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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 月中旬，广州珠江宾馆会议中

心。在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联合主办的 2010 中国农村信息化年度峰

会暨第七届中国农业网站百强颁奖盛典上，

中国茶叶门户网（www.fjcha.com）获得了第

七 届 中 国 农 业 网 站 百 强（农 副 类 十 强）大

奖。作为全场最年轻的获奖代表——茶叶

门户网 CEO 苏秋水捧起了象征中国农业网

互联网最高荣誉的奖杯和证书。而作为本

届峰会的主办负责人之一，我也有幸与这位

年轻的茶商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初见苏秋水是在峰会开幕的当晚，我负

责接待各个参会单位的代表。他是当天最

晚一个到来的嘉宾，不高的个子，秀气的脸

上带着些许的疲惫，没有太多的行囊，一个

普通行李箱，精干、利落，这是秋水给我的第

一印象。初次见面，他就让我感受到了闽南

人特有的热情，拿出一包茶叶，泡上一杯热

茶，让我顿时感觉到就像是一个很久不见的

朋友，亲切、和谐。他当天是从福建坐大巴

来到广东的，整整坐了 10 个小时的汽车，于

是我向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毕竟是一个

全国知名网站的 CEO，需要这样节俭吗？”

他抿了口茶说：“我出生在福建安溪，小的时

候家里孩子多也不富裕，后来上了大学，四

年的学费都是自己勤工俭学挣来的，没要家

里一分钱。毕业做销售又让我尝到了工作

的艰辛，创业后更是体会到了不容易，节约

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当时为什么选择

做茶叶门户网，茶叶门户网的运营模式是什

么样的，未来前景怎么样？”我连珠炮似地把

三个问题抛给了他。“当时（2007 年）觉得福

建是个产茶大省，而真正做的好的，能够给

茶商们带来真正帮助的行业网站不多，于是

我就是决定开辟这个新天地，旨在帮助和推

动品牌茶企做大做强。至于运营模式，简单

的说就是多维创新，引领茶叶类网络营销的

发展趋势。现在很多茶叶网站都停留在资

讯方面，而不结合企业需求，找不到和企业

合作的模式。而我们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专

门开辟了一个茶叶招商专区，联合各大品牌

茶企，用抱团的发展理念帮助客户进行品牌

推广和招商加盟。从实际的效果看，加盟茶

企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得到了迅速提

升，市场反响很积极。为了迎合中秋、春节

等茶叶销售旺季市场，我们在全国率先创立

了茶叶优惠券的营销模式，消费者只需凭在

我们网上打印的优惠券就可以到茶企实体

店购买使用，得到优惠。同时，我们还注重

线下活动的参与，比如茶博会、文化节等等

都会有我们的身影。至于未来，我是非常看

好的，茶叶市场这么大，互联网的发展速度

又是这么快，除了现有的模式，我们准备提

供在线交易，加强电子商务运作，同时还要

加强茶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有的时候想来，

品茶而不仅仅是喝茶，品茶品的也不只是茶

本身，还有人生吧。

是啊，茶如人生。无论是做什么企业，

多大的规模，都是人在做。具有了节俭、热

情、淡定，还有什么做不成、做不好的呢？

（作者系中国互联网协会农村信息服务工

作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农博网县域频道主编）

青年审美的虚拟化转向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追星族，他们不仅打心眼里喜爱明星，而且在实际生活中

开始效仿明星的仪态、着装、价值观念，明星成了时尚的代名词。当下，动画被更多的人

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崇拜动画中的虚拟角色，这就使得青少年在心理上

从对活生生人的崇拜转变成了对虚拟角色的崇拜或喜爱。动画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

界，它是和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它的原型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超越于现实生活。青

少年在虚拟的世界中体味真实、追求理想。青少年对生活充满着激情与幻想，但幻想和

现实往往存在很大差距，幻想的完满和现实的残酷相矛盾，青年人则更加青睐于以想象

构思的“虚拟世界”，并以此来补偿现实。

观影中的置入感使得他们把现实世界融入其中，COSPALY 把青少年对动画的虚

拟审美推到了极致。COSPALY 最早的译名来自台湾，是 COSTOME PALY 的缩写，

意为“角色扮演”，指的是由真人利用服装、道具、饰品、化妆来模仿或装扮游戏、动漫作

品中的虚拟角色（包括人物、动物、超人、植物等），类似于“动漫真人秀”。青少年以比

赛、舞台表演、社团等形式参与其中，COSPLAY 很重要的就是服装展示和角色表演，市

面上也有很多服装店，但这些服装的价格不菲，而且很多动漫迷们为了忠于原著或凸

显自己的风格，大多都亲手制作服装。

可以说，COSPALY 耗钱、耗时又耗力，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 COSPLAYER 呢？

据笔者考证，原因如下：首先，精力旺盛、热情投入是青年族群所具备的特点，他们有精力

也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其次，青少年具有幻想的天性，这让他们把对虚拟角色的审美、

崇拜搬到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能实现，但可以通过 COSPALY 这种制作和表演

于一体的形式来实现。再有，青少年叛逆、讨厌正统，处处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正是在

这种压抑和反抗中催生了这种“狂欢仪式”——COSPALY 的形成。最后，青少年极具创

造力，这种对虚拟角色的模仿是对动画中虚拟角色的再创造过程，是审美的又一境界。

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的人认为 COSPLAY 是一种耗时、耗力又耗钱且无

意义的行为，会让青少年沉迷于虚拟角色，失去自我。而有的人认为，COSPLAY 注

重的不止是模仿外在，更是一种和虚拟角色心灵上的互换，可以使青少年在挫折中

战胜自我，找到自我。其实，只要正确看待 COSPLAY 这一亚文化现象，对青少年也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动画消费中的身份展示倾向

动画的消费从你观看动画的开始而开始，伴随着观看过程的结束而逐渐完成，动

画的观看与欣赏只是动画消费的初级阶段，动画的衍生产品将引领你进一步消费。

每一部成功的动画片都不会放过衍生产品的开发，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人难以想

象。譬如一直以来风靡全球的米老鼠，自 1927 年沃尔特·迪斯尼推出了第一部米老鼠动

画片《疯狂的飞机》，便掀起了一场动画的革命。米老鼠从一诞生开始便颇具传奇色彩，

当时，米老鼠每年可为迪斯尼公司带来 7.5亿美元的收入。2003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

出“虚拟形象富豪榜”，该杂志推算，在 2003 年一年，米老鼠就为迪斯尼挣下 58 亿美元收

入，成为最“富有”的卡通形象。商报点评说：“这不是一只老鼠，分明就是一棵摇钱树。”

可见，动画的衍生产品在动画消费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份额，它可以渗透到衣、食、住、行等

各个方面，动画的衍生产品的价值已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它的符号价

值。它所带来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动画影片本身，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如今，每个消费群体消费的已不单单是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更多的是产品所

承载的符号意义。这样，产品便具有了身份展示的功能。学生用丙烯颜料在校服上

画自己喜爱的动画明星或场景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日派对上也不乏专门

去理发店专门做的米奇头；凡有热播的动画，校园内总会掀起一股购买印有其动画

明星文具的浪潮；手机动漫贴纸、挂件、卡通背包随处可见……这种无孔不入的动画

消费现象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缩影。

校服、学生头、文具等是学校正统教育的象征，它是校规使然，而学生叛逆的天

性总是驱使他们去打破正统、颠覆传统，于是，校服上多了动漫涂鸦、party 上出现了

米奇头……青年们把学校教育看作是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控制，他们虽然接受正统

文化，但他们处处想张扬个性、显示身份。而对循规蹈矩、注重仪表持不屑的态度，

便自发性地形成了一股对抗学校正统文化的亚文化。

凡事都有利弊两面：过分的追求、盲目的崇拜会影响青年们的健康成长；叛逆性

和标新立异则会成为他们创造的灵感和源泉。可以说，当代青年亚文化贯穿于中国

青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中，从社会功能来看，它是青年实现自我需求的又一途

径，可以通过亚文化的形式来缓解社会矛盾，从文化功能来看，亚文化的形成有助于

引导青年形成独立的人格和无限的创造力。

动画时代的青年
亚文化现象

北方的酒，南方的茶。豪饮与细品间，

友情和商机滋生。

这次到闽南，见识了南方的茶。作为一

个中原人，虽说与北方的豪饮无缘，品茶却

是经常的。准确地说，还谈不上品，是喝，没

功夫讲究，有点潦草。

闽南的茶，称之为“功夫茶”。开始很疑

惑，功夫与茶咋扯到一块了？看过品过，才悟

出，像闽南人这般喝茶，的确是要“功夫”的。

“功夫茶”品茗的环境讲究雅致，所用的

茶具更是功夫不凡。在朋友家秋高气爽的

小院里，放置着一套古色古香的桌椅。使用

的茶具是一只灰褐色的瓷制南瓜，朋友在我

们惊诧的目光中娴熟地打开南瓜盖，里面是

四只酒盅大小的茶杯和一把小茶壶。分开

的“南瓜”，是一大一小两个茶盘。一套茶具

之精妙，已让人击掌叫绝。朋友提来一壶沸

水，先把小茶壶小茶杯一一烫过，然后在小

茶壶放入一小包铁观音茶叶。水壶高提，手

腕轻抖，沸水沏入。盖住小壶稍闷片刻，用

拇指和中指轻拈小壶，沿着小茶盘外沿轻划

两圈，刮去溢出的水迹。朋友说这道功夫叫

“游山玩水”。然后用食指轻按壶盖，迅速把

茶水倾入四只小茶杯，这个又有名堂，叫“关

公巡城”。茶入半杯，再缓慢将沸水一点一

点沏入，叫“韩信点兵”。这时淡淡茶香袭

人，我们闻之口舌生津，正欲取杯畅饮，朋友

笑道：“别急，饮功夫茶可得有耐性。”他慢慢

端起一杯茶，放在鼻子下陶醉般一嗅，说：

“先闻其香。”再放眼前细细观之，说：“再观

其色。”然后慢条斯理地举至唇边，微微一

啜，说：“品其味。”

我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仿效朋友的样

子，摆出一副绅士风度。端起一杯功夫茶，

闻一闻，看一看，慢慢啜一口，顿觉满口生

香，神清气爽。朋友告诉咱们，一壶茶叶可

续冲七道。于是我们轮番泡制，一丝不苟地

学着高冲——游山玩水——关公巡城——

韩信点兵的冲泡过程，然后摇头晃脑地闻其

香，观其色，品其味，尽情领略功夫茶的神

韵。我们几个中原人私下里将这道过程，称

之为“玩茶”。

“玩茶”正在兴头，朋友又开始“擂茶”。

工具是擂钵、擂棒、五个小碟，碟里放着白芝

麻、花生米、陈皮、甘草、风尾草。擂钵是一

陶瓷大钵，外表光滑，里面粗糙。擂棒是用

油茶树杆制成。先将茶叶和白芝麻放入擂

钵，加适量的水，开始擂。依次放入花生米、

陈皮、甘草、风尾草。擂成糊状，然后冲入沸

水饮用。刚才清茶空肠，这时擂茶润腹，胃

里顿觉充实而舒畅……

闽南人会享受啊，一道功夫茶，喝了近

三个小时。朋友搬出几把躺椅，让我们小憩

片刻。躺上去，看天高云淡，想一些令人惬

意的事……神仙也不过如此啊！

朋友笑着说：“饮酒让人糊涂，喝茶让人

清醒。你们现在明白，为什么北方人做生意

做不过南方人了吧。”

有道理。那么，中原人既不善饮酒，也

不善品茶，又该咋说呢？朋友开玩笑道：“你

们只会耍猾呀！”众人笑倒。

在闽南喝茶
■ 阮红松

古人抒发怀旧之情只能吟诗作赋聊以

自慰。如今，电子影像和其他各种大众传

媒却可以将人们的怀旧之情转换为视听影

象给予再现，以满足观众中特定的怀旧群

体重温旧梦的共同心声。现代人由于各种

各样的压力，内心迷茫，精神生活缺乏安全

感。新兴的信息媒介似乎使人们接近了，

却又使心灵和情感彼此疏远，这些都使人

感到不适和恐慌，需要寻找一种心理的补

偿。于是追忆过去的美好事物，追溯过往

的情怀，强化对过去的依恋之情，以至于使

某些怀旧情结进一步升华。西方著名美学

家鲍桑葵说过：“美首先是一种创造……使

一种新的情感获得存在。”怀旧电影作为一

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艺术方式，特别是在

现在的读图时代，满足了人们的愿望，符合

大众审美的需要，寄托着人们对过去的追

忆，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

香港的怀旧电影颇多，至今为止，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岁月神偷》。此片讲

述了上世纪 60 年代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情

感故事。一家人住在香港老街永利街，影

片以罗进二的视角叙事，父亲罗先生以制

鞋养家糊口，母亲相夫教子，负责打点生

意，能说会道，被称为“侠盗罗太太”。哥哥

罗进一成绩优异，在最有名最顶尖的中学

读书，体育突出，获得 110 米跨栏冠军，不

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承载着那个年代草根

一族向上的希望。而罗进二性格顽劣，偷

金鱼缸、偷招牌甚至偷英国国旗……成绩

总是“差，差，差”，常被老师罚，在黑板上数

秒贴鼻子。一家人过着贫困而快乐的生

活。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暴雨，打破

了往日的平静。房子变得破烂不堪，罗进

一的爱情由于贫富差距而中断，更因为噩

耗的来临（血癌）理想随之破灭。母亲带着

哥哥到处求医，日子一天天困顿，但最终也

未能挽回生命。罗进二把偷来的东西扔进

了“苦海”，因为奶奶告诉他，填满“苦海”就

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影片反映了上世纪 60

年代，底层香港人的艰难奋斗的历程，在艰

难的境况下，每个人都有着一种向上的精

神支撑着，都有一种信仰，他们相信艰难总

会过去，相信天空中会出现双彩虹。正如

曾荫权所说：“香港人……有一股很大的力

量，永不言败，斗志很强，特别是在困难的

时候，他们虽然会抱怨，诉很多苦，但是他

们会继续做下去。”罗太太（吴君如饰演）的

话给人印象深刻，鞋（繁体）的一半是难，一

半是佳。罗先生认为是一步佳，一步难，而

罗太太说应该是一步难，一步佳，难一步佳

一步。看似简单的文字游戏，背后却隐含

着乐观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在暴风雨

过后，罗太太的一句话也透着深刻的哲理，

“人活着总要信”，人活在世界上，要有信

仰，要有希望，否则，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人

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这部电影之所以给人印象深刻，是因

为精神追求和现实的差距，引起大众的共

鸣，这个差距越大，给观众的共振也就越

大。影片中有一段爱情故事。罗进一和

富家女芳菲互相爱慕，有一次进一去看望

芳菲，芳菲家的富丽堂皇和自家的破烂不

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贫富差距拉开

了两人的距离。走出芳家大门的那一刻

起，罗 进 一 已 决 定 放 弃 对 初 恋 的 继 续 追

求。这部影片也是导演自己的怀旧，是根

据罗启锐导演自己的经历，真实的回忆，

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绘制而成的生活影

像。怀旧电影为每个导演重温童年经历

和青春记忆提供了一个最佳方式。“ 怀旧

给人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故事性，通过对

那些过往的、色彩斑斓的、表象的重现，它

营造出种种近乎真实的历史幻象，把观众

带入到自己对过去的个体经验中去。这

个过程中无疑会有作者的痕迹，但这里要

强调的是读者的参与性。这个‘ 参与’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作者意图的‘ 机械式’

接纳，而是一种掺合了读者的个体经验的

主观接受与共鸣”。做为老一辈香港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自己的经历；做为现

在的香港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对故土

的情感；做为观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

感触。据罗启锐导演介绍，这部经老友鼎

力相助和香港“ 电影发展基金”救场才凑

足 1200 万 港 元 成 本 的 影 片，开 港 产 片 先

河，在柏林电影节夺得一尊“水晶熊”。3

月中旬影片回港上映，不到一个月就突破

2000 万港元票房，创造了港产片近年来最

佳本土成绩。一部怀旧的影片，取得如此

骄人的成绩，除了影片本身的真挚情感感

染大众以外，现在大众审美的“泛”化，也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高高在上的东西

已经满足不了大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

而且缺乏与大众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人

们的审美目光开始转向日常生活，而现实

世界的乌烟瘴气、道德沦丧、尔虞我诈、使

得深处其中的现代人充满了压抑、烦恼与

困惑。电影一方面是对我们所处的新旧

杂陈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界定，即告诉我

们世界是怎样的，一方面也投合着大众的

心理欲求，即提供给我们一个“想见”的世

界。怀旧电影给我们提供了过去与现实

交流的媒介，回忆过去的美好给予心灵慰

藉，在心灵世界中寻求疗救，从而使怀旧

成为一剂良方。与此同时，怀旧还承担着

个人对未来的想象，并以此为蓝图，去建

构未来，这个未来不仅是个体的未来，在

某些时候，同样也是天下的未来。

怀旧电影迎合了时代的特征，过去人

们一直生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即什么

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

坏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忽略

了 个 性 化 与 多 元 化 的 呈 现，开 始 宣 扬 个

性、权力，建构人性的档案。人们的物质

生活在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精神生活

也在不断地丰富多彩，审美需求不断地扩

大，越来越多的事物披上了美学的外衣，

现实生活也愈被我们视为一种美的抒写，

作为具有一定美学意蕴的怀旧电影，内涵

忆情和怀乡两大审美心理过程，通过情感

上的回忆和理念上的回想，建筑一座在现

实中缺失的精神家园。怀旧电影为喜欢

怀旧的人赠送了一份重返记忆的心灵旅

程，给身处都市丛林中的现代人以精神的

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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