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处理尴尬境地或是解决难

题来自我学习。 “人们彼此都是

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 ”正如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

利所说， 与其说真人秀的观众

是在观察参与者，不如说他们是

在透过他人的生活而观察自己。

所 以， 真正优秀的真人秀

是完全不需要依赖剧本

的，因为好的真人秀会把节目本

身设计为一个自然的、充满戏剧

性和冲突的舞台。澳洲的一个真

人秀《与敌同住》（Living with the

enemy）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这部真人秀里，世界观完全对

立的人要走入对方的生活，相处

十天时间，比如同性恋配偶和反

同的牧师， 黑人和种族歧视者，

难民和极右分子……正如这一

节目的立意 “动摇信念根基、挑

战偏见底线”那样，它将可能发

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 对抗、

理解、 包容都搬到了屏幕前，通

过节目设定集中展现出来，其内容

本身就充满看点 ，也有着强烈

的现实关怀 。

难能可贵的是，在“乱花渐

欲迷人眼” 的明星类真人秀泛

滥的国内， 最近也出现了这样

的“一股清流”，比如《心动的信

号》。参加节目的嘉宾们不再像

明星那样遥不可及， 而是像我

们一样在上海辛苦打拼的上班

族，或许在某个写字楼里、某站

地铁上，你就能和他们相遇。这

种近在咫尺的共鸣， 让这部真

人秀迅速戳中了许多网友的

心。 节目的设定是让这 8 位素

人同住在一间 “信号小屋”，友

情、爱情在这里慢慢萌芽，许多

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就在这里

上演。比如，有人和自己好友喜

欢上了同一个男生， 纠结得落

泪； 也有一对互有好感的年轻

男女却因为误解和沟通不畅而

感情出现纠葛， 让观众们操碎

了心；还有人面临了“幸福的烦

恼”，是选择一个让自己开心的

人还是选择一个让自己感动的

人……这些情况都是年轻人在

感情生活中会遇到的情景。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

院副教授朱传欣曾指出：“综艺

节目能否成为 ‘现象级 ’，不仅

取决于它们能否凝聚大众的注

意力， 更取决于它们能否激活

大众的行动力， 在现实社会中

发挥影响。 ”如果说明星类真人

秀引发的话题更多的是粉丝间

的自娱自乐 ，《心动的信号 》则

是直击社会痛点， 引发了一场

“全民情感大讨论”：“女孩应不

应该主动追男生 ”、“在感情中

面临即将分离的状况怎么办”、

“当你喜欢的人可能心里喜欢

别人 ， 你选择将就还是不将

就”……这样的话题在微博、知

乎、 豆瓣以及一系列情感类公

众号随处可见。 据国家民政局

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

近 2亿，第四次单身潮正在席卷

而来———《心动的信号》 就好像

一面折射着年轻人社交和恋爱

问题的棱镜，为年轻人提供或正

面或反面的案例，让他们学习如

何与身边人相处，如何向自己心

仪的对象表达自己。

这 些不就是真人秀区别于

其他电视节目的真正价

值所在吗？ 让人们通过别人的

生活而发现、反思真实的自己，

比如思考我在这个情形下会怎

么做、怎么选择，我有没有和屏

幕中的人有同样的优缺点。 真

人秀就是给了观众一个借别人

的故事来三省吾身的机会。 而

关于真人秀的主题， 平平淡淡

是现实，一波三折也是现实。生

活本来就是这样， 表面波澜不

惊，实则暗流涌动。只要努力地

去挖掘生活中的素材， 寻找能

够引发观众共鸣的社会问题 ，

鱼与熊掌真的可以兼得。

“未来的真人秀无需放弃综

艺精神，但同时也需把价值观与

娱乐性进行有机结合，只有这样

才能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对于

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而言，游戏娱

乐的‘文化放松’与价值地标的

‘文化自觉’同等重要。 ”中国社

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

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这样说。

对于国内的真人秀制作人而言，

美国真人秀的误入歧途是前车

之鉴。而无论是当下《奇遇人生》

奔走相告的好评，还是《心动的

信号》引发的全民讨论，都说明

了一个真诚的事实：以观众而不

是流量为上帝，从现实的视角出

发探寻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人

秀成功的真谛。

日剧《帅

气和尚爱上

我》 剧照，山

下智久饰演

的僧人男主

角在家人安

排下去相亲。

“
肉食妻带”是一个日语词，

其意如字面所示， 日本学

者创造了一个词 “入俗 ”来表

达这种现象。 这一现象可以追

溯到日本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

新的核心是王政复古 ，权力从

幕府回到天皇 ，恢复日本古代

政祭一体的体制 ，而恢复神道

教 的 至 尊 地 位 。 明 治 五 年

（1872） 四月二十五日颁布太

政官令：“自今 、僧侣肉食妻带

畜？ 发等可为胜手事”，即僧侣

可自由吃肉结婚。 这实际上是

打击佛教的一环。 此事前后又

同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佛教

的歧视性政策 ， 如 1869 年规

定寺院不许使用菊花纹章 （菊

花 纹 章 在 日 本 代 表 皇 家 权

威 ），1871 年收回寺领地权并

禁止僧人托钵。 僧人托钵具有

重要的宗教社会学意义 ，禁止

托钵相当于切断了僧团与民

众的社会联系 。 此外 ，积极参

与政治的僧人鸿雪爪向当时

的政府提出解除僧侣不食肉 、

独身的禁令。 他认为当时的僧

侣素质低下 ，已经无法自觉遵

守戒律 ，同时认为僧团戒律不

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 僧侣

可自由吃肉结婚的政令颁布

之初 ，受到了日本佛教界激烈

的抵抗，故日本内务省于 1878

年发布通告 ，言明佛教僧侣肉

食妻带仅代表政府的立场 ，是

否实行由佛教界内各宗派自

己决定。

然而，事实是，至明治三十

年 （1897），日本佛教界普遍接

受了这一政令。缘何 25 年间转

变如此迅速呢？

张文良认为， 这一转变主

要由日本历史上的两条政策所

造成。一是 1879 年政府规定僧

侣必须服兵役， 僧侣从寺院步

入部队，必然改变其生活方式，

尤其是饮食习惯 ； 二是 1889

年， 在议会选举法中剥夺了僧

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其理

由正是僧侣不结婚则不能享受

完整的民事权。于是，佛教界内

人士开始衡量肉食妻带与严守

戒律的利弊得失。与此同时，日

本知识界对僧侣能否结婚的观

念也发生了变化， 如夏目漱石

曾属文赞美亲鸾的肉食妻带 ，

著名评论家田中智学发表 《僧

侣夫妇论 》，认为 “夫妻乃人道

之大节，道义之根源”。

邗 （上接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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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僧人是否可以娶妻？ 是否必须娶妻？
薛晓倩

日本的和尚为何能够自由吃肉结婚？ 今年 6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文良做客上海师范大

学，为大家讲述日本佛教“肉食妻带”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本刊对讲座涉及的主要内容予以

回溯，以飨读者。

（下转 4 版） 隰

■《心动的信号》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