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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教材送上门了”
  近日，天津警方正在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
传活动，没想到，就在民警讲解的现场，一位老人
正巧接到了骗子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骗子试图诱
导老人刷单，电话外的民警早已打开扬声器，用
“送上门的活教材”进行了一场反诈教学。有网友
留言调侃：“骗子听说警察在教防骗知识，赶紧打
个电话做个例子给大家看看。”警方也温馨提示：
真刷单违法，假刷单骗钱，此类电话老年人一定要
多加防范，谨防上当。

“这是最惊艳的考卷”
  2022 年高考中，安徽男孩孙家阳“以口执笔”
考出理科447 分的成绩，超当地二本分数线12分，
引起大众关注。孙家阳出生7个月后被诊断为代谢
性神经肌肉病，双手无法握笔，只能用嘴巴咬着笔
写字。十余年来，他始终不放弃学习，用一笔一画
书写励志青春。工整字迹的背后，是他坚韧乐观的
人生态度、毅然拼搏的进取精神。“比别人更努力
一点，付出更多的时间跟精力，一切总会好起
来。”孙家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让众多网友为
之动容。

“我是故宫的，故宫走秀的”

  近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备受乾隆皇帝宠爱的北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天下
第一难书”《行书研山铭卷》、此前火爆全网的水
下舞蹈“洛神水赋”的原型《洛神赋图》…… 900
多件国宝赴港“走秀”，为更多观众讲述绚烂的中
华文明。
  此次展览机会难得，毕竟文物保护有很多讲
究，部分国宝南下“亮相”后，还要进入“休眠
期”，由工作人员帮忙“保养”，让它们尽可能
“容颜永驻”。网友表示“再看一眼要等N 年”
“国粹永流传”。

“无一例外，打通关了”
  近日，国际泳联世锦赛圆满落幕。中国跳水
“梦之队”接连表演“王炸登场”“技能满满”
“神同步”“水花消失术”，斩获本届跳水比赛全
部13 个项目的金牌，顺利通关。其中，两位15 岁
的小将全红婵和白钰鸣在混合全能决赛中夺冠，为
中国跳水队摘得世锦赛参赛历史上的第 100 枚金
牌。百枚金牌，是几代中国跳水运动员不懈努力拼
搏获得的集体荣誉。自1970 年第一届国家跳水队
成立以来，中国跳水队从“零基础”到“教科
书”，至今已走过 52 年的时光，本届比赛结束
后，网友纷纷感叹：“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跳水梦
之队！”“梦之队 yy d s ，梦想延续，未来可
期！”

“你有新的莲花头像用了”
  又到一年莲花开放时，一则“今夏最新莲花
头像精选”的话题冲上热搜。绿色莲花、双色睡
莲、并蒂莲、同芯荷……来自全国各地、“新鲜
出炉”的莲花照片在网上形成“刷屏”之势，不
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马上去换新头像”。曾几
何时，韩剧《请回答1988 》里金正峰手捧莲花灯
的图片，被网友P成广为流传的“佛系”表情包，
此后，年轻人开始玩梗，换上莲花头像，表达
“知足常乐”“淡泊平静”“顺其自然”的态
度，或是借此许愿，希望自己好运“莲莲”。不
过，“佛系青年”也要加把劲儿，毕竟，越努
力，越能被幸运“垂莲（怜）”。

“是时候突击训练

我7岁高龄的弟弟了”
  7 月 6 日，一则“云南6岁男孩20 分钟削30 根
贡菜”的视频登上热搜。据孩子妈妈介绍，男孩3
岁时就学着帮家里削贡菜皮，是看着大人干活学会
的。儿子还经常帮大人洗鞋子，照顾爷爷和奶奶。
对此，大批网友点赞：“好棒啊，我6岁的时候还
在玩泥巴”“我马上成年了，10 分钟还削不完一
个土豆”。还有网友调侃，“是时候突击训练我7
岁高龄的弟弟了。”

“这一次，

高数真不是招生减章”
  近日，南京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天意的教学视
频火了。视频中，他拿起雨伞，不经意拆开一袋面
包，搭配脱口秀式的段子和生动形象的比喻为大家
讲解高数，引来十万网友在线观看。
  颜值高、实力强的李天意，也曾在大一上学期
被高数“绊住了脚”，只考了78 分，于是他调整
心态，不断给自己“充电”，终于在第二学期获得
满分。逐渐摸索出规律的李天意决定向学弟学妹分
享经验，帮助大家在高数学习中“少踩坑”，便争
取机会站上讲台为大家指导学业。李天意的课堂风
趣幽默，笑点密集，不仅传授知识，还畅谈人生感
悟。网友纷纷评论“确认过眼神，你是招生办的
人”，“可惜本网友已毕业，不然当年高数不会
挂”。

“攒足了六便士，

我要去追月亮啦”
  最近，一位北京同学分享的考研经历登上热搜
榜。这位同学“瞒着所有人考了个研”，平时只是
在社交平台偷偷记录备考过程，给自己加油，收到
录取通知书后才敢晒图公布。在那条朋友圈，她配
文“攒足了六便士，我要去追月亮啦”，不少网友
被这句话打动，也有很多网友共鸣：“加油，每一
位瞒研人。天道酬勤，沉下心去大胆追梦吧！”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欣怡 整理）

  □ 泉子

  伴随着多元题材影视作品的推陈出新，
失真滤镜、工业糖精、霸总戏码、青春伤痛
文学似乎已不再是观众心头所好，“真实有
趣”“贴合生活”转而成为剧作吸粉的制胜
法宝。对于女性观众而言，在都市生活中饱
尝不公、年轻迷茫的她们，很少再沉浸于对
梦幻式恋爱和爽文式职场的想象，而更希望
借影视作品寄托现实情感，找寻自我认同，
窥探自身价值。无论是之前红极一时的《三
十而已》《爱很美味》，还是更早的《欢乐
颂》，凡火爆的剧，必不可少的就是对现实
女性群像的全面塑造，对现代女性关系交往
的真实体现，对独立女性思想价值的呈现引
领。豆瓣开分即8 . 3 分的女性题材电视剧《梦
华录》也不例外。
  《梦华录》以北宋为时代背景，讲述了赵
盼儿、孙三娘、宋引章三位女子结伴同行，为
在东京立足而开办茶坊，历经艰辛将小茶坊发

展为东京最大酒楼的故事。目前来看，定位为
古装偶像轻喜剧的《梦华录》，其故事架构并
不复杂，“爱情”和“事业”两条脉络清晰可
见，相互交织共同叙事。然而，两条主线的内
容质量却有“云泥之别”——— 前者演绎细腻婉
转，后者叙述难以自洽。为此，《梦华录》已
成为前期有口皆碑当下却饱受批评的争议
之作。
  不可否认的是，《梦华录》中的爱情主
线在前期表现极佳，尊重现实恋爱逻辑，真
实再现了成年人感情暧昧期的牵绊与拉扯。
不同于青春偶像剧中“一见钟情—表白—恋
爱—争吵—重归于好”这样简单却冗长的规
范流程，《梦华录》更多地呈现出成年人暧
昧期复杂的小心试探、你进我退、来回推
拉。觥筹交错间的“倾盖如故”，楼舟相望
的小心遮掩，隔纱对视的心照不宣，檐下伞
边的划清界限，直面感情的含糊其词……彼
此都想要更靠近一步，却都各怀顾虑而不敢
主动迈步。这些场景自然而生动，把两性恋
爱观念的差异讲述得清晰明了，也把一份影
影绰绰、暧昧不清又理性克制的现代感情演
绎得真实动人。
  在女性导演的指导下，《梦华录》对于女
性心思的刻画也尤为细腻。比起大量爱情偶像

剧中或巧合或曲折或浪漫的情节设计，《梦华
录》更擅长运用丰富的台词和镜头展现女性微
妙的内心世界。“我可能有点喜欢他”“我觉
得他是有一点喜欢我，但是又不那么喜欢我”
“我害怕我一颗心，被他撩拨得忽上忽下，以
至于哪一天他稍微朝我招招手，我就会不由自
主地走过去”……经历过感情挫折的女性，
在面临一段新关系时，既渴望付出真心又害
怕掉入温柔陷阱，独立而自卑，倔强又敏
感，冷静清醒却患得患失，两种心绪糅合纠
缠，织构出女性在恋爱关系中的苦恼心态。
《梦华录》借个中情节娓娓道出当代女性内
心深藏已久的困扰，台词编排丝丝入扣，情
感表达息息相通，与现实共鸣，与观众共
情。毫无疑问，《梦华录》对于女性心理的
演绎是成功且精彩的。
  相较于爱情线的高水准发挥，事业线作
为最能诠释本剧价值内核的另一条主线，其
剧情铺陈并不出彩，甚至有反噬前者的意
头。《梦华录》在宣发中不断强调“女性独
立自强”的主题观念，然而在剧内茶坊开
张、高家解围、引章脱籍等关键情节中，虽
不难窥见女主赵盼儿的智慧担当及姐妹之间
的陪伴扶持，但若仔细分析一番，便会惊觉
赵盼儿在事业上的化险为夷大多还是倚靠顾

千帆的权势力量和人脉关系。诚如剧中所
言，“在民间你可以长袖善舞，可一旦对上
官府的人便会毫无胜算”。因此，当权力薄
弱、受父权意识压迫的现代女性，试图在以
“女性独立”“女性力量”为标签的电视剧
中寻求破局之道时，会发现自身最终依然是
被规训着成为父权制度下无力的附庸者。此
时，导演和编剧一再强调女性独立的主题就
显得自相矛盾、过犹不及，内容创作的精神
立意也难免遭受质疑。
  对《梦华录》的争议还应理性看待。一
方面，这些争议并不能抹杀其前期的出彩。
无论是镜头中考究的选景造景、光影构图、
服饰搭配，还是剧中对女性恋爱心理的细腻
演绎，都为日后古偶剧的拍摄制作划定了更
高的审美标准，也为恋爱题材的剧本创作提
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在质量参差不齐
却数量泛滥的偶像剧领域，爆发有关现实流
行文化价值的讨论未必是件坏事。这说明偶
像剧正在尝试突破情爱叙事局限，探寻更多
元更丰富的精神思想，带领这一类型的剧作
走向更高的价值定位。当然，在偶像剧中
“上价值”，注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其中需要精良剧作的引领，也需要更多观
众的凝视与声音。

偶像剧正在尝试突破情爱叙事局限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王 冉

  最近，周杰伦新歌上线，引发了一场全
平台的狂欢。在关于新歌隐藏彩蛋的热议之
外，周杰伦的新专辑也陷入了评分乌龙。原
定7月15 日发行的新专辑，还未上线，豆瓣
平台已经开出了5 . 8 分的评分，打分人数仅
有40人。没听就打分的操作实在让路人摸不
着头脑，也令粉丝气愤，在几方拯救下，打
分才升至7 . 8。
  这事儿很快登上热搜，豆瓣随后为此道
歉，称这是平台近期的条目改版所致。单论
这件事，或许只是因为平台失误，但近年
来，围绕豆瓣评分的争议并非这一桩。远的
不说，就拿近期热播的《梦华录》来讲，开
播后豆瓣评分一路飙升到8 . 8 分，成为2022
年国内已播出剧集评分最高的影视剧，也引
来不少网友质疑其豆瓣评分是否名副其实。
豆瓣评分是否越来越不可信了？

观影风向标

  影视评分由来已久。在国外，有美国的
IMDb、Rotten Tomatoes （中文译名“烂番
茄”）及MTC 三大影评网站，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就为观众提供评分服务。而在国
内，豆瓣在很长时间里，都在书影音领域扮
演着重要角色，为无数电影爱好者提供自由
表态的平台。此后，猫眼、淘票票等购票平
台也推出了评分功能。在这其中，豆瓣评分
无疑是目前最具公信力的评分机制。豆瓣评
分，是来自若干观众的“大众点评”，承载
着观众对一部作品好坏的直观评价，某种程
度上也反映了书影音作品的社会认可度。
  在观众那里，参考豆瓣评分，已经成了
很多人观影前的常规操作。在快节奏的生活
面前，观影刷剧的成本亦大大提升。花费几

个小时乃至几天时间，去看一部
电影或电视剧，成了

一 件 奢 侈

的事情。很多人宁愿选择在短视频平台看剪
辑片段或解说视频，也不愿冒着风险付出时
间去看一部可能让人失望的“烂片”“烂
剧”，这种选择在当前巨量的影视资源面前
更显得艰难。于是，豆瓣评分像一个筛子，
起到了观众想要的过滤作用。
  自称豆瓣资深用户的胡女士告诉记者：
“豆瓣评分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在小红书、
B 站等其他平台刷到感兴趣的影视片段，会
搜一下豆瓣评分。如果评分高，就观看完整
影片，如果评分不高，就只刷一些相关片
段，没有继续看的欲望了”。如果说如今巨
量的影视资源是一片海洋，影视评分在某种
程度上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在口碑效应愈发突出的当下，豆瓣评分
也成了影视从业者重点关注的地方。以“豆
瓣评分”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文章，大多都
跟具体作品相关，从搜索结果来看，一般豆
瓣评分达到8 分以上的作品，剧方片方在宣
传时都会刻意突出相关字眼，在总结成绩时
更会特意注明。仍以近期热播的《梦华录》
为例，在豆瓣甫一开分时，官方马上将豆瓣
评分写进自己的成绩单中，就连腾讯视频的
播出页面，也标识了“豆瓣高分”的字样。
业内对豆瓣评分的看重可见一斑。

水军与反水军

  观众和片方之所以看重豆瓣评分，是因
为评分机制简单并直观，具有一定的信服
力。关于豆瓣评分的计算方式，豆瓣创始人
兼CEO阿北在2015 年发布的文章《豆瓣电影
评分八问》已给出了解释，“比方说一部电
影有42 万用户打分，我们的程序把这42 万
个一到五星换算成零到十分，加起来除以42
万，就得到了豆瓣评分。”
  从理论上说，豆瓣评分是“一人一票”
得出的，那些“非正常打分”的账号，又有
防水军功能将其排除在外。用户根据观影感
受进行评分，之后网站根据用户个人参与电
影评论的历史数据，赋予每个参与者不同权
重，最终取得的加权平均值便是影片最终
得分。
  在加权的评分体系下，靠水军刷分相对
来说变得困难。但“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防水军机制或许能堵住机器，但很难
堵住真人。现如今，“养号”已经是饭圈

或水军组的惯常操作，他们不光深谙豆
瓣的评分机制，就连权重高低的门道
都摸索出来了。以某位张姓艺人粉
丝团发布的养号教程来看，“刚注
册”“无动态”“系统默认头
像”等都被判定为无权重或者权
重低，而要想提高权重，就得
完善信息、加小组、标记书
影音作品、多动态等，只有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资
深”用户，让打分行为在
平台的防水军机制下蒙混
过关。
  在试图填补评分机
制漏洞的路上，豆瓣一
直在跟水军作斗争。既
然一部分水军是出于维
系爱豆作品形象目的
而展开的刷分，那么

同一演员出演的其他剧集也会多多少少地受
到影响。在豆瓣电影官方账号今年五月份公
布的一则说明中，某李姓演员出演的17部作
品，在同一时间内被检测到评分异常，涉及
用户被全部标记，此后打分永不被计入总评
分。平台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反水军机制，
一步步琢磨改进。
  2021 年底，《风起洛阳》《谁是凶手》
两部剧先后引起评分争议，先是前者尚未开
播就涌入大量非正常评价，又有后者某角色
还未出场就遭遇大量演技差评。紧接着，豆
瓣平台上线了新的评分机制：影视剧上映或
开播前的评分和评论一律不计入总评分中。
  从评分机制上看，虽然问题一再出现，
但平台总可以不断完善设计，让评分无限地
逼近真实，而对于评分的主观性因素，却是
无从把控的地方。由于评分的主体是公众，
就难免不受情绪的裹挟，于是，很多不确定
因子都会干扰正常的评分行为。 IP 改编剧
《斛珠夫人》引发原著粉对改编影视化的不
满，恶意一星的评价不在少数，评论区里出
现了大量类似“九州谜，不敢看”的评论。
因“AO3”事件公众形象受损的肖战，引发
大量网友的不满，连带着其出演的剧集都遭
遇了差评攻击，与之同名的乒乓球教练肖战
的书《助张继科成就大满贯》也无辜受害。
诸如此类的事件并不罕见，从这个角度看，
豆瓣评分只是杂糅了大量观众的情绪、态
度、个体价值判断的总评分，是一个模糊的
主观性结论。

“控评”该怎么控制

  不管从评分机制上，还是观众心理
上，社交平台上的评分都有局限性。但评
分之所以大行其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
于它“简单”，在碎片信息成主流的当
下，相较于长篇大论的影评，分数简单粗
暴得就像一个个鲜明的标签，成为最有效
率的一种评价方式。评分系统也是一种难
以替代的评价方式，这就引出了一个真正
的问题：如何让评分体系在可能的空间里
发挥它的作用？
  把视野放到国外的同类型平台，或许能
得到不少启发。相比豆瓣的五星制、十分
值，海外评分IMDb 采用十星制，评价划分
更细，星数与分数一致，结果的精确度自然
更高。此外，从打分行为的准入权限上看，
国外电影评价平台“烂番茄”需要确认用户
购买了电影票，通过验证才能评分和评论，
提高了打分的门槛。另外，在可能发生刷分
的特殊时期监控评分等做法，都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规避水军行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
主任、副教授郑宁表示，面对“控评”“水
军”刷分等乱象时，平台要在最大范围内建
立相关机制、采取相应技术手段来抵御“水
军”的侵袭，尽到平台的监管职责。
  在评分机制的完善，助推客观、公正的
影视评分体系的建立上，平台仍在继续努
力。作为观众，应该认识到评分体系的不完
美，并对其成长给予更多包容的空间。最
后，回归到评分体系的本质上，所谓的“评
分”不过是一项参考标准而已，与其迷信一
个冷冰冰的分数，不如相信自己的独特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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