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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赳赳，一个后现代和现代连体人展江（著名学者，新闻与传播学教授）认识胡赳赳，应该是多年
前通过互联网交往时的事了。
当时为了声援几位南方媒体人，一群“媒体人”“作家”联合起来发出了声音。
当然我是既不属于现在的媒体人，也不是作家，而且年龄也老大不小的，只是承蒙大家的认可，和另
一个资深记者操持了几天的事。
见面一看，在媒体和网络上活跃着的胡赳赳，果然是那种长发飘飘半仙式的年轻人（如今70后不算年
轻了）。
他一副火柴棍式的身材，眼神有些忧郁和迷茫，说话矜持而不失礼貌，活脱脱一个现代派诗人。
然而，当时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一些现代的，甚至是前现代的问题——生命的价值、媒体的权利、法治
的空间⋯⋯凡此种种，往往是后现代派不承认的概念。
而赳赳不但为此乐此不疲地跑龙套，频频通过电话联络各位同道，而且专门设立了网站，在媒体工作
之余日夜劳碌着。
此后我们就成了忘年朋友，虽然各在京城东西，隔三差五总有些音讯互通。
他所在的“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新周刊》北京办事处，则不断接收我们这所小学校（*笔
者当时所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系学生前去实习。
学生们更会讲起杂志的资深记者胡赳赳，那种不见热情的热情，那种不露痕迹的关照。
杂志天生与作家有缘，而在互联网时代，文学杂志却几乎个个举步维艰。
《新周刊》有鲜明的文学和后现代色彩，在市场上却是那样如鱼得水。
缘由何在？
在那里实习的同学们总是告诉我，那个杂志是何等后现代：不断策划着什么主题，制造着新名词，设
置着都市议题，虽然对我们50后显得怪怪的，却紧紧抓住了中产阶层和新富阶层，也吸引着以大学生
和白领为主体的年轻人，“宰制”着他们的话语权。
一如“新周刊的BLOG”所自诩的，它“是媒体同行和创意工作者眼中的‘话题发源地’，‘弱智的
中国电视’‘飘一代’‘她世纪’‘第四城’‘无厘头.com’‘80年代下的蛋’‘忽然中产’‘贱客
来了’‘女人生猛’⋯⋯《新周刊》的众多经典专题以及一年一度的‘大盘点’‘情人节特辑’等，
至今仍在不断被引用和演绎”。
杂志最近又制造了中国“第56个族群：穷忙族”。
这种融麦克卢汉的隐喻手法、后现代斑斓色彩、现代性问题为一炉的风格，既是《新周刊》的特征，
也是胡赳赳的招牌。
请注意，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也是学文学出身，属于那种“死语族”（即“语不惊人死不休族”
），他把“机器”和“新娘”加以组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机器新娘》；他把媒介分为“冷”
“热”两类，认为广播和电影是热媒介，他所钟爱的电视和报纸杂志则是冷媒介；他制造的“地球村
”概念今天甚至成为餐馆的名字。
如果说今天的电视很难归入“冷媒”类（而麦克卢汉活着的话会把网络放进“热媒”类），那么赳赳
他们则在标准的“冷媒”——杂志上不断制造新词。
这种探索和风格已经脱离了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新闻学，不再遵循记录和纪实的旧规，新词（话语）
——新概念（非学院派的）——新选题构成了《新周刊》的生态链，显得创造力无限，喂养了都市中
希冀通过知识和运气改变命运、厌倦了传统媒体叙事和词汇的“穷忙族”。
赳赳要我为他的这本新作写序，我心里就犯了难：如何理解这位现代性关注者、现代派诗人、后现代
杂志写手？
于是请一位“美眉”研究生阅读赳赳的书稿，她虽然承认“它太乱，形似文集，却偏偏弄了几个略有
牵强的大标题来支撑”，但她很快就剥开了赳赳的“三层皮”：媒体人、准学者和文学青年；她又揭
露了赳赳的“三分骨”：传媒与谁共谋、无法返乡的一代、符号与家园。
我想，80后美眉对70后赳赳的解读是细腻而不失准确的。
我没有系统读过《新周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新周刊》与其写手中的灵魂人物赳赳存在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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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构关系：与网络同时代的《新周刊》成就了赳赳们，赳赳们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周刊》的风
格——从文体到文本。
他是天生的作家，与网络和杂志结缘的写手，出书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文本的汇集和整合，而我所谓
整合，在后现代派眼中可能根本不存在，没准是赳赳故意让书稿显得“太乱”。
自序：道德的荒诞不经纪伯伦言：“最伟大的两桩事体：一为创造，一为传播。
”这也是我投身传媒界的动力。
写作，是为创造；发表，是为传播。
少年时，人总想成为伟大的人，及至心智成熟，发现所谓“伟大”，不过是“尾大不掉”的讽喻。
“伟大”与“渺小”，本只是观念。
释家言：“佛家一粒米，大如须弥山。
”在和尚看来，一粒米也自成世界，不比须弥山小，所以要珍惜。
“跳蚤”与“龙种”原无高下之分：第一都要生存下来；第二如何生存得更好、更久；第三无论是跳
蚤还是龙种，都倾向于搞清楚自己为何是这一种属及与其他种属、万物的关系。
新闻的“排序”方式，大抵与此原则相通：第一、关乎生存的消息，举凡命运、人命、灾难是要上头
条和要闻的；第二、如何生存得更好、更久的问题，则是健康、文艺、体育、生活方式板块要关心的
事；第三、至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借由科学、哲学、心理学乃至信仰方面的板块解决。
“道德”也是个观念。
你重视它，它便存在；你忽视它，它便消失。
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德。
前朝之人，男女拉手，即为逾矩；前辈之人，男女抱吻，即为流氓；当下之人，男为干爹，女穿超短
裙，也见怪不怪。
嘻！
媒体人见多人性的膨胀、奇倨、怪诞，最终，指认出人性的如常。
一旦指认，媒体人便面临失业的危险，他领悟到“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他戏称自己为“装修工”，把去年的今日重新粉刷一遍，仅此而已。
康德所言的“头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放之当下，实乃荒芜。
头上的星空荒芜：因为城市的夜空有光污染、粉尘污染；内心的道德荒芜：每个人都有道德上的优越
性，因为从新闻上喜闻乐见，原来总有人比自己更卑鄙无耻却又让人羡慕。
没错，报道要讲究平衡，但又整天在报道不平衡的事。
传播，既可以减振、降压、维稳，但同时也可以共振、增压、失衡。
加上广告，更加歇斯底里，用强制方式夺人耳目。
身处这样一个浸泡式的传播空间内，我真想开一门学科，叫“不传播学”。
让那些讨厌受影响的人，不愿意受惑的人，怎样抱元守一，不为心动。
可见，我并不是在反对道德，鼓吹传播。
还有，传播牵涉语言。
细究语言沿革，可分三类：一是白话文传统，始于民国，上接传统古文体系，言简意赅；一是翻译体
传统，仍始于民国，西学东渐，重逻辑、套句式；一是革命传统，始于民国，马恩列毛，革命文学，
语言的暴力革命，宣言体、口号体、公文体。
三类语言一搅拌，就成为我们每日的精神食粮、新闻大餐。
逃不过，逃不脱。
避无可避。
广告公司和编辑们喜欢口号体，才子们喜欢翻译腔，文豪们尔雅好古。
搬弄是非、搬运字句、搬换阵地，便是媒体从业者日常功课与所讨的生活。
总有什么不对头，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感到失望，也感到没有方向。
每个人都很独立，但似乎又在共谋，用网络语说：下一盘很大的棋⋯⋯共谋的是一个良局也罢，但隐
隐感觉，共谋的乃是一个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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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为棋手，又为棋子。
这正是玄妙莫测之处。
棋越铺越满，于是，变为红海；再铺一面，于是，形成蓝海。
而从媒体到新媒体到全媒体到自媒体，可怜的人，不发微博便感觉自我被社会淘汰了。
自我是谁？
一个被他人意念控制与挤占的躯壳。
从媒体炼金士的催眠术中醒来吧，额滴神！
胡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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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深媒体人.新周刊主笔胡赳赳将媒体圈里的大事小情、自媒体时代大众营销的特点、趋势及方法等内
容融合为一体，在揭示新闻背后真实性的同时，对媒体话语权缺失下的行业生存现状与当下文化现象
背后的个人理想与社会担当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细剖析，是一部能让人彻底读懂中国媒体的通俗作品，
也是创意、广告、营销及大众文化诸阶层人士所需要了解的、来自中国传媒内部的权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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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赳赳，湖北孝感人，中国当代诗人、著名媒体人，《新周刊》主笔。
著作畅销作品《北京的腔调》《北京的腔调Ⅱ》《北京的味道》及诗集《玄的弦》《我不愿被祖国视
为英雄》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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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跋新媒介之歌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胡赳赳的职业是记者，也许不够准确，他
也曾当编辑、主编，也拉广告、跑发行，五项全能。
所以称他为媒体人更合适。
胡赳赳喜欢诗歌，他的诗集《我不愿被祖国视为英雄》，在小圈子内流行，颇有口碑。
媒体人又喜欢写诗，似乎决定了他喜欢麦克卢汉，因为喜欢麦克卢汉，我与他便有了共同的话题。
麦克卢汉于我，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饭碗，教传播学，总得讲讲《媒介即讯息》《理解媒介》《
机器新娘》等，但是对于赳赳，麦克卢汉是一种灵感，石火电光，一擦就着。
赳赳对麦氏的领会是感悟的、直觉的，麦克卢汉的许多精华就在那些充满感悟的隐喻话语之中。
他告诉我，他想写一篇大的论文，有关麦克卢汉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影响，这个选题有点难度，更有挑
战性，关键是要找到样本，中国当代诗歌受西方诗歌（或者说翻译的西方诗歌）影响显而易见，好写
，麦克卢汉，诗人们了解吗，听说过吗？
他说自己起码找到两个个案，如欧阳江河，如钟鸣，其实赳赳本人就是最好的样本，他的诗歌有凝练
的观念和跳跃的思绪，他的论文有出色的隐喻表述和激越的诗情，一切都不那么常规，就像眼前的这
本集子，深受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
例如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六条传播律，从内容到表述方式都有麦克卢汉遗风。
1.不传播即意味着没发生；2.沉默亦传播；3.传播的唯一禁忌是没有受众；4.没有不道德的传播；5.传
播总是试图从本意走向反意；6.虚构的传播是真实的传播。
每一条格言都可以写一大篇论文，但是赳赳不加发挥，一发挥就成白开水了，他其实并不喜欢绵密的
学术表述，不喜欢那个写《娱乐至死》的波兹曼，什么都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条分缕析，似乎就少
了深邃和洞见，他就是喜欢诗性的麦克卢汉，喜欢诗性的自我，这个诗性的自我，促使他发布了新媒
体宣言：新媒体是“朦胧派”，它依靠直觉和预言往前行进；新媒体是“未来派”，它透支当下的财
富、技术和生活结构，同时许一个未来；新媒体是“先锋派”，它颠覆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新媒体
是“技术派”，相信方法论，认为技术可以改变一切。
赳赳是站在技术派一边的，即便不听他的宣言，看他的那些文章就知道，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一个
对新事物新技术充满向往的新青年，在他眼里新技术就是诗，诗就是新技术，都值得崇拜。
他是一个21世纪的未来主义者。
我之所以赞同赳赳，乃认为媒体和技术都是文化，媒体和技术既是人们改变周围环境的工具，也是人
们自己创造出来，并与之对话的对象，文化不仅仅是观念和思想，那运载文化的马车更是文化，即便
是观念的文化也是从媒体和技术中抽绎出来的。
赳赳的文章充满着诗情，也弥漫着智慧和经验，特别是那些扎实的媒体工作经验，可以让刚入门的或
准入门的同行有所借鉴。
这些经验也能写到教科书里，例如其中的《蟑螂在头条》就是胡家独门绝活，现在他将自己的绝活公
之于众，是天下媒体人的福分，幸甚幸甚！
遵赳赳嘱咐，写了以上这些文字，不知能否够得上做这本文集的小跋。
通过褒扬此书，我似乎也成了此书的共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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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单反团评论文字：（单反团由艺文界的知名人士组成，因热爱单反摄影而闻名，常常游历于世界各地
。
）我喜欢读点闲书、杂书。
赳赳的书就属这种，很难归类，散漫中透着理性。
《理想不死》很通俗又很机智地就把媒体说透了。
——老狼（歌手）我交友很挑剔，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交有质量的友人必须承认是偷着乐的福份。
真高兴，我这福气里赳赳必须占据一角，虽然他是若即若离的出现，但好在我需要他的时候总能如约
而至，哈哈有点像心灵鸡汤。
赳赳文笔犀利，为人心大，这个境界我一直很好奇是怎样调试而来的。
这里一言两语暂且也不往深处探讨了。
我一直坚定的认为用文字创作或音乐创作能表达得清楚的人最幸福，因为足不出户便可以开开心心的
捧得快乐。
在此我默默的祝福赳赳能一直这样享受笔尖上的舒适，也好让我经常能有机会得空美美的捧着知己的
书猫在家里的沙发上心有灵犀的分享着。
——叶蓓（歌手）无论和赳赳兄聊天还是在他的手里，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时代蜕变的关注与自
省，但不知为何我总是嗅不出在他身上的所谓媒体人的气息，更多的感受是一位智者所散发出来的从
容但不缺乏立场的坚定。
作为传媒界的一位标杆人物，这本书无论从对行业的审视、思考、批判、自嘲到分享都给行业内外人
士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参考价值，由衷地希望《理想不死》被更多的人发现和探讨，祝新书大卖！
——陈楚生（歌手）胡赳赳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面一个奇人。
他的热情隐藏在在矜持背后，仿佛有一种冷幽默般的别致。
一起外出旅行时，他会故意让自己走丢，或许他只为享受独处的时光。
胡赳赳是一位大隐于市的现代诗人。
他的出世与入世，就像他用的手机电源，可以在100V到240V之间自由切换，不需要转换设备。
读胡赳赳的《理想不死》，可以管窥中国媒体十余年来的变迁。
曾经热血沸腾的年代，曾经理想不死的追寻，都融汇在赳赳才情四溢的文字里，让人嗅到热血灵魂的
味道。
——王磊（乐评人、网易音乐高级总监）渴望看到赳赳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融入理想主义的无限浪
漫情怀，痴迷般使我忘返。
——高源（摇滚摄影师）时代有种引力，吸引你投身其中、往前走。
你要对此保持一种斥力，主动落伍，自动边缘化，这样才有可能超拔出来，把时代和历史看清楚。
——刘洋（音乐电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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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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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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