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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流言·不
能说出的爱

七夕之夜，李晨承认了
与张馨予的恋情，却还得承
受舆论带来的“悲情”，而对
岸涉嫌迷奸女星的富少李宗
瑞当晚也赶赴警局自首，他要
承受的，可是牢狱之灾……

骂富少的丢人

8 月 23 日晚间，涉嫌迷
奸女星的富少李宗瑞自首，
检察官也随即将他逮捕，并
在 24 日凌晨召开侦查庭。
接受讯问时，李宗瑞强调自
己没有迷奸，双方是“合意
性交”。据悉富少最高可能
获判入狱30年。

点评：从常理推断，一
个富家子弟，招蜂引蝶，上
钩者众，凭的什么？所谓迷
奸，或许都是“半推半就”，
只是事情败露，人人皆要口
诛笔伐。李宗瑞现在应该
很羡慕前辈陈冠希的潇洒，
而陈老师也一定痛心疾首
于富少的表现，实在太丢摄
影界的脸了……呜呜呜！

论港姐的出炉

8 月 26 日晚，2012 香港
小姐竞选在香港电视城举
行，最终张名雅夺冠。

点评：当年，“港姐”赛
事冠绝全城；而今，已是美
人迟暮老态龙钟。从七八
年前开始，港姐就走入衰竭
期，一直没能恢复往日辉
煌。港星大批北上，华语娱
乐圈产业重心转移，天时地
利人和早已不再，当年香
港，已是空城，还是散了吧。

说张敏的嫁人

红星张敏终于决定明年
暑期首披嫁衣，新郎是其交
往了9年的前经纪人刘永辉。

点评：看着周星驰电影长
大的80后，对于张敏应该相
当熟悉，但这种熟悉可能很遥
远，感觉既亲切又陌生，她是

《赌圣》里的绮梦，《笑傲江湖》
里的任盈盈。我们长大了，她
却一直没有变；星仔当了星
爷，她还是没有变。对于一个
演员来说，形象定格于早年
间，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点李晨的恋情

七夕节，李晨终于承认与
与张馨予的恋情，他在晚上11
点更新微博发表爱情誓言，

“今后，天涯海角，有我相伴。”
点评：一段恋情开始，如

果收到的不是祝福，那就变
成了“悲情”。听说，连华谊
高层都对李晨新恋情相当震
怒。所以，李晨有理由伤
心。张馨予，足球宝贝出道，
早期贩卖性感，现在声名鹊
起，跻身娱乐圈二线位置。
其实她只是出身不好，何罪
之有呢？从励志角度而言，
张馨予还在示范如何利用恋
情提高自己的关注度……
嗯，学着点吧！ （陈述）

中韩两国建交 20年来，
文化交流丝毫不逊于经贸
合作，从政府到民间进行得
如 火 如 荼 ，从 而 有 了“ 韩
流”、“汉风”之说，但和两国
的经贸合作一样，中国对韩
文化交流存在巨大“赤字”，
作为大众文化的“韩流”在
中国产生的效应远远大于

“汉风”对韩国的影响。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开始，韩国文化大踏步走向
海外，风靡中国和东南亚。
凄婉的《冬季恋歌》让无数
青年男女唏嘘不已；美味而
又美艳的《大长今》打破韩
剧收视纪录的同时，也让韩
国料理声名鹊起；歌手、明
星们俊朗秀逸的外表和时
尚的造型、新派的舞蹈造就
了大批粉丝——他们学唱

韩国的歌曲，身着韩国流行
服饰，玩着韩国的游戏，欣
赏韩国的动漫，为了追星到
韩国旅游，“哈韩族”成为外
来 文 化 在 中 国 的 又 一 个
符号。

但“汉风”却远没有这
样风光，最被人称道的是

“汉语热”的兴起。但谁都
知道“汉语热”更大的原因
是出于两国交往的现实需
要，而不是当代中国文化的
魅力，好像“汉风”是为了对
应“ 韩 流 ”而 造 出 来 的 新
词。当然，韩国历史上一直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说“汉
风”已经吹拂了数千年倒不
为过，但这毕竟是老祖宗的
功劳。

事实上，中国文化在韩
国的传播，仍然以传统文化

为主。韩国人热衷的依旧
是经过翻译或演绎的中国
古典文学、古籍，电视剧是
古装戏、武侠剧，出版物更
多的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著
述，只有少数的中国当代电
影电视剧以及文学作品引
起关注和共鸣。最终形成
的结果是，我们展现的总是

“古老的中国”，而韩国更多
的是向中国大众展现“新鲜
的和充满活力的”韩国。

中韩两国关系刚刚进
入“弱冠”之年，之前经历
了半个多世纪的隔绝，两
个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
发展道路，形成不同的意
识形态和文化氛围。韩国
民众对于当代巨变的中国
不适应，或者感到难以理
解，难以形成共鸣。从韩

国方面来看，对中国发展
的“戒备心理”、对“事大主
义”的过度反思以及民族
主义的影响，也使得当代
中国文化首先面临“小心
翼翼的审视”。

文化交流始终是国民
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手
段和桥梁，传统文化的共有
固然重要，而通过当代文化
的交流，增强对对方国家新
阶段的认识和理解更显得
急迫，毕竟比起故纸堆里的
中国，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当
代中国更具现实性。

目 前 ，中 国 正 在 推 动
“软实力”建设，实施“文化
走出去”战略，这不是一种
文化的说教和输出，而是追
求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
理解及共识。而处于变革

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价值
观的碰撞，如同正在进行着
一场“头脑风暴”，有传统
的，有现代的，有西方的，有
东方的，有舶来的，有独创
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创
建自己的具有包容和普遍
意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
值体系，以在走出去的过程
中 ，获 得 认 同 、理 解 和 共
识。这对于地域庞大、历史
悠久的中国，不仅需要地理
和时空上的“穿越”，而且需
要一种传播能力上“内功”，
是对中国文化创新能力和
环境的考验。

当然，这种价值体系的
建立和认同，不仅仅是针对
韩国的问题。

□张忠义（北京 媒体人）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观察】

中韩交流，中国应积极输出当代文化
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举行，韩国今年是主宾国，又恰逢中韩建交20周年，大韩文化出版协

会携66家出版机构参展，并举办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等文化交流活动，让中国观众再次领略到“韩流”威力。

【文化谭】

汉语发展应交由社会和时间判定
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因为收入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而引起争议。由《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领衔，

百余位专家学者联名签署了举报信，送交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称现汉词典出版方商务印书馆收
录这些字母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务院出版条例，长期下去会对汉语安全构成威胁。

在 举 报 信 全 文 中 ，可
以看到百余位联名专家对
此事的诉求：一是有关政
府部门宣布新现汉词典违
反国家法规；二是出版者
向全社会道歉；三是现代
汉语词典立即撤除相关章
节；第四，也是最后一条，
则是责成商务印书馆认真
学习国家语言文字法、国
务院《出版工作条例》和新
闻 出 版 总 署 的 通 知 等 材
料，切实”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积极
的弘扬者“。

《现代汉语词典》到底
要不要收入字母词？我非
语言学者，也拿不出什么真

知灼见。不过，个人认为，
推敲一下所谓捍卫“汉语纯
洁性”的说法，实在有些荒
诞不经之处，正像雷颐老师
在相关评论中指出的那样，
自国门开启，文化权力格局
发生变化，多种语言交流，
吸纳外来语汇已经成为汉
语的特征。而且在我看来，
这种能力恰恰在证明着汉
语的生命力，也是中国人能
够也应该有的一种文化自
信的重要原因。现在让把
这种能力自我排除在外，实
在是有些欲练神功，必先自
宫的路数。真不知道他们
是 爱 汉 语 还 是 在 毁 掉 汉
语。毕竟，语言玩的不是零

和游戏，不能说了这词就不
能说另外一种，也不是说人
们习惯说 NBA 就不能学李
白的诗。而在现代语言哲
学看来，世界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语言的，语词的边
界也就是世界的边界。按
照这几位举报者的想法，
他们致力的纯洁语言所制
造出的世界，岂不是过分
简单和枯燥？

当然，这些粗浅想法，
作为语言学学者们，恐怕都
已经知晓。他们想必是解
决这些问题之后，才明确自
己立场的。而且，我深知不
同意观点，但是要捍卫说话
权利的常识——在我看来，

无论是“反应过头”，还是
“过度紧张”，写举报信的这
些学者专家以及文化人士
们都有表达自己情绪和见
解的权利；同时敢于逆历史
潮流而动发出些异样的声
音，自有其价值，而且其价
值恐怕不小。不过，另一
方面，“字典”的权威性应
该来自学术共同体，应该
交由社会和时间判定，对
其权威性的消解和颠覆也
应有学术共同体和社会来
完成，而不应该由政府机
关一纸公文，或者一个通
知“宣布”之。这个道理，即
便其他人不知道，作为专家
学者们和文化人，却不应该

不知道。
鉴于我国有文字法和

出版工作条例，既然认定出
版方违规，干脆跑到法院提
起诉讼，倒不失为以学术推
动 法 治 和 社 会 进 步 的 善
举。哪怕只在互联网上吆
喝几嗓子，也不失建设公民
社会的良行，起码还显出学
术自主性。但写“举报信”
这样的做法，这样的逻辑，
实际上是再次重申学术权
力屈从于行政权力。

语言是自生长的。什
么样的语言是有活力的，是
丰富多彩的，问问民众就知
道了。

□谢勇（广州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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