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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12

□ 本报记者 卢昱 宋亚鲁

最近，“名媛”一词重回大众视野。起因
是有人花500元潜伏进一个名为“上海名媛
群”的微信群，本以为会见识到纸醉金迷的生
活，结果目睹了大型“拼多多”现场。

群里的“名媛”们无所不“拼”：高端双
人下午茶6个人拼，每人只需要85元；顶级酒
店外滩观景房40个人拼，每人只要125元；4人
拼单合租奢侈品包包，每人350元，就能背上
一周；甚至连某奢侈品品牌二手丝袜都可以
拼，2人每人300元……“拼单名媛”就此诞
生。

“拼单名媛”的反差，颇具都市传说的荒
诞感，打破了大众心中对“名媛”的诸多印
象。同时，这一事件触发一系列讨论。不禁让
人反思，“拼单名媛”能“美”多久？

当“拼单”偶遇“名媛”

“名媛”“伪装”“潜伏”……众多吸引
眼球的因素聚合在一起，众网友的神经沸腾
了。在各类声浪中，批评甚至嘲讽明显占上
风。“虚荣”“物质”“缺乏内在”“认不清
自身位置”等成为这场网络声讨中的高频词
汇。

与多数网友观点不同，另一些网友则从不
同视角表态——— 或可以理解，“选择拼单是个
人自由，抱团尝鲜也属正常消费”；或需要客
观看待，并将话题延展到更深层的领域，“伪
装‘名媛’难逃审美与文化意义上的批判”。

普拉达、LV、爱马仕、香奈儿……众所
周知，如今世界奢侈品生产头号强国是法国，
最早产生“名媛”概念的也是这个国家，法国
有个“巴黎名媛舞会”，起源于十九世纪，至
今仍每年举办一次。而名媛和奢侈品这两种概
念同时在法国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初。

“名媛”一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
始在我国流行。海派作家程乃珊在《上海
Lady》中表示，本土名媛必须达到三个标准：
一是名门之女，二是才貌双全，三是对社会、
对女界有贡献。说起名媛，大家也许会记起这

几个名字：林徽因、陆小曼、严幼韵。家世、
样貌、才情、气质，样样俱全。随着时间的风
化，“名媛”早已世殊事异。诚如北京大学社
会学教授郑也夫所言：“现在的‘名媛’是商
品时代的产物。”商品时代，早已符号化的
“名媛”形象，被品牌服饰、五星级酒店、聚
会、高级俱乐部裹挟。

这就制造了一个概念化的假象：想进入上
流圈可以通过消费实现。一些人便想出消费不
起、拼单来凑的主意，在互联网上复制一个庞
大的人群社交场景，将能和“名媛”匹配的商
品、服务，对接到社交流量池里，让热衷于此
的女孩来“表演”。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
者提出“男性凝视”的概念——— 当一名选美皇
后路过一个泳池，泳池里的年轻男孩都注视着
她，进而提出“性别是一种表演”……而表演
是一种社会仪式，它与个体对于自我的身份认
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

如今，“拼单名媛”在朋友圈的表演，在
消费商品的同时，也消费着文化符号。“上海
名媛”们买的不是高端下午茶和二手丝袜，而
是它们背后的象征意义，甚至仅仅只是一条光
鲜亮丽的朋友圈。事件的戏剧之处就在于此。
“拼单”本身是一种图便宜的行为，“名媛”
却是高高在上，难以触及。这两个看似背道相
驰的事物却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拙劣的喜
感。

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在，只要人还有
物欲，“拼单”便是棋高一着。纵然有“本不
该买还是买了”“再买就剁手”的考量，但花
200元就能完成在顶级酒店体验、拍照的心
愿，断了后面可能会“东拼西凑”拿6000元出
来住酒店的念想，这未尝不是对抗消费主义的
一种方法。

可事情还远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是以“名
媛”命名的微信群，还是在群内一连串“名
媛”形象的团购中，都在展现着参与其中的女
性们所期望获得的符号意义。“符号意义属于
‘象征资本’。恰恰是这些象征资本，使得她
们能够在社会符号意义上脱离或超越现实生活
中在社会地位、资本和性别制度中的有限资源
和处境，从而为其无论是在社会流动还是个体
的生活改善中增添更大的可能和路径。”同济
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重木分析道。

“我不赞同把拼单问题频繁地引入到女性
问题上来。关于女性和消费，准确地说应该是

反对任何不劳而获的消费，不针对性别。”网
友肖丹说。

“男版名媛”粉墨登场

随着“上海名媛”的发酵，“男版名媛”也粉
墨登场。与“名媛”相似，男人“装富”的产业链也
颇为发达，从5 . 99元的炫富实拍图和文案，到98
元修改朋友圈定位，再到每人1599元的形象改
造约拍。一天只需要几元，“精英男子”“豪门阔
少”的社交名片便可塑造起来。

有网友注意到，同样是因“装富”上热
搜，“拼单名媛”变成了梗，而“男版名媛”
在很大程度上不必遭受严厉指摘。如果比较两
者的评论以及潜在的观念便会发现，男性的自
我包装往往不会受到过分性别化的攻击和指
责，甚至可能由此被看作是一个男性积极向上
的品质。

“人们对于男性通过奋斗而改变自己人生
和地位的故事，总是充满过分的执迷和赞赏。
如果相似的事情出现在女性身上，则往往被指
责是为钓金龟婿、做作或爱慕虚荣。”研究性
别与女性主义的重木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事实也是如此。“名媛”群中有位土生土长
的上海女孩，家境一般，却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
问题：“花自己的钱，体验下有钱人的生活，不偷
不抢，我挺坦然的。哪个灰姑娘不想有水晶鞋
呢？”“拉我进群的姐妹倒是很担心被别人知道，
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她们还有工作，都怕被发
现了被辞退。”“名媛”一词在当下被“污名化”程
度加深，女孩们无形中也成为“受害者”。

“女性主义对于我就是我个人的乌托邦，
就是尊重个体差异的、赋予每个人抉择的可
能，然后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主义。我觉得
很少有男性会意识到，或者会真的去反抗他们
的强势位置。同时，伴随着压抑，就是男人必
须是成功者，要顶天立地，要给妻儿提供怎样
的物质条件。”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人们今天有很多选择，但经常忘记任何
一种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也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也将成
为每个人的问题。”戴锦华的话颇为警醒。

就像莫泊桑在1884年写的短篇小说《项
链》里令人伤感的玛蒂尔达，她十年的青春都
在辛苦做劳工，偿还那条价值不菲的项链。她

以为那是一个昂贵的可以改变她命运的宝贝，
但当被告知丢失的项链其实是一条假项链时，
她或许才会明白当时那一刻的昂贵只在于心
里——— 是否享受到高于物质本身的快乐，而虚
荣本身是廉价的。

“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名媛”和“男版名媛”这些假装的富
人，有相当比例是想借此遇到真正的富人。令
人很好奇的是，他们会不会在红尘之中，互相
不知底细，惊艳地相遇？此类拼单可能触发的
诈骗行为需要警惕。记者搜索发现，以“炫
富”等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至少有近
百宗诈骗案例。

针对这一话题，康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程楠提醒，“上海名媛群”一事不能只当作笑
话看，要警惕其“可能是滋生诈骗的温床”。
部分不法分子，会通过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包装
自己，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再通过借款、推
销商品、推销服务等途径骗取财物。

程楠表示，“拼单名媛”背后折射的消费
主义不应被效仿，“追求品质生活、适度消费
无可厚非。但企图以‘高档’消费来与他人进
行划分、攀比，渴望通过物质标签获得身份认
同，就会陷入怪圈。女性的自我价值，并不需
要靠是不是‘名媛’来实现，并不由挎着什么
价位的包、用着什么价位的化妆品来决定。”

还有一种势头需要提防，过度消费、超前
消费的势头在大学校园蔓延。近年来，国家规
范整治“校园贷”平台后，“校园贷”的变种
例如“消费贷”“美容贷”依然屡禁不止。此
类“拼单”消费模式的风行，对易盲目从众、
易追求新鲜感的大学生来说，会波及价值观的
建立，尚需及时、尽早引导。

这些虚幻的“名媛”，本该在最好的年纪
为了未来奋斗，却偏偏费尽心机靠虚假包装来
“博出位”，可笑，更可叹、可悲。“互联网
发达，知识和资讯只要点一个键就可以得到，
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年轻
人容易迷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需要我们
去想一想。”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说。

靠“拼单”“摆拍”营造出的“名媛”，
在夜深人静卸妆后，终究会被打回原形。打回
什么“原形”？不言而喻。

靠“拼单”“摆拍”营造出的“名媛”，在夜深人静卸妆后，终究会被打回原形……

为什么要警惕“拼单名媛”
据中国经济网，近日，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获奖名单在江苏苏州揭晓。本届牡丹奖获奖名单中，
包括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

其中，中篇苏州弹词《军嫂》、杭州摊簧《淑英救
弟》、曲艺小品《家和月圆》、二人转《双菊花》、长子鼓
书《闹红火》荣获节目奖；评书《一次心灵的对话》、中
篇苏州评弹《钱学森》、评书《为民服务》、相声《乡音
乡情》荣获文学奖；张怡、黄震良、张建珍、肖向丽、李
菁、熊竹英荣获表演奖；金一戈、王灏玮、卢鑫、罗捷、
董建春荣获新人奖。同时，为褒扬在曲艺艺术方面取
得卓越成就、为曲艺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曲艺家，特
授予南音表演艺术家、理论家苏统谋，评书表演艺术
家刘兰芳，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家邢晏春“中国文联终
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

据了解，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
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
届。

纪录片《英雄》

讲述抗美援朝往事
据中国新闻网，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北京卫视日前推出纪录片《英
雄》。

不同于传统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英雄》人
物选取不仅有作战英雄和功臣，还将后勤人员、医护
人员、随军翻译、文艺兵等英雄人物囊括其中，并采
用影视化的叙事手法贯穿整个抗美援朝的历程，全
面塑造鲜活立体的英雄群像。

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不仅展现英雄的
光辉时刻，更深入挖掘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和
情感细节，并运用大量的影像资料，走进英雄的内心
世界。此外，该片还采用了情景再现的方式弥补部分
历史资料缺失的遗憾，通过演员的表现将英雄情绪
生动形象地传达给观众。

据悉，纪录片《英雄》由北京卫视《档案》团队打
造，该片打破常规，选择以不为人知的英雄人物为切
入点寻找情感共鸣，大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
进入英雄的内心世界，以独特的视角解读重大历史
题材。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获奖名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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