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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抵抗遗忘》由赵勇所著，运用作者所擅长的文艺美学知识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下生活中的文
化、文学、娱乐、教育等现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现场评说，勇于“介入”社会，富于现实感和可读性
，见解犀利独到，行文嬉笑怒骂，用心温和中肯，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不懈言说的求真精神和坚持道
义的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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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勇，1963年生于山西，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
已出版《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大众文化理论新编》(主编)等著作
。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南方都市报》
、《文艺报》等报纸发表学术随笔、时评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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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黄段子”或政治笑话，许多人都能心领神会，无须过多解释。
但出现于红色景点中的“黄段子”或政治笑话似乎又有特殊功能，而不宜与私下场合所出现的相混同
。
据报道，这种“黄段子”之类的东西是被导游讲述出来的，但是我想，导游在旅游途中或旅游景点解
说的时候，不可能把“黄段子”搞成某种蒙太奇集锦，而必定是把它穿插于革命历史的讲述中，让它
们成为一种调味的作料，这样，革命历史首先获得的便是一种亦庄亦谐的叙述效果。
　　叙述学的一句名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故事被讲述的年代。
”革命历史在这个年代敢于如此讲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初步判断是，这其中或许并不存在多少微言大义的东西，而只不过是吸引旅游者的一种营销策略
。
因为既然红色旅游是借政治之名行商业之实，导游也就不可能用《新闻联播》的腔调和口吻来给观众
讲解，而是会加进许多《幸运52》中的娱乐元素，于是“黄段子”之类的噱头应运而生。
它使叙述富有了传奇色彩和民间色彩，观众只要不是假正经，不可能不喜欢这种叙述方式；但问题是
，它也因此触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禁忌，被紧急叫停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前两年红色经典剧的改编因“戏说”等等问题，广电总局曾出台相关法规，以对红色经典的改编
进行规范；如今红色景点中出现的“黄段子”现象也该作如是观--我把导游的满嘴跑火车也理解成一
种“戏说”，而宣传部门与旅游部门的明令禁止，则让人想起了广电总局的种种做法。
但“戏说”与禁止“戏说”之间的较量可能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红色景点还
是红色经典，都可以看做是国家意识形态工程中的重要资源，在那个完全政治化的年代，它们是圣物
，它们仿佛被放在了博物馆里，从而与观众形成了一种安全的距离，也获得了一种保护措施。
如今它们却被商业化了，而商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去博物馆化”的过程；离开了博物馆，则意味
着离开了坐享安全的大本营，而必然会遭遇任人评说、戏说之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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