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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韩寒

他的讽刺“镇住了”很多同龄人

初在公众视野里的韩寒，是
以叛逆少年的形象出现的。

1998年，凭借一篇《杯中
窥人》，书读得不好，文章却写得很好的
韩寒引发了教育界与文化界的大讨论。
韩寒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三重门》卖了接
近200万册，他却选择了在高一退学，他
告诉老师：“我要靠写书挣稿费来养活自
己。”后来，他还拒绝了复旦大学发出的
旁听邀请。

尽管韩寒此后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
“一点都不叛逆”，但其年少辍学以及作品
里表现出的对现实的讽刺，还是“镇住了”
相当多的同龄人。

之前曾做过韩寒经纪人的出版人路
金波说，韩寒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因为
韩寒锐利、幽默，文中充满讽刺，这让他的
作品受到欢迎。

2006年有了博客平台，韩寒有了放
大自己叛逆形象的“扩音器”。他在与父
辈作家白烨论战时说：“别搞得多高深似

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
艺术的，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
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
淫，一百人看。”尽管白烨与韩寒的论战
当时闹得鸡飞狗跳，但白烨承认，他对韩
寒早期的作品还是非常认可的。

前《南方周末》记者、作家李海鹏也
曾撰文说，自己与韩寒有某种感情上的
亲近，“我是说我们曾经同为叛逆少年。
不同之处只是我临时突击，幸运地考上
了大学。我比别人更了解差生的产生，除
了智力和努力不足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
原因是对学校僵化教育气氛的强烈反感。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最渴求新鲜空气、最
自由和最大胆的学生才会抗拒管束，反对
校方的权力，嘲笑洗脑的正统教义。”

但多年过后，“辍学作家韩寒”开始
被人说成“无知”、“缺乏逻辑”，韩寒对此
的辩解是，他从来不愿意掉进书袋里，而
出版人路金波总结说，韩寒文字的最大
特点是“回到常识”。

“意见领袖”韩寒

他说了别人想说却不知如何说的话

民韩寒”、“意见领袖”，这是近
几年媒体送给韩寒的标签。其
中的缘由，大概是他在网络平

台上关注更多文学以外的事情。比如一个
17岁的农民工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回
家，“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
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他
关注社会底层，对社会公共事件发表看
法，文字辛辣而尖锐。

有一年，韩寒获得了一个公民责任
奖，为他写颁奖词的著名学者萧翰写道：

“韩寒以看似轻盈的姿态抨点时政，每惊其
洞见；他以欢快幽默的青春肩起社会公
义，每见其挚情。韩寒以优美矫健的赛车
手容姿，表现着自由而择善固执的独立精
神。韩寒人格健全、富有爱心，在许多重大
社会事件中，表现得乐观、阳光、坚韧、宽
容，文字之外，他在行动上的担当以及因此
而展示出的爱的能力，尤让人感佩。”

这样的评价，与十多年前韩寒的叛
逆少年形象，已大相径庭。专栏作家袁江
蕾与韩寒差不多同时成为博客热点人

物，她告诉本报记者，韩寒从叛逆少年到
“意见领袖”，是因为他说的话恰好是许
多人想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同时也
帮很多人宣泄了一下情绪”。

在出版人路金波看来，“意见领袖”
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身份，并不是刻意要
去做什么事情。对韩寒来讲，他从来没什
么“规划”或“经营”，只是按照自己的想
法生活，有时在自己的博客里随意说点
什么。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说
那些简单的常识，没想到就接连“挑逗”
了老评论家，“戏弄”了“犁花体诗人”，质
疑了警察，监督了官员。他锐利并且有
趣。结果，就连韩寒自己也意识到，他除
了写小说、文字提供给别人做打发时间
的消遣之外，他的价值判断也为自己赢
得了影响力，“韩寒是一个标志人物，而
他的确也代表了这样一个年轻人的阶
层：不亲近政府，但热爱国家也习惯批
评，更愿意看到政府把国家管理得好一
些。但他绝非网络上那些愤青，不是那些
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脑残一代。”

写作者韩寒

他的名气比才气膨胀得更快

叛逆文学少年到“意见领袖”
的转变，是韩寒的一次转型，
也让他平和了许多，这从他

最近的博客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来。“人
的处事风格和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尤其是16岁到30岁之间。我写过一些
不错的文字，也写了不少烂文章，无论
状态起伏，无论风格转变，都是一个人
的成长历程，谁人能在十四年的青春
里保持纹丝不动？”

专栏作家袁江蕾最初并不认可韩寒，因
为在她看来，“韩寒不过是被包装、被利
用的一枚商业文化符号而已。而他的
博客，更像某个美国西部牛仔烂片里
的小酒馆，醉语真言混杂。但后来韩寒
终于不加修饰与遮拦地说出了我想说的
话，不媚众，不张扬，够俗白，但还欠彻
底。”袁江蕾说，其实很多人都说不上是韩
寒的粉丝，但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

袁江蕾说，“公民韩寒”、“意见领袖”

韩寒，只不过是外界给予韩寒的标签，从
本质上说，韩寒还是个写作者，“只是作
为一个写作者，韩寒有点倒霉，居然被打
假，那种被辱的感觉一定非常难受。”在
谈到韩寒“被打假”的悲摧经历时，同为
作家的袁江蕾说：“谁让他的名气膨胀得
比他的才气更快呢。曾经有一阵我的博
客也被大量关注过，那时每天都在想着，
没出彩的东西写可怎么办啊。不更新，不
说点什么就觉得对不起谁似的。其实很
多时候对一些事的看法，并不是当时想
到的那样，需要经过思考，可哪有工夫思
考呀。所以过后可能想修改，可惜当时的
博文已经公布出去了。”

前段时间，著名作家冯骥才在接受采
访时力挺韩寒，但他同时认为关注过多的
东西分散了写作者韩寒的精力，“其实韩
寒挺有才华的，是挺有思想锐度的一个
人。韩寒最好把电脑关起来，要是天天在
网上，他肯定受不了。”

支持者说“我为什么偶韩寒”

走下神坛 依然偶像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与李宇春的粉丝自称“玉米”不一样，那些支持韩寒的人，不说自己是“韩寒粉丝”，他们争

议着韩寒，说着韩寒的小瑕疵，总体上认可着韩寒，他们说这是“理性地评价韩寒”。前段时间

方舟子与韩寒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让韩寒走下神坛，但他依然是偶像，因为他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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