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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晚，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每年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文艺晚会，1983年在央视正式播出，它是典型的大众文化， 

多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内涵，使春晚同正月十五前后的街灯、庙会一样具有相近的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民俗文化。伴随着了电视 

等媒介的发展，又使其赋予了 “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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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民间民众风俗、生活习惯等的简称，它是由普通人民群众 

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经创造 、共享、传承等方式而形成的文化现象。民俗 

涉及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节日民俗 、社会组织民俗、礼仪民 

俗、宗教、婚丧嫁娶等，具体的比如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中秋节赏月 

亮吃月饼、春节放鞭炮吃年夜饭。 

由于地域性、时间的消磨等限制性原因，或又由于现代科技高速发 

展带来的冲击，不少传统的民俗文化在逐渐地消失，这和人们多年来形 

成的精神文化需求心理形成反差，造成了空虚状态。春晚正在这样的情 

形下被冠以 “新民俗文化”，正是因为它多年来形成的这些精神文化内 

涵，同正月十五前后的街灯、庙会具有相近的文化传统，而 “新”字， 

正是恰恰应和了电视等媒介的发展，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大众文 

化、其他现代文化的介入等特点，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论 

的一种体现。 

在每年中国农历腊月三十这天晚上，央视都会在其央视一套面向全 

国观众现场直播联欢晚会，就是众所周知的春节联欢晚会。央视春晚播 

出时间长达4．5个小时，现在已成为全球收视率最高的节 目之一。真 

正具有春晚性质的 “迎新春文艺晚会”诞生在改革开放不久的 1979年， 

而在 1983年首次实现了春节联欢晚会现场直播。央视春晚经过多年的 

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创作和编排风格，并开创了中国电视综 

艺节目的先河，引发了电视综艺节目表达方式和内容的重大变革。 
一

、 大众文化性质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 (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 

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 

化形态。同时，它还是社会的都市化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 

受众，认同大众审美的感性愉悦，是一种日常的大众审美文化。春晚， 

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每年除夕 

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文艺晚会。首届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 

会 1983年在央视正式播出，春晚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而发展， 

是近三十年来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春晚正是大众文化的典型，它的 

感召力十分惊人。根据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2012年央视 

龙年春晚直播的国内观众数达到了 7．7亿，收视率合计为 32．75％， 

市场份额合计为69，83％。由此可见 ，它广泛地介人人民群众的生活 

中，成为一种新的民俗文化。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的分析 ：春晚的 

播出过程，实际上也成了全球华人在虚拟的 “天涯共此时”的时空中完 

成并接受国家民族主义洗礼的过程。 

电视媒体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影响的是亿万人民的精神生 

活和理想追求。春晚这个每年除夕夜很多中国人的 “精神团年饭”一经 

播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守候在电视机旁，一直看到春 

晚的谢幕。尽管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没有熬夜的习惯，但是为了珍惜这一 

年一度全家人一起欢乐开心的机会 ，也就靠看春晚支撑着 自己。作为节 

目的制作者 ，中央电视台表现出的也往往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凝 

聚，或者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贯彻等等。春晚成为中华民族 

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渐渐充当着家庭团聚、交流沟通的文化桥梁。在美 

国理论家托马斯 ·古德尔和杰弗瑞 ·戈比合著的 《人类思想史中的休 

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全部都是为了赚钱而读书，为了交 

往而聚会，为了签约而吃饭，为了不疏远而打保龄球，为了跑车而开 

车，为了慈善的名声而投资，为了市区的更加光彩而外出读过一个晚 

上，为了重获家庭气氛而留在家中。分钟、小时以及日子被我们出于种 

种 目的而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根本不要奢望能在这种对时间的精打细算 

中获得丝毫快乐，于是，我们中的一部分开车去酒馆，另一部分则去医 

生那儿，而我们中的所有人最终都会去努力满足这个贪得无厌的工业社 

会。”经过多年的传承，春晚成为中国人在除夕夜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 

部分。作为新民俗文化的春晚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而人民群众收看 

春晚也并不带有目的性，而是生活的新习惯。 

二、其他现代文化的介入 

春晚，新民俗文化的 “新”，我认为主要是它与其他民俗文化相比， 

春晚带动了其他大众文化的介入及发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植入式广告 

的出现。 

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春节联欢晚会上所做的广告被统称为春晚广 

告，春晚广告在广告形态上又被冠以专业的广告术语——植入式广告。 

植入式广告 (Produ~Hacement)又称植入式营销，是隐性广告的重要 

分支之一，是指将产品服务、品牌、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甚至传统广告片 

策略性地融入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各种媒介内容中，通过场景的 

再现，让观众留下产品及品牌印象，继而达到营销目的的一种营销方 

式。植入式广告在受众无意识的情态下，将商品或服务信息悄无声息地 

灌输给受众。因其隐蔽的特点，植入式广告还被称为嵌入式广告或软性 

广告。作为信息的一种形式，广告无处不在，充斥着我们的双眼，这个 

不争的事实，早已不新鲜，以至于网友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请不要 

在我们观看广告时插播电视剧。”当前，人们的消费观念在不断地加强， 

而植入式广告有别于传统的广告形式，如报纸广告、电视广告、户外广 

告、直邮广告等，植入式广告在刺激消费上无疑是一把好手，成为商家 

们的宠儿。而作为受众量最大的电视节目，春晚便不出意料地成为商家 

抢占的平台。 

如果仔细看网上网友们的讨论，谈起春晚，大家都会有意无意地聊 

到其中的广告内容，可见植入式广告在渐渐崛起，它让人眼前一亮。由 

于春晚的平台，植入式广告备受商家青睐，但它却也饱受争议，印象很 

深的是在虎年春晚上，赵本山小品 《捐助》 中的植入式广告——国窖 

1573，在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原因是它太过 “露骨”，太生硬了，一 

点没植入式广告的 “范儿”。 

今年的春晚直接以 “最纯净的春晚”作为噱头，可见广告文化在春 

晚中的地位。根据美国营销学学者菲利普 ·科特勒的观点：广告，作为 
一 种大众文化产物，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融入了由历史地 

域冲击所形成的文化环境中。广告商千方百计地把各种各样的观念、情 

感渗透在广告中。广告的文化，即是蕴含在广告运动过程中的，逐渐被 

人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俗习惯等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以广告为 

载体、以推销为动力，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而且一种文化 

对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现代的广 

告不可避免的就会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碰撞、冲突或交 

流，常常带来各自文化的相互借取，并伴随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任何一 

种文化，它都具有继承性、稳定性和流变性，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 

的高度发展，追求现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广告宣传必然或多或少地改变 

着一些大众文化，并也必然会推动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作为春晚这种新 

民俗文化带来的新的大众文化，广告文化在春晚这一形式上的大繁荣、 

大发展是值得提倡的。据公布的数据显示，央视春晚的收视率近三年以 

来基本上都稳定在90％以上。从这一关键数据层面上，正好明晰了春晚 

在 “注意力经济”时代中一家独大的地位。有多少眼球 ，就有多少卖 

点，春晚在演绎权力话语狂欢的同时也恰逢其时地成为了央视独享广告 

收益，商家拼力的商业、娱乐盛宴。 

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 ，或许会出现广告泛滥的现象出现在春晚的舞 

台上，但我认为如果一味地打压春晚广告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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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政策的指引和调控，没有必要打造 “纯净”的春晚，也是不符合市 

场运作规则的，我们需要的是整顿，并不是一味地去除。这就好像前段 

时间很热门的观点，中国不需要革命，但不能不改革。 

春晚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年了，它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央 

视对于春晚的定位是 “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的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 

的节目的大杂烩，再次由于 “春晚监审”这一隐性规则的存在，使得春 

晚节目的创作者在创作表达过程中不可避免使春晚节 目与民众的上升的 

文化需求发生错位，春晚影响力的下滑。当然，影响力的下滑并不仅于 

上述的内部劣势，还体现在外部的威胁上，例如现代媒介的发展，尤其 

是新媒体对于电视这种传统媒介的冲击上。例如微博的兴起，为春晚受 

众的分流起到了 “重要作用”。除夕夜，人们的选择越来越来，如不少 

人开着电视不看春晚，却在微博上叽叽喳喳，围绕的话题却又离不开春 

晚。因此，有人认为，批评春晚也慢慢地成为新民俗。 

根据美国学者尼尔 ·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中的观点，表达思想的 

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波茨曼在八十年代写下这篇文章，表 

达了电视等高科技媒介的发展相对于印刷媒介来说娱乐大众的消极效 

果，认为 “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 

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他强调 “它们带 

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因此，波兹曼希望从教育 

方面人手解决这一问题，防止人们被电视牵着走，变成 “没有脑袋”的 

人。波兹曼的观点对于我们有启示作用 ，也有借鉴意义，媒介的发展程 

度是波兹曼预测不到的，但他的解决方法我认为对于当前受众的主体意 

识的觉醒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受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身的教育程度有 

(下接第151页)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信念。他的最终归隐， 

是屡次受挫后的无奈选择。然可喜可贵的是，在政治失意之后，其个性 

人格在 “山水之间与诗情画意”的融合中获取精神悦愉和意境升华，成 

就了一个抱朴含真的陶渊明。 

道家崇尚自然的宗旨与孔子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审美精 

神的渲染 ，陶渊明最终选择了 “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并注解了其 

“热爱 自然，顺其自然，委运于自然造化”的人性理念。这个 “人性赋 

予诗词”的展示过程，是诗人对其人生经历和世俗情怀的化解融合；而 

这种意境的提升使陶渊明的人性魅力有别于魏晋以前的文人政客，并随 

着时间的洗练越发显得 自然、清新、脱俗。陶渊明的生活趣味，不断源 

自这种 “生存方式”与 “随性人生”的交融与契合 ，这种来源于自然 

的愉悦，不断地冲刷着田园生活本身的艰辛。在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的13常生活中，感受美得律动，获得 “即事多所欣”的艺术化 

情趣。因此，作为陶氏生活内容之一的读书活动，虽不是纯粹的艺术欣 

赏，却深具审美之内涵，正如 《庄子》中无一字论及文艺，却最合艺术 

之道一样。从这层意义上说 ，陶渊明的 “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说正是 

他审美人生观与艺术化的读书精神反映。 

钱钟书先生在 《写在人生边上》一书的序言里所说：“世界上还有 
一

种人 ，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 

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 

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 

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陶渊明正是钱钟书先生笔下所说的这样 
一

类人 ，他们 “不问德不德 ，只问趣不趣”，不为什么而读书，只为兴 

趣而为，而陶翁读这些书的兴趣所在不是义理探讨 、学术研究，而仅仅 

(下接第 165页)成风格的基础上，用译文的语言模糊功能取代原文语 

言模糊功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可视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也正是由于译者对诗歌语言中的模糊现象做出的反应各具特色，才使得 

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译作层出不穷。但是译者对诗歌模糊现象的翻译 

使模糊意象做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使得诗歌的意义得以明晰，但是其 

模糊的审美价值却也不可避免的打了些折扣。这也是诗歌翻译中不可避 

免的遗憾。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诗歌翻译而言，一千个译者也就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歌翻译自身显著的模糊性成就了诗歌译者的可视 

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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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的关联。大众们对央视春晚的调侃 、批评，甚至是抵制 “春晚商 

品”的行为，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受众主体意识的体现。 

尽管今天的大众们对于春晚有着更加 “苛刻的”要求，哪怕有观点 

认为春晚割裂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言语沟通、人际交往，把家庭潜移默化 

地分裂成为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认为春晚的形式打过内容，但不可否 

认的是不论春晚以何种形态呈现，它都是典型的大众文化 ，它成为了和 

年夜饭一样重要的新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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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番是鉴赏。因此，他不问书中内容之虚实真假，只留意于书中人物 

形象的事迹和思想情感。他以自己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去领略古人的 

精神品格、志向怀抱，从中求得精神上的默契和共鸣。把读书当成业余 

消遣的这一从容态度，不仅突出的是五柳先生 “不慕荣利、忘怀得失” 

的高洁情操，而且更是点出了读书人应追求的无功利的至高境界——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总之，“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如果仅仅误读为浅尝辄止 

之意，实在是距离陶公原意太过遥远。以 《归园田居》其一为例，诗中 

描写了生趣盎然的农耕生活场景，抒发了主人公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 

自乐、安时处顺的淡泊情怀。在这种生活态度中，读书也一定是很快 

乐，自由潇洒，任有天地，充满了情感特征，而不会是穷搜苦研、繁琐 

考证的那种读法。在人生理想失意后躬耕南山的生活，陶渊明确实找到 

了自己的精神同调和归宿，“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可以说，这不 

是一般的读书求知，而是他精神和心灵上的自我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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