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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人们带来的
多种维度的意义，促使年
轻人拿他的作品玩梗。
这些戏谑的、娱乐的、吐
槽的、讥讽的、跟风模仿
的文字，是反映时代的镜
子，是网民心理的投射。
它们以其高度概括性大
行其道，延续了鲁迅作品
的当代生命力，也在某种
程度损伤了鲁迅作品的
思想丰富性，甚至曲解了
鲁迅的原义。

处在风波之中的“孔
乙己文学”，就是对鲁迅
的片段式解构。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它的出现，
确实切中了部分年轻人
的苦恼，于是网友便将孔

乙己与自身进行了勾连。
一些人认为，工作的

高不成低不就，源自学历
的束缚——学历是“下不
来的高台”和“孔乙己的
长衫”，读书开阔了我们
的眼界，让我们无法心安
理得地“打螺丝”，进而引
起了“读书无用论”的又
一波讨论。

乍一看，“孔乙己文
学”有那么几分道理。
孔乙己的郁郁不得志，与
年轻学子初入社会的集体
性怅然有共通之处。但鲁
迅写孔乙己，绝不是出于
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
而是对思想僵化的批判。
面对社会的结构性困境，

孔乙己“好喝懒做”“总是
偷”，但当代年轻人并非故
步自封的堕落者，只是难
以把知识转换为世俗意义
上成功的迷茫者。

这样说来，“孔乙己文
学”的背后，是年轻人迫切
想要施展个人才华与抱负
的期望。我们生活在更加
开放的时代，面临着多元
的社会评价标准，即使暂
时存在学历与就业之间的
脱节，但全社会不会对年
轻人的困境袖手旁观。因
此，无须给自己贴上他者
凝视的“孔乙己”标签。当
代年轻人无须被各种标签
束缚，而要去勇敢追寻更
多的人生可能。

第十届黄河戏剧节
今日开幕
郑州《具茨山下》《梨园故事》
两部豫剧参演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
南省戏剧家协会获悉，第十
届黄河戏剧节 3月 21日至 4
月13日在“河南戏曲之乡”驻
马店举办，郑州市有两部剧
目参演。

黄河戏剧节是我省最高
专业戏剧奖项“黄河戏剧奖”
的子奖项之一，始终秉持推出
新人新作、培育名家精品、加
强区域交流、促进戏剧发展的
宗旨，吸引了全省及全国兄弟
省份院团的积极参与。共有
来自河南、北京、天津、青海、
新疆、浙江、云南、山西、上海、
甘肃、陕西、安徽、湖北等 13
个省市的70余台剧目报名参
加，经过认真遴选，共有36台
剧目（其中 5台为线上展演）
将在驻马店市各剧院现场集
中演出。

郑州市有两部豫剧参演，
分别为新郑市豫剧文化演艺
中心的《具茨山下》和郑州市
豫剧艺术中心的《梨园故事》，
将先后于 3月 31日、4月 3日
上演。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
均可通过百姓文化云平台观
看直播。

想品悟中华经典吗？
“郑风诗社”开启招募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高
沛）为丰富群众文娱生活，形
成读诗、品诗、爱诗、写诗的浓
郁文化氛围，新郑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新郑市文化馆已
于近日成立郑风诗社。即日
起，该诗社面向社会广泛招募
社友，广大文学、诗词爱好者
均可踊跃加入。

据了解，郑风诗社将定期
邀请省、市两级诗词协会专家
学者开展文学讲座，为大家提
供学习诗词创作专业知识的
机会，加深社员对诗歌创作的
理解、探索和实践，激发创作
灵感。同时还将定期举行读
诗沙龙活动，组织社友一起品
读诗词文学经典，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每半年举办一次诗词
竞赛活动，对竞赛中脱颖而出
的优秀创作人员进行鼓励。结
合传统节日，该社还将组织开
展文化采风活动，带领成员到
新郑周边旅游景点能深度挖
掘文化旅游资源的乡村，进一
步丰富诗社成员创作灵感。

“孔乙己文学”又成网络热门

“鲁迅梗”为何经久不衰？
说到最近的网络热门

梗，一定少不了“孔乙己文
学”。先有“学历不但是敲
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
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
衫”等感慨，戳中了不少年
轻人的痛处；再有多家媒体
发文解读，或得到了读者认
同，或引发了吐槽和批评。

好像每隔一段时间，互
联网就会流行起“鲁迅梗”。
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在鲁迅文
章中寻找契合个人心境的词
句，这些词句还很容易引发
更大范围的共鸣。100多年
过去了，为啥鲁迅先生的文
字依然这么好用？“鲁迅梗”
又带来了什么？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晓璐

《孔乙己》漫画

有趣的网络梗表达方式
鲁迅金句和来源于鲁迅作

品的网络梗一起穿透时光影响
今天，构成了青年情绪的特殊表
达方式。如果盘点网络热门梗，
那形形色色的互联网文学有不
少是和鲁迅相关的。

其中，“emo 文学”十分典
型。既有模拟鲁迅文风的“我大抵
是病了，横竖睡不着，这悲伤没由
来的，满脸写着两个字‘穷病’”。
还有从“两棵枣树”衍生而来的
“我生了两只脚，一只不想上班，
另一只也不想上班”。听起来又
emo又好笑，仔细一看，还颇有些
“废话文学”的味道。

“发疯文学”也能和鲁迅扯
上关系。“我真傻，真的，我明明
知道”“今晚月色真美，适合刺
猹”“救救孩子”……当你听到这
些让人一阵头大的“发疯文案”，
可能就会产生“人类的悲欢并不
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之感。

至于大家熟悉的《孔乙己》，
更是网络梗的热门素材库。早年
曾流行过“孔乙己体”：“你一定又
XX了！”某某睁大眼睛说，“你怎
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
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 XX，吊
着打。”某某便涨红了脸，额上的
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XX不
能算 X……XX 的事，能算 X
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引得众
人都哄笑起来，四周充满了快活
的空气。

仅这段话，还能拆分出实力甩
锅的“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XX的事，能算X吗”，以及表达讽
刺与调侃的“引得众人都哄笑起
来，四周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每隔一段时间，鲁迅
梗就能占据互联网流行
语的高地，引发广泛的讨
论和模仿狂潮。这些梗
总是来得突然又恰到好
处，也让人们思考，为啥
“鲁迅梗”这么好用？其
间原因很多，但一定包括
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准入门槛低，
受众足够广。语文教材
中的鲁迅作品，在每个上
过中学的国人记忆中都
是印象深刻的存在，不管
是谁都能说上几句，鲁迅
作品也就成了人们造梗
的重要来源。这些梗讲

出来，不必多做解释，懂
的人自会会心一笑。借
用鲁迅的金句，不仅能简
洁清晰地表达观点，还能
显得自己有理有据。

其次，十分符合网络
亚文化中年轻人情绪的
具象化、趣味化表达。许
多“鲁迅梗”具有指代性
强、画面感强的特点，比
如说到“闰土”“猹”“孔乙
己”“祥林嫂”，人们脑海
中就会自然浮现出一个
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
这些梗常常具有高级的
幽默感，使用起来很容易
让四周“充满了快活的空

气”，或者语言犀利、精辟
诛心，讽刺意味浓厚，怼
起人来格外好用。

当然，根本原因在于
鲁迅对现实的介入和批
判，在当下仍具有实用价
值，人们很容易就能在他
的作品中找到投射自我
情感的支点。百年来，鲁
迅从未从公众视野消失，
他的作品和思想依然鲜
活、有力。不同于许多高
高在上的精英知识分子，
鲁迅对他所处的社会和
人民有共情，对社会的批
判也始终坚守着平民的
立场。

当代年轻人无须被各种标签束缚

鲁迅作品和思想依然鲜活、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