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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20多年前的“葛优瘫”
突然火了

《我的前半生》中的陈俊生，说话
慢吞吞，经常沮丧，神情寡淡，一副倦
怠模样。他对婚姻中的妻子逃避感
情，连对她发脾气的冲动都没有；对
急于转正的“小三”又够软，也就对工
作还有点儿进取心。网友对他的评价
是，“工作好累好累好累，家庭好烦好
烦好烦，人生好丧好丧好丧”。但就是
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角色，在“丧文
化”流行的当下，陈俊生却成了“网
红”，表情包满天飞，连演员雷佳音都
因此而圈粉。

“丧文化”的流行始于“葛优瘫”。
1994年播出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
葛优饰演的“二混子”纪春生去文兴
宇老爷子家蹭吃蹭喝，“让水变油”等
无厘头的坑蒙拐骗招数被揭穿后，纪
春生作势要跳楼，被老爷子“点穴”制
服，随后他四仰八叉地瘫在了沙发
上。多年之后，“葛优瘫”表情包诞生，
并迅速成为颓丧与萎靡的代名词。

伴随“葛优瘫”火起来的还有“熊
猫瘫”、“咸鱼”表情包、“我差不多是
个废人了”口头禅，包括后来的歌曲

《感觉身体被掏空》，最近，“前夫哥”
陈俊生等又加入其中，一时间大家的
微信、微博被这些元素占领，当你在
疑惑“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是什么
意思时，就已被“丧文化”所辐射。伴
随“丧文化”而来的，是各种消费品病
毒式的“丧文化”营销，比如丧咖啡、
可乐以及玩具等等。“丧文化”成为一
些人标榜个性的标签，在社会上流行
开来。

满世界都能看到
“丧”的影子

其实，在“葛优瘫”这种颓丧亚文
化流行起来之前，文青圈里真正的

“丧文化”鼻祖——— 马男，已在悄悄流
行着。2014年开始流行的美国动画片

《马男波杰克》中，马男是一名被拟人
化的热爱威士忌的明星马，他中年过
气，却又整天抱着年轻时得过的演员
奖寻求安慰，他自恋、懒惰、空虚乏
味，遭遇事业惨淡，同时还要面临中
年发福与酒精成瘾，是一匹问题颇多
的迷途老马。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有缝
隙，我做什么好事，它都会慢慢从我
身边漏出，直到最后一点儿不剩，而
且漏出去的再也找不回来，生活四处
碰壁。”马男这“一丧到底”的台词被
认为是对“丧文化”的一种典型诠释，
也照进了大众的内心。很多人在马男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人性中颓废
与消弭、贪婪与自恋、懒惰与脆弱、愤
世嫉俗与好逸恶劳的侧面。

除了马男，国外流行文化中“丧”
的代表，都被归入“丧文化”阵营。一
路从欧美社交圈悲伤到中国的“佩佩
蛙”，原来全世界人民都怀揣相同的
感伤。这两年红起来的“丧歌天后”拉
娜，其标志性的“萎靡”唱腔，高冷、空
洞，还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拖沓感和目
空一切的超脱感。让她成为“丧文化”
的扛把子，有无数脑残粉。

日本流行文化中丧的代表很多，
热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中一门
心思想找个富婆倚靠的啃老族男主
角，自封“高等游民”，无职业、不工
作，整天宅在家里对人生黯然神伤。
当在大家对这个角色感到“凌乱”时，
却又被他戳中，因为“活着，是多么忍
辱负重，而奄奄一息的伟大事业”。

“丧”不是全部
它是自我解嘲

在年轻人的圈子里流行的“丧文
化”看上去有点儿消极，有点儿可悲，
又有些绝望，但又有着莫名其妙的迷
人气质。它让不那么颓废的人，也跟
着流行的节奏摇摆起来，追一追潮
流，嘴里冒出一句口头禅，或者聊天
时扔出一个表情包，会显得比较酷。

“丧文化”的迷人气质或许是种黑色
幽默，自我解嘲，也或许是一种打不
死的小强精神。其实，大家在这个世
界生活、奋斗，不就混合着玩笑、失望
与颓丧吗？

“葛优瘫”之所以流行，也与葛优
出演的“二混子”的特性和无厘头有
很大关系。如果没有了无厘头和对生
活的自我解嘲，一个“二混子”不可能
引发大众的关注热潮。

而马男波杰克是一个更有意思
的人物。作为“丧界”代表，他是真正
彻底地丧吗？其实不然。马男从小被
父母冷落，被父母和身边的人伤害，
他感受不到人生的温暖，骨子里是自
卑的。他无论是演戏还是为在乎的人
做事情，都是为了努力证明自己，即
便一次次地失败……马男为观众贡
献了十足的黑色幽默与无厘头恶搞
笑料及对人生的深入思考。至于流行
的《感觉身体被掏空》，不也唱“我热
爱工作，工作让我进步，我喜欢学习，
超快乐”，不全是“累得像狗”“越来越
胖”这种悲观调调吗？

好玩就加入
俗套就转身

“丧”被挖掘出来，形成一股亚文
化潮流，其实与不少人需要一个自我
解嘲、自我宣泄的出口有关。

学生族面对考试、就业的压力，
会有短暂的悲观、失望情绪，他们在
朋友圈里扔个“丧文化”表情包，以表
明自己被生活所折磨；上班族被高强
度工作和房贷所累，也会偶发“努力
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
松”解嘲。但其实，这些都不是生活的
最低谷，他们丧气地发发牢骚，最终
还是该考试考试，该努力工作努力工
作，谁也没有因为“丧文化”的流行而
真正放弃自我。“丧”只是年轻人表达
情绪、宣泄压力的手段或需求而已，
生活和工作还要继续和努力。

有媒体批评“丧文化”正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思想和情
绪。“长期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浸
润，不免会沾染消极的情绪，对个人
的成长以及社群的和谐，都有极大
的危害。青年人应该敢试敢为，与颓
废的生活方式绝缘。”其实完全不用
如此紧张。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
规律告诉我们，青年人会因为好玩
而加入“小确丧”的传播阵营，往往
也会因为这种方式的过气和俗套而
转身离开。

其实，在“丧文化”的对面还有一
个“燃文化”，《战狼2》之所以能很快
席卷近20亿票房，就是因为它确实很
燃；励志鸡汤文化的流行程度也不亚
于“丧文化”。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努力奋斗，不气馁，不言败，永远
是最美好的人生态度。

说到底，“丧文化”不过是“忧伤”
文化的下一站，有多少人“为赋新词
强说愁”，就有多少人的“丧”是一种
类似逃避与逃脱的假动作和假把
式，“丧文化”其实不是纯粹的负能
量，也跟真正的孤独、忧郁沾不上
边，也没有多少人真正被其侵蚀，更
没有谁会去践行“丧文化”。“丧文
化”表达的“绝望”，其实也与真正
的绝望无关，只是没来由的消极意
绪的指代，甚至是一种对潮流的牵
强附会。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
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当你认清生活
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你以为有
些人在追求“丧”，其实这是他们对
生活的反思和幽默。

“前夫哥”陈俊生接着“葛优瘫”火起来

““丧丧文文化化””
透透着着自自嘲嘲和和幽幽默默

最近，《我的前半生》中的“渣男”陈俊生风评倒挂，风头盖过“高大上”的
男主角贺涵；《感觉身体被掏空》这首歌风靡大街小巷；7月18日，教育部、国家
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7）》，“葛优瘫”成为年度网络用语。
如今，“丧文化”的流行，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标榜和标签。

“丧”是什么？直白地说，就是“正能量”“小确幸”和“积极有趣”的反义词。
表面上看起来，“丧”就是一个负能量的词，但这其中又透着黑色幽默与人性
坚强。

“葛优瘫”是“丧文化”表情包的代表。

雷佳音也没想到自己出演的沮丧又“渣”的陈俊生会成为“网红”。

《马男波杰克》中颓丧又空虚的马男戳中不少观众的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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