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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了炫富网红账号

还要斩断背后利益链条
  据法治日报，日前，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多
家互联网平台再次发布打击宣扬炫富等不良价值观
内容的公告，公布对平台排查出的违规账号作出阶
段性禁言直至关闭账号的处理结果。
  于炫富网红而言，被封的不只是账号还有病态
的价值观。肆无忌惮的炫富行为，不仅会传播炫富
拜金、奢靡享乐的不良风气，错误的示范效应更不
利于短视频等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危害网络生
态。除此之外，畸形的炫富行为很容易影响到未成
年人，让他们产生“走捷径”的错误认知，淡化努
力奋斗的意义。
  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平台方还需更多作
为，除了封禁不良账号，还要彻底斩断那些躲在背
后操纵流量进而变现的利益链条。对提供积极健康
优质内容的账号，给予更多流量倾斜；对发布违背
公序良俗甚至违规违法内容的账号，该警告的警
告，该关闭的关闭，从源头上拔除“黑流量”“丑
流量”的毒瘤。对诸如“炫富”类不良价值观说
“不”，向兜售低级庸俗人设的“网红”亮剑，激
浊扬清、脚踏实地，方为正道。

非遗“圈粉”Z世代

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据安徽新闻网，前几日，有平台发布了《2024
非遗数据报告》，报告显示，越来越多人传承和传
播非遗，95后、00后成为生力军；最爱看国家级非
遗相关内容的则是00后和60后。“年轻面孔”走近
非遗，青睐传统文化，他们以崭新的视角和热情，
为来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和古老的艺术注入了新的
活力，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西安00后皮
影传承人借短视频，用皮影演绎擎天柱，让古老技
艺频频打破次元壁；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95
后郎佳子彧用面塑还原宫崎骏动画、冰墩墩，让年
轻人感受非遗的潮酷；95后遂溪醒狮和狮头彩扎传
承人记录舞狮日常，分享狮头彩扎制作，探索如何
将传统文化传得更广……非遗视频和直播带动用户
种草、打卡及消费，而Z世代作为这一风潮的引领
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将非遗文化推向新的
高度。
  领略祖国文化之韵、自然之美。在互联网高度
发展的今天，直播展示、云上非遗、文创商品等，
都很具有时代特征。打开社交平台，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参与非遗产品的设
计、生产和销售，不仅能让人们打破时空距离，深
入了解各地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和文化内涵，还能
带动人们深入地了解和喜爱非遗文化，这样的实
践，值得鼓励。

中国网文IP

如何走向全球
  据经济日报，中国网络文学以优质IP为核心，
通过跨领域、多形式的发展，不断释放潜力，彰显
价值。近日，《庆余年》和《全职高手》等IP角色
被法国插画师融入地标设计，并开发成衍生品。新
加坡旅游局与阅文集团也开展了“IP+文旅”的战
略合作。网文IP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一颗璀璨的
明珠。
  随着中国网文市场的扩大和“粉丝”的增加，
网文IP展现出强大的经济价值和带动作用。内容叙
事上，网文IP不仅为动漫、影视、游戏等行业提供
丰富内容，还推动了全球文化影响力的扩展。从产
业体系来看，中国网文自身发展传播建立了独特的
产业体系，从翻译输出到海外原创，再到联合全球
产业伙伴，共同对网络文学内容进行培育、分发和
IP衍生开发，开放性是中国网文IP走向世界的独特
优势。
  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IP，内容质量是
关键。中国网文、网剧的题材丰富，但也要注意优
质内容的稀缺和同质化问题。需要坚持精品化路
线，推进本地化策略，提升制作水准，讲好中国
故事。

方言梗为何走红

  据广州日报，近年来，各地方言段子大量涌入
影视作品、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综艺。语言，素来是
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直接体现，方言走红网络，体现
的不仅是人们对乡音乡情的感念，更彰显了传统文
化基因和文化自信的唤醒。
  “方言梗”频上热搜，这是方言仍活跃于语言
生活的表现。“方言梗”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基因，
有其生命力。有了方言，我们想到的南方姑娘，可
以说着絮絮绵绵的吴语，而不只是撑着油纸伞的单
薄形象。也正是方言，能让走南闯北打拼的人，因
一句乡音，而泪湿满襟，一解乡愁。语言是文化的
载体，方言是我国文化宝库里的珍贵财富，需要保
护、传承。2015年以来，我国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此外，国家还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形式保护方言，比如通过保护地方戏曲等载体，传
承保护方言。重新发现并保护、传承方言，就是要
留住文化记忆、记住乡愁，让古老的方言焕发时代
魅力。
  传承保护方言，首先要让更多人“看见”，其
次是要合理利用。我们鼓励对方言文化进行适度创
作和传播，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方言开发应用，以
“用好”助推方言传承保护，但也要警惕过度娱乐
化、低俗化倾向，别给方言贴上“土”“烂”
“俗”的标签。
          （□ 可新 淑晨 整理）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航母舰载机的军事剧，
《海天雄鹰》以其新颖的题材吸引了观众的目
光。尽管剧情上还有好多漏洞，演员表演上有
好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觉得这部剧值得一
看，它拍出了有血有肉的航母舰载机试飞员的
精气神儿。
  很偶然地，我还看到了李幼斌、朱亚文、
侯勇、张光北在网络上的直播，对《海天雄
鹰》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直播，很别
致，让我嗅出了一股“兵味”。
  我没当过兵，但我至今见了解放军的帽
徽、领章都会由衷生出一种敬意，我羡慕当过
兵的人，远远地听到军号声，我会驻足而听，
我一直为没有穿过军装而遗憾。我特别羡慕战

地记者，战地记者也是兵，他们身上的“兵
味”常常吸引着我。
  直播介入日常生活，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各种直播带货，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66
岁的李幼斌是首次直播，他在直播中的表现，
是兴奋，跃跃欲试，直来直去的表达轻松、幽
默、风趣。这是《亮剑》中“李云龙”的独
白，也是《闯关东》中朱开山的自言自语。他
对向死而生的军人的赞美，对“海空雄鹰精
神”的褒扬，听来都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着急，
如枪弹上膛，是迫不及待，是发自内心。“李
幼斌们”是用英雄的精神在塑造英雄。
  李幼斌在“直播”中的表现，看似随意，
其实是精心准备的，因为准备充分，才不留斧
凿之痕。祖籍山东安丘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
先生讲课妙趣横生，学生听不够。我曾听他的
家人讲，每一次课、每一句话赵先生都认真准
备，即使是讲过无数遍的内容，也一定要在讲

课前一天默念一遍，唯恐有疏漏。这就是大家
的认真劲儿。
  我要说的是，直播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应
该提高质量，不能太随意，不能有闻必录，要
有取舍。直播是展示当下的生活，但不是全
部，还是应该有选择、有主题、有内涵、有内
核的，说白了，就是有见识的。直播不是全盘
照搬，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是为了流
量、为了博眼球而信口雌黄，胡诌八扯，突破
底线。
  高质量的直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
式”。得注意细节，因为细节，几乎凝聚了
一个艺术家全部的修养。看似随意的发挥，
却是艺术家长期熏染磨炼后的流露，细节里
有艺术家的心境，有艺术家的气质，也有艺
术家的格局。契诃夫在谈创作的时候说：
“最优秀的作家是写实的，按照生活的原来
样子去描写生活，可是因为每一行像汁液一

样渗透着对于目的的自觉，所以您，除了原
来样子的生活之外，还可以感到应该是那样
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反映生活是什么样
的时候，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出应该是什么样
子来。直播是什么？是“生活+”。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醒，要重点把控直播
的商品质量。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是主播和嘉
宾们的表达更需要严格的审核检验。吸引别人
关注，靠外在，更靠内在，靠实力。虚头巴
脑，肯定不行。
  《海天雄鹰》中的军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
时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选择肃穆、庄
严，那选择有血性、有棱有角，那选择让置身
剧外的观众深思。整部剧看点中充满泪点，严
谨又不失风趣。“李幼斌们”的直播，给该剧
的宣传又添了一把火。老戏骨甘当绿叶，摆正
位置，给后生们鼓劲，加油，有情有义有传
承。我为之点赞！

李幼斌的“兵味”直播
□ 逄春阶

“幽默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塑造了一方生动
鲜活的语言。山东方言的网红之路，始于网
友的精彩演绎。 B 站上一条播放量过200 万
的视频，主题是“山东话对颜值的影响有多
大”，让人们全面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冲击
力。比如《还珠格格》中的紫薇楚楚可怜与
皇上父女相认时，济南人紫薇的介绍大概
是：“下雨豁（夏雨荷），是俺娘。”而大
明湖畔夏雨荷与爱人告别不舍之际，应该会
这 么 说 ： “ 请 尼 不 要 走 ， 俺 舍 不 滴 尼
走……”虽说这属于合理的想象，但也激发
了广大网友对山东方言的诠释。于是B站涌
现出一个热门赛道，“把山东话放在不同角
色身上”，产生了出其不意的喜剧效果，林
黛玉反倒显出几分倒拔垂杨柳的姿态，甄嬛
多了一些憨厚的可爱，女儿国国王竟如此接
地气。
  在反复的玩味中，网友体悟到了山东方
言的精髓——— 朴实亲切，也不乏幽默。除此
之外，互联网上流传的山东话的几大显著特
点中，倒装句当仁不让，山东人把倒装句的
幽默感运用得炉火纯青。央视主持人康辉曾
问倪萍：“我听说山东人爱说倒装句。作为
山东人，你会这么觉得吗？”“没有吧，我
觉得。”倪萍脱口而出的回答让观众忍俊不
禁。有人表示自己问山东朋友“你看我这件
衣服怎么样”，山东朋友回答：“有点小感
觉。”再问：“什么感觉？”回：“有点
小。”短短几句，山东人说倒装句的形象跃
然纸上。
  当下，倒装句表述已成为互联网平台热
闹非凡的创作素材，不少山东网友下场现身
说法。网友“主持人大倩倩”生动演绎山东
倒装句怎么说的视频收获了48万点赞，“豆
角炒好了你快吃吧”可以转换为：炒好了豆
橛子恁快吃吧、豆橛子恁快吃吧炒好了、炒
好了吃吧恁快豆橛子、快吃吧恁炒好了豆橛
子……
  追根究底，有观点认为倒装句是一种古
风传承、文脉延续，因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也是倒装爱好者。《论语·述而》里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中
南大学教授杨雨解读：“甚矣与吾衰也，就
是倒装，将程度副词放在前面，表示衰老得
太厉害了。后面一句又是个倒装，久矣表示
太长时间了。孔子在这里主要是表达一种强
调，（这样的表述）确实能够营造出不同的
感觉。”在古代文学中，无论是诗歌、诗
词，还是其他文体，倒装句都是常见现象。
或许，山东人如此爱说倒装句，离不开对这
一语言习惯的深入继承。

“热梗味”

  “惜字如金”也是山东话一大特色。有
博主解读“山东人管QQ 号叫球球号”，把
“Q ”念成“qiu ”，属于口腔发力最省事
的一种读法，也是大多数山东话表达习惯的
底层逻辑。
  短视频平台时常有网友对经典的山东话
表述进行演绎，不仅赢得许多点赞，还成为
现象级作品。譬如，对来家吃饭的客人表示
欢迎，别的地方或许会用：“别客气，当自
己家一样，快多夹点菜吃。”山东人则能用
一个“叨”字解决，不仅没有怠慢之感，还
显得热情又利落。类似热门表述不胜枚举，
“ 你 说 什 么 我 没 听 清 ？ ” 山 东 话 版 ：
“an？”；“请你往旁边挪一挪”山东话
版：“qie”；“天呐！真的好烫！”山东话
版：“fa！”；“我的东西找不到了”山东
话版：“耶？”
  方言是特色文化的载体，地域性格的
外在表现，可以看到，山东方言在使用习
惯上与山东人特有的文化性格一脉相承。
爱用倒装，其实是要把主题和观点表达出
来、先展示重点。表达简洁，“能用一个
字解决，绝不说两个字”，用最简单的话
表达最清晰的意思，主打直抒胸臆。这些
特征与直爽、豪放的山东人如出一辙，没
有什么弯弯绕绕。
  普通话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一定
程度上让方言的传承和使用受到了影响。但
山东话仿佛不用担心式微，它在短视频平台
拥有着坚定的受众，“人人都能说几句山东
话”不仅不土，反而得到了网友的争相模
仿，“老师儿”“豆橛子”“哈啤酒”“生
活很滋儿”等表述转化为热梗。仅一条“用
山东方言打开山东”的文旅挑战视频，就得
到了18.3万网友的回应。
  山东话与生俱来的“梗味”，带来了巨
大的二次创作空间。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
都显现出鲜明地域特色，有趣、独特、言简
意赅……这些突出表演暗合了当下梗文化传
播的逻辑，因此，越来越多的方言梗在互联
网空间被制造传播。除了原本的传情达意，
山东话的独特表达习惯在塑造趣味、拉近距
离、连接情感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极易引起
共鸣，唤起人们的集体回忆。而一句山东话
之所以能够像一个热梗那样得到迅速传播，
来源于无数网友对其进行跟风式的即兴改
编。在反复的造梗与玩梗之间，达到了更强
的视觉冲击与传播效果，让山东话在网络时
代迎来了一轮轮狂欢。

“文化味”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具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山
东方言没有消失于岁月长河，历久弥新、越
嚼越香，离不开“文化味”的加持。有网友
把山东方言分为三种口味：鲁北的大葱味
儿、鲁南的煎饼味儿和半岛的海蛎子味儿。
通俗形象的比喻，已经点出山东方言的三大
派系。
  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山东内部可
以细分出三种方言：山东半岛说的是胶辽官
话，鲁西北是冀鲁官话，鲁西南是中原官
话。济南、聊城、德州、滨州、淄博等地属
于冀鲁官话区，菏泽、枣庄、济宁、临沂等
被划入中原官话区，青岛、威海、烟台等则
属于胶辽官话区。济南的“老师儿”、青岛
的“哈啤酒”、济宁的“倍儿倍儿哩”、淄
博的“迂阔”、枣庄的“奏吗起”、泰安的
“勃梗子”……不同地方贴近生活的方言表
述，显示出各地的文化特色，传递着一方水
土的烟火气。
  现代的山东话，是在明清山东方言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中就运用了山东方言的词语。《醒世姻缘
传》《聊斋俚曲集》中的对白和唱词，使用
非常地道、纯熟的鲁中方言所写，现在捧读
依旧倍感亲切。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孔
尚任的戏剧《桃花扇》等都是反映山东方言
的材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和地域
文化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沉淀在方言之中，与
地理、民俗、文化背景等紧密相连，从这个
角度看，山东方言不仅不土，反而蕴含着浓
浓的文化味。
  口口相传为方言的生命力所在。近年
来，方言的魅力凸显，守护方言被提上日
程，方言电影、方言电视剧、方言说唱等形
式层出不穷。而山东话在互联网平台的轮番
走红，正是生动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吸
引力，开辟了一条方言在日常生活中传承的
新路径。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山东话火了！最近，一
首用山东方言演绎的《山东
车牌之歌》在互联网平台爆
火出圈。“鲁A济南车，鲁B
青 岛 的 ， 鲁C 淄 博 鲁D 枣
庄……”朗朗上口的歌词、
简单随性的旋律，配上独特
的山东口音表达，引发各种
“玩梗”，各地文旅持续跟
进，“学几句山东话”堪称
短视频平台流量担当。与此
同时，好奇的网友进一步发
问——— 山东人为啥总爱说倒
装句？管QQ号叫球球号？闷
闷车又是什么意思？
  语言与文化是一对孪生
兄弟，山东方言鲜明的特色
是齐鲁文化博大精深的一个
重要侧面。方言的扩散实际
上就是社会文化的扩散，在
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别样的景
观，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
惯、审美情趣以及艺术形
式。即便在互联网时代，方
言的热度只增不减，且拥有
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激
发人们塑造地域身份与情感
的认同。那么，朴实接地气
的山东话历久弥新，能品出
几重味？又掌握了何种爆款
密码？

全网都说山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