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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乐

2021年最新翻拍版《天龙八部》被群
嘲，有网友直言“请所有主创立刻向金庸
先生致歉”“一集劝退”，截至目前，
《天龙八部》（2021）豆瓣评分只有3 . 5
分。围绕“大IP”翻拍的剧目数量不少，
观众反响好的并不多。特别是近几年的新
版和老版相比，口碑更是堪忧。难道是如
今的观众不爱看武侠剧了？

恐怕原因不在于此。尽管当下古偶剧
大行其道，武侠剧仍有广大的市场。以金
庸先生作品为例，其中的江湖侠义故事，
传递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小人物的爱恨恩
怨同样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文字和痴醉
缱绻的侠骨柔情，无论呈现给哪个时代的
读者去品读，应该都有欲罢不能之感。随
着互联网的流行，很多人还发现，近年来

大火的网文，遍地都是老爷子早就用烂的
梗，不得不让人佩服金庸先生在几十年前
就大开脑洞。所以，有人也称金庸武侠小
说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成人童话”，其
诸多作品时至今日仍是拥趸无数。有这么
强大的“IP”做基础，影视剧的拍摄，想
不“火”都难。

“火”也会带来风险。每次出现新版
本的金庸剧，观众就拿新老版本进行比
较。这似乎也成了观剧习惯。眼下热播的
最新版《天龙八部》也没能“逃”（或许
也不想“逃”）掉这种习惯。而引出的热
度，好像并不是因为拍得有多好。

观众首先吐槽的是选角，人物塑造给
观众一种轻浮感，总让人感觉有些草率。
乔峰的扮演者是台湾演员杨祐宁，杨祐宁
面孔虽是棱角分明，但观众反映他过于
“暖”，演豪气干云、气度非凡的丐帮帮

主乔峰有一定偏差。再看饰演段誉的演员
白澍，明显有模仿陈浩民版和林志颖版段
誉的神情，但是段誉在原著里的气质是
“痴”，“痴”与“傻”大有不同，新版
段誉明显有生硬的模仿，令观众觉得别
扭。首集段誉的扮相就引来广大网友质
疑：戴耳钉、斜厚刘海、甚至口齿不清，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还是书迷心中那个
风度翩翩、帅气多情的公子吗？

观众对剧情改编也很“无语”。“段
誉见到王语嫣后尿裤子”更遭到网友强烈
吐槽，“尿裤子”甚至给了特写，不少观
众表示完全被这个片段劝退。

台词设计也非常不严谨，处处踩雷。
丐帮帮主汪剑通脱口而出“我们出道多年
了”，这在网上已经成了个“梗”——— 原
来丐帮真的是“江湖天团”。而甘宝宝向
段誉问候其父段正淳，直接称其为“家

父”，诸如此类台词漏洞百出，实在影响
观感。

其实，想每次翻拍都超越经典也着
实困难。近年来，金庸IP翻拍剧翻车的例
子已有不少。2013年版《天龙八部》和去
年张一山主演的《鹿鼎记》已经败走麦
城。没有了基于原著严谨的选角、扎实
的还原、合理的改编，只用“蹭流量”
的心态去粗暴处理，其实不仅对明星演
员、导演、制作方，甚至对IP都是一个不
小的伤害。

秉持匠心，是致敬经典最好的方
式。陈世骧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天龙八
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能实
现深入研读，定准如是的基调，不“为
还原而还原”，去挖掘角色魅力，或许
才能做出精品。说到底，翻拍，呼唤的
还是温情和敬意。

翻拍经典武侠剧，且怀温情与敬意

文娱整治：天清气朗，民之所盼
□ 周学泽

近日，就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国家有
关部门作出部署，打出组合拳。综合治理
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
娱领域出现的问题，正是民之所盼，群众
拍手称快。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
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
途的灯火。”文艺作品是国家和民族精
神的外现，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引领，文艺领域风清气正，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

不良的文娱倾向，以吸引眼球为上，
不惜以丑、奇、怪为噱头，流量为王，这
不是在追求艺术和美，而是唯利是图。前
段时间，一个叫徐勤根的人在网络平台发
布《人类高质量男性》的视频，以猎奇的
言论自称“人类高质量男性”，目标则是
“求偶人类高质量女性”，其微博相关话
题最高阅读量破亿，“人类高质量演绎大
赛”的模仿视频总播放量近30亿次。走红

一个月后，“人类高质量男性”开始对粉
丝群收费，想要入群者每月收费2 . 5万
元，“包年价”7 . 5万元，还试图对粉丝
提供“金融领域的付费服务”，可谓丑态
毕露。

围绕流量明星形成了庞大产业链。一
些文娱流量明星形成套路化的营销模式：
流量靠“刷”，人设靠“造”，评论靠
“控”，口碑靠“营销”。粉丝运营部门
负责买粉、买热搜，组织粉丝打榜、应援
等；而公关公司则从网站评分、控评等方
面为流量明星舆论造势、扫清障碍。流量
明星背后是巨大而复杂的商业利益，成为
商战的棋子。

网络水军搅浑了网络生态，对网络正
常传播秩序造成干扰破坏。仅2017年，在
有关部门组织的打击“网络水军”违法犯
罪活动专项行动中，被破获的违法犯罪案
件达40多起，涉案总金额上亿元，查获并
关停涉嫌非法炒作的网络账号5000余个，
关闭违法违规网站上万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影响

人，价值观决定人的行为。文娱乱象产生
不良偶像，传播不良价值观和行为，给青
少年健康成长抹上一层阴影。青少年普遍
涉世不深，模仿性强，仿佛一张白纸，遇
朱则赤，遇墨则黑，长期受不良文娱行为
影响并模仿学习，道德和价值观畸形，其
危害可想而知。现实中，被不良的文娱行
为“毁坏”的青少年不在少数。一些人荒
废了学业，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本
来的栋梁之材“夭折了”，家长对此痛心
疾首，因此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符合人民利
益，受到普遍欢迎。

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
失德等文娱领域出现的问题，有关主管部
门就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影视业健
康发展、强化网络内容监管等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对明星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低俗信息炒作和劣迹艺人
管理等不断加大整治力度，取得一定成
效。但要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文娱界一些丑恶现象常以新方式新
手段死灰复燃，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饭圈”乱象等新情况新问题还会迭出，
因此，综合治理必须严治常治，坚持干净
彻底原则，要除根，不能一阵风。

在整治过程中，一些粉丝仍执迷不
悟值得警惕。“吴亦凡事件”后，网络
上曾掀起一波“洗白”巨浪，一批粉丝
号和营销号说什么“谁还不犯点错啊，
我就不脱粉”；而在此之前竟然还有一
些演员、编剧等为其违法失德行为站台
“洗白”，公开发表违背伦理、不讲公
德的言论。这说明中毒之深，也说明改
正之难，治理不可掉以轻心，需要下大
力气。

整治，要除旧，更要布新，要树立新
的榜样。年轻人喜欢追星，但追什么样的
星，有很大不同。追堕落的星、颓丧的
星，不但本人缺乏健康向上的活力，也让
人担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如果是追钱学
森、钟南山、陈薇这样的民族英雄之星，
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
量”。我们就是要追求这样的“天清气
朗”！

□ 逄春阶

我理解，“饭圈”应该是脱胎、衍生
于“粉丝”“粉群”。一开始是仰慕某一
位或某几位明星，自发形成的一个个小圈
子，很草根，很随意，像大排档撸串喝
酒，自得其乐。粉丝们互相交流追星的体
会，甚至模仿明星的言行举止，就有了球
迷、戏迷、歌迷、乐迷、影迷等。可是，
随着各种利益链条的纠缠，形成了以明星
偶像为核心，有“机构”（资本）维护其
“顶流”，甚至要求签到、发帖、打赏、
“打黑”“排异”，以其人多势众绑架舆
论、道德、市场，以确保资本增值的恋
星、造星、追星、养星、吃星的文化市场
现象级网络景观。“饭圈”成了一个畸形
圈，一堆“饭桶”傻呵呵地享受着所谓的
“自由。”

从表面上看，明星是“饭圈”的核
心，粉丝像被磁石吸着，眼球被明星的任
何信息牵着，其实背后有强大的利益圈在
支撑，他们负责包装、炒作明星，明星领
着粉丝成了圈钱的机器。这个利益组织研
究透了粉丝的喜好，比如喜欢叛逆、猎
奇、刺激等出格行为。为吸引眼球而吸引
眼球的信息一旦泄露，引来围观与尖叫，
瞬间成为爆款，资金就流动起来了。有网
友说，这是市场运作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
逻辑的网络版。一点不假。打开手机，衣
着暴露的游戏角色，各种挑逗暗示的美女
主播，露露肉、卖卖萌，删还删不掉，有
时关机都关不掉。这一切都是“饭圈文
化”的外溢。我这老头儿手机操作不熟
练，也深受这“次生灾害”之苦。

一味将明星神化，幻化，只关注明星
卖萌，不看这个明星有没有值得效仿的东

西，有没有内涵，只看颜值，只看萌态，
吃了迷魂药一般，病态的追星方式，狂热
的明星崇拜，为追星阶层树立了方位错误
的标杆。长此以往，沉迷于“饭圈”就会
丧失基本的公民意识，蔑视公民基本常
识、基本道德、基本规范，没有了遵纪守
法意识和行为，当然这些人对美丑也就失
去了辨别能力。真就成了“饭圈”的“白
吃”，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通知提出取
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管明星经纪公司、严
禁呈现互撕信息、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等10
项要求。我举双手赞成。整治饭圈文化，
让娱乐回归本源，刻不容缓。尤其是对青
少年成长影响很大，他们正值“三观”形
成期，一旦陷入泥淖，难以自拔。

随性不可随意，有句话叫“生于约
束，死于自由。”小河源于山涧，当失去
岸的控制，也许流不多远就散漫着不见
了，正是由于岸之臂寸步不离的束缚，它
才能投入海的怀抱。

多年前，我写过英年早逝的央视新闻
联播播音员罗京，他也是明星，他之所以
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之所以“生”，就是
因为他约束着自己。他的位置在那里摆
着，他必须约束自己的个性，穿什么衣
服、打什么领带、留什么发型都不能随
意，因为一随意就可能引发观众的猜测。
他是一个带有风向标的播音员，把小
“我”深深埋藏。明星是公众人物，就该
处处自律，处处约束。

不能挑战法律底线，不能挑战民族情
感底线、不能挑战社会公德底线。限制是
人生的磨刀石。对明星如此，对追星的人
也如此。

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徒步”该去去网红味儿
□ 泉子

8月底，抖音账号为“河南美美·徒步
西藏”的网红主播在进行徒步直播时，发
出“啊”的一声惨叫后，屏幕瞬间转黑。
不久经警方证实，美美系所拉助力车失控
将其碾压致当场身亡。一个22岁的鲜活生
命就此陨落，惨剧令人心痛，同时也让很
多人重新审视并讨论：“徒步直播”这条
路到底值不值得走？

亲近大自然，挑战自身极限，这是徒
步运动近年来愈加流行的原因。伴随着互
联网的日渐发达，徒步者更是乐得拍照发
微博晒沿途风光，写写攻略谈奇遇见闻，
这也变成了一种时尚。特别是有了短视频
直播平台后，这项本还算“小众”的运动
更是被越炒越热。徒步西藏、徒步三亚、
徒步新疆……出发上路的队伍也在壮大。
尤其是徒步西藏，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更
有着“抛下眼前的苟且，去追寻诗和远
方”的美好。

不过其中，真正能称得上远足爱好者
的，恐怕没几个。一位骑行22天进藏旅行
的驴友表示，从成都到西藏，他每天都能
遇到两三个独自徒步旅行者，他们不少都
拉着个改装的小车，车身贴上大大的二维
码，写着“快手直播”或“抖音直播”；
都随身带几个手机，用手机支架固定在车
把手上，边走边说，“感谢家人们的关
注”“谢谢老铁们送的小心心”“点击下
方的购物车可以马上拍”……而随便在抖
音上一搜，用户名写着“徒步西藏”的，
滚屏下滑动半天都见不到头。

显然，徒步顺带分享，已经转向了
“为了直播而徒步”。靠极限运动吸睛涨
粉要打赏，成了这一部分徒步直播者的
“财富密码”。这一点，很多徒步主播并
不否认。有的说，自己其实没有目的地，
走到哪儿算哪儿，为的就是直播上流量；
有的坦言去徒步直播不是为了磨炼意志，
就是为了火、为了钱。不幸遇难的河南美
美，其实也是“穷游”，生活在偏远小山
村的她，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开启
了她的徒步旅行直播道路。

勇闯无人区，在戈壁听着狼叫声露
宿，冒雨行走国道，饿了就啃口干粮，这
在求新、求奇的传播“场”中，都是格外
有卖点、有市场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谋
生方式，把创造经济收入与个人体验结合
起来，实现边旅游边赚钱，也未尝不可。
如果能创作良好的内容，以此获得经济收
入，又为观众展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算
是一举两得。

然而，徒步的现实真如理想中那般丰
满吗？“说走就走”的徒步直播大军中，
有多少作了充分的户外生存知识储备、装
备配备和心理建设？又有多少人有着安全
意识？交警部门早有提示，很多徒步者推
的助力车都是由非机动车改装，不允许上
国道，且独自徒步旅行进入西藏十分危
险。而大多数主播还属于“非专业选
手”，去搞直播，也多是一哄而上，一味
模仿。所以，对于徒步旅行而言，应当慎
行，千万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其实，可以
创作的领域有很多，为何一定要选择这个
高风险运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更需要提防徒步直播的“失控”。如
今，“徒步直播猫腻多”已经在互联网上
流传开来。“假徒步者”也冒了出来。他
们打着“一人一包走天下”“双脚游历大
好河山”的幌子，实则是“上播开始走，
下播就坐车”。有的是将电瓶车伪装成徒
步小车，只需在镜头前“卖力表演挥汗如
雨”的样子；有的是小车想推就推，“没
事儿走两步”，剩余的时间可以在宝马、
路虎之类的豪车上歇着，徒步游成了“逍
遥游”；还有的名为一人徒步旅行，实则
是旁边有诸多人护卫，团队保驾，背后实
际都是公司在运营操作……可观众哪是这
么好欺骗的。他们造假的图片、视频很快
就能在网上疯传，最终砸的还是他们自己
的脚。

或许，什么时候徒步的网红味儿退
了，才会更纯粹。但这恐怕不是相关部门
加强管理、平台加强审核就够了的。网友
们也得多些理性的判断，少些盲目的追捧
打赏，让求怪、求刺激的畸形“审美”需
求彻底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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