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倒性便利下的
“

御宅
”

□ 罗小茗

、 作为 典型人物 的
“

御宅族
”

青年对生活常态的理解 。 于是 ， 即便在

年 月 ， 上 海地铁驶 出 了 中
奴、 当代文■题的人 中 间 ’ 将 者视

国首列
“

痛歹！

”

。 因 为车厢外贴满 了

日 本动 漫 名成 员 的 立绘 ，

加 以关注 ’ 也是极为普遍的反应 。

、

车厢 内賺可见手机游戏的广告和动漫
一

咖
一 不恰当 ， 甚至会背离初衷 。 这是 因 为 ，

人物 ， 它被动漫迷 们称为
“

— 次兀 太

丨亡 ，，
“士 女从

越是依赖于 正常 异常这一类话语 的 操 楚
痛列车

”

。 报道称 ：

“

有人在站台蹲守
吐 古— 宙士抓仙 古也讲

作 ， 建立起极端的御宅族和大多数喜 关
、为一睹真谷 ， 有粉一直

欢 不喜欢宅的人之间的 区分 ， 就越是容
注

此后■会■ ’ 集巾到 了如■
易无视这样一种 实际状况 。 那就是 ， 集

± 。

巾体现在御宅族身上的意义读取方式 ，

几乎 同 时 ， 郭 敬 明 的 《小 时代 》

已经大规模地渗入了 日 常生活之中 。

“

萌

和韩寒 的 《后会无期 》 在暑期档上 映 。

经济
，

不止对少男 少女们有效 ， 也 同样

如何评价这两部影片 ， 成为评论界的难
成功打动了 成年男 女的 心 ；

“

宅
”

不仅
题 。 人们既模棚糊地意识到 ， 已 经没

被电商们拿来标记和召 唤用户 ， 也被越

有现成的评判此类电影的标准
一影像 、 細多的年轻人用来 自 我 解 ； 娱乐节

叙事 、 寓意 ， 乃至商业和艺术的对峙 ’ 都
目 习惯于用二次元 的方式表达情感

——

无法直接套用 ， 又宁愿将它们
——这一 飞过 的乌 鸦表示 窘态 、 闪 电说明 被雷

类电影和庞杂 的后续讨论
——

胡乱塞进 倒 ， 仿佛不如此便无从说明感受⋯ ⋯ 而

过去的评价系 统 ， 摆放
一通 ， 以便得 出 无视这些渗透的后果之

一

’ 则是当人们

令人安心的论断 。 坚持用
“

好故事
”

来衡量 《小时代 》 和

乍看 之下 ， 这 两者并无太多 的关 《后会无期 》 这一类 的 电 影时 ， 永远无

联 。 对
“

痛列车
”

的跪拜 ， 是发生在一 法形成真正有针对性的评论 。

小撮沉溺于二次元世界的年轻人身上的 这倒不是说 ， 御宅族文化必然成为

特殊事件 ， 而对 《小时代 》 和 《后会 今后中 国社会的主流 。 但一个急需思考

无期 》 的评价 ， 则事关今天 中 国大多数 的 问题是 ， 当
一

个社会中 的年轻人在耳



濡 目染之中 ， 越来越多地分享了上述实 会 中的拟像增值和宏大叙事的衰落 ， 构

践经济 、 观 察社会和体验情 感 的 方式 成 了 日 本御宅族文化得以兴起、 泛滥乃

时 ， 未来出 现的将是
一种什么样类型的 至跨越国界 、 全球流通的现实条件 。 其

人 ？ 如果说 ， 思考的 意义从不止于事后 中 ， 尤其值得关注的 ， 是以下的命名 和

的追认和检讨 ， 更在于对社会可能的走 分析 。

向进行判断和介人 的话 ， 那么仅把
“

御 首先 ， 在他看来 ， 日 本 的御宅族系

宅
”

视为
一

种亚文化类型 ， 表示条件反 文化 标示 了现代社会的意义读取模式

射式的不解是无效的 。 尤其是 ’ 随着文 向后现代社会读取模式 的转变过程 。 其

化经济在 中 国 的 兴起 ’ 当 各 色媒体 广 中 ， 现代社会 的 意 义读 取模 式 ， 称 为

泛 ， 甚至过于积极地传播着一种新 的意 “

树状图模式
”

。 在这一模式中 ’ 人们 习

义读取模式 时 ， 我 们需 要搞 清楚 的 问 惯于通过表层 的许多小故事 ， 去体会深

题 ， 显然 比这要多得多 。 比如 ’

层的意义 ， 从而接受 由深层意义所提供

文化带来的 ， 究竟是 种什么样的意 自大叙事 ， 形成 个有深度的主体 。 而

读取模式 ？ 促使这 模式得以形成和广 自现代 的读取模式 ， 则称为
‘ ‘

资 料库模
泛传播的社会条件是哪些 ？ 这样的 意

式
’’

。 在这一模式 中 ， 同样存在表层和

■出 种什—■
深层的 区分 。 不过 ， 当此时的表层仍是

的主体 ？ 社会而言 ’ 这样的主
—个又—个分散的小故事时 ， 深层却不

了何种新的 问 题 ？ 在这 系 列 疑 问 中 ，

再提供有意义的大叙事 ， 而只是作为
一

宅族 自 然
个庞大 的 资料库存在 。 人们 参照 资料

外 ， 而是要作为 类新的典型人物被彳子
库 ， 方能读取表层那些 由 拟像增值而来

的小故事 ， 但这些小故事究竟具有什么
’

浦意义 ， 却并 不 由 深层 的 资料 库决

定 ， 而是
‘ ‘

随着读取顺序而呈现出 不同
日 本社会 》 中 的思考 ， 便值得借鉴 。 这

从士奶 ，， 油 曰

的表现
’

。 也就是说 ， 读取的时间顺序 ，

不仅是因为
“

御宅族系文化的结构 ， 极
—

也 ，
构成 了可能的意义 。 东浩纪认为 ， 在互

充分展现 了 我们 的 时代 （后现 代 ） 本
抑门 门 汝；

、本

联网 日 渐发达的社会 中 ， 后一种模式正
质

”

的论断是他撰写此书 的起点 ， 更是

因为他企 图通过把握御宅賴代表的新
職則者 ’ 成为主流 ， 而这也构成 了 日

的 主体类型 ， 来画可能的未来 。

胃 。

一

其次 ， 他把以资料库模式为主导形

二 、 新型的主体 ： 资料库动
颇 主体类型 ， 称为

‘ ‘

资料库动物
”

。

和 大多数御宅族文化研究者的 看法 之所以如此命名 ， 是借用 了科耶夫

相类似 ， 东浩纪认为 ， 御宅族文化是 日 在 《黑格尔导读 》 中对人类和动物所做

本进人后现代社会的产物 ； 自 由 民 主社 的 区分 。
在科耶夫看来 ， 人之所以 区别



于动物 ， 是因为拥有欲望 ， 而动物只有 倘若东浩纪对 资料库动物
”

的分

需求 。 在这里 ， 需求是人 （或动物 ） 和 析到此为止 ， 我们可以说 ， 他充其量是

作为对象的物之间产生 的关系 ， 而欲望 承接 了西方世界
一直以来的

“

末人
”

思

则 只在人和人的关系 中产生的 。 这意味 路 ， 让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显得暗淡无

着 ， 只要有他者存在 ， 欲望便不可能被 光 。 不过 ， 他 的分析最有价值之处 ， 并

真正满足和消失 。 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 不在于指 出这一动物化主体的状态 ， 而

式的主体论述 。 不过 ， 如果将此种对主 是在于他对
“

日 本社会究竟为何会生产

体的主张和资料库模式结合起来看 ， 问 出这样 的主体
”

所做的历史分析 。 在这

题也就成了 ： 在资料库模式 中 ， 他者是
一

分析 中 ，

“

主体
”

“

末人
” 或

“

后现

否还存在 ？ 由 此形成 的主体又是什么样 代
”

， 并非放之 四海而 皆准的抽象概念 ，

类型 的主体 ？ 而是随着全球化 的进程 ， 与再具体不过

显然 ， 此时 的
“

他者
”

， 不只 是
一 的 日本社会历史结合之后 ， 方才获得某

个抽象的哲学概念 。 在一个网络如此发 种现实性 的词语 。

达 ，

一切都可以通过网络而非人与人 的 在这
一历史性的分析中 ， 东浩纪解

交往方便获得 ， 与他人展开社交不再是 释了两个 问题 。 其一 ， 为什么 日 本社会 ■

社会生活必需 品的 社会中 ，

“

他者
”
正 对

“

后现代
” “

拟像
”

之类的接受 是如 券

逐渐失去它在主体形成过程中 的实际作 此方便和迅速 ？ 如果按照线性进化的历

用 。 或者说 ， 在我们这个时代 的 压倒 史观来看 的话 ，

一个还未彻底现代的社

性便利
”

之下 ，

一种新 的社交方式正在 会全面 拥抱 后现 代 ， 无疑属 于超 速行

形成 。 在这
一 方式 中 ， 不再有 什 么 他 驶 ， 那 么超速是在 什么条件下完 成 的 ？

者 ， 也不可能形成真正 的欲望 ，

一切都 其二 ， 在这一类型 主体 的形成过程 中 ，

只是需求 。 这一现实条件决定 了 ， 在资 日 本社会究竟提供 了哪些现实条件 ， 使

料库模式中 ， 无论主体在各色小故事 中 之最终实现 ？ 如果说第
一个问题事关御

收获什么样 的意义 ， 有多少 的感动 ， 都 宅族系文化形成 的精神动 因的话 ， 那么

只 是满足一种情感的需求 。 而此种类型 这第二个问题则关系 到它得以成型 的物

的主 体 ， 也 因 此被命名 为
“

资料库 动 质基础 。

物
”

。 东浩纪进
一

步指 出 ， 这一类主体 对于第一个 问题 ， 东浩纪指 出 ， 整

将始终处在分裂的状态之 中 。

一边是在 个御宅族系 文化 ， 是在战后美 国和 曰本

无须与他者发生关联的状况下 ， 满足于 的不对 等关 系 中 曲折生 长 出来 的
——

情感 的即刻需求 ，

一边是资料库对大型
“

在御宅族与 日 本之 间 ， 还夹着美 国
”

。

非叙事产生的欲望
——玩家仍然有对各 其得以生长的物质条件 ， 简单说来 ， 有

种可能的命运 和路径整体把握的 愿望 。 这样几个 ： 首先 ， 是整个 战后 ， 美国压

这两者可 以 毫无 困 难地 以 分离 的方 式 倒性的优势和对 日 本形成 的 强 大压迫 。

共存 。 其次 ， 在美 国的援助和冷战 的需求刺激



之下 ， 日 本 经济高速发展 ； 与 此 同 时 ， 出登场人物 ， 相反地 ， 是先设定登场人

由 战败和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社会矛盾 物才有包含故事在内 的作品 或企划 。

”

却被彻底打包 ， 不予处理 。 最后 ， 是在 不过 ， 这 却 是很 重要 的说 明 。 它意 味

社会文化领域 ， 伴随着
一整套 以现代化 着 ，

以意义为核心 的故事 的 日 渐退场 ，

的先进 后进为基调 的美国 文化对 日 本 和 以资料 要素为 核心 的 人物 的 强势 登

文化的强势入侵 ， 日本社会始终面临着 场 ， 并不 只是资料库动物们全然主动的
“

如何将美 国 文化
‘

国 产化
’
”

的 难题 。 选择 ， 而是在有组织的市场培养之下才

而御宅族系文化 ， 便是上述三重力量 的 最终完成的转变 。 换言之 ， 无论是从树

交错作用 之下产 生 的 想象性 的解 决方 状图模式到资料库模式的转化 ， 还是从

案 。
这意味着 ， 这一类型 的文化 ， 不仅 有深度的现代主体到后现代 的资料库动

是在先进 后进这一现代化叙事强有力 物的养成 ， 都不是
一个 自 然而然的演进

的主导之下诞生 ， 同时也是以 回避整个 过程 ， 而是在 以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泛

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 问题为前 滥相关产品 的有组织的操作下催生和 定

提壮大起来的 。 而其
“

后现代
”

的 迅速 型的 。 于是 ，

一个随之而来 的 问题也就

转向 ， 更是源于让 日 本社会彻底摆脱由 成 了 ， 如果没有这样 的大规模且组织化

整个现代化叙事 中所给定 的后进位置的 的市场操 作 ， 转变还会 以 此 种形式 发

强烈愿望 。 在东浩纪看来 ， 正是这些诞 生吗 ？

生时的历史条件 局 限 ， 使得 日 本的 御
三 、 成年人的义务 ： 观过世界之后

宅族系文化对于精致 的虚拟 ， 有着一种

强大而特殊 的依赖 。 换言之 ， 此时 的 日 东浩纪对御宅族系文化对 日 本社会

本社会 ， 正需要通过这样一种精致 的虚 影响 的分析 ， 要 比上述粗略的介绍深入

拟设定形成新的 意识形态 ， 以此摆脱和 得多 。 不过 ， 对理解御宅族文化对 中 国

遗忘 自 身的 历史 现实 问题 ， 进而获得 社会的影响来说 ， 上述分析 已经带来极

某种新 的 自我认知 。 因此 ， 表面上呈现 大的启示和新的 思考方向 。

了独特美学的 日 本御宅族系文化 ， 实际 显然 ， 对东浩纪命名 的这两种意义

上是在
“

日 本人决定性地失去 了传统 自 读取模式 ， 我们并不 陌生 。 今天的学校

我认同 的残酷事实
”

中开始诞生的 文化 教育中仍然 占据主流的教学教法 〔

， 人

类型 。 们对
“

好故事
”

的叙述要求 ， 乃至媒体

对于第二个问题 ， 东浩纪看似没有 发表评论时所假设的受众模式 ； 所有 这

做太多 的说明 ， 只是在一处这样写道 ： 些之所以成立 ， 其背后倚重 的 ， 恰是树
“

年代的御宅族市场 ， 有组织性地将 状 的有深 度 的 意义读取模式 。 与此 同

消费者培养成将 这两者看 待是连 续 的 ， 时 ， 后一种 由 网 络所带来 的 资 料库 模

同时以泛滥
‘

相关商品
’ 为前提扩大市 式 ， 则随着互联 网和各种上 网工具的普

场规模 。 其结果并非是 由各个故事产生 及 ， 迅速增长 ； 在无数 的点击和网页链



接 中 ， 被一再重复 。 在 网络普及之后成 现为老师 、 家长 、 长 辈 、 现成的 制 度 、

长起来 的 中 国青少年 ， 势必 同时受到这 各种规矩等 ， 可现实决定 了 ， 和资料库

两种模式的夹击 ， 并在此过程 中形成 其 动物通过网络所能观看 的广 阔无垠的世

意义读取模式 。 不过 ， 这不 只是对青少 界 比较起来 ， 树状图模式所能观看到的

年的挑战 ， 更是对 中 国社会 的成年人提 世界总是那么狭小可笑 。 既然如此 ， 成

出 的挑 战 ： 如果不是放任 自 流 ， 让下一 套的大道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 其次 ， 这

代在这一尖锐的 冲 击 中 自 发生 长的话 ， 又是某种 自 我激励 。 此时的年轻人 ， 并

那么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 此时 ，

一味 不认为 自 己 真的已经不再需要任何世界

固守于树状 图模式 ， 无异于鸵 鸟 战术 ， 观 ， 而只是认为老的那
一种观看方式得

而因为所谓的文化经济 ， 向资料库模式 来的世界观 已经无法再 说服 自 己 。 因

敞开怀抱 ， 则不过是放弃了成年人的社 此 ， 他们仿佛隐隐约约地相信 ， 如果观

会责任 。 遍 了世界 ， 那么 自 然就会形成新的世界

这倒不是说要提 出第三条道路 ， 或 观 。 然而 ， 如果参照东浩纪对资料库动

在这两种意义读取模式 中达成和解 ， 而 物的分析的话 ， 那么他们接下来 的麻烦
、

是说 ， 东浩纪对 日本御宅族文化 的历史 在于 ： 观过世界之后 ， 真的会形成世界 §
分析 ， 或许 已经提示 了成年人想要对此 观吗 ？ 如果资料库模式意味着永远无法

负责时 ， 可能选取的路径 。 真正观看完世界 ， 或者就算看完 了世界

首先 ， 如 果把令人 困 惑 的 《 小 时 也不可能因此形成世界观 ， 最终形成的

代 》 系列 、 《后会无期 》 现象放 到两种 资料库动物 ， 不过是 陷落在 了无限延宕

模式 的冲 突这
一背景中 去看时 ， 便会发 循环的观看过程之中 ， 这个选择你是否

现 ， 电影呈现的大多是资料库模式的 基 能够承受 ？ 于是 ， 对今天正在形成意义

本特征 ， 而引发争论的 正是这两种模式 读取方式 的年轻人来说 ， 问题从来不是

的差异 。

⑷
《后会无期 》 中 的 这句台词 ： 非此即彼式 的选择 ， 而是既有 的这两个

“

你连 世界都没观过 ， 哪来 的世界观
”

选择都有各 自 致命 的缺陷 。 促其真正看

更是无意中呈现了我们 这个时代才可 能 清这一状况 ， 恐怕要 比强迫与放任其选

发生的两类主体间 的对话 。 显然 ， 对 以 择都更为要紧 。

年轻人为主的观众而言 ， 这句话之所以 其次 ， 东浩纪 的历史分析说明 ， 日

具有意义 ， 并不在于它在这部电影 的叙 本御宅族文化 中对虚拟的强大需求 ， 来

述中有什么样 的位置 ， 而是在于表达 了 自 于 日 本 战败 以及其后 独特 的 冷 战历

某种默会 的情绪 。 这种情绪 ， 首先表现 史 ； 资料库动物是在美 日 关系和现代化

为 ， 见多识广 的资料库动物对那些总是 叙事的压迫之下 ， 通过市场有组织的 操

寻找深度意义 的人的嗤之以鼻和老大不 作最终成型的 。 既然如此 ， 那么无论在

服气 。 尽管后者的大道理 （大叙事 ）

一 抽象的表现形式上如何模仿 ， 身处中 国

套又一套——在现实生活 中 ， 它可能表 语境中 的年轻人 ， 在形成新的主体类 型



时 ， 便不可 能彻底 的
“

不走 样
”

。 教育之责的媒体和公共部门 。 如果说在

这意味着 ， 此 时需 要搞 清 楚 的 是 ， 自 文化经济或创意产业 的名 义之下 ， 政府

世纪 年代 以来 ， 如果中 国 的年轻 对此反而有着更大的利益驱动的话 ， 那

人也在不断增长 出对虚拟 的 热爱的话 ， 么 ， 它已经制定 了何种政策 ， 正在实行

那么这
一

热爱究竟是根植于何种具体的 何种有组织 的操作 ？ 这些操作发挥了什

社会历史 因素 ？ 如果说经济起飞 、 现代 么样 的作用 ， 又将如何影响 当前的主体

化叙事 的压迫是中 日 社会彼此类似的历 形成模式的转型 ？ 这些恐怕正是在 中 国

史因素的话 ， 那么 ， 这一经济和现代化 展开御宅族文化研究时 ， 不可回避的现

叙事得以扎根的历史和 由此被封闭起来 实问题 。

不予处理 的现实又有何种不 同 ？ 最后 ， 同样值得思考的 是东浩纪对

再次 ， 便是对当下正在迅速膨胀的
“

资料库 动物
”

展 开命 名 的前 提 假设 。

有组织的 养成手段的认真考量 。 虽然在 这一命名 得以成立的基础在于 ， 在一个

面对无法解释的文化现象时 ， 市场 的力 自 由 民主的压倒性便利的社会 中 ， 他者

量每每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 ， 但越是如 消失 了 。 在这里 ，

“

压倒性便利
”

也 罢 ，

此笼统地 批评市场 ， 就越是无力捕捉 ，

“

他者
”

和
“

自 由 民 主
”

也 罢 ， 都 不过

在当前这
一主体形 成方 式 的转 化过程 是对 现实 的 一种命名 或设定 。 问 题 在

中 ， 究竟是什么样 的有组织的手段 在发 于 ， 对中 国这样
一

个历史大不相 同 的社

生作用 。 在这样的思路中 ，

一

旦处理青 会来说 ， 现实是否果真如此 ， 或者 只有

年跪拜
“

痛列车
”
一类的新闻 ， 焦点往 这样一 个光 滑 的 面 向 ？ 比如 ， 如果 说

往只在于跪拜者身上 ， 将其奇观化 ， 而
“

压倒性便利
”

带来人与人 的交往 的 缺

忽略 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组织的 问题 。 那 失和难题 ， 那 么 ， 步 于 即 可 需求 的 便

就是 ， 作 为城市公共服务系统的上海地 利 ， 显然也带来 了诸多社会层面的不便

铁 ， 为何需要 开 出 这样一 趟 旨 在 宣传 乃至瓦解 ， 此时 ，

“

便利
”

的 含义是否

的 列车 ？ 是 出 于对动 漫文 化 应该被重新设定 ？ 同时 ， 在我们 的社会

的热 心宣 传 ， 出 于商业买 断 的 广告行 中 ，

“

他者
”

是否真 的会因为
“

压倒性

为 ， 还是某种追逐文化经济潮流的莫名 便利
”

彻底隐身 ， 还是只是改头换 面地

冲动 ？ 如果将这
一举动放到意义读取模 出现 显然 ， 这些都是在观看世界时 ，

式的 冲突上来考量时 ， 媒体评论和监督 需要重新设定 和思 考 的 问 题 。 就 此而

的恰恰不应该是那些跪拜的御宅族 ， 而 言 ， 资料库模式反而可能具有某种认知

是政府公共部门参与到对御宅族文化 的 的优势 。 因为 修改固有的设定 ， 依据新

推波助澜之 中 的意图和效果 。 显然 ， 和 的设定展开探索 ， 给出不一样的对
“

便

曰 本兴起御宅族文化的状 况有所不 同 ， 利
”

和
“

他者
”

更为灵活的定义和组合

中 国 的推波助澜者 ， 从来不止于以 利益 方式 ， 这本身就是它擅长的 。 而我们所

为导 向 的市场 ， 同样也包括了负 有公众 能期待的 ， 或许便是在人们充分意识到



两种模式 的各 自 局限之后 ， 所能生成的 各 种作 品 。 同上 ， 第 页 。

自 我修正和持续更新的能力 。
显然 ， 世纪后展 开 的各 阶段 的课

程改革 ， 实 际上是想要 克 服对 这
一树状模式

的 依 赖 ， 以 便更 贴 近 资 料 库 模式 ， 但 效果

《动漫
“

痛列 车
”

首现上海 粉丝 专程

守候 当 场跪拜引 发争 议 》 ， 《东方早 报 》

在我看来 ， 既 引 发激 烈争论 又 往往

年 月 日 ，

各说各话的原 因在 于 ， 秉持 不 同 读取模式 的

。 这 篇报 道放
人既不愿承认另一种模式 的合 理性 ’ 也 就无

上麵新 闻之后 ， 有不少追加 的讨论 ， 比 如 ，

形成人们 需 要 共 同面对这 难题 的共 识 。

有人指出 ， 男儿膝下有黄金 ， 怎 么可以随便
—状图 模式的人而 言 ’ 这样 的 文本《

拜
；
但也有人认为 ， 既然年纪大 的人 可 以拜菩

无深度 ’

—

地碎 片 ’ 无从解 析 。 而職悉资

萨有信仰 ，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不能跪拜 自 己
贿模式 的人来说 ， 同 样是这 地碎 片 ，

偶像 ？ 这些讨论大 多非 常简短 ， 但恰恰说 明 ，

并不妨碍他们把玩 和 回 味其 中 每一个具体 的

正是看上 去疯狂 出 格 的
“

跪拜
”

举动 ， 迫使
碎片 。 这

一

点非常 鲜 明地表 现在人们 对 《后

人们拉 出 了 各种不 同 的价 值 系 统
——

性别 、

会无期 》 的 评论 中 。
比 如 ， 在 豆 瓣论坛 上 ’

、

家庭 、 宗 教 、 信 仰 问题 等 ， 来 帮 助 自 己 确 定
我们可 以读 到 各种 各样对碎 片 的有 意思 的解

和理解它在 当代社会的意 义 和位 置 ， 以 便 回
读 ’ 而其中的 绝大部分都 属于脑 补式的解读 ’

員
到假想 中 的安 全地带 。 同 时 ， 这 些议论也反

即 需要参照 庞大 的资料库 ’ 才能 完成对 这
一

注

映出 ’ 在当代社会 中 ’ 到底 哪些 价值系 统 和
片段意义 的理解 。 这些解读并不关 注整 个故

历史认识 ’ 在 帮助 人们 理解 自 身 的位置 和他
事究 竞具有何种意 义 ’ 但对每个 片段所 具有

者 的意义 。

的意义 ， 却 乐此不疲 。 而对 《 后会无期 》 最

有趣 的是 ， 运 用这套正常 异常 的话
严厉 的批评 ’ 则往往来 自 深度 解读 的 愿望

语操作方式 ， 人们 同样可以 选 择将 《小 时代 》
电影 中彻底落空 。 其中 最有代 表性 的 莫过 于

系列 和韩寒 的 电 影视为
一

种 异 常状态 ’ 不予
肖 鹰 ： 《

“

天才韩 寒
”

是 当 代文 坛 的最 大丑

关注 。

闻 》
’

《 中 国青年报 》 月 日 版 。

东浩 纪使用
‘ ‘

御 宅族 系 文化
”

这
一 在某种 意义上说 ，

一切 都 网络 化虚

概念 ’
以说明 日 本 的御 宅族文化 已 经在发展

拟化之后 ， 他人在我 们 生 活 中 便不存在 了 ’

的过程 中 诞生 了 三个 不 同 的 世代 ’ 成为一组
不过是一种 新 自 由 主 义式 的 虚妄 。 更准 确 的

上下 承接 、 彼此 关联替代 的系 列 。 东浩纪 ：

说法可能是 ， 在一些社会条件改 变之后 ， 他

《动 物化 的 后 现代 ： 御 宅族如 何影 响 日 本社
者将 以 与过去不 同 的更为 隐 匿 的方式 出 现 。

会 》 ， 台 北 ： 大鸿 艺术 ， 第 —

页 。

比 如 ’ 在 政府服 务 网络化之后 ’ 官僚主义 的

此后 ， 本文所讨论 的该书 的观 点 ， 除特 别 重
问题仍然 存在 ’ 普通百姓和公务 员之间 的矛

要或较长 的 引 用 之外 ， 不 再 注 明 页 码 。

盾 ， ■不 同于 ■方式发生 。

此书在 知 乎上有 连载 ， 有 兴趣 的 可 以 上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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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 所谓 的
“

这 两者
”

， 指 的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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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 围绕这一 人物 策 划 出 来 的相关性 很弱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