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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娱乐

“你如果觉得鸡蛋味道
不错，何必要知道它是怎么
下出来的呢？”瞿琮不无幽默
地说。因为两次发送信息都

“云深不知处”，记者冒昧地
拨通了他的电话。出乎意
料，他马上接了。76岁的瞿
琮声音洪亮，第一句话就回
应了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

在瞿琮看来，一首歌就
像一个鸡蛋，是一个“小作
品”，不复杂，不值得“掰开了
揉碎了讲”，“就歌词论歌词”
就可以了。

也许不值得“掰开了揉
碎了讲”的歌确实不少，但他
是瞿琮，他笔下的《我爱你中
国》《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
亮走我也走》等歌曲，已经成
为几代人记忆中的经典，歌
声飘扬了四十年。

当年写《我爱你中国》，
瞿琮核心就写八个字——

“青松气质、红梅品格”，此番
作《亲爱的中国》，也是八个
字——“文化自信、磅礴之
力”。

在歌词中，瞿琮善用排
比、对仗、比喻、拟人等手
法。“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
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
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
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
润着我的心窝”——《我爱你
中国》中漂亮贴切的歌词，让
人难忘。

在《亲爱的中国》这首以
中华文化为主题的歌曲中，
瞿琮力求删繁就简。歌词里
没有那么多漂亮的长句子，
都是有力的短语——“啊爱
你诗经论语，爱你古琴昆曲，
爱你长城蜿蜒，爱你丝路花
雨”。前三个“爱你”，听众比
较熟悉，最后一个“丝路花
雨”，有些年轻人也许没听过
——《丝路花雨》是甘肃敦煌
艺术剧院 1979年推出的一

部大型民族舞剧，以举世闻
名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为
素材创作，被誉为中国民族
舞剧的典范。舞剧“复活”了
两个著名的舞姿——“反弹
琵琶”和“千手观音”，不仅造
就了一个新的舞种敦煌舞，
还在全国掀起“敦煌热”，在
世界刮起中国风。舞剧《丝
路花雨》四十多年来演出不
断，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经
典范例。瞿琮把《丝路花雨》
写入歌中，深意存焉。在歌
词早期版本中，还有“牧童短
笛”，那是贺绿汀创作于1934
年的一首钢琴曲，刻画了不
同于西方风格的中国田园音
画，是第一首具有鲜明成熟
中国风格的钢琴曲。

“啊爱你高峡平湖，爱你
天路雪域，爱你长风巡洋，爱
你飞船寰宇。”这几句写的是
科技的力量。“高峡平湖”指
长江三峡工程，出自毛泽东
的《水调歌头?游泳》。“天路
雪域”指青藏铁路工程。“长
风巡洋”和“飞船寰宇”则分
别指我国的海上力量和航天
科技。

“每一颗心都放飞强国
的梦，每一缕情都凝聚磅礴
之力。”这首歌写的就是以文
化自信汇聚磅礴之力。歌词
中没有口号，每句话都有来
源，即使不知道来源，也不影
响理解，知道了以后，也许会
对作者更加佩服。有一件事
让瞿琮引以为豪，那就是他
的歌词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无论是过了二十年还是
四十年，都可以不改一字而
不显尴尬。“歌曲要靠文学性
留 下 来 ，要 靠 音 乐 性 流 传
开。”瞿琮说。
（摘自《光明日报》文/郭超）

“环保情?公益心”社区歌
运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广东省
文联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省
音乐家协会指导，广东省环保
志愿者指导委员会、广东省环
保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华
南办事处联合主办。

活动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歌
唱形式举行，旨在鼓舞广大群
众的抗疫信念、挖掘培养音乐
人才。歌运会选出的冠亚季军
将担任广东省环保公益代言
人，通过“活动+代言+媒体互
动+志愿服务”的方式，唤起公
民的环保意识，释放出更大的
社会正能量。

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负
责人袁征在发布会上表示，“生
态文明”和“生活方式绿色化”
是本次歌运会的主题，他鼓励
大家用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
来表达绿色生活方式，希望社
区歌运会成为一个传播和提升
公众生态文明和道德素养的服
务平台。

广东省环保公益促进会
(筹)执行会长孙荣麓在发布会
上强调，2020社区歌运会不但

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开
展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
也为生态环保公益添砖加瓦。

据悉，本次活动所收到的公
益资金将全部捐入广东省环境
保护基金会生态文化发展专项
基金，用于开展全省青少年生态
文化保护科普教育，举办青少年
生态文化保护科普教育展（昆虫
系列），以及资助广州市孤寡长
者及个别重度肢体残疾人士的
居家养老安全设施微改造，帮助
他们安享生态宜居安全生活。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
长乔建军介绍，省音协在今年2
月就举办了依托互联网为载体
的“‘艺’起战疫?广东文艺界在
行动”专题作品征集活动，为积
极传播正能量、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鼓舞广大群众的抗疫信
念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次社区
歌运会在形式上以宣传环保公
益理念为主题，采取线上平台
和线下歌唱比赛相结合的方
式，为进一步的疫情防控宣传
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发布会上歌手周游格和赵
鹏飞带来了精彩演出。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马保国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成为“顶流”。从10月底开始，“马保国风”在B站越演越烈，各种鬼畜视频层出不穷。这些视频中，马保国用“闪电五连鞭”偷袭钢铁侠，大战容嬷嬷，打起架子鼓……
与此同时，自诩为“太极宗师”的马保国也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今年5月，他被业余拳手KO的“黑历史”被翻出；

“年轻人不讲武德”“耗子尾汁”“传统功夫点到为止”等“马氏语录”红遍社交网络。红出圈之后，有人找马保国拍武打电影，用“耗子尾汁”注册公司，炒卖他的书，售卖带有“马保国”印记的手机壳、卫衣。这场扭曲的网络狂欢似乎还在蔓延。

在周飞看来，亚文化有
其鲜明的群体属性，更有先
锋性、奇异性、新颖性，这决
定了“它常常被一部分认可
其价值观与审美形式的人所
推崇与喜爱”。当代社会，得
益于传播手段的变化，亚文
化有了更多进入主流大众文
化的途径，“因此，以青少年
为主要群体的青春亚文化更
容易进入大众视野”。

“马保国出圈的确是亚
文化进入大众文化，或者说
打破次元壁，进入更大受众
空间的典型案例。”周飞强
调，现代社会是分众社会，
主流文化不再是铁板一块，
这类“梗文化”进入主流文
化的方式更像是一种游击
战：“打一枪换一个热点，层
出不穷，且能保存它的生命
力。之前的‘凡尔赛文学’

‘六学’‘明学’都是此类梗
文化的代表……这种现象

近年越来越多，但我们应该
有批判意识，不要不加分
辨，过度沉浸其中。”

朱雯琤则以为很难从
碎片化视频符号中找到“意
义”：“我们现在聊的是流
量、数据以及背后的经济效
益，但经济并不是视频文化
的唯一意义。马保国口中
的‘武德’被轻描淡写地反
讽为‘耗子尾汁’，这某种程
度上意味着多样化文化被
瞬时感官体验所取代，这挺
可怕的。”

“马保国风”的一大特征是
“鬼畜”视频的病毒性传播。“鬼
畜”视频是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网友收集素材、剪辑视频，通
过二度创作来解构热点事件。网
友制作“马保国”鬼畜视频的初衷
大多是为了讽刺。他们认为马保
国的言行荒诞可笑，从绝招“闪电
五连鞭”“接化发”的画面，到“年
轻人不讲武德”“耗子尾汁”的马
氏语录，马保国身上有大量的视
频制作素材可供 UP主挖掘。网
友玩得开心，但马保国显然对年
轻人的这种创作热情难以理解：

“这是轻率、浅薄的一种风气。”
但显然，这场网络狂欢早已

脱离了马保国的掌控范围。在流
量为王的时代，无论是短视频平
台，还是直播平台，都以“流量”作
为衡量产品价值的一大指标，制
造爆点、吸引眼球成为产品生产
的第一要义。毫无疑问，“马保
国”梗为相关平台带来了巨大流
量，截至 11月 26日，B站“马保
国”频道下，已有 2.9万个视频、

689个精选、9亿观看量。而资本
入局为马保国的“出圈”之路加了
一把火，马保国也逐渐成为一个
被物化的“工具人”。

据悉，马保国将参与电影《少
年功夫王》的拍摄。根据国家电
影局网站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
表资料，该片讲述一位失去父亲
的少年克服各种困难，参加少年
功夫王大赛，赢得对手尊重的故
事。马保国自称，他将在片中饰
演一位老武师，“片酬保密，不管
待遇高低都会拍，我要推广传统
武术”。他也自信地表示：“我有
演技。这部片一定火，票房一定
高！”

有网友在马保国推出付费视
频后留言：“如果马老师真能复
出，还拍了这部电影，鬼畜调侃反
助长了歪风，那可真就太讽刺
了。这是资本面前无是非的表
现，是非常错误的价值观。请相
关的人好自为之，好好反思。鬼
畜应该在带给人快乐的同时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是非不分。”

其实，马保国今年5月就曾小
范围爆红。5月17日，自称“浑元
形意太极拳掌门人”的马保国，在
与业余拳手王庆民对决时被 KO
倒地。不少人认为经此一役，“假
大师”被戳穿，马保国遭遇网友群
嘲。马保国回应此事时说：“我们
浑元形意太极门认为传统功夫的
定位为：先健身养生，后修身养
性，再防身自卫。擂台以技击实
战表演为主，传统武术训练以健
康、防身、挽救生命为主。有骂才
有反思，痛定思痛，才能有更大发
展，没办法，谁让我们就是这么喜
欢传统武术呢！”

这场对决一时间成了新闻事
件 ，马 保 国 开 始 被 网 友 深 扒 。
2017年7月，马保国曾接受王志安
的《局面》专访，他谈及“闪电五连
鞭”的基本打法、在英国与欧洲
MMA冠军PeterIrving的对战、
隔空怼“雷公太极”创始人魏雷功
夫不行等，这次采访为他立起“太
极宗师”人设，信息量极大。不过，
也有不少人认为马保国夸大其辞，
随时会翻车，而PeterIrving则称
自己当时是在与马保国拍戏，根本
没决斗。

今年1月5日，马保国自己录
制的名为《健身房的年轻后生不
讲武德偷袭马老师……》的视频
也被网友翻出来。视频中，马保
国站在“浑元形意太极门”的牌
匾前，右眼浮肿。他跟观众讲述
他与两个健身房年轻人切磋武艺
的事：“我右拳放在他鼻子上没

打他，我笑一下准备收拳，按传
统功夫点到为止，他已经输了。
我收拳不打了，他突然袭击，左
刺拳来打我脸，我大意了没有
闪，给我右眼蹭了一下……他们
是有备而来，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 劝 他 们 耗 子 尾 汁（好 自 为
之）。”正是这条视频让马保国成
为 B站的“话题人物”。“年轻人
不讲武德”等梗就此成为B站UP
主的创作素材，创作了不少洗脑
作品陆续出现。

从10月底开始，“马保国风”
在B站开始越演越烈。相关段子
出现在各大游戏主播的直播间，不
少人用“马保国”的梗解说游戏，甚
至用来嘲讽对手：“这闪电五连鞭，
不讲武德啊！我劝你耗子尾汁！”
游戏圈、短视频圈、直播圈产生联
动，各种鬼畜视频层出不穷。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朱
雯琤老师表示，在短视频取
代长视频、图片取代文字的
流量时代，一个产品走红最
能证明其背后的资本价值。
在朱雯琤看来，在出圈之前，
马保国一直靠“哗众取宠”无
下限地为自己寻求名声，“我
们身边从不缺所谓的‘传统大
师’，他们将前现代文化中的
神话信念，以与时代不相容的
方式延续到现代，从而生成隔
代之间的文化鸿沟”。

朱雯琤分析：“以95后、
00后为主的互联网群体，他
们的世界充斥着体验感、碎

片化、虚幻感，娱乐程度、解
构程度成为衡量短视频质
量 及 流 行 趋 势 的 一 种 标
准。马保国二次走红的实
质是传统信念与解构文化
之间的鸿沟。”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
心的周飞研究员则从内容
生产的角度解读马保国出
圈的文化逻辑：“在鬼畜视
频中，原本有意义的、连贯
的、一本正经的人物与画
面，被抽离出原有语境，成
为无意义、可笑的存在。这
种反差、翻转使得大众从日
常生活的状态进入某种‘精

神SPA’，是一种自我的抽离
与悬置。”

在周飞看来，网友根据
自己的兴趣、喜好乃至经历
生产出梗与笑料，某种程度
上达到了传播与生产的辩
证统一：“这也是此类‘梗文
化’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保
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与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文化
逻辑也是一致的。”但他也
指出：“如果任由‘梗文化’
发散，当任何事物都能被作
为嘲讽对象进入大众文化
领域时，社会的文化秩序会
陷入无意义的深渊。”

“马保国出圈事件”
可笑又可悲，一个69岁的
老人带着无穷自信，引发了
一场娱乐狂欢。马保国出
圈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是
什么？带着一系列疑问，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了两
位从事文化研究的
青年学者。

【观点】

梗文化出圈有什么样的文化逻辑？

“马保国出圈”是亚文化的胜利吗？

马保国怎么出圈的？

谁在制造“马保国”？

社区“歌运会”
用音乐宣传环保理念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每一缕情
都凝聚磅礴之力
——访《亲爱的中国》词作者瞿琮

马保国从被群嘲，到如今摇身变成“网红”，
仅用了半年时间。马保国“出圈”让人始料不及：
他究竟为什么会红？谁在制造“马保国”？

如果不是今年5月的“战败”，
马保国依然能维持自己苦心经营
多年的“大师”人设。

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
中，马保国介绍了他的生平经
历。据书中描述，2001年，50岁
的马保国去英国陪儿子读书，为
谋生计而在当地教太极拳。2004
年，马保国成立“英国混元太极拳
协会”，收外国徒弟，赚了一笔
钱 。 2007年 ，马 保 国 回 国 ，于
2013年创立了“浑元形意太极
门”，自任掌门。两年后，他在上
海开办“浑元国术馆”，教课 1小
时收 800元。近年，他频繁亮相
网络，开办网络培训班，出版新书
《尚济形意拳练法打法实践》。

虽然许多人将马保国视为
“大忽悠”，不少传统武术大师也
和他划清界限，但马保国对种种

引发争议的事件都有一套自己的
说辞。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回
应了5月战败一事：“我当时手慢
了，肯定是让别人暗算了，有人捣
鬼。”他也回应了 PeterIrving称
与他的对决是“拍戏”的说法：“我
们是真打！他为了面子，要混口
饭吃，在说谎。”

与马保国有过接触的媒体人
许研敏评价：“马保国出生在山东
农村，后来当兵入伍，在那个年代
是非常珍贵的机会；没几年转业
到郑州某国企，响当当的铁饭碗；
再到后来要供儿子上学，跑到英
国教太极，把儿子供毕业，顺便给
儿子挣了房子的首付；回国后，靠
太极大师的名号混迹上海滩；到
今天，虽然姿势也许不好看，但确
已开始了网红之路，收割实打实
的流量红利。”

苦心经营大师人设

平台资本合流加持

2017年 6月，
马保国与人约战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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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扭曲的网络狂欢马保国出圈

马保国与PeterIrving对战的视频截图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嘉宾合影

马保国的
绝招“闪电五
连鞭”催生了
不少鬼畜视频

马 氏 语
录“ 年 轻 人
不 讲 武 德 ”
成为网络流
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