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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101热点
B叠

▲

B02版国内 ▲

B06版中州 ▲

B07版国际

▲

B10版竞技·速读 ▲

B12版文娱·星闻

最无厘头的回答
一名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在面对记者提

问时，首先推脱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
我。”记者追问：“您幸福吗？”这名务工人员认真答
道：“我姓曾。”

因为这名务工人员的无厘头回答，网友们举
一反三在微博中发明了一段记者与尔康的对话。

“您幸福吗？”尔康答：“对，我姓福。”“您满足吗？”
尔康答：“嗯，我是满族的。”

最幽默的回答
一名在郑州就读的大学生与记者的对话备受

网友追捧。“你觉得幸福吗？”“幸福啊。”“你觉得幸福
是什么呢？”“每天把该做的事做完之后，舒舒服服地
玩就是幸福。”“最想要什么？”“女朋友！”“那最坏的
事呢？”“最坏的事是接受你采访，队被人插了！”

被奉为“神谕”的回答
一位收废旧瓶子老人的回答被网友奉为“神

谕”。“您收了多少瓶子？”“73岁了。”“您收了多少
瓶子？”“我吃的政府低保，630块一个月。”“您觉
得您幸福吗？”“我耳朵不好。”

最捣乱的回答
记者采访一名抱狗的游客，恰巧这名游客在

游玩期间也不忘刷刷微博上上网，央视记者询问：
“您幸福吗？”游客笑答：“我幸福啊……我应该姓
什么，那个网络上的。”

“微笑哥”回答受追捧
记者在清华大学采访一名在校大学

生，这名大学生带着微笑的回答乐翻网
友。“你幸福吗？”“我天，我不会还能上新
闻联播吧！我今天不幸福。”“为什么
啊？”“与女朋友刚分手。”

这些回答经过网络转载，再次发
酵。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孟非贴出这样
一条微博：“假如，我是说假如，某天你走
在路上，一个记者突然拿着话筒上来问
你：你幸福吗？你会如何回答，我想听一
听网上的答案。”在10月3日当天，这条
微博就被转发了超过两万次，评论更是
接近四万条，其中的一些答案很有意思，
如“我说不幸福，你能送我一打帅哥还是
三亿美金？”“没时间去考虑自己幸福不
幸福”……

央视新闻“你幸福吗？”引发争议

有人赞：原
声呈现观众

回答是进步

有人弹：幸
不幸福街头

怎能问出来

赞扬和质疑之外，采访中的某些回答也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不少网友表示，清徐县北营村曾姓务
工人员看似无厘头的回答，背后却有无尽的辛酸和
沉重。一名网友评价：“偌大的城市，从未真正向他
们张开过怀抱；林立如云的水泥森林，五彩斑斓的
梦幻霓虹，滚滚而过的金属车流，这些城市风景画，
对于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遥远。他们熟悉是因为，他
们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建起
宽阔的马路；陌生的是觉得自己永远与这道风景隔
着一道窗子。在幸福之门依然紧锁的个体那里，

‘我姓曾’已不全然是语言的解构游戏，更是坚硬残
酷的现实。”

不过也有人表示，这样的街头访问过于简单，
有些主题先行：网友“罗宾”质疑，一到节日，就一定
要说“幸福”么？节日的喜庆气氛，非要用这种“逼
人就范”式的追问给烘托出来吗？“不会跑步的兔
子”则认为：幸福不是靠追问就能得到的，作为媒体
应该去深入采访幸福的细节。网友“紫冰”则表示：
看不出这期节目重点在哪里。比起“幸不幸福”，媒
体更应关注老百姓犯愁的问题，例如农民卖粮难的
焦虑，打工者回不了家的焦虑，离乡者见不着儿女
的忧伤。也有网友认为，如果真要调查“你幸福
吗”，记者要去的地方很多，比如假日高速公路，假
日景区，儿童被拐卖家庭……提问的方式可以换成

“你幸福吗”的相反面。

不少网民认为，节目之所以能红，是因为相比以
往的街访，这次央视为了给民众留下更加“真实”的
感想，许多观众以为“应该被剪掉”的片段，都被原汁
原味地呈现在屏幕上。网友“钱瑾”说：“近些年，央
视改变了很多。标志性的新闻联播虽然依旧是熟悉
的主题曲和固定的腔调，但是主持人越来越年轻靓
丽；纪录片频道拍出了观众喜闻乐见的《舌尖上的中
国》，不少评论员在大型盛事中的解说也开始出现了
白话版，连春晚都开始捡起年度的热词……央视正
在像地方台、卫视台一样变得越来越亲民，也越来越
实诚。”

□据《北京青年报》搜狐网

国庆期间，央视《新闻联播》播放
了一组在街头随机采访普通人的新
闻，采访主要只提及一个简单的问
题：“你幸福吗？”有时记者会再追问
另外一两个问题，如“你最想要什
么？”或者“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你幸福吗？”“我姓曾。”一名务工人
员看似文不对题，却令人遐想连篇的
回答在网络火速走红，被网友们奉为
2012年又一个“神一样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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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姓曾”背后是
坚硬而沉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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