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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卢昱

“男儿当自强，对镜贴花
黄 ；吃个 小 桃 桃 ， 哎 呀 好 凉
凉。”近日，这首描述某网红的
歪诗在网络上走红。诗中描述的是
一位男性网红的奇葩行为，此人在
某平台发布一系列过于女性化的
视频，遭众网友抵制后被封号。

奇怪的是，这名网红的账号
在多个平台被强制注销后，依然
屡禁不止。在某平台，他又注册了
三个小号，意图“东山再起”。网友
们则开始新一轮嫌弃，“我也送了
一张凉凉票”“你一票，我一
票，大号小号都封掉”。

也有网友为这名网红打抱不
平，说“他很好看，像某某明星
小时候”“他并没有做什么严重
的事情，只是‘表演’而已”，
甚至还有男青年效仿此人的行
为，发布大量类似桥段视频，迅
速“吸粉”、攒足流量后“高位
清仓”，把所有视频删除。

为何出现反对与支持者并行
的状况？这与审美标准的混乱有
关。在文化开放与市场经济交融
的形势下，美育未能紧跟节奏，
一些亚文化思潮乘虚而入，致使
很多人美丑不分。而过度娱乐
化、高速产出的短视频内容生
产，迎合了很多人的猎奇心理，
使得低俗、恶俗的文化产品得以
传播。再就是某些卫视推出的各
种选秀节目，故意以性别反差制
造话题，甚至在广告中也有某些
低俗导向，成为“以丑为美”的
放大器。

当然，审美可以多元化，男
性也有讲究精致、细腻、温柔的
自由，现代社会允许更多年轻人
追求“本性化”。可一旦偷换概
念 ， 将 “ 本 性 ” 理 解 为 “ 任
性”，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在
现实中，还是网络上，没有哪一
种行为是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
欲的。无论基于道德还是法律，
都有一条底线是不能碰触的。

尤其是“吃个小桃桃，哎呀
好凉凉”这种特意扩大女性化特
质，且以此为“卖点”、矫揉造
作的年轻人，哪儿还记得存在一条底线。这类年
轻人，要么对法律有盲点，要么别有用心，为了
取悦粉丝、谋求利益，特意展现不合常理的一
面，不断试探底线。说到底，这种行为是一种庸
俗化的展现。

社会发展史表明，像对食物的追求一样，人
类对美、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未变，而那些创作庸
俗、媚俗、低俗作品的人，都不会走得很远。因
门槛较低，越来越多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创作
者、传播者、消费者正在发生融合，生活和艺术现场
也在发生某种融合，这对内容创作的标准提出更
高要求，尤其是如何把握美与丑的边界，如何实
现追求美与传播美的融合，都考验多方智慧。

从审美规律来讲，美和丑并非水火不容，而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比如臭豆腐与榴莲。需要注
意的是，美与丑的转换不是无条件的，必须要借
助人们追求美的心“化丑为美”。比如某位男明
星，结合戏曲的传统扮相和现代化妆技术，以女
性化的扮相、唱腔圈粉，整体表演美而不俗，台
风极正。

再如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和鲁迅先生笔下的
阿Q，虽在文本呈现上都是丑角，但又都是经典
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身上，灌注了两位文学大
师对世事人生的深刻观察、反思、批判。或许，
这两位文学大师“化丑为美”的办法，是当下网
红们告别“任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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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学泽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对于
文艺工作者而言，“‘艺’无操守，行之
不远”也是一项铁律。近来不断有知名艺
人爆出有违公德和法律的丑闻，遭到法律
追究和舆论的道德唾弃，让人们认识到从
艺和做人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秩序，而
道德和法律就是秩序要求。社会公德和国
家法律并非是为某一类人“单设”的要
求，而是需要全体社会公民共同尊重遵守
的行为规范。明星和艺人也是社会的一分
子，在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面前，并无特

殊性，因为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为公
众所瞩目，易形成仿效，社会影响力大，
更应该做重德守法的模范。

文艺工作者要认识到，人品和艺术的
关系，恰如“翅膀”之于鸟，无翅难以高
翔。有人说，艺术和人品没有关系，因为
历史和现实中，有一些人的人品很差但艺
术水平很高——— 这确实也是事实，但是艺
术传播却和人品有直接关系。

一个人艺术水平高但人品很差，人们
就会恶其名而不愿看其作品，进而影响其
艺术传播力。比如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
米蔡”的“蔡”，原指蔡京而非蔡襄。在
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作者借吴用之

口说出蔡京是当时四大流行书法高手之
一，但因为蔡京是奸臣，祸国殃民，后来
就被蔡襄替代了。再如，我过去也喜欢读
顾城的一些诗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多么富有魅力
和哲思的诗句，但后来顾城在激流岛杀妻
后，每次读到顾城的诗，心里就别别扭扭
的。很多人表示，顾城成了杀人犯后，再
不愿读他的作品。最近一些知名艺人爆出
的丑闻，包括涉嫌猥亵强奸、阴阳合同偷
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公共秩
序和利益，伤害了公众的感情，人们就会
对他们的影视作品产生排斥心理。

明星和艺人更要有经受诱惑和考验的

能力。和普通公众相比，明星和艺人因为
某部作品的表现而一夜成名，一夜暴富，
多了一份人生的诱惑和考验。有些明星和
艺人，因为知名度飙升而自我膨胀，因为
财富来得太容易而目空一切，生活奢靡，
自视高人一等，不慎就滑向违法犯罪。

“艺”无操守，行之不远。名声和财
富是把双刃剑，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
也对自我修养提出更高要求。“德艺双
馨”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克服人性弱点之后的结果。人
生是一场修行，明星和艺人在聚光灯下，
需要克服的诱惑多，经受的考验也多，更
需要增强自我控制的能力。

□ 文中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进一步加强演艺
人员片酬规范管理，对违法违规的演艺人
员和相关机构坚决严肃追责处理；中央网
信办正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
圈”乱象治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大治理
力度，刀刀砍向饭圈乱象；失德艺人作品
下架、超话被封……近日出现的种种举
措，表明国家正以零容忍的态度，下决心
整治演艺圈乱象。

世人苦演艺圈乱象久矣。因此，这种
霹雳手段，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猛药
治沉疴，眼下当然是必要的，而从长远来
讲，通过机制建设，保证演艺圈真正的健
康长久发展，更是大家所乐见的。怎样才

能有破有立、破中有立呢？笔者听到的两
个“比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从业者和
群众的愿望。

第一个比方是一个治罗锅的笑话：
某人是个驼背，很苦恼，家人请了乡里
郎中来治。结果郎中把罗锅压在门板下
猛压一气，等抽了板子，罗锅早已死
了。家人与郎中理论，郎中却振振有
词：你只要我治罗锅，并没有要求别
的。这里的意思是：打击演艺圈里的乱
象，当然免不了伴随着对全行业的一定
程度的冲击，但一开始就要意识到，使
行业生机勃勃才是最终的检验标准。事
实上，尽管当前演艺圈问题不少，但也
应该看到，经过几十年大开放、大发展
带来的充分积累，我们的艺术水准已经

有了质的提升，只要环境合适，一个大
爆发的时代并非奢求。此时，就一定要
避免这个庸医的做法，各种政策举措要
着眼于行业的良性发展，避免治一经损
一经的简单化。

那怎样才能做到生机勃勃呢？关键
是处理好收与放的关系：一切行业的发
展，都取决于它所得到的空间有多大。
空间太小，就会萎缩，对演艺圈来说，
代价就是不出好作品。所以一方面对乱
象要坚决不手软，另一方面又要把生态
做得足够大，这就是管理的智慧。

这样第二个比方就派上用场了：现在
的开锁服务，我们都很熟悉而且很多人从
中得益过。但其实最早时，这是个严格被
禁止的行业，因为它曾属于盗贼行窃时使

用的一些技巧。但随着管理理念的改变，
它成为了一种新兴行业，服务于社会。之
所以如此，是在管理上引进了验证登记制
度：进行开锁服务的人，必须严格备案，
开锁服务后，要填写开锁记录，这样也就
消除了本来的担心。

对于演艺圈来说，眼前的“乱世用重
典”是应该的，但长远来讲，最终是不是
也可以更多地借鉴这种管理理念？给足够
空间，放开的同时对违规行为严惩不贷。
比方说本次整治中，明确规定只能作品排
名而不排作者名，这就与艺术创作与传播
规律“违和”。事实上，只要把相关的艺
人或粉丝越界行为纳入法规管理中，就完
全可以放开而不乱，就如开锁市场一个道
理。

□ 朱子钰

因为一场“饭圈”互撕事件，8月27
日，微博平台与明星赵丽颖和王一博双方
工作室就粉丝引导管理相关问题进行了约
谈，并表示对非理性行为决不能视而不
见。

随后，微博平台关闭、永久禁言了多
个违规账号，这也成为中央网信办今年6
月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
行动以来，首个因“互撕”遭大规模禁言
的粉丝群体。8月25日，赵丽颖通过微博
表示，对此次事件造成的影响，自己作出
深刻反省，并倡议大家在网络上文明交
流、和谐讨论、冷静发言。

一位熟悉娱乐圈的人士向记者透露：
“赵丽颖这次很冤，完完全全是被粉丝
‘坑’了。”原因在于，大多数从业者认
为，赵丽颖既有演技又有流量，算是比较
优质的偶像。她什么都没做，却要莫名

“背锅”，凭什么？
在笔者看来，以赵丽颖为代表的群体

一点也不冤。
偶像和粉丝在现实中原本是毫无关系

的陌生人，但在互联网时代，粉丝通过应
援、打榜、控评和反黑等方式全面参与到
偶像的生产与制作中——— 粉丝成为消费工
具，偶像被打造为契合粉丝消费需求的完
美“人设商品”。“赵丽颖”们巨大流量
的背后，肯定也少不了粉丝的“日常打
点”，粉丝通过建设“饭圈”，给予偶像
支持，让他们的作品有流量数据、代言有
购买力。这样看来，偶像以包装过的“完
美状态”换取粉丝的“真情支持”，通过
各种方式构建并传播符合粉丝期待的“人
设”，实则是为自己赚取“真金白银”。
业内人士透露“什么时候需要粉丝控评，
什么时候需要粉丝做数据，背后很多都是
工作室的授意”。如此唇齿相依的共生关
系，粉丝行为出格，没有哪位偶像能够独

善其身。明星们利用粉丝、“饭圈”的支
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却不用承担相应的
义务，“天下没有这种道理”，这是“赵
丽颖”们的第一“不冤”。

“粉丝撑起了偶像的半边天”，互撕
无休、举报无边是当前“饭圈”的突出表
现。有了粉丝流量的“裹挟”，偶像们就
有了谈判的实力，与节目组谈出场费、与
品牌方谈代言费、与剧组谈片酬……也
就默许了粉丝的互撕，这就是为什么互
撕在“饭圈”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赵
丽颖“粉丝互撕”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
巨大关注，为什么事件发生三天后，她
才迟迟发声？在“骂战”刚开始时，明明
可以用“一纸声明”表达态度，制止粉丝
行为，她却没有。长时间无底线、无边界
放任粉丝行为，默默享受着流量变现带来
的直接好处，直到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
时，才匆匆致歉，这是“赵丽颖”们的第
二“不冤”。

我们要看到，围绕“饭圈”形成的一
条隐形且周密的产业链，实际上是娱乐企
业、经纪公司、职业粉丝、平台的“合
谋”。当粉丝疯狂地、不顾一切地为捍卫
偶像互撕时，这些幕后“玩家”正在进行
利益瓜分。“饭圈”乱象的产生有粉丝的
盲目追星，也有他们背地里的推波助澜，
因此砍向“饭圈”乱象的举措，不应也不
会让偶像一方侥幸逃过，因为这才是治理
“饭圈”乱象的根本之策。

“艺”无操守，行之不远

两个“比方”看演艺圈治理

“赵丽颖”们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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