者，当然不仅仅是
所谓的“脑残粉”。其中不
乏看到了韩寒作品中所具
备的批判意识。例如《三重
门》对应试教育机制的讽
刺，《长安乱》对反武侠的成
功刻画。

但这些作品，放置于文
学史的角度而言，仅仅算相
对比较优秀的作品，写出这
些作品的韩寒，也只能说是
有些才华的青年作家，与所

谓的“当代鲁迅”以及“文学
天才”的形象还是有一定的
距离。

当然，韩寒从未接受过
这样的称呼，但商业文化的
火爆容不得他以实际行动
拒绝这种期望。一本又一
本新书的出笼，简单地对博
客文章再包装再推销。大
概是韩寒粉丝也会感到惊
讶，偶像韩寒这些年再也未
出过新的小说集，所有新书
均是博客文章的整理，如

《可爱的洪水猛兽》等。如
果说这些文章，就代表了80
后文学的未来，这未免有些
可悲。因为尽管韩寒这些
文章读起来十分有趣，也带
有一定的社会批评意识，但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些文
字仅仅算一些颇有玩味的
讽刺段子，其文学价值甚至
不如他早期的小说。

但为什么韩寒的火爆
未曾冷却？这背后有着深
层次的双重因素。就个人
因素而言，韩寒足够聪明，
善于幽默调侃的文风也利
于传播。就机制因素而言，
当下文坛确实问题重重。

“鲁迅文学奖”名不副实，多
次闹出丑闻，商业文化对偶
像作品的热衷，对新人新作
的冷淡，有实力的新写手难
以浮出水面。韩寒的出现，
恰符合了当时社会打破既
有文学秩序的心理，而现在
的持续走红，则是对昔日影

响的成功运营。
告别站队意识与粉丝

心态，从专业角度出发评价
韩寒，结论自然不难得出，
这是一个优秀的青年，也是
一 个 善 于 运 用 商 业 的 青
年。韩寒开通微博，那一个

“喂”字便能轰动网络，便足
以说明韩寒昔日名声所具
备的品牌效应。《后会无期》
作为一个新晋导演的新作，
并无多少创新之处，却也可
以既收获商业胜利——突
破6亿票房，又得到坊间美
赞，就是这种品牌效应的直
接产物。

肖鹰从美学角度出发认
为韩寒的电影艺术价值不
高，这种论说还是比较靠谱
的，他的失误就在于把这种
针对作品的评价与尚未证实
的韩寒代笔联系在一起，落
入了为批判而批判的窠臼。
因为说到底，韩寒虽然具有
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但毕竟
只是一个商业文化的图腾。
如果他真的抄袭抑或代笔，
在如此强大的倒寒风潮下必
然会被全面起底，又如何瞒
天过海，欺骗世人？郭敬明
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
羽的《圈里圈外》，不就被扒
了个底朝天，落得个法庭败
诉的结局。

评价韩寒应从专业角
度出发，这个持续多年的争
论应该以这种方式画上句
号。□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