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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与收编

———《爱情公寓 2》中的恶搞现象分析

赵 洁

【摘 要】至今，《爱情公寓》已经播出了三季，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和第三季都加

入了不少的恶搞元素，剧集中的恶搞在博得大家开怀一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恶

搞文化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带有颠覆和抵抗的功能，大众通过恶搞权威来获得一种躲避或冒犯

的快感，通过将各种文化符号的挪用、拼贴等手段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非理性的、非常规的、滑稽的意义，以获

得一种生产性的抵抗快感，但这种抵抗却又是仪式性的，最终逃避不了被商业收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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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常上网的年轻人来说，《爱情公寓》这
部电视剧肯定不会陌生。就是这样一部在当时看
来既没有大牌明星，也没有豪华班底的剧集，却在
2009 年的夏天创造了收视奇迹，让一大群年轻人
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它的忠实粉丝。至今，《爱情公
寓》已经播出了三季，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
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和第三季都加入了不少的恶
搞元素，剧集中的恶搞在博得大家开怀一笑的同
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在这
里，我们以《爱情公寓》第二季作为文本分析对象，
将其中的恶搞现象放置在青年亚文化的视域下进
行一番解读。

一、恶搞文化的抵抗性

一个社会的文化有其代表性的主流文化，除此
之外还存在着种种亚文化( 次文化) 。比如七十年
代诞生在英国的朋克一族就构成了一个很典型的
亚文化群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可能不尽相同，但音
乐特点却如出一辙，那就是反叛传统，反叛制度，反
叛日渐枯竭毫无激情和意义的生活。“主流文化
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
亚文化是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
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
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的
系统的子系统。”［1］ 而恶搞文化以娱乐搞笑为宗
旨，采用戏仿、拼贴、挪用等后现代艺术常用的技巧
和手法，颠覆了经典的神圣性、消解传统的价值观，

张扬个性，争取话语平权，已汇集成为一种典型的
网络亚文化。加之恶搞文本的生产者和受众大多
是出生于 70 年代中后期和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因
此，我们也可将其划定在“青年亚文化”的范畴之内。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是对青年亚文化研究最为
深入的，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亚文化对主流文
化及其霸权的抵抗，他们认为: “亚文化是与身处
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
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的紧张点，他们可能反对或
抵制主导和主导的价值和文化。”［2］恶搞文化作为
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也带有颠覆和抵抗
的功能，大众通过恶搞权威来获得一种躲避或冒犯
的快感，通过将各种文化符号的挪用、拼贴等手段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非理性的、非常规的、滑稽的意
义，以获得一种生产性的抵抗快感。费斯克就说:
“大众快感必定是被压迫者的快感，这种快感必定包
含着对抗、逃避、冒犯性、粗俗、抵抗等因素。”［3］

在《爱情公寓 2》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主流
电视节目、电视剧的恶搞桥段。比如在第一集中就
对当时黄金时段热播的婆媳关系电视剧进行了恶
搞，还包括穿越剧、选秀节目等等。同时也恶搞了
当时的一些热点新闻事件，比如发表获奖感言先要
感谢国家( 第 5 集) ，河中要价捞尸( 第 10 集) 等
等。除了以上恶搞对象外，剧中也有很多对名人的
恶搞，比如导演朱延平、快女曾轶可、知名女演员等
等。在对权威、经典的解构与颠覆过程中，大众获
得了冒犯和躲避抵抗式的快感，也正是在这种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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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下，恶搞才会在短时间内广受欢迎和追捧，
进而掀起一股全民狂欢的浪潮。恶搞可以是一种
狂欢式的自由发泄，通过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玩世
不恭、调侃诙谐来讽刺和颠覆主流社会的道貌岸
然、保守迂腐、霸权文化等。可以说，它们的流行，
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青年人对公众、社会领域规范
不满意却又无能为力的结果。

下面是该剧第一集中对当时黄金时段热播的婆
媳关系电视剧的恶搞。可以看出《爱情公寓》第一
季虽然在各大卫视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但因其
题材的限制，第二季仍然没有办法上黄金档。导演
对黄金时段主流电视剧的恶搞，表现出的是对主流
电视剧的对抗，恶搞中还夹杂着些许讽刺的意味。

唐悠悠在片场恳求导演给她加戏。
唐悠悠: 那您看看我还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导演: 我后面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角误杀了

恋人伤心欲绝，他回到城里娶妻生子，过上了平凡
人的生活，可他妈妈一直不喜欢媳妇，婆媳之间矛
盾不断，她们俩才是主角。

唐悠悠: 这不是动作片吗，怎么都是婆媳关系。
导演: 这叫古装魔幻苦情剧，现在光拍动作片

哪还有婆婆、妈妈、阿姨要看，你要是没有婆媳、孽
债和第三者，根本上不了黄金档，你看，婆婆早就来
了。( 穿着巫婆装的婆婆在化妆)

二、商业对恶搞文化的收编

有抵抗就会有打压和规训，这是不可避免的。
恶搞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尤其面临另一个不可逃
避的宿命，就是商业对其的收编。霍尔等人在《通
俗艺术》里已经触及到了青少年亚文化被商业化
“收编”的问题。他认为:“十几岁人的文化是货真
价实的东西和粗制滥造的东西的矛盾混合体: 它是
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
草肥的大牧场。”［4］他已经看到了亚文化是青年寻
求是自我认同，展现自我个性的舞台，但同时商业
文化一旦从中嗅到了商机，便会随时准备从中攫取
所需。《爱情公寓 2》实际上就是一部将恶搞商业
化收编后呈现在大众视野的电视喜剧，它通过电视
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将已经“净化”和商业化
收编后的恶搞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爱情公寓
2》向我们展示了当商业文化与恶搞文化合谋后，
商业资本利用其对自身所生产的文化符号的挪用
与拼贴，看似恶搞了自己，实则在这个过程中达到
它商业宣传的目的。

比如《爱情公寓 2》第十四集中有一段恶搞巴
黎欧莱雅广告的部分，虽然将产品的名称改为了
“龙虎牌万精油”，但从镜头画面及所说广告词中

我们能一下将二者联系起来。表面看起来是恶搞
了欧莱雅，但就在观众将其与原文本对象在头脑中
联系起来的时候，也就完成了其商业宣传的目的，
成功地通过恶搞的方式获得其所需要的受众关注
度。我们再来看看剧中对益达广告恶搞的段落:

曾小贤、张伟和吕子乔在酒吧里见到了一位美
女( 秦羽墨) ，张伟回忆起和她的邂逅……他在屈
臣氏邂逅了秦羽墨，正在默默观察她时碰见一菲，
说超市口香糖打折，于是他拿了两瓶益达口香糖，
到柜台结账时收银员说他的会员卡没有激活不能
打折，就在此时，秦羽墨递上了她的会员卡。

张伟: 这怎么好意思呢，其实，我也是会员。
羽墨: 这个对牙齿好哦。( 转身离开)
张伟: ( 拿起一瓶益达) 嗨，你的益达。
羽墨: 是你的益达。
张伟: 不，是你的益达。
羽墨: 是你的益达啦。
剧中将邂逅的地点选在了屈臣氏，大家会很明

显地从镜头中看到屈臣氏的字样，这其实就是大家
在一般的电影与电视剧中常见的植入广告的方式。
而于此同时，“嗨，你的益达”，一句经典的广告语
却一下让观众辨识到这段情节设置恶搞了益达口
香糖的广告，一个段落完成了两个植入广告的宣传
目的。很多时候，导演想通过恶搞表达自己或者说
他们这群人对主流文化和权威的反叛精神，但当其
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时，却又避免不了商业的介
入，成为了商业宣传的工具。在无法逃避商业收编
的命运时，我们就要思考如何在这种商业介入的情
况下延续恶搞带给受众的这种抵抗快感。《爱情
公寓 2》似乎也在这方面试图做出一种权衡，它在
商业文化介入的同时依然对主流与权威保持自己
的姿态，从前面举的一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出。但它
也借助商业资本的支持将自身的姿态和所要表达
的年轻人的个性、独立的反叛精神传递给了更多的
人。所以，与其说商业将这种亚文化进行收编，倒
不如说是二者相互纠结、互相利用，最终实现各自
的目的，谋取各自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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