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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汇报，与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相关的话
题，热度最高的无疑是“魏大勋碾压杨洋”。这既在意
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演技不好，全是演员的问
题吗？虽然最终站在台前的是演员，但真正决定表演
水平的是导演。表演指导刘天池曾经在接受采访时
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演员是和导演共同完成创作
的，他们在表演过程中看不到自己，此时导演就是演
员的镜子，来告诉演员方向，调整演员状态。最能证
明这一点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演员在不同作
品里呈现云泥之别的表演水准。
  但为什么说这也只能“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呢？因为在今天的产业现状中，导演的话语权被一定
程度地消解了。过去的常态是再大牌的演员站在导
演面前心态也是弱势的，会不断跟导演确认：我这条
演得行吗？如今的常态，则是在片场，导演需要哄着
演员，尤其是那些自带流量的演员。
  关于杨洋此次“翻车”，有网友说，这是给流量艺
人敲响了警钟。很多流量艺人有着演技上的明显不
足，需要作品链上涉及的每一个岗位都花更多的精
力去取长补短。对于流量的依赖已经成为今天影视
行业某些制作和出品方的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
维的指挥下，不仅流量的短板被忽视，人物塑造、情
节设计等方面的短板也被忽视。

交互欣赏模式

让技术与艺术擦出火花
  据光明日报，近来，以声、画、感同步“触动人心”
的交互欣赏模式，折射出影视行业在5G、云计算、AI
等前沿技术的加持下产生的内容新形态、用户新需
求以及行业新领域。
  交互欣赏模式为影像叙事和观看体验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也给行业带来很多问题或者隐忧。第
一，影视剧的本质是讲故事，互动固然会突破常规审
美机制，使观众产生陌生感甚至震惊感，但也降低了
观影体验的流畅度。第二，互动剧不论为观众呈现的
世界有多么广阔、结局有多么独特，都不过是编好的
既定剧本。一旦观看变成直接的感官刺激，“留白之
美”缺失，就有可能使主观能动的观众沦为缺乏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浏览者”。第三，倍速播放、“只看他”、
快进等播放功能使很多用户习惯于快速刷剧。一味
求快、一心求爽的观剧需求，还倒逼创作生产。一种
情节强、节奏快、思想浅的爽剧类型出现，挤压了内
涵深刻但节奏相对较慢的精品剧作的生存空间。第
四，弹幕的大部分内容属于简单直白的情绪化表达，
缺乏思想深度和精神价值。
  交互欣赏模式刚刚起步，因此，影视从业者要由
“技”入“艺”，正确运用新技术手段，激发创意灵感、
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以更加深刻的审美启
迪、更加积极的价值理念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是交互欣赏模式乃至影视
生产传播能够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的长远布局。

“电子小猪”

为何疯狂涨粉
  据北京青年报，“电子小猪”在悄悄走红。一些网
友摒弃了节制饮食、锻炼健身等传统减肥法，他们另
辟蹊径，选择在网上认养“电子小猪”，寄希望于依靠
看“小猪”吃播抑制自己的食欲，或将“电子小猪”当
作“嘴替”，以实现“进食代偿”……
  心理咨询师杨译杰对“电子小猪”和网民的心理
机制进行了细致剖析。像“电子小猪”这样的主播受
欢迎，主要是因为大家在现实中很难见到这样有冲
击性的画面。这背后是大众追求反差和猎奇的心理。
吃播其实和钓鱼直播的内在也有一致性，这两类视
频都能唤起大众在感官上的愉悦。这些情况都是人
体的镜像神经元在起共情作用，刺激大脑释放出很
多能让人快乐的多巴胺，获得满足感。
  对于看“电子小猪”能减肥，杨译杰认为，就像在
一段亲密关系中，随着时间推移，相貌的权重会越来
越低。在直播间也是同样的道理，人们对于“电子小
猪”外形、吃相的反感程度会逐渐变弱，但其每天吃
的美食都在变化，实际上观看直播的人产生的心理
是“这个食物很好吃”，这样反而会刺激食欲。所以，
他觉得通过看“电子小猪”达到减肥的效果可能微乎
其微，且难以长久。

网文平台“诱饵式”收费

不可持续
  据经济日报，内容付费领域，“诱饵式”收费套路
广受诟病，比如网络电影试看6分钟、音乐平台升级
会员才能解锁更高音质等，这些规则都是追求平台
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容易引发用户不满，甚至用户
流失。
  内容创作精细化。年轻化的互联网读者更愿意
以“短平快”“碎片化”的方式来迅速获得情绪共鸣。
在此背景下，短故事在网文赛道崛起，只需两三万
字，将核心情节进行浓缩表达，就能实现过往小说动
辄10万字的文字价值转化。网文市场要关注当下年
轻人注意力短缺、阅读时间缩减等变化，为用户提供
更加精细化的阅读服务。
  版权运营多元化。如今，“看”已经不是阅读的唯
一方式。“耳朵经济”也成为网文 IP 开发的重要形
式。优质网文IP 还成为影视改编的源头活水，爆款
频出。寻求商业价值最大化，不妨在优质IP 打造上
下功夫。让作品以多元形态呈现，进一步延长作品生
命力、扩大影响力。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演技不好全怪演员吗？

  周末，我参加了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
院、山东诗词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华当代诗
词研究》杂志首发式暨诗词创作与研究座谈
会，聆听了专家学者的发言。91岁的吕家乡
教授提出的“当代诗词创作要以当代汉语为
基础”“要有当代意识”等观点让我耳目一
新。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作为诗词大省的山
东，在历朝历代都有独特的地域性表达，似
乎应该有个“齐鲁流派”的称谓。冒昧随手
写下来，就教于方家。
  文学史上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还真不
少，比如皖派、吴派、桐城派、公安派、江
西诗派、湘乡派、扬州派等。当代的有以孙
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
山药蛋派，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派等。
以山东的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还真不多。远
的不说，就说济南，有“二安”在，泉城就

可以成为诗词之城。肯定有文脉，有传承，
但没听说文学史上有什么“济南派”或“泉
城派”。
  山师大石玲教授在座谈会上谈到了诗词
地域性问题。她说，一条河流，一直在奔流
不息，文化的河流也如是。山东诗人、词人
的写作姿态，不仅仅是消遣，总是透着阳刚
气、责任感、风骨。以辛弃疾为例，从不像
柳永那样作“妮子语”，豪气干云，英雄本
色。而李清照呢，她有自己婉约的“闺
音”，但也有金刚怒目式的“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石玲教授还谈到王渔洋的
“神韵派”，说到王渔洋诗歌的复杂性，她
以《秋柳》为例，谈到诗词不同的表达方
式，放声大哭是一种表达方式，不动声色也
是一种表达方式。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他
委曲求全，但字里行间隐现山东人骨子里的
尊严。他的《题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
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诗。”是其真情的流露，也是
审美观和创作观的告白。
  诗词流派是诗词作家在思想倾向、文学
见解、艺术风格上有相似相近性，在自觉和
不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的派别，或者说，是先
自发，后自觉。得有代表性人物，也就是领
头人，有代表性作品。山东的诗人、词人从
古到今，代表性人物，代不乏人。而外来的
文坛大腕，如曹植、李白、杜甫、苏轼、苏
辙、欧阳修、曾巩等，也在齐鲁大地上播撒

下诗词的种子。山东缺乏以地域命名的流
派，是不是跟山东人的低调有关系？还有一
个，儒家文化之“源”都在这里，咱还在乎
“流”吗？这倒是，斯文在兹！可我总觉得
“斯文在兹”这句话太笼统，太抽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
诗词。在气韵、境界、格调、节奏上都有着
独特标识，像人的胎记一样。流派，是动
的，流淌的。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先生寄语
刚刚创刊的《中华当代诗词研究》杂志，要
加强地域性诗词研究，总结推出当代名家，
承担选家的职责。要把问题挑出来，提出
来，甚至可以来个笔战。我完全赞同谭教授
的观点，流派是自然形成的，就像大地上的
河流，但有时流向也需要人的引导，就诗词
而言，需要学者、理论家、评论家去总结、
提醒。我们古代有刘勰，当代也该有刘勰式
的批评家。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数千年
来中华儿女才华和智慧的结晶。从某种意义
上说，诗词是中国人的慰藉和寄托，也是中
国人的精神骨骼。我注意到《中华当代诗词
研究》的发刊词有这么一句话：“本刊力倡
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学术平等，兼容并
蓄，百家争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需要办刊人的坚守。果如此，这本杂志就能
立足于报刊之林，并成为耀眼的一本；果如
此，我们“齐鲁流派”的称谓也会走上
前台。

中华诗词应该有“齐鲁流派”
□ 逄春阶

  □ 李梦馨 朱子钰

  最近，音乐圈的焦点莫过于歌手刀郎了。许久
不露面的刀郎，凭借一首新作《罗刹海市》引发了
热烈讨论。比起新歌本身，人们把更多的关注点落
在刀郎、那英、杨坤、汪峰等的旧怨新仇上。网友根
据歌词进行了大胆猜疑和解读，“复仇论”甚嚣尘
上。大家普遍呈现褒刀郎而贬那英、杨坤、汪峰等
的倾向。那么，看待问题的正确角度是什么呢？对
相关几方面的是非深入探讨就不难找出答案。
  多数人现在对那英等人当年批评刀郎的事情
仍耿耿于怀，但仿佛忘了，没有创作者或作品有不
能被批评的特权，只有充分的批评，才能保证艺术
的基本水准，这也是所谓批评不自由、赞美就无价
值。所以，当时这几位“大佬”对刀郎的评价，如果
是从专业角度来讲，且他们自己认为是实话实说，
那就毫无问题，甚至应该鼓励。退一步讲，我们对
他们品格方面多一些疑问的同时，仍只能主要看
他们说得对不对——— 毕竟批评的目的是艺术的提
升，所以就只能对事不对人。
  至于有人说，刀郎是在被他们打压后才一蹶
不振的，那就有些似是而非了：真正的艺术是骂不
倒的，反而会在争论中奠定自己的地位，就像名将
是在战争中封神一样。如果轻易被骂倒，反倒真的
证明了刀郎的音乐大概率有某种缺憾。
  从刀郎的角度分析，如果刀郎这个作品仅仅
是一种尝试性的创作，当然应该鼓励，在肯定其优
点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其戾气过盛的缺点；如果他
真的是在对批评者寻仇报复，那就是等而下之了，
与街头混混对骂时在墙上把对方画成一只狗没有
什么区别。一阵热闹过后，作品本来的价值反而可
能因此受损。
  从围观群众来说，也许是出于对那几位“大
佬”的反感或者对刀郎的同情，总之，先入为主地
把这个行为解读为弱者对霸凌的正义反击，所以
一边倒地倾向于刀郎。于是，争论变成了做人的是
非而不是艺术的是非，就如上面提到的那场争吵
中，围观的群众只管赞美墙上的那只用来骂人的
狗画得多好一样。究其实质，实为泛道德化思维在
艺术领域的一种表现，反而不利于艺术发展良好
氛围的形成，最终既得不到艺术，也得不到道德。

《罗刹海市》

热议背后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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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李振 李梦馨

  中国历史几千年，出现过几百位封建帝
王，但是在山东，却从没出过一个严格意义
上的皇帝，名臣大将倒是不在少数，像姜子
牙、诸葛亮、孙武、秦琼。这是一个很多人
都感兴趣的话题，郭德纲是这样解释的———
山东人忠诚度高，不想造反。
  不过，单从性格上解释，恐怕经不住推
敲。郭德纲认为山东人忠义，忠君，这里带
有褒义色彩，但反过来看，也可以说山东人
保守，缺乏雄才。
  其实，个体在历史中的成就跟他所在地
区的文化、群体性格固然有关，但更具有决
定意义的是他所处的时与势，所谓形势大于
人也。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山东人做过皇帝
梦。恰恰相反，山东其实是揭竿而起最频繁
的地区之一，赤眉、黄巾、瓦岗、黄巢、捻
军……旧政权的发难者中，向来不乏山东人
的身影。只不过，这些心怀帝业的山东人没
能够成功圆梦而已。这也足够证明，山东人
不做皇帝是性格使然的观点站不住脚了。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山
东人为什么不做皇帝”，而是为什么“做不
成皇帝”了。我们从山东这片土地中来找找
答案。
  清代学者魏禧，把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地
形分为根本之地和起事之地，两者之间，拥
有完全不同的军事价值。他的观点，得到了
稍后的曾国藩的赞同。按这一观点，山东恰
好符合他们所说的起事之地。
  怎么讲呢？历史上朝代的更替，通常由
农民起义引发。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内在矛盾
所决定的：在技术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
下，农业生产能力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存在
一个无法突破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只要国
家有足够长平稳的发展时期，就必然带来人
口的几何式增加，从而把人地矛盾激化到难
以为继的程度。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旱灾、
水灾、蝗灾这样的天灾人祸，就会引发乱
局，这其实也正是过去几千年中国治乱循环
的根源所在，山东简直就是这个规律的展示
窗口。隋唐之后，黄河十年九患给山东造成
了无尽灾难，也带来了大量流民，最终成为
社会动乱的引爆点。这不就是天选的起事之
地吗？
  但是，起事之地归起事之地，山东却并

不具备根本之地的先天条件。所谓根本之
地，在魏禧看来，在于地理与物产。特别是
地理优势，是冷兵器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比
方说秦、汉、唐起家的关中之地，被山带
河，四塞形胜，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
就有了决定性优势。相比之下，山东地理的
劣势再明显不过了：封闭性不强，地势相对
平缓，缺少天堑，一旦被攻击，很容易进退
失据。历史上，山东在大部被占后能反败为
胜的，只有田单火牛阵一个孤例，就很能说
明问题。
  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山西，就理解得更
清楚：两省一山之隔，但历史上，战略意义
却大相径庭。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都
以山西为根据地起家，建立了王朝。即使到
了民国时期，还俨然长期以独立王国的姿态
而存在。究其原因，山西高原高企的地势起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史家认为，是否成为首都，是一个地方
政治军事价值最大的试金石，在山东，只有
青州短暂做过南燕小朝廷的都城。这也反证
了山东并非根本之地的属性。既然不是王
都，那不出帝王也就很自然了。
  不过话说回来，山东虽然不是根本之
地，但优越的人口和资源优势，却足以左右
大局。楚汉之争中，刘邦自己吃紧也要让韩
信攻略齐地，实现了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
曹操依靠山东的青州兵一统了北方；历史
上，在尚未有南方征服北方先例的情况下，
朱元璋令徐达先攻占山东，第一次成就了南
方北上夺取天下的伟业。从这个角度看，山
东良将良臣辈出，也就同时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