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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当《馒头》撞向《无极》

[ 作者 ] 李岩 

[ 单位 ]  

[ 摘要 ] 其实我们对《无极》的关注明显的呈现出一个“马鞍状”的发展。《无极》从拍摄之初的架势和一直延续到公映的宣传将观众的

期望值提到了一个无法再高的程度，然而待到庐山真面目揭开之后，一切的向往和期待在２个小时内迅速转化成失望和愤怒。如果没有胡

戈和他的《馒头》出现，《无极》也许会在人们的唾骂中渐渐被遗忘。 

[ 关键词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无极》;大众文化;《馒头》;后现代性

       其实我们对《无极》的关注明显的呈现出一个“马鞍状”的发展。《无极》从拍摄之初的架势和一直延续到公映的宣传将观众的期

望值提到了一个无法再高的程度，然而待到庐山真面目揭开之后，一切的向往和期待在２个小时内迅速转化成失望和愤怒。如果没有胡戈

和他的《馒头》出现，《无极》也许会在人们的唾骂中渐渐被遗忘。可是，当这部由一个25岁的上海青年历时4天做出的短片出现在大家

面前的时候，大家又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无极》。如果说第一次的关注是崇敬和期待，那这一次的驻足则更多的是嘲弄和泄愤。单纯从艺

术的角度去探讨《无极》的失败和《馒头》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两者本就不是同一性质的作品。《无极》即使再烂，也是

一场舞台上的演出；而《馒头》再伟大，也只是观众席上的一声叫骂。他们都有获得掌声的机会，而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在于更多观众的

意见，和他们两者所代表的不同立场和态度。这也就是这场冲突背后隐藏更深的文化含义。 1、大众文化对娱乐霸权的反抗。《无极》和

《馒头》面对的是同一个观众群，同一个文化群体。《无极》所代表的是作为专业艺术制作团体的文化权威层，他们以艺术的形式满足大

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改变和引导着整个大众的文化的面貌和发展。虽然他们在制作文化产品的时候会将大众的接受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霸占着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和大众娱乐的导向权。在以往的情况下大众只是处在被动的接受位置，他们基本上是

“你演什么，我看什么。”大众的手中只有票房这唯一的手段，而票房因为容易受到影片本身以外因素的误导而无法对达到真正对影片的

衡量。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娱乐的霸主们，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收回成本，其次是得奖，至于观众们的声音，是很难左右他们的。但是这次不

一样了，胡戈出现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对《无极》不满观众的一个代表。他更是代表了最普遍群众的审美取向和最基层民众的声音，这些声

音或许有些嘈杂，有些不艺术但是却无疑是最真实的。《馒头》的意义在于它的所采用的评论形式。对于文字和声音的评论，所有的影片

都见怪不怪了，但是《馒头》所采用的这种解构文本、拼接戏谑的方式直接触到了《无极》的痛处，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意思。从

而真正引起了这些娱乐霸主们的重视，也标志着大众文化群从被动的接受开始向文化权威层进行反抗。 2、《馒头》出现的条件。《馒

头》可以达到对《无极》最直接最生动的嘲弄，它所依靠的是这个时代所提供的技术和文化两个方面的支持。首先是技术方面。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往因为资金和技术限制而被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一些艺术创造形式已经开始走向民间。这包括制作成本和发行条

件的降低。以电影为例，靠最基础的计算机技术，你就可以用FLASH软件就可以制作出一个简单的影音短片；花上几万甚至几千块钱，

你就可以拍一个DV电影。同时，网络也为这些作品的发布和流通提供了十分便捷的平台。虽然这些作品包括《馒头》和《无极》决不是

一个档次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打破了对电影艺术的垄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众文化的创造性越来越凸现，大众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只集中

在大众的需求和消费层面，更多散落在民间的艺术创作更直接更鲜明地代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从文化接受方面看，《馒头》的出现

和火爆，表面看来只是对《无极》作品的从民间立场的嘲弄，是迎合大众兴趣的一个成功案例。但它反映的是处于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大

众文化走向。后现代文化本身并没有整齐清晰的模式和思想体系，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全面反叛性的文化思潮，它的特征是：颠覆传

统，解构理性，躲避崇高，零度叙事，表象拼贴，彻底否认传统美学的追求、文化信念和叙事原则。《馒头》这个作品具备以上的大多数

特征，它的流行和广大民众对胡戈的支持，更反映了整个文化的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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