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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客户端，继几天前爱奇艺宣布调整会
员价格后，芒果TV也在12月22日发布通知，对其会
员价格进行调整。总体来看，调整后的会员价格存在
不同程度上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段时间，有关视频平台
VIP会员“超前点播服务”“免广告待遇名不副实”等
话题屡屡引发关注与讨论。今年10月，爱奇艺、优酷、
腾讯视频相继宣布取消了VIP用户可花钱点播新剧
集的“超前点播服务”。

中国消费者协会曾指出，视频平台贴合用户需
求，提供VIP会员服务，应当尊重广大消费者，恪守
诚信原则，遵守法律规定，杜绝唯利是图，违法欺客，
霸王条款。据多家媒体报道，爱奇艺此前曾对调价给
出回应：“视频平台的会员订阅价格一直偏低，这一
现象已影响到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建立更加良
性的产业生态，让优秀的内容生产者有所回报，最终
为会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内容，我们决定对会员价格
作出调整。”

而对于视频平台会员价格上涨一事，编剧汪海
林此前通过其微博表示，自己确实批评过视频平台
会员费过低，但“要创造优质内容，再提高会员收费，
让观众为好内容心甘情愿交费，而不是只提高收费
却提供劣质内容”。

新人导演能靠综艺立身？

据文汇报，“拍短片没意思，拍长片能赚钱能出
名……拍短片除了去电影节自嗨一下，什么都没
有。”这是时下热播综艺《导演请指教》中青年导演钱
宁黄的参赛短片《奥斯卡最佳短片》的开头。戏谑讽
刺之中，道出行业的偏见与从业者的功利心。

不过现阶段，不管是否持有“偏见”，不管情愿与
否，青年导演已经进入这样一种新模式——— 通过综
艺选秀平台的短片竞赛，踏出“电影梦”的第一步。这
是因为：从短线看，疫情让影视行业发展放缓，考虑
到市场风险，影视资源和投资会更多地向成熟大导、
大IP集中；而从长线看，全媒体时代的短视频消费悄
然挤压着影院长片的生存空间，大量专业院校的毕
业生转投短平快的视觉语言怀抱。

尽管综艺呈现短片摄制的形式争议颇多，但它
确实提供了一个集中观察新一代青年导演所拍所想
的窗口，同样的，也以最高效的方式让一部分青年导
演进入观众和行业视野，看到他们创作的不同面向。
就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域，在专业鉴影人与大众鉴影
组的喜好碰撞中，新人导演被发现、被指教、被看见，
未来电影的可能性也就此铺展。

打造IP，

如何从“破圈”到“常青”
据光明网，当前，中国消费市场上，用户的消费

喜好正从单一型“物质消费”向复合型“精神消费”转
变，大批90后、00后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越来越愿
意为自己喜欢的IP买单。

目前，中国IP经济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发展潜力
和空间巨大。要打造生命力持久的IP，受访专家认
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价值导向，故事驱动，内容为王。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副教授崔迪分析，一个好的IP不是孤立的符号
或标识，也不是单纯的意象组合，更重要的是要有叙
事和故事，有了好故事，才能恒久流传。

创新运营模式，延长IP生命力。崔迪表示，一个
好的IP和在特定时代对不同传播媒介的适应能力高
度相关，应在策划和设计初期就考虑到这种适应力。

拥抱新技术，增强体验感。随着强调个体消费感
受、重视消费心理体验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能否为
顾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式满足，越来越多地影响着IP
的价值认同和发展前景。

培养IP产业人才。随着IP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对
于各种交叉领域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创意人才同
样紧缺。目前国内与IP经济较为相关的专业是创意
产业或传媒设计类专业，专家建议，应树立IP全产业
链的人才培育思路，在培育艺术表达和创意人才时，
同步注重运营和管理等相关知识的提升和完善。

小说“有声化”之后，

作家爱不爱听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日前，当代作家格非的

《江南三部曲》有声书上线喜马拉雅APP。最近，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格非表示，他非常看重有声书。“我慢
慢地开始希望听一些东西，不完全是看了。过去无所
谓用眼，今年我非常珍惜眼睛，不太敢看手机了。”

格非觉得，人应当把好时光应用到看书上。“如
果不能看书或者受限地看书，那很困难，所以我会对
有声书有很好的期待”。格非说，自己对好的声音很
着迷，因为声音里包含的“秘密”有时候可能比文字
的信息量更大。“人类最老的秘密都在声音里。我们
说话，不见得把话表达得很清楚，但声音首先告诉人
们：我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些都不是通过语言信息表达的，而是直接通过声
音传达的”。

不过，对于有声书，格非还有更多期许和心愿。
他提到，有些他“很愿意读的书”，在现有的有声书平
台可能是很“难读”的。比如哲学书《判断力批判》。

“那多美啊！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一段时间听哲
学，这个当然需要哲学家来朗诵——— 需要有哲学素
养”。又比如《庄子》，朗读者很难读出注解，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听众的理解。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未来看剧成本提高了？

□ 王文珏

真正去影院，亲自看过《雄狮少年》这部
影片的人，很难不被它感染。习惯了看各种封
神宇宙大IP系列，人们几乎忘记动画可以照进
现实，照进一个普通人最平凡的梦。

哪吒系列好吗？好。但它最大的问题是，

当看了多部封神系列后，总觉得自己好像只看
了一部。哪吒和姜子牙，一部青蛇一部白蛇，
它们之间有什么过于熟门熟路了，一切人工设
置的障碍、无比憋屈的劲儿如出一辙，神仙转
世是困境里的仰卧起坐，等待神力觉醒即刻打
爆天下……熟到有些心理逆反。

《雄狮少年》是真正的“燃”，而绝非单
纯的“爽”。它更加关切的，是人们在平凡命
运中遭遇到的最艰苦锤炼，心理内层最强大的
建设，这种建设基于生活真实的重负，基于那
些从来不归自己写就的残酷剧本。片尾，毛不
易吟唱着最平凡人的心声——— “我是这路上没
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
有换得普通的剧本，辗转反侧，不过谋生”。

平凡，甚至低于平凡。这就是男主人公阿
娟的命运。留守儿童在佛山乡下长大，而年复
一年，父母依然在广州工地打拼。瘦弱、邋
遢，村里人说他是病猫。老在被嫌弃的眼光里
打转转，阿娟缩头缩尾，始终佝偻着身子都不
自知。

可他痴爱看舞狮。鼓声一响，魂儿都好似
被充了电——— 那可是雄狮啊！红黄黑白，威风
凛凛，踏步高升，是他一辈子摸不到的昂扬。
想参加广州舞狮大赛，想给打工的爸妈惊喜，
想证明自己不是废柴，阿娟和同样被嫌弃的阿
猫阿狗拜师学艺。师傅曾是当年帅遍佛山的狮
王，可那又怎样？狮王老了舞不动，也得卖咸
鱼。

四根废柴，就这样在岭南乡下，在燃烧的
红木棉下，开始了追梦生涯。2005年的佛山小
镇，舞狮是一个娱乐匮乏少年的全部梦想，它
不仅仅是舞狮，它是力量和精神，是儿时父母
的温暖，是能证明自己“行”的唯一路径。舞

狮的壮美与灵意，随着少年的身影在光华中翕
动。

如果影片停留在拜师学艺、参加百狮争
霸，证明自己的过程，全片就还是个包含体育
精神的普通动画。转折在下半段，阿娟逐渐抬
起的头被命运劈头盖脸打回来——— 父亲从脚手
架跌落，高昂的医药费，让18岁少年舞狮的梦
想变成一种奢侈。他必须去养家了，用稚嫩的
肩扛起父母曾经的重担。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只要一个瞬间。
阿娟扛起麻袋包，告别细雨中哭喊相送的队
友、师傅，带着心爱的狮头，来到广州。在这
里，他更加什么都不是，钢筋大厦的缝隙里，
是城市的晨曦，是少年默不吭声的咬牙坚持。
他打了很多份工，因为需要很多很多钱，而所
有工种的动画写实，撷取着城市打工人最艰辛
的瞬间，人们在这里获得了比同情更深邃的共
情，让人泪目也让人生敬。阿娟剃成寸头，长
出肌肉，在比舞狮更苦的锤炼里，他从孩子的
天真蜕变成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走的坚毅。

阿娟决定离开广州去上海打工。最后一
次，他举起红狮头在楼宇天台腾空闪跃，地上
的桩点早已被磨花——— 几乎熬尽所有的生活
里，阿娟始终在每个夜晚的天台舞狮。舞狮就
像拯救着童年的梦想一般，撑起疲惫的筋骨，
容纳他所有的痛苦、怀疑。举起狮头，他就是
天台上发光的汉子，家乡呐喊的少年郎。

舞狮大赛，老迈的师傅寡不敌众，阿娟在
围观中放下行李，再次上阵举起狮头。挑战全
场最高难度的擎天一跃，他突然止步，半空中
凝望着高不可攀的立柱，像用沉默等待的叫
板。霎那间，同乡对手的鼓，过程中所有败下
阵来选手的鼓，一层叠一层，鼓声越来越激

烈、怦然，天空之下不断催动的鼓点如万箭齐
发，人的灵魂仿佛都加入了共振。这一幕，算
得上近年动画片经典一幕，它催泪、又燃爆，
紧张、又彻底，激烈壮阔。

特别珍贵的是，影片没有简化为浪漫主义
的燃情叙事，没拿所有“抑”换取最终超人般
的“扬”。结尾彩蛋，狮头挂上高高的擎天
柱，阿娟跌落水中。红绸猎猎风中飘扬，狮头
完成了阿娟的梦，却又那么壮丽而孤独。少年
最终还是去了上海打工，他有漫长的路要走，
无数的关要过，舞狮大赛的冠军不会改变生
活，高光时刻也永远无法消解最艰难的寻常。
层叠递进的写实，带来的不是单纯情绪上的
爽，而是真正的，有坚实内在的，精神上的逐
渐强壮。不是宣泄，而是鼓舞与潸然，舞狮对
于阿娟，梦想之于平凡人，像是把自己扬起的
每一簇火，都砸进了脚下的泥。它成为火炉黑
炭般的内燃，而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式的
“外挂”之燃。

关于阿娟以及小伙伴是不是太丑……我觉
得凡是已经过审的电影，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
题。《雄狮少年》的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分
叙事过于单纯直白，但后半部分的次第夯实，
能稍作弥补。

最后要说的心仪一点——— 故事极好地运用
了舞狮这个元素。为舞狮伴奏的中国鼓是壮烈
的，哪怕要走向失败，鼓声如灵魂溅出的血，
是心脏与灵魂在躯壳里的催动，奔涌，一往无
前。舞狮技艺本身则让人重新发现传统惊人之
美，高桩如飞平地，落地即如生根，杂糅着武
术、舞蹈的高难度力量与柔韧让人叫绝，也更
加理解岭南舞狮“世界万变，也不失这志气”
的硬净。舞狮，真的比跑酷酷。

《雄狮少年》：平凡的鼓舞与潸然

多少流行语，假文学之名以行

“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卑微文学”“丫头文学”“鬼打墙文学”……形形色色

的“文学”，是2021年引人注目的网络年度文化现象———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岁末，如果梳理网络年度文化现象，那
形形色色的“文学”应名列其中。“凡尔赛
文学”“废话文学”“卑微文学”“丫头文
学”“鬼打墙文学”……过去一年中，占据
了网络流行语的高地，三五天一更迭，你方
唱罢我登场，引发了模仿和创作狂潮，也引
人思考，带有恶搞性质的网络流行语，为何
开始被冠以“文学”之名了？

网络新语体进化：

“XX文学”是高阶形态

“XX文学”并非凭空产生，类似的网
络新文体早有迹可循。在进阶为“文学”之
前，它们有一个朴素的称呼：“XX体”。
在学者的梳理下，“梨花体”属于最早的新
语体之一。2006年，诗人赵丽华的诗歌突然
走红，但走红却是因为她的诗歌太不像诗。
有一首叫作《一个人来到田纳西》的诗歌堪
称经典，原文是“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
全天下/最好吃的”。如同白话断行一样的
诗，毫不意外被“群嘲”，但由此引发的模
仿热潮，却催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流行语体。
此后，“凡客体”“见与不见体”“淘宝
体”“甄嬛体”“咆哮体”等都一股脑地冒
了出来。

这种“XX体”，或像“梨花体”一样
模仿诗歌的样式对日常语言进行断行式表
达，或像“咆哮体”用大量感叹号模拟咆哮
的情态、表达愤怒情绪，或像“见与不见
体”一样在模式化的语句中做填字游戏，即
使像“甄嬛体”这样略带异质性的，也不外
乎是句式扩充，但言必称“本宫、臣妾、
朕、哀家”“极好、罢了、想来”等也仍旧
停留在形式模仿上，大部分都有固定的结构
化语句和标志性词语。

相比而言，“XX文学”的创作自由度
更高，似乎更担得起“文学”这两个字。据
网友考证，这一批“文学流派”是以“咯噔
文学”（或称“矫情文学”）为起始的，而
更为人知的则是被《咬文嚼字》评选为
“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的“凡尔赛文
学”，进入2021年后，各色各样的“XX文
学”让人目不暇接，甚至有人将2021年称为
“互联网文学元年”。

以“凡尔赛文学”为代表的“XX文
学”不再局限于单一句式，而这与其诞生语
境有很大关系。“咯噔文学”是饭圈文化的
产物，起源于粉丝对爱豆的彩虹屁和粉丝写
的以爱豆为主角的同人文，这些饭圈的二次
创作基本都带有粉丝对爱豆的情感投射，用
语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外人看了不免“心里
咯噔一下”。推而广之，所有带有矫情色
彩、让人感到尴尬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咯噔
文学”，这就跳出了“XX体”的既定框
架。同样，知名的“凡尔赛文学”则因为博

主“蒙淇淇77”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系列看似
抱怨实则秀优越的碎碎念生活片段而成为显
学。不管是“咯噔文学”，还是“凡尔赛文
学”，都是概念为主，意义为主，怎样演
绎、怎样填充，都是创作者、模仿者的自
由，称之为“文学”并非一点儿道理没有。

甚至，还有对于特定的“XX文学”进
行反拨而出现的新的“XX文学”，同文学
史上不同文学流派的对话也很有相似性。针
对明贬实褒、以炫耀为目的的“凡尔赛文
学”，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巴士底狱文
学”，刻意表露自己的底层生活形态。像
“人在机场，刚下拖拉机”等。“凡尔赛”
是欲扬先抑，“巴士底狱”是欲抑先扬；
“凡尔赛”有多高贵，“巴士底狱”就有多
辛酸。

文学？反讽的一种！

回顾“XX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过程，
也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们大多与某
些普遍性的社会话题有关，对“XX文学”

的模仿狂欢实际上承载了一些公共情绪。如
果说“甄嬛体”“咆哮体”之类的流行，还
是出于“好玩”“恶搞”之类的目的，意在
相互模仿过程中进行戏弄，相比之下，
“XX文学”的初衷就显得不那么轻松了，
反讽、自嘲的情绪占据了上风。

现在可以用“凡尔赛文学”形容一切炫
耀行为，但最初这一概念是同炫富行为绑定
的，通过反向嘲讽的“文学”直击物欲至上
的消费主义；“privilege文学”则切中了资
源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废话
文学”以车轱辘话、重复语句为主要特征，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在互联网中碰到的海
量浪费时间却提取不到有效内容的信息，是
对信息通货膨胀的“以毒攻毒”；而“卑微
文学”，正如其名，对抗的姿态减弱了，
“卑微”的意味更浓了，既道出了地位不对
等的情感关系，更带有一些自嘲的意味。

用游戏的姿态将反讽功能玩到极致，
“XX文学”最擅此道。与之共通的还有以
“X学”命名的流行语体，如“明学”“六
学”。“明学”就是专门研究《中餐厅》第

三季店长黄晓明言论的“学派”，“六学”
则与六小龄童有关。将公众人物颇具争议的
言论一一汇总，应用到日常语境，进行复读
机式的重复玩梗，并常常伴有表情包、视频
等二度创作，这就变成了一种“学科”，一
门“学问”。称其为“学”当然带有调侃的
意味，不过这对于理解“XX文学”也相当
具有启发性。或许，不仅是内容，就连所谓
的“XX文学”的命名本身，恐怕也属于反
讽的一种。

名为“文学”，实为“游戏”

纵然自身承载着时代意义，具有相当自
由的拓展空间，但“XX文学”难逃所有流
行语昙花一现的命运。纵观近一两年时间的
“XX文学”迭代速度，会颇为讶异。在有
网络流行语百科全书之称的小鸡词典上，各
类“XX文学”就有二十余种。如此快速的
更新换代，一方面的确说明了网络语言自我
革新的惊人力度，但另一方面，“XX文
学”逐渐脱离其本意，成为一种命名的策
略。

譬如“废话文学”，在得以命名之前，
诸如“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废话句
式已经被使用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规范
性的称谓。或许是“咯噔文学”“凡尔赛文
学”的流行给予了灵感，“废话文学”的名
字逐渐被叫开了。不管什么样的流行语，戴
上一个“文学”的面具，似乎更容易被快速
地接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XX文
学”的争奇斗艳。

在“XX文学”的泛滥中，人们急切地
从一种语言游戏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游戏，
“XX文学”的意义也消解在模仿的狂欢
中，那些熟练使用“privilege文学”“凡尔
赛文学”的人恐怕早已忘却它们为何产生、
又为何引发狂欢。

更有甚者，将“XX文学”当成了流量
密码和商业变现的手段。以时下流行的“当
代语言艺术家”为例，这是一种带有错乱、
令人费解的口癖的话语，以“家人们”“咱
就是说”“一整个”等为标志词。有媒体人
将其命名为“鬼打墙文学”，即表达语无伦
次、难辨语义，仿佛舌头在“原地打转”。
据新榜统计，“OhmyLady花花”是抖音上
最早一批发布“鬼打墙文学”视频的博主之
一，早在10月初就凭借“鬼打墙文学”的表
白视频获赞45 . 3万，而在11月与某APP拍摄
的合作视频中，将“鬼打墙文学”的语言要
素植入其中，成功实现了商业变现。

无心者在反讽中会心一笑，有心者将其
转化为流量密码，都牢牢地将“XX文学”
圈定在语言游戏的范畴。但话说回来，较之
一般流行语，“XX文学”的创造空间无疑
大大延伸了。在无节制地重复“YYDS”
“绝绝子”，甚至不加场合地滥用流行语的
当下，“XX文学”创新了一种较为多样化
的表达方式，在网络语言表达越来越趋向同
质化的时候，给流行语注入了一点儿鲜活的
生命力。但必须承认，这种变化是极为有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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