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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冒犯文化》是胡野秋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对当下尘土飞扬的文化现象的批判，一个个酷评
漫议条分缕析，一针见血、拍案叫绝、犀利有趣。
　　胡野秋的文字在有趣、机智、批判的外表下包裹着渊博的儒雅气象和缜密的理性思维，往往发人
所未能言、人所不敢言，在带给读者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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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野秋，文化学者，作家。
20世纪60年代生于安徽芜湖。
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报》，多次获国家级新闻奖，包括“中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等新
闻界最高奖。
后南下深圳，供职于《深圳特区报》，并参与创办《影视双周刊》杂志，任副社长、总编辑。
 长期从事文化战略、文化产业及传媒研究，同时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 《凤凰影响力》
、《筑梦天下》策划人。
在多家报刊开设个人随笔专栏。
出版有《胡腔野调》、 《作家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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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上　文化真相金庸的黄昏恋拒绝戴套我做“星期五”门，还是陷阱历史这个小姑娘张爱玲的一热再
热谁有资格规范汉字经典的被流放《红楼梦》怎么读犯贱文化之种种大师时代远去山寨无文化把月亮
还给中秋母亲节哪天好所有的艺术品都在寻找爱人有一类书是毒药“抄女”初长成诡异的大师又到清
明祭孔时孔子的被绑架脑袋发霉文化的“显规则”再说“显规则”三说“显规则”口水淹死小沈阳七
千年前的碎片世界奇迹也靠海选对《人文解码》的再解码历史需要证明卷中　话题时代丑闻也是生产
力功夫熊猫与赵氏思维遗产风波正成为超女事件怀旧与遗憾并存的《天安门》明星真能跨国找到爱吗
饶了本山大叔娱乐，向死而生想起南京编剧的愤怒宽容烂片失控的刘跃进广电总局已成“嫌人马大姐
”文人触电七夕节与姐弟恋深圳的“阿伽门农”点评三部大片奔往快乐青歌赛的三要三不要两个文化
冠军比周瑜小气的央视冯小刚的回归半部好戏赏梅兰话剧不冬眠深圳的“小剧场元年”扎堆的艺术展
历史剧的血腥气明星的幸福歌入戏太深防肠断娱乐中的意外卷下　东鳞西爪我和读书论坛身体也是文
化八百年前男和女中国教育病了活在岁月中的文字标志的魅惑家务经济学糟蹋诗歌诗歌还没死透继续
呼吸等待泥牛归来人生如球四年一次的抽筋人生何处不乌龙男儿当自强偷乐盛夏无冷门孤独性别足球
城中村不该亡遥想功夫选秀年渗透展去年今日待在家里得失皆印我的第一份工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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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上　文化真相　　金庸的黄昏恋　　金大侠加入作协了，文坛骚然。
人们像突然发现了一场黄昏恋，开始为这貌似悬殊的婚姻担忧起来。
　　其实这本没什么稀奇的，金老以武侠起家，哪个主角到头来不都归属名门望派。
有个令狐冲自由散漫，被逐出华山派师门，立刻就做了恒山派掌门，有段时间实在无法在正派立足，
便归了日月神教，成了三教九流的盟主。
一天也没闲着。
就连杨过这样的孤儿，不也拜了古墓派小龙女为师，而且演绎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吗？
至于郭靖、萧峰更是离不开丐帮。
最不济的韦小宝，天天混吃混喝，最后还是弃暗投明做了天地会的香主，俨然一个卧底。
　　凭啥只让小说主角放火，不让小说¨乍者点灯？
这么些年来，金庸老先生一直在寻找回归正统的路，从十多年前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到荣获
大紫荆勋章，再到八十。
高龄攻读剑桥博士，一直想从过去的神坛走下来，食点人间烟火。
不能算错。
错就错在我们原都把金老当成了神，一直以为他视功名如粪土、金钱如草芥。
　　笔者有幸几次和金老见过面，陪他老人家吃过饭，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和老爷子交换过书，感觉这
实在是一个可爱的老头，虽然感觉和当年夜读金文时的想像有大不同，但一个陌生的神和一个熟悉的
人比起来，我还是喜欢这个人。
　　很多人都在计算金老和作协之间，究竟是谁先向对方抛了媚眼，究竟是谁占了便宜，各执一端的
人们，都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论点增加论据，但都忘了一点，每个人都只能是自己，而不会是另一个
人。
　　当然，换句话说，如果我是金大侠，我肯定不会加入作协。
不但不加入这个协会，连所有的协会都不参加。
以此证明我是牛人。
　　正因为如此，我不是金大侠，我做不成金大侠。
我们都做不成金大侠。
　　依我对金大侠作浅薄地推断的逻辑，再来揣测一下中国作协，也挺有意思。
　　有很多人愤然指出，作协中有宋祖德和郭敬明之类，言下之意，金老一不小心掉进的作协是个泥
潭。
实际上中国作协是一个组织，只要是一个组织，就要发展会员，天经地义。
发展的会员中当然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男有女，有丑有俊，但不能因为组织内成色有异，就认为
组织不纯洁了。
过去我们一直是以“纯洁”来衡量组织的，因此我们习惯于一个组织只讲一种语言，一个组织只做一
个动作，一个组织只有一种思维，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那样，最后只有一头叫“拿破仑同志”的
猪是正确的。
那种纯洁的组织现在看来，倒是怪异的。
　　有次和同伴在街上走路，看见对面走过一对男女，女人脸部扭曲，五官几乎挪位，而亲热地挽着
她的男子是个标准的帅哥，同伴对我说，那个女的太可怕了，怎么偏偏就钓上个俊男？
我看了一眼，确实有点不太协调，但我对同伴说，你对他们并不了解，他们之间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
故事，他们在一起不是为了别人看的。
正如一把锁和一把钥匙，不是摆设，是为了开启的。
　　所以金庸尽可以选择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也尽可以选择金庸，只要没有谁逼着谁就好。
更何况这跟婚姻一样，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离婚。
童话大王郑渊洁不正闹着退出北京作协吗？
　　进进退退，退退进进，有进有退，有退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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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还是一潭活水。
假如哪天彻底进不去，或者进去退不出来，那才不好玩呢。
　　拒绝戴套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让人误以为涉黄，其实这里说的“套”，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
个，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
虽然外形有些像，但实在是两码事。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
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
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
来了。
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
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去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
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
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
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
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
”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这边在签，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2000本书签完，200
，0个“套子”和“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
评论家、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丁点好处，但塑封一拆，就没
有一点用处了，“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雨披’的理由”。
　　其实，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环保”问题上做文章，我只是就书论书。
　　读书人都知道，买书的时候东翻翻、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质感”，
才让他们走进书店，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段文字打动了你，你买下了它。
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就没有买书的结果，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
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掉了脑袋，但留下诗句。
可见古人是把“翻书”当作“读书”的代名词在用。
　　现在的书店里，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凭着感觉买书，除了重版书
和名著以外，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
有德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起印一万册”而发愁，他们算计了一切，却越算丢得越多。
因为他们以“社”为本，却始终不肯以“读者”为本。
他们的理由是，读者会把书翻旧，破损率会高。
其实自古以来，书都是这么翻的，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
据我所知，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八成是很畅销的书，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
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吗？
　　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创造
过“豪华书”，创造过“家装书”，现在又创造出“套中书”。
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折腾读者，恐怕离自我消
灭不远了。
　　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到那时候，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
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而是消极适应蒙昧，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
天。
　　我做“星期五”　　前日去“尚书吧”，见到吧里著名的“店小二”扫红，刚坐下，她走过来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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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问一句，你来啦，今天是星期五吗？
我一愣，然后与她一起笑。
　　扫红之所以把我和星期五这么紧密地联系起来，主要是缘于我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每个星期五的
晚上，都要在中心书城主持一档“深圳晚八点”的文学对话，和深圳内内外外的作家们对话。
所谓对话，其实也就是聊天，相当于扯闲谈，当然都是围绕文学扯开来。
　　而每次“晚八点”之前，又往往陪着作家们逛逛书城，逛着逛着，就到了24小时书店，累了就到
尚书吧坐下来喝茶。
以至于我的生物钟和星期五对上节律了。
　　想想这段周五时光，确实挺开心，每周都和一位作家对谈，仿佛古人等待远方友人来访。
我想，在这个忙忙碌碌的城市，如此闲淡却频繁地会友，好像除我以外，怕也不多。
　　作家中有些熟识多年，有些神交已久，有些素未谋面，但基本上都是一见如故，三两句话就对上
“暗号”。
　　星期五的对话虽然不热闹，但也不冷清，恰好是文学应有的氛围。
我和作家坐于茶几两侧，对面还有一两百文学爱好者，足矣。
大家谈论写作、阅读、生活，反正是始终有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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