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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很忙”堪称今年为止最热闹的文化现象，其令众“吊丝”疯
狂的势头，不亚于去年的hold姐。诞生于1300年前的杜甫，肯定没想到
自己会被当代人炼成“吊丝”偶像。实际上，正是杜甫的身世、幕后推手
和众“吊丝”，合力把他塑造成为“吊丝”偶像。这就是一场大众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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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吊丝”偶像的逆袭

杜甫忽然就蹿红了，毫无征兆。

2012年3月，一组名为《杜甫的一天》的图片在微博上流行。图片原型为高中语

文课本上的杜甫图像，那个整天愁眉苦脸仰天沉思的诗圣被涂鸦者添了几笔，形

象大变。在《杜甫的一天》中，杜老先生热爱装酷，戴墨镜、裹头巾，最初是骑马，后

来改成骑自行车、骑摩托，忙东忙西……但无论怎样忙碌，杜甫的眉头永远紧

锁，以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穿越或反穿越。

就这样，杜甫莫名其妙地成了“微博红人”“吊丝代言人”。现在，“杜甫很

忙”又被房产商、钻石商等看中，堂而皇之地成了广告元素。

资深“吊丝”
家境贫寒、喜欢自嘲，人生很失败

作为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当然不认同“吊丝”一说，不过他也告诉记者，杜

甫一生经历坎坷、地位卑微，绝对算不上“高富帅”。这么说，杜甫原本就是唐朝的

“吊丝”？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诗人，做过官，父亲杜闲也是个芝麻官。虽然也能拼

一拼爹，可论背景，肯定比不上王公子弟。24岁杜甫参加科举考试，落榜；36岁再度

进长安赶考，“很不幸，又落榜了。”黄玉峰说。这次考试由权臣李林甫把持，为了营

造“野无遗贤”的大唐气象，他居然一个都不录取。杜甫没能拿到“本科文凭”。屋

漏偏逢连夜雨，父亲杜闲逝世，杜甫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了。

“此后杜甫就惨了。”黄玉峰说。他做过药贩子，还向穷人买救济粮，只因为比

米店里的便宜些。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强压内心的鄙夷，给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写诗，“写得很可怜：‘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有这样一个读书人快饿死了，你

总要考虑考虑吧！”奔走了十多年，杜甫终于捞到了个官职，“八品，比七品芝麻官还

小。”然而晚了，因长期营养不良，小儿子已饿死。

连小官都没能做几天。一个月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陷入了颠沛流离，最后好

不容易逃到成都，借宿古寺，穷得揭不开锅。幸好，经剑南节度严武使举荐，杜甫做

了工部员外郎，朋友还为他建了茅屋，此即“杜甫草堂”。在成都，他总算过了几天

安稳日子。“他这个人实在太倒霉了，命运不济，用俗话讲就是比较背，每一次人生

看似要走上坡路，都会突然来个转折。”黄玉峰说。

从人生际遇、社会地位看，杜甫和当今的“吊丝”还真有某些相通之处。其实

性格上也挺像。

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副主席、《诗圣杜甫》作者程韬光夸“杜甫很忙”的策划者“太

有才了”，因为“历史上的杜甫就颇有自我戏谑、调侃的精神”。程韬光以《空囊》一

诗举例道，“诗中说别人靠胡作非为得到富贵，我却守着道义，活该断炊。聊以自慰的

是，我还有一个小钱看守着钱袋子呢。”杜诗中，类似的自嘲词句还有不少。

大众狂欢
知名度，娱乐化，参与性和互动性

按照薛永昱的说法，网友并不清楚杜甫的身世，“他们转发、再创作，好玩而

已。”薛永昱长期担任营销专家，他向记

者坦承，“杜甫很忙”系该团队所做的策

划。“大部分图片都出自我们团队成员

之手，最早那几幅是个23岁的女孩子画

的。”其目的，则是为某博物馆打广告，以引

起更多人关注。

那为什么选中杜甫呢？薛永昱表

示，首先，杜甫的名字和形象家喻户晓，又

恰逢诞辰1300周年。其次，杜甫诗歌是语

文课本里的“重点课文”，也是学生上课

开小差时的涂鸦对象，“这就容易引发共

鸣。”最后，按传统解释，杜甫的形象是严

肃乃至刻板的，而通过策划予以颠覆，就

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换言之，“杜甫很忙”符合大众狂欢

的一切要素——广泛知名度，不错的贴

近性，被颠覆的经典形象，戏谑、娱乐，高

度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而这，也是一场“吊

丝”的狂欢必备要素。就这样，诗圣被“吊

丝”们画成了“吊丝”。

其深层次原因，如社会学家、心理学

家所一再指出的：生活节奏太快，学生课

业压力大、白领生存压力大，都需要宣泄

渠道。因此，“吊丝”狂欢往往是扁平的乃

至肤浅的。

有趣的是，恶搞本身也被恶搞了。新

浪微博运营经理李不凯在知乎上发文，称

“杜甫很忙”只是新浪“日常工作中的常

规策划”，他还贴出了策划方案。“杜甫很

忙”遭遇了罗生门，“吊丝”加“吊丝”，这场

大众狂欢愈演愈烈，乐此不疲。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永玉则认

为，无论这件事是否炒作、由谁炒作，都促

使人反思。“杜甫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脾

气有性格，有喜怒哀乐，但是在我们的教

科书里，他这个‘人’到哪里去了呢？”

某种程度上，“杜甫很忙”以恶搞的形

式完成了“吊丝的逆袭”。杜甫，这位1300岁

的诗圣，就这样在幕后推手的推动下、大众

的狂欢里，被炼成了“吊丝”偶像。

可口可乐在华最大装瓶厂营口落成
１０亿投资深化对华市场承诺

日前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穆泰康先生出席了辽宁营口新厂的

落成仪式，正式宣布可口可乐中国第42家

装瓶厂的开业。该项目总投资达1.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0亿元），占地面积17万平方

米，规划投资９条生产线，目前第一期工程

的4条生产线已开始投入运营。营口厂全部

建成后将成为可口可乐中国系统投资最大

的瓶装厂，同时这也是可口可乐去年宣布未

来三年在华增资40亿美元计划后首个开

业的装瓶厂。营口新厂的建立标志着可口可

乐在华投资步伐的加速，及其对快速发展

的中国饮料市场的巨大信心。

作为可口可乐位于辽宁省的第三家瓶

装厂，营口新厂全称为可口可乐辽宁（中）饮

料有限公司，地处国家战略规划的环渤海

湾经济圈内。全面落成后其总体年产能力

预计将达120万吨（约合2.1亿标箱），每年

生产50亿杯包括可口可乐、雪碧、美汁源

和冰露在内的汽水和不含气饮料。同时，它

将在当地直接创造500个新的工

作岗位，并通过相关产业间接创

造5000个就业机会。连同已在辽

投产的沈阳和大连两家装瓶厂，此

次投资将更好地满足辽宁省内

4400万消费者对可口可乐怡神畅

爽的饮品的需求，同时帮助提高当

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辽宁省副省长薛恒以及来自

辽宁省和营口市的各级领导，可口

可乐装瓶投资集团中国区首席执

行官及可口可乐装瓶投资集团中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区域总裁杨马腾先

生，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总裁鲁大卫

以及中国装瓶系统的多位高层管理人员出

席了开业典礼。

穆泰康先生在典礼上表示：“作为可口

可乐全球持续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

将在可口可乐为实现其2020年系统营收翻

番愿景的进程中起重要的作用。营口新厂

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在这一重要市场的竞

争优势，与此同时，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增

加税收，推动当地配套经济进一步投资等

举措来深化对当地社区发展的承诺。”

可口可乐装瓶投资集团中国区首席执

行官杨马腾先生在开业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持续投资，不仅包括

选址建厂，还包括加强分销系统的管理与开

拓，特别是针对一些二三线城市。我们会更

加关注农村市场的发展,让更多的消费者能

够了解和喜爱可口可乐系列产品，以此实现

可口可乐与地方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

可口可乐在华第42个工厂在辽宁营口正式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