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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词：寻求民意共鸣

2012年“元芳”很忙，一天之内被网

友问到250多万次：“元芳，你怎么看？”继

“咆哮体”、“甄嬛体”、“淘宝体”后，这一出

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对保镖

元芳的反复询问被网友广泛吐槽后，跟风

模仿成“元芳体”，并被广泛运用到生活

中，表达咨询、发泄、倾诉之意。

在一些网友看来，一句“元芳，你怎么

看？”表达出了适应潜规则的难处与智

慧。专家认为，“元芳体”的迅速蹿红，体

现了网民表达意见、寻求民意共鸣的社会

心态。

说文：询问还是表达

《西安晚报》：“元芳，你怎么看”？是

对民心、民情、民意、民议的一种民主讨论

作风。对任何事情，社会上出现不同意

见，不同看法很正常；这是因为现在社会

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社会

地位不对称、经济收入不对称、个人际遇

不对称的客观事实；每一个人的观点和看

法总是来自于这些“不对称”，因为人们只

能在自己掌握的知识范围内去识别信息

的真假好坏优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刘海龙：元芳体走红背后，更多的是公众

对某些现实现象无奈的一种表达。元芳

是个虚拟人物，对网友来说，不管你怎么

问，他都不会烦，当然也永远不会给你答

案，但有时候网友这么提问，并不是真的

没有答案，而实际上他在提出问题时的动

机和语气是无奈的、调侃的。因为网友已

经习惯了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嘲讽社会人

生百态，表达积聚已久的懊恼、猜疑。千

万次地发问，其实是一种“集体焦虑”，公

众们期待有人去倾听回应。

《齐鲁晚报》：在网友看来，一句“贾

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反映了“老

男孩”们对烟火人间和汤水生活的依

恋；一句“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

雨荷吗？”直逼痴男怨女们对前尘往事

的辛酸追忆；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则

洗练地表达出了适应潜规则的难处与

智慧。

年度热词七：
元芳

解词：吃的东方智慧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因其

目不暇接的奇幻画面、质朴生动的

美食故事以及展现的独特东方智

慧征服了无数观众守候在夜晚十

点半的电视前，吃货们“垂涎三尺”

的同时，更为其中普通人的故事触

动。

说文：民族感情共鸣

网评：《舌尖上的中国》不仅仅

是一部美食纪录片，更是一部人文

纪录片，乡愁纪录片，所以才引起

了天南海北观众强烈的情感共

鸣。这部纪录片，从天寒地冻的东

北查干湖，到四季常青的海南岛，

可谓是走遍中国的江南塞北，当观

众在荧屏上看见自己家乡的风土

人情，人文历史，自然备感亲切，难

掩激动，进而激发内心的思乡情

愁。

《新民晚报》：本来，这是一部

商业纪录片，制作者盯着的是国际

市场。但不料，却先是激起了国人

的口腹之欲，进而激起了国人精神

思想上的“大波动”：大味必简，每

个人最想吃的，是小时候母亲做出

来的味道，是外婆从小手把手教母

亲做出来的那一口。其实，那是亲

情的盛宴、记忆的盛宴、文化历史

的盛宴，甚至，还有人从这盛宴中

品出了“爱国的味道”。

媒体人乔苏：美食知识普及之

外，《舌尖上的中国》拍得还很有感

情，因为它十分关注人、关注自

然。它的叙述是这样开始的：“卓

玛和妈妈正在寻找一种精灵般的

食物……”它以节制而温情的语

调，讲述了许多和食物有关的人和

故事，讲述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寻

找食材而付出的艰辛，为了制作美

食而付出的劳动。它还讲述了那

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向自

然索取时的智慧，因此也更懂得敬

畏自然。这种种“正面”的精神和

故事，是不是在向当今中国食品工

业的乱象温和地提出批评？

年度热词四：
舌尖上的中国

解词：中性的标签

“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治堵”、

“中国式接送”、“中国式养老”、“中国式

陪读”、“中国式晾晒”、“中国式回

应”……2012 年诸多社会现象被贴上

“中国式”标签。“中国式”，这个原本描述

中国特殊国情状况的中性词，俨然变成

一种情绪的宣泄，演绎为一种娱乐化的

消费与调侃。

说文：不能止于宣泄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中国

式”现象成为网络热点总体而言是一件

好事，它把很多本来大家习以为常的现

象放大，并引发集中讨论，可以对从政府

到公众的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而这种

中国人以调侃的心态进行自我反省的现

象，甚至可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自觉体现。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吴乔：从语

言学上分析，当一个概念能把诸多现象问

题一网打尽时，这个概念往往就失去了专

指性，缺乏独特的价值。对于问题的提出

和解决，则缺乏建设性。其结果，就变成

了一种情绪的宣泄，演绎为一种娱乐化的

消费与调侃。实事求是地讲，把社会生活

中的很多现象问题，全都贴上“中国式”标

签，都指向为中国特有、独有，这对中国有

点不公平，因为其他国家也有，没必要特

意国别化。还有不少现象问题，只是一种

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惯，人性的因素居多，

全都栽在中国人头上，不太合适。

知名网评员熊传东：或张扬、或自

嘲、或警醒、或讽刺、或攻击、或愤怒、或

自娱，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式”，表

达着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看

法或观点。无论是社会，还是媒体，大

可不必大惊小怪，更没必要“兵临城下”

式地“围观”，既然允许有三教九流存

在，就要允许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还

要允许思想与思潮的自由开放；还要允

许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流行盛行；更要允

许各式各类文化生态呈现多元化、多际

化和多媒化。 王震 整理

年度热词八：
“中国式”

年度热词三：
××style

解词：又见神曲效应

人们都还记得神曲《忐

忑》的红极一时，《最炫民族

风》的大热，但韩国“神曲”

《江南Style》似乎更胜一筹，

它的风靡使“××style”成为

网络热词，“武汉style”“理工

科男style”……style遍地开

花。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舰载机指挥员在起降过程中

的手势，受到网友的追捧和

模仿。一时间，这个半蹲式

专业动作“航母style”正成为

最火爆的流行元素，其背后

是祖国的日益强大和群众的

自豪之情。

说文：文化输出新例

媒体人夏琦：在中国这

首歌同样风靡，百度上已经

有网友建起了相关贴吧，百

度视频中可以搜索到1.7万多

个相关视频，在新浪微博上

搜索，则可以搜出一百多万

条结果。有网友将这首歌比

作韩国的《最炫民族风》，认

为好音乐不分高低贵贱，“因

为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很快

乐啊！音乐不就是这样吗？

欢乐的歌给人带来快乐，伤

感的歌让人听到流泪。无非

都是让人感受各种情绪。”

《南都娱乐周刊》：《江南

style》之所以能轻松敲开中国

市场大门，一定程度上得益

于日益年轻化的韩流潜在消

费群。《南方周末》文化部总

监袁蕾曾做过一系列韩流报

道，对于神曲的走红她更认

同是中国的韩流基础起作

用，“他们都是一堆80、90后，

甚至 00 后，韩流对他们的影

响非常深，韩国那些我们根

本不知道名字的组合在他们

那里被捧为圣经，而且他们

都会韩语，已经有无数家长

在跟我提到这个东西，他们

也不明白他们的小孩为什么

会喜欢韩国艺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

颐武：《江南style》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其中的文化障碍少，

用一种国际通用的方式表现

了全球中产阶级成年人的一

种生活状态，如果仅单纯传

播本土文化，就会产生文化

折扣，外国受众不好接受。

对中国的启示，就是要高度

重视大众文化的传播，让大

众文化更具活力。

收藏专家马未都：娱乐

就是娱乐，没那么多道理，全

世界今天都缺简单的高兴，

认真幼稚地娱乐大家，大家

也欣然接受。

民意求共鸣齐声找元芳
热词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