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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流行语”

的时代记忆
  据南方日报，12月4日，《咬文嚼字》编辑部
发布“2023十大流行语”。“新质生产力”“双向
奔赴”“人工智能大模型”“村超”“特种兵式旅
游”“显眼包”“搭子”“多巴胺XX”“情绪价
值”“质疑XX，理解XX，成为XX”入选。
  每到年末，盘点流行语就成为人们回顾一年的
标志性事件之一。这是因为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词汇
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或有感于国家政策，
或来源于重大事件，或反映百姓生活。它就像我们
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投射了人们在一个时期内普遍
关注的事物和问题，也传达着人们对不同事件和生
活的态度。
  流行语凝聚了时代的缩影。“新质生产力”
“双向奔赴”这些词语从不同视角反映时代风貌、
传递时代脉搏，忠实记录了大时代的变化。流行语
蕴含着生活的体悟，“吃饭搭子”“多巴胺饮食”
等都表明人们渴望个体诉求、追求私人感受，有了
更高的精神追求。
  当然，在流行语年复一年的迭代之间，仍有不
少人对流行语充满了怀疑，认为一些词汇不知所
云，污染了语言之河。其实，要相信语言之河有着
相当的自净能力，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流行
语，我们应该持海纳百川的态度。

珍视汉字

蕴含的文化精髓
  据浙江日报，随着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应
用场景日益丰富，需要手写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少。
键盘和屏幕上敲得出，但是真正提笔的时候却忘了
怎么写，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时代没必要固守纸
笔”。认字、写字的重要性，真的慢慢降低了吗？
  汉字与拼音文字有很大不同。汉字包含着自制
修身的人文精神，而练字练的是品德与性情。“汉
字是中华民族掌心里的纹路，循着它的指事象形，
可以触摸到所有观念由来的秘密；汉字也是笔尖下
流淌的乡土，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即血
脉。”
  汉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特点源于中华
民族“道法自然”的天地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正
的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滋养着中华民
族的精神世界，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独特风采。人类
历史上出现过的很多文字，终究跑不赢时间，最终
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藏品甚至完全消失，但是汉字仍
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千百年来，书写从个
人情怀的表达，逐渐上升为民族精神的表达。也正
是在一次次书写的过程中，汉字这个最有代表性的
符号，让中华民族“以文载道”，实现薪火相传。

原创与二创

不应是对立的双方
  据北京日报，二创是指以某艺术作品为素材，
用仿作、改编、解说、混剪等手法再创作，从而产
生新作品的行为。很多二创作品脑洞大开、审美在
线，也契合了当代网友碎片化阅读习惯，因此收获
不俗流量，也吸引更多观众“入坑”原作。然而，
一旦二创产生了经济效益，原创方很可能追究其侵
权行为。
  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对此有过相应解释。比
如，若使用者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可在作品中适当引
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问题在于，随着剪辑、
配音等技术门槛越来越低，如今人人都能当“UP
主”，二次创作短视频已经形成了相当的产业规
模。那么，某些人剪视频的初衷是兴趣使然还是向
钱看？“适当引用”的比例标准又是什么？如此规
模下如何保证先授权后使用？等等问题似乎并没有
明确的答案。
  原创的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创意的火花也不能
被任意熄灭。原创与二创不应是对立的双方。相关
方面继续寻求平衡、谋求共赢，才能让观众有更多
渠道享受视听，从而进一步带动文艺市场的繁荣。

别被微短剧热冲昏头脑

  据四川日报，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和发展，微短剧逐渐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
方式。有些短剧确也不错，情节紧凑，剧情明快，
颇有看头。
  今年1-9月通过网络备案的中微短剧约3000
部。在这些微短剧中，不乏立意较高、针对性强的
好作品。但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首先，为博眼球，为抢流量，一些自媒体平台
表现为不顾质量只抢数量。一些制作方为了追求热
度和关注度，就会过分迎合市场，甚至以牺牲作品
的艺术价值为代价，尽快让短剧杀青，上线去争爆
款。如此你追我赶地大量炮制微短剧，直接导致这
些短剧的内容属性较弱。
  再者，当前大多数流量短剧的作品类型单一，
加上无序、无厘头炒作，只会让作品的传播力、影
响力适得其反。过于泛滥的同质化内容，极易让观
众产生审美疲劳。
  其实，不少人对短剧的偏爱，很大程度上也是
出于对“注水剧”的不满，更像是在用手指投票。
短剧纵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它仍然对剧情、表演、
节奏、信息量、艺术附加值有极高要求。对于行业
来说，“内容为王”永不过时，从业者需要在避免
内容的同质化、低质化上下功夫，切忌被“热”市
场冲昏头脑，时刻不能忘记“冷”思考。
          （□记者 王臻儒 整理）

  □ 田可新 台子瑜

  入冬后，网上掀起了秀出各省省服的风
潮，抖音上各省省服变装视频层出不穷。网
友戏称，冬天可以没有羽绒服，但必须有
“省服”，主打物美价廉、男女通用、老少
咸宜。
  所谓“省服”，必须有地域特色。受气
温、文化的影响，各地过冬的衣物在款式、风
格、薄厚、材质上也多有差别。东北限定大花
袄、广东短袖短裤、西北羊皮袄、川渝围裙袖

套……年轻人别出心裁，搞出“××省省服申
请出战”的短视频挑战，搞笑有趣，一时间火
爆网络。
  山东省省服是啥？从山东网友“出战”的
“战袍”来看，花布棉衣占了绝大多数。那可
都是手工专属制作的棉衣，贴身穿、居家穿、
直接外穿、配上棉裤棉鞋一套穿……其款式普
通，颜色朴实，是妥妥的日常百搭款。
  山东是我国重要的棉花种植区之一，也是
我国最早开始种植棉花的省份之一。这里地处
黄河下游平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土壤肥
沃、灌溉便利，是种棉的“宝地”。据史料记
载，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棉花在山东已“六府
皆有之，东昌尤多”。临邑县“木棉之产，独
甲他所”，该县富豪邢氏一家就有“木棉数千
亩”，嘉靖四十年临邑一带棉花大丰收，家中

棉花“数以万计”。不仅量大，山东的棉花质
量也有保证。高唐、夏津等地所产优质棉花被
称为“北花”。
  至今，这里的棉花生产水平不断提升，拥
有较为完善的棉花加工产业链，从棉花种植到
加工销售，都有相当的规模。据统计，2023
年，山东省棉花种植面积达320.8万亩，总产量
达493.4万吨，棉花产业总产值达192.9亿元。山
东棉花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0%左右，其
中中条棉产量最高，被誉为我国棉纺织工业的
“三品一标”之一。
  称得上“省服”，手工制作是关键。山东
媳妇靠着一双巧手，添置了男女老少的内外行
头。崭新的棉服在太阳下晒晒，穿到身上，暖
在心里。
  眼下，“羽绒服刺客”的说法盛行，一

些知名品牌的羽绒服动辄售价几千元，引来
争议不断。不少90后、00后，拿棉衣作“平
替”，声称“整顿市场”。那这更具性价比
的棉衣保暖吗？别担心。山东娃娃都是穿着
它在雪地里打滚、堆雪人，不仅行动自如，
还耐磨抗“造”。近来，夜爬泰山成了挑战
极限的新打卡方式。泰山海拔高，夜晚气温
低，在山顶就算是夏天也得穿厚衣服才不觉
冷。年轻人选择碎花棉衣加身，穿着“省
服”踏实等待日出。
  其实，“省服”成为网红，说到底还带着
不少乡愁。人们用互联网新鲜的表达方式，释
放对家乡自然人文特色的自豪和热爱。穿省
服，更多是一股子亲近劲儿，也是对家乡对亲
人的思念和感恩。天冷了，你的省服安排上
了吗？

你穿上山东省省服了吗？

短视频让酒香飘出深巷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媒体
传播手段也随之兴盛，尤其是短视频的大
量传播为演出市场的复苏带来新机遇。相
比传统的文字图片宣传，短视频的呈现方
式更具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无论是观看
演出前通过短视频平台种草，抑或是观看
过程中用短视频记录，都充分激发了文旅
市场的消费潜力，带动了演出市场的繁
荣。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今年9月29
日至10月6日，全国共举办营业性演出44237
场，较去年十一假期同比增长227.68%，较
2019年同比增长48.95%；票房收入突破20亿
元，观众人数达1180.35万人次，较去年同
比大幅增长。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
演出售票平台，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代
表的知名艺术院团线下演出呈现“开票即
售罄”的状态。
  这一回暖趋势的呈现一方面来自之前
消费存量的集中释放，另一方面则与短视
频平台的积极造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短视频时代对传统信息传播格局所带来的
改变无可置疑，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短
视频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单纯依靠传统的
传播方式吸纳观众已逐渐落后。
  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便是具备高品质
作品的大剧院也需要通过短视频营销，积
极借助线上传播手段的强大优势进行宣传
推广。国家大剧院等在抖音平台发布的表
演片段和花絮就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评论
区里满屏的“好期待”“线下演出怎样抢
票”等等，充分印证了线上宣传对线下市
场的引流作用。
  与此同时，由用户主动生产的观看反
馈与二次创作也为演出市场打开了新思
路。从对《红楼梦》等舞剧的剧情分析与
讨论，到对《只此青绿》《杜甫》等舞剧
中传统文化的解读，在愉快的互动氛围中
让歌舞表演实现了进一步传播。观看者表
示，自己之前很少去看这些话剧、舞剧表
演，总觉得有些难以接近，但在刷短视频
的过程中却逐渐改变了想法。精美的表演
画面、深入浅出的文化解读，让人们感受
到这些演出的魅力并憧憬着去线下切身感
受一番。
  随着《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哥
哥》等综艺节目的播出，也让舞蹈演员被
更多人熟知并收获大批忠实粉丝。在综艺
节目所带来的热度刺激下，众多年轻观众
成为舞剧消费的主力军。精致的舞剧表演

与热情的年轻观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
这些热门演出呈现“开票即售罄”的蓬勃
景象。

鱼目混珠骗局引发退票

  然而繁荣之下难掩鱼目混珠的乱象，
在演出市场重新迸发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充
斥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在各大视频平台
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画面精美的宣传视
频，下面配发的文案也将自己标榜为融合
中国传统音乐与古代宫廷文化的音乐盛
会。但当观众真正来到现场看到的却是寥
寥几人的粗糙表演，整个班底不过是破音
跑调的“草台班子”。所谓的精美画面也
只是从其他表演中盗取的片段。一些被宣
传吸引前去观看的受众纷纷表示：“曲目
单一，舞蹈重复，整场演出非常死板”
“甚至没有大学社团整得好”，长春、沈
阳等地的演出现场更是出现高喊“虚假宣
传”“退票退票”的情况。
  无独有偶，虚假宣传的问题不仅发生
在演出行业，在一些旅游景区、展览活动
中也屡见不鲜。比如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的某造型艺术展的宣传视频中，主办方以
奇幻童话艺术等为卖点，宣称19.9元即
可享受美景和节目表演。结果被视频
中郁郁葱葱的草地、高大精致的艺术
造型吸引而来的观众，实际看到的
却是光秃秃的草地和瘫倒在地的
各种所谓艺术装置；某景区打着
郁金香花海的名头进行宣传，
在宣传视频里有茂盛的粉色郁
金香以及巨大草莓熊，游客
到达景区后映入眼帘的却
只有大片大片的黄土地，
所谓的郁金香一朵也没
有绽放。
  诸如此类盗取视
频、添加滤镜合成视频
进行敛财的骗局还有很
多，而这些骗局甚至已
经衍生出了代写代发、
“铺量种草”等一系列虚假营
销服务链条。据艾瑞咨询发布
的《种草一代·95后时尚消
费报告》，95后在网购人
群中占比最大、渠道偏好
最强烈，且非常喜欢在各
类社交平台上查看种草
攻略。这些“种草帖”
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

时，也被一些不良商家盯
上，变为他们牟利的工具。
比如一些本应源自消费者真
实感受的测评在“水军”的
运作下逐渐成为虚假营销广
告。在新媒体时代即时性、
高覆盖的信息传播下，这些虚
假的广告会迅速传播，不仅给
消费者的利益带来损害，也消耗
着他们对演出活动、文旅景点的
信任。

如何“锦上添花”

  传播手段的丰富无疑是推动演出市场
繁荣的重要因素，但当这些手段被不良商
家滥用作攫取暴利的工具时则会造成巨大
的负面影响。必须正确认识短视频等传播
手段的定位，让它们更好发挥锦上添花的
作用，而不是成为鱼目混珠的工具。
  错的不是传播手段，而是错误使用之
人。短视频声画兼备，但终究是人为制造
之物。它所宣传的内容是真是假也都是由
制作者决定的。面对虚假宣传的乱象，不
能一刀切地否定短视频的价值，而是要从
对产品、对内容的严格要求出发，让宣传
真正实现表里如一。
  演出、景点、展览等主办方要树立精
品意识，提升服务质量。无论曲艺表演还
是旅游景区，都应当做到切切实实展
现文化特色、提供审美价值，让观赏
者真正得到美的享
受。监管部门须加
强对相关内容的审
查与监督，做好市
场调研工作，及时
发现虚假宣传内容
并对相关商家施以

惩戒。尤其是各地文旅部门在与剧团或活
动举办方进行合作时，要做好资质审核工
作，绝不能让相似的闹剧再次上演。
  宣传的最终目的是要呈现服务本身的
价值。无论短视频等传播手段多么丰富，
只有建立在“真”的基础上才能走得长
远。短视频不是移花接木的工具，而是锦
上添花的助力，吸引受众的关键还是精致
的设计、优质的内容。要推动市场可持续
发展就莫要拿虚假的滤镜和盗取的画面进
行蒙骗，否则最终只能让种草安利变成避
雷拔草。

演演出出宣宣发发如如何何““锦锦上上添添花花””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李奕璇

  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为演出活动的“安利种草”插上了翅
膀。线上安利，线下观赏，逐渐成为新媒体环境下演出活动
的重要宣传模式。日前，在沈阳、长春等地举办的某国潮音
乐会现场却屡屡上演退票热潮。根据现场观众的描述，之所
以要求退票主要是因为现场演出与宣传视频和海报严重不
符。宣传视频里精美的画面、动人的舞蹈和现实舞台上敷衍
的布置与低劣的表演形成鲜明对比，不禁让人发问：还能给
短视频多少信任？舞台演出宣发鱼目混珠乱象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