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吕 晗

电话:(0531)85193618 Email:wtzx@dzwww.com文化16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3：40 印完6：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文中

艺人“翻车”事件不断，艺人的道
德建设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圈里
人”也在积极行动。日前，某电视台80
多位艺人自发签署了《自觉践行崇德尚
艺努力做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承诺书》：
坚决抵制违法失德劣行，坚决抵制恶俗
粗劣表演，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的青年文化引领者……

承诺书一经发布，立即登上了微博
热搜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批网友对
此举并不认可，“作秀”“形式主义”“不会
有实际效果”之声不绝于屏。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这
是普遍认定的道理，但为何大家不买账
呢？恐怕还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已很多次
了，不见显效，就如一个药方，吃多了
无效也就不相信了一样。事实也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网友的观点：近些年来加强
艺德建设的各种举措很多，业内整体水
平并没有让社会满意。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圈必须

把艺德建设必须放在首位，这是不能有
丝毫动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做
才能更有效。这里有必要先从方法论上
探讨一下怎样抓艺德这一命题。

为提高艺德而抓艺德，这种思路是
不是最有效呢？有句格言：真理不是笔
直的。凡事都是复杂的、有深层矛盾
的，没有一样问题的有效解决是胡同里
赶猪直来直去能做到的。这就如下棋，
越直接越低劣，相反，那些迂回的、隐
而不现的招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
果按这一规律，那为提高艺德而抓艺
德，就不免有简单化的嫌疑了。

既然就事论事不高明，那就需要寻
求更具根本性的、更要害的着力点：任
何一件事，必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追求作
为其自身的“锚定”。找到了它，就如
纲举目张，相关的整体运行，都会变得
合理——— 因为符合了内在规律嘛。否
则，就会百弊丛生。所谓的乱象，无非
就是不符合规律的外在体现而已。

对于艺人，最重要的“锚定”是什
么？自然要回到本身，从“艺”字上刨

根问底。也就是说，在提高和塑造艺人
的过程中，怕的倒不在“失德”，而在
于“失艺”。

道理不难理解：如果艺人都以
“艺”作为“锚定”，就会在圈子里形
成一种终极的追求，就是我们所说的职
业精神、业务风气，这种氛围形成，会
使整个圈内有往艺术使劲的价值追求，
最大程度上压缩各种歪门邪道的空
间——— 当然一点儿没有是不可能的，哪
里都不可能有真空，但起码使主流得到
了保证。

而失去了“艺”的“锚定”，艺术
圈就如王朝“失鹿”，不知几人称王几
人称霸了，必然各显神通、花样百出，
最后乌七八糟。这时即使你再强调道德
建设，也是徒劳——— 因为没有“锚定”
了。打个更容易理解的比方：一个车
间，如果一直生产顶尖产品，那车间里
的各种运行在需要保证这一目标的前提
下，旷工者打架者等事情一定会少。而
如果仍是这帮工人，却没有了这个产品
的生产，则肯定会陷入小丑跳梁、好人

受气的混乱，车间主任再教化也没
用——— 如果车间主任还没有变质的话。

这么强调“艺”，那艺高而失“德”的
人，岂不大赚便宜？不会的。我们深入解
析道德就会明白，道德本身就是为了人
我两利，本身就以“看不见的手”施展着
奖罚的功能。只要圈子正常运行，那出现
失德之人，道德也会给予惩处——— 多行
不义必自毙，而那些更自律的人，也会得
到奖励，有更大的成就。在艺术发展实践
中，这一规律是处处可见的。

所以，当前文艺圈里的道德问题，都
能从技艺的不振上找到根源。所谓失德，
从根本上讲，是艺术追求不严、水准不高
的次生灾害。要提高艺人的整体品格，要
害在于提高当前的艺术水平，以艺术的
精粹来确保艺人“有行”。也就是说，社会
主义艺术事业全面大繁荣之日，必是艺
术行业道德水准大提高之时。

当然，怎样致力于艺术的提升，就
是另一篇大文章了。但从眼前来说，起
码要弄清这个前提，让文艺圈和全社会
都清晰正确的用力方向。

抓艺德的正确姿势

□ 朱子钰

于正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新剧《玉
楼春》正在热播。数据显示，话题#玉
楼春#在新浪微博的阅读量达到了15 . 9
亿，斩获了十几个微博热搜。同时，
《玉楼春》还以9989的站内热度霸居优
酷电视剧热度榜。然而，与一马当先的
热度相比，《玉楼春》的口碑却不尽人
意，豆瓣评分仅有4 . 9分，网友的评论更
如大型翻车现场般不忍卒读。

《玉楼春》被公众讨论最多的是其
照搬了《红楼梦》的人设：男主角孙玉
楼出生簪缨世家，却对仕途不屑一顾，
是但闻胭脂粉香的公子哥，对照角色是
贾宝玉；大姐姐孙有贞入宫被封为当朝
贵妃，投射的对象是贾元春；三嫂许凤
翘从小被当男孩养，性格泼辣，长袖善
舞，自然让人联想到了王熙凤……此

外，剧中的一些台词也被质疑“抄袭”
《红楼梦》，比如贾宝玉见林黛玉的开场
白，不伦不类地嫁接到孙玉楼想在初次
见面时吓退姚滴珠的话术上：“好个俊俏
的妹妹”“我吃过那么多的胭脂”……

更让网友愤怒的原因在于，《玉楼
春》搬运了《红楼梦》，又集中了大女
主的复仇、家族爱恨情仇的撕扯等多种
时下流行元素——— 在《红楼梦》相似的
框架中，填充上不一样的骨肉，人设、
台词、故事情节照搬，但精神、内涵、
韵味一点没传承。网友还发现：女主角
林少春的家庭背景套用了《赵氏孤
儿》；林少春进入戏班学艺是为了赴京
赶考，为父伸冤，这种戏码套用了《女
驸马》……可以说，将众多经典桥段融
合在一部剧中，却没有过硬的剧情予以
支撑，如此东施效颦，观众不禁怒问：
编剧的原创能力到底在哪里？所以大家

形象地评价这是一部只有华丽外表，没
有坚硬内核的“草包剧”。

是谁给了于正这样做的勇气呢？答
案就在于正的自我辩白中：“《玉楼
春》是合家欢，要兼顾所有人的喜好。
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肯定也有人不喜
欢，比如文化程度不高的，把别的电视
剧当文化标杆来衡量的；文艺腔的；喜
欢挑刺儿的……”———“数据”，也就是流
量，正是于正的底气所在，“不喜欢的
人”大可不喜欢就是。

有了这种想法，关乎《玉楼春》的
一切也就有了答案。剧中精致的明制汉
服“出圈”，源于一条“《玉楼春》剧
组回怼韩国网友成功登上热搜”的新
闻：有韩国论坛上出现了“于正新剧服
装抄袭韩服”的声音，但令人疑惑的
是，这几条韩网留言并未有人点赞且韩
语用法也不规范。有博主还发现，所谓

截图里的韩国网友疑似是小号冒充的韩
国人。还有证据体现：《玉楼春》以
“零宣传裸播”形式，7月26日在优酷
独播，7月27日主创演员就已经整齐划
一地带着#玉楼春韩网评论#的话题进行
回击，“剧组的反应速度也着实快了一
些”……如此不遗余力营销汉服也被网
友用“炒作”两字戳穿——— 说白了，还
是为了“流量”。

看不到真正的思想内涵，虽不缺热
度，但《玉楼春》仍然翻车了。这车翻
得好。它告诉我们，市场在转型，观众
在进步，内容为王终归要占据艺术创作
的主流。那些缺乏精神、内涵、韵味的
创作，不管多么喧嚣一时，最后总会留
下一地鸡毛，被观众抛弃。从这个角度
看，以于正的作品来验证他口中流量为
王时代的结束，也正称得上是恰如其
分。

“流量为王”的终结

□ 李梦馨

一纸退圈声明，为霍尊的演艺生涯
画上了句号。相较于计较当事人的孰是
孰非，霍尊事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考机会：明星
隐私的空间、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要
将其公之于众，那遵循的伦理又应该是
什么？

八卦是人之天性，明星的私生活，
向来是“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消遣，
融入社交的谈资，甚至排斥异己的手
段。面对明星隐私，似乎已心照不宣：
对于艺人这一行当，博取公众关注与让
渡部分私人空间，达成了无可奈何而又
理所当然的交易。

一方面是艺人的主动为之，譬如各
色综艺节目对明星私生活的渗入，已婚
的有婚恋观察、带娃综艺，单身的也有
关于独身生活、亲子关系的真人秀，不
管人设如何，总有个曝光的由头。

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暴露，个人感情
的分分合合有必要向公众交代，已经成
为某种意义上的“潜规则”。但当普通
的情感纠纷已提不起兴致，“吃瓜”群
众的八卦阈值不断被抬高时，对于私密
的暴露也不断突破底线。对自我包装是
必修课的艺人来说，假若一招不慎，带
来的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性死亡。

按照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理
论，人的言行，有“前台”与“后台”
之分，两者行为殊异，普通人亦很难例

外。对于公众身份属性加持下的艺人，
区分两者差别就更为重要。

而从当下霍尊事件看，人们的关注
点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个区分：此次
事件中的一大爆点——— 霍尊与其好友的
群聊“沪上情欲流”，正是“后台”变为“前
台”的一个典型事例。人们一边倒地集中
在对霍尊言论的口诛笔伐上，而忽略更
为关键的判断——— 当事人的“后台”表现
是否代表了他的真实面目。

霍尊自我陈辩，所有言论只是一时
“口嗨”，这话的真假暂且不论，但基
本前提是，这都是他“后台”的言行，
是应该与“前台”标准有所区分的。这
就如国内一个著名演员，以演技闻名，
但其实在真实生活中是个结巴，人们却

并没有因此而责难其表演——— 两件事情
性质其实是有些相近的。所以对于霍
尊，假如他的言行并没有落实到行动
中、而只限于言语，那我们就应该给予
更合理的判断和评价。因为“后台”的
言行，虽不能完全与自我心理活动一样
“论迹不论心”，但也庶及近之。以
“前台”标准要求“后台”表现，是不
公平的。

我们强调“前台”与“后台”的区分，
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环境、
更好地保护艺人，更是因为这对我们每
个人都很重要。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放任
对别人“后台”的“前台化”，每个人都有
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警惕、抗拒这种
放任，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分清艺人的“前台”与“后台”

□ 泉子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网络
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并下发通知，
重点围绕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内涵、题材
类型、评审投票、嘉宾人员、话题评论
等关键环节提出管理要求，严格控制偶
像养成类节目，要求偶像养成类节目要
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不少人对此
大力点赞：追星乱象，到了要偃旗息鼓
的时候了。

准确地说，偶像养成类节目算是舶
来品。这种节目类型最早起源于韩国，
自2018年进入中国市场后便以强劲的势
态受到广泛关注。随着偶像养成类节目
迎来创作红利期，各大制作平台纷纷加
强对同类节目的创作，进一步促进了节
目的火热。相较于传统的选秀类节目，
偶像养成类节目的核心在于赋予观众极
大的参与权和选择权，节目组预先选拔
的练习生以“素人”的形象出现在观众
面前，普通观众通过为喜爱的选手打榜

投票和宣传应援，一步步陪伴他们“出
道”成为明星偶像。

可以说，节目制作方把受众的心理
需要“拿捏得死死的”。受众能在观看
偶像养成类节目的过程中暂时释放和忘
却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获得精神的满足
和心灵的慰藉。粉丝更将自身所期望的
优秀品质投射到选手身上，并以选手的
行动去刻意对照、迎合自己内心设定的
所谓“高标准”。偶像养成的过程，需
要粉丝与选手的彼此扶持，相互鼓励，
因此为偶像摇旗呐喊、宣传拉票，成了
每个粉丝最热衷的事。在他们看来，明
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这种亲密关
系“非同一般”。

但为了提高节目和选手的关注度和
曝光度，选手的某些个性往往会被刻意
放大形成人设标签，甚至通过后期恶意
剪辑刻意生产舆论话题，不断制造粉丝
争辩的热点。以流量高低为唯一标准的
评价模式不仅加剧了偶像养成类节目内
容上的猎奇倾向，也助长了一些粉丝无

底线为偶像宣传，恶意刷数据，甚至抹
黑其他选手和粉丝的非理智行为。一些
平台商家利用粉丝对偶像的支持，以设
置用户投票权限或发售联名商品等方式
制造消费欲望，为消费至上观念推波助
澜。这些做法造成了部分粉丝非法集
资、购买大量饮品后倒掉只求瓶盖投票
二维码、为违法犯罪艺人摇旗呐喊等乱
象。

而偶像养成观众的低龄化，更值得
警醒。《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
民规模持续增长，触网低龄化趋势更为
明显。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 . 83
亿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
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参加过粉丝应援的未成年网民占总
数的8 . 0%，主要参与者为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上述乱象主张和营造的价值观念
往往游离于主流价值观之外，对未成年
人的影响十分恶劣。所以说，此次对网
络综艺节目进行专项排查整治，更重要

的是要对粉丝经济背后的灰色产业链进
行整治，消除对青少年群体产生的负面
影响。

“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调控，“学
艺先学德”也不应成为一句明星塑造人
设的空话。既身为明星，就应承担树立
榜样、照亮前行之责，在行业规范之外
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拥有一身真本
事，怀揣一颗赤诚心，才能在粉丝心中
长久闪耀。否则，一出事就以“无知”
当借口，祈求社会原谅，一旦触碰了道
德原则、法律底线，葬送的就不只是演
艺事业，人生也会留有污点，那是多少
痴情粉丝都救不回来的。

营造风清气正、天朗气清的健康娱
乐环境，也需要引导粉丝更加理性。
“追星追到失去三观”，正是粉丝与艺
人之间关系畸形造成的严重后果。还要
提醒一句：与其崇拜遥远的明星，指望
明星成为前行的方向与动力，不如做自
己的星星，努力提升自我，成为能够照
亮一方的“发光体”。

到底要怎样“养成”偶像

据猫眼实时数据统计，上线刚满一周的电视剧
《扫黑风暴》已夺得网剧收视的冠军宝座。不少网友
在该剧的官方微博下留言“催更”，称该剧更新速度
太慢，根本不够看。

《扫黑风暴》是涉案主题剧，根据中央政法委
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由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
衔主演，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
藤市突破“九一五”重案的故事。在督导组的指导下，

“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专案组组长何勇共
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该剧制作精
良，剧情流畅，细节丰富。每当重要情节播出后，许多
网友纷纷化身侦探，分析剧中人物的一举一动，蛛丝
马迹都不放过，挖掘剧情中的伏笔。

另一上榜的新剧黑马《理想之城》收视也在一
路飘红。该剧由孙俪、赵又廷领衔主演，由若花燃
燃小说《苏筱的战争》改编而成，讲述了建筑造价
师苏筱在乱象丛生的建筑行业内捍卫职业信仰，不
断成长的故事。剧中夏明与苏筱的感情线也备受关
注。此外，《你是我的荣耀》收视依旧稳健，长时
霸榜。

“超硬核”《扫黑风暴》

掀收视狂潮

近年来，各类别出心裁的小众博物馆不断涌现：
有的全心研制收集与生活有关的各种气味；有的专
门收藏对于失恋者意义非凡的纪念物；有的展出巨
量的诱人泡面满足食客味蕾的无限想象……除此之
外，还有一批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了生活不同
场景中的声音，以精良的制作推出系列电台节目吸
引大批听众。在喜马拉雅音乐类热播榜中，《自然声
音》以9 . 3分位列第一，已拥有5 . 2亿的播放量。

据了解，该节目的制作初衷是“记录生活中美好
的自然的声音”，“音效”“睡前”“自然白噪”是节目的
关键标签。打开节目播放列表，不仅有“新年钟声”

“菜市场”“街道夜晚”“餐厅后厨”这样捕捉生活日常
的声音，还有“橘子洲流水声”“大明湖湖水”“虎英郊
野公园的夜”这类独特场景的定制记录。“必须给十
分好评”“非常治愈的声音，清澈空灵”“听着很快就
能入睡”，听众粉丝纷纷热情留言。目前，《自然声音》
已有118个声音片段，节目仍在持续更新中。

声音记录美好生活

《自然声音》登热播榜榜首

疫情背景下，很多人选择打开书本，重新了解人
类与传染病较量的历史，通过阅读和思辨实践理性，
收获满满的勇气。这其中《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
诗》由历史学家约翰·M·巴里所作，豆瓣评分高达
8 . 7。“大流感”指1918年-1919年肆虐全球的流感大流
行。本书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再现了流感发
生、发展至冲击世界的过程。最为突出的是，本书不
满足于单线索的论述，同时将科学、政治纳入读者视
野，纵横交错地记录了多领域的互动。在大历史的叙
述下，读者可以看到当年众多的科学家和医生所展
现的探索的勇气。

此外，《瘟疫与人》《病毒来袭》均获得豆瓣8 . 0评
分。《瘟疫与人》讲述了一个更为久远的故事。历史学
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采用了历史书写
中的编年写法，详实探讨了从史前时代至二十世纪
前半叶传染病在世界各地暴发的情况。《纽约书评》
称“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病
毒来袭》的作者内森·沃尔夫则将自身的研究体验写
成生动的文字，带领读者揭开艾滋病毒的起源面纱，
重新反观了病毒在人类进化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传染病史类评分排名最高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电子化、无纸化成为阅读生活的新模式，扮
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豆瓣读书也据此开辟电子书
阅读热榜，据实时数据，《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登
电子书热榜榜首。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是大众心理学读物，
作者罗伯特·戴博德具有丰富的心理学研究和临床
实践经验。在这本书中，罗伯特·戴博德设置了一个
突然陷入郁郁寡欢情绪里的蛤蟆先生，讲述了一个
抑郁症患者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勇敢探索内心，找
回信心和勇气的生动故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
变得更好。能帮你的人是你自己，也只有自己”，这句
话在读者留言中被屡次提及，可见短短数言产生的
巨大力量。

居于排行榜第二位的是网络文学作品《你是我
的荣耀》，由高人气作家顾漫创作。该书同名影视剧
近日正在热播，由当红明星杨洋与迪丽热巴领衔主
演，收视成绩不俗。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自问世起即获得巨大的关
注，居于榜单第三位。本书是青年作家林奕含生前唯
一出版的作品，小说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书写而成，
作家冯唐认为：“这本小说，不仅是汉语文学中稀有
的直面人性之迷乱的故事，划开肌肤，展现血
肉……”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整理）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登电子书热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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