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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追“丑”，没门
  □ 卢昱

  近日，一位拥有40余万粉丝的网红
“娟子爱吃”在直播中大放厥词，将
“9·18”误为“6·18”。在网友指正
其言论不当后，她非但没有道歉或收
敛，反而继续以无知和傲慢的态度回怼
网友，声称自己“没有上过学”“没有
念过书”“不看新闻”“没听说过‘九
一八’”，甚至扬言自己不是中国人。
此番言论不仅显示了其对历史知识的匮
乏，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一种冒犯。
　　好在涉事平台反应迅速，将该网
红直播当场中断，其账号也被永久封
禁。这种果断的处理反映了网络监管
制度的有效性，也向社会传达一个明
确信息：无论在哪个赛道红红火火，

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红线一直都在，试
图为红追“丑”、以“渣”出圈，门
都没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借助不同平台实现“一夜
成名”。面对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
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这都无可厚非。
且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对自己的内容输
出、风格定位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
此，我们应该予以尊重，这也是一个开
放包容的社会应有的态度。
　　可任何自由都有边界，而这个边界
就是由法律法规、民族情感以及社会公
序良俗等共同构成的价值体系。特别是
对那些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红而言，他
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因此
更需要明白是非曲直的重要性。“九一

八”事变作为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
史，是一道深深的历史伤痕，是每一个
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教训和痛苦。任何
形式的轻视或戏谑，都无异于对历史的
不敬以及对民族尊严的践踏。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娟子爱吃”
声称自己没有接受过初中教育，但这并
不能成为其无视基本道德规范的理由。
尤其在面对广大网友的愤怒质疑时，她
的态度依然显得漫不经心，这反映出她
缺乏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也表明她在
面对公众批评时缺乏应有的谦逊和自我
反省能力。
　　毕竟，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随着
网络主播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得到官方的
认可，相关的职业规范和道德要求也应
该同步建立和完善。只有如此，才能确

保这个行业在健康、有序的基础上发
展，而不是任由个别人为了短期利益而
破坏整个行业的形象。“娟子爱吃”事
件也为广大网红提了个醒：这世上从来
就没有不劳而获的人生。与其羡慕一夜
成名，不如心有敬畏，久久为功，在红
线内深耕自己的赛道。
　　随着互联网向纵深发展，每个人都
是信息传播链条上的重要节点。在这种
背景下，平台要进一步加强审核把关，
优化算法推荐机制，让流量向有深度、
有温度、有正能量的内容创作者倾斜，
坚决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每一位网
络参与者也应自觉承担维护网络环境的
责任，做到理性发言、文明交流，积极
监督不良不法行为，共同营造一个清
朗、和谐的信息共享空间。

“土里土气”变身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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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子钰

  社交媒体上，赶山东大集又掀起了
热潮。100元在山东大集吃到六个菜，
羊肉、海鲜、豆芽等荤素搭配，厨师现
场炒制宛如流动厨房，各种新鲜食材应
有尽有。一位博主不由感叹：“这才是
真正的人间烟火气。”
  大集也深刻融入了当地文旅，不少
游客将赶集列为打卡山东的“隐藏景
点”。青岛的泊里大集、淄博的周村大
集、东营的牛庄大集、临沂的费县大
集……这些古老又传统的集市，在短视
频时代早已名声在外，吸引来自五湖四
海的游客。
  没有刻意的宣传与运作，不同于建
筑林立的街头，带有一点儿“土味”的

山东大集悄无声息地收获了网友的齐声
称赞。“只有去过山东大集的人，才懂
得大集的含金量。”细数相关短视频，
最火的莫过于美食，物美价廉是最大特
点。100元吃六个菜已是见怪不怪，还
有2元一碗的面条，10元能买到一兜子
黄桃。虽然环境不多高档，但在乡亲们
的叫卖吆喝声中，处处透着淳朴温暖，
能吃又能玩。一眼望不到头的新奇，足
以打败某些复制粘贴的景点。因此，山
东大集被戏称为“年轻人幸福感教育基
地”，在集市上讨价还价，与摊主谈天
说地，花很少的钱“干饭”，很多人来
这颠覆了对旅游的认知，又重新找到了
逛吃的快乐，赶集属于中老年人的刻板
印象已被改写。
  生长于乡土社会的传统大集为何依

旧魅力不减？作为一种周期性市场，山
东大集历史悠久，数量多、规模大。它
凝缩了一个地区的过去和现在，包括风
俗、习惯、方言、物产以及代表性的生
活方式。在现代商业夹击下，也有一些
地方的大集失去了往日的光辉，风头
不再。
  对山东大集来说，似乎不存在这种
压力，独有的文化传承和积淀，使其能
够永葆生命力，获得持续发展。比如，
周村大集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名列长
山县集市之首”的记载。传统美味周村
烧饼、周村五香牛肉仍在大集上占有一
席之地。泊里大集从依街而市到160亩
的专属区域，足见其猛烈的发展趋势。
除了海鲜烩饼、泊里烧鸡、沐官岛虾酱
等久负盛名的代表美食，衣服、鞋袜等

日用百货，一些极具特色的民间技艺也
可在大集上找到踪影，像泊里红席与泊
里麦草画，一直都是摊位上的常客。据
悉，现在的泊里大集年交易额达8亿
元，这一成绩实在惊人！
  如今社交媒体呈现的赶集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商品交易，人们在这里体验齐
鲁民间文化生活，品尝特色小吃，捕捉
世间万象，趣味十足。保留地方传统，
展现特色文化，不断与时俱进，山东大集
的魅力根植于此。“土里土气”变身“文化
盛宴”“文旅招牌”，山东大集在网络的持
续走红，带动了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的发
展振兴。借助流量的东风，如何延续活
力，创新内容形式，满足大众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擦亮金字招牌，人们的期待，
正在推动山东大集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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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腰封切莫成“妖风”
  □ 梁雯

  近日，一本名为《村上春树·旅》
的图书引发人们对图书营销乱象的再度
关注。据媒体报道，这本书并非村上春
树的作品，却在封面显要位置标注了村
上春树的名字，实际作者的名字则很不
显眼。这也导致很多消费者被误导，直
到阅读时才发现被封面“诈骗”了。
  图书碰瓷畅销书的行为屡见不鲜。
古时，就有“跟书”“续书”的传统，
《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著
名小说在古时就出现了众多续作以及与
之书名近似的作品。现在，一些出版方
为了吸引眼球、蹭热度，故意将图书名
起得与那些经典的、广为人知的畅销书
极为相似，有的图书甚至连封面都与畅

销书如出一辙，从畅销书的“颜值”到
“内容”全面复制粘贴，让读者挑书时
“乱花迷眼”。比如《明朝那些事儿》
畅销后，以《××那些事儿》命名的图
书就层出不穷。
  图书腰封也成为图书营销中饱受诟
病的一环。腰封本应是对图书内容的高
度凝练和精华呈现，起到引导读者的作
用。不过，现在很多腰封上“震撼心灵
的巨著”“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改变
世界的一本书”等夸张之词，把腰封从
推荐工具变成了虚假宣传的载体。有的
腰封还会罗列堆砌一堆名家的名字，很
多名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荐，甚至
出现了“托梦推荐”等词汇。
  这样的腰封被消费者称为“妖
风”。有网友表示，一看到腰封上

“×××推荐”的字样就反感。有网友
称，拿到书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腰封。
还有网友认为，书应该少些过度包装，
不能当月饼卖。
  图书作为一种商品，使用一些营销
手段无可厚非。但即便是畅销为王、流
行至上，图书出版从业者也应该把好
关，从自身做起，抵制图书营销乱象，
毕竟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天然带有
“传道授业解惑”的文化属性，与普通
商品有所不同。当利益驱使下的过度营
销与图书的文化属性碰撞，很可能会起
到相反的效果。正如网友所说，有些书
本来想看，但一看到腰封上浮夸的推荐
语，就没了兴趣。对出版从业者来说，
只注重短期利益而采取夸张不实的营销
手段，最终损害的还是自身利益。只有

依靠图书的内在品质和口碑，才是长久
经营之道。
  图书营销乱象的治理，需要行业的
共同努力。某些图书营销乱象可能触及
法律红线，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市场
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虚假
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行业协会也应发挥自身
的作用，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
律，引导出版方进行正当的营销活动。
文艺批评界对于跟风碰瓷出版的图书，
同样要敢于发声，及时批评，营造良好
图书市场风气。
  图书营销乱象的出现，一定程度损
害了读者的利益。作为读者，在选书时
不要过于依赖表面宣传，不被书名、腰
封等信息迷惑，学会理性判断。

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

“电影+”为传统戏曲开新路
  □ 高艺桐 田可新

  日前，《新龙门客栈（越剧纪实电
影）》上映。以舞台纪录片的形式把当
下热门的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
客栈》搬上大银幕，“电影+越剧”这
种全新的组合方式，颇有新意、引发
热议。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这种创
新性艺术表达形式并非个体现象。越来
越多的艺术形式在达成“破圈”之后，
都大胆尝试“电影+”的形式进行“出
圈”。如5月27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
举办的红色经典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致敬场”观摩活动，“影舞融
合”引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记忆深处
的血色黎明；美国著名女歌手泰勒·斯
威夫特的电影《泰勒·斯威夫特：时代
巡回演唱会》在中国上映仅1天18小

时，票房就突破5000万元，打破了过去
五年音乐片首映日票房纪录。
  “电影+”的创新性艺术表达形式
被应用于多种艺术领域，不仅为电影艺
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其
他艺术领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由此
可见，穿新鞋，走新路，是打开新天地
的“钥匙”。
  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
栈》虽是当下的“出圈”越剧，却存在
传播局限性。具体来说，《新龙门客
栈》作为一部小剧场驻演作品，“小规
模+现场演绎”使其在沉浸感体验上有
着无法替代的优势。观众与演员互动，
观众之间的互动以及现场氛围都为演出
增添了浓厚的艺术色彩。但是，要想实
现“小客栈”的大规模传播，“小规模
+现场演绎”的传播形式就有点儿捉襟
见肘了。一方面，《新龙门客栈》是驻

演，若把驻演改为巡演，会面临成本高
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小剧场产
品，现场仅有130多个座位，且票价昂
贵，众多粉丝一票难求，实在难以满足
大多数人的观影需求。所以，“电影+
越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问题的一
种有效应对，是推动越剧等传统艺术走
向更广阔舞台的重要途径。
  传统艺术要想在如今的快餐式文化
中实现传播，不仅要在内容的守正创新
上久久为功，在传播形式的创新上也要
与时偕行。相比越剧小规模的线下演
出，无论是票价还是可容纳的观影人
数，电影无疑比戏剧更有优势。电影不
仅可以满足众多艺术爱好者和粉丝的观
影需求，同时还能让许多“越剧小白”
了解这种传统艺术，实现传统文化的大
众化推广。
  “影戏融合”的创新性传播形式可

以带来“线下场爆火为电影提供热门
IP”和“大银幕放映实现高票房+越剧
推广”的双向循环新模式，高票房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小客栈”巡演
的可能性。
  电影相较于电视、广播、杂志等其
他媒介形式，更容易为观众提供沉浸式
的艺术体验氛围，在很多方面与越剧的
线下表演有艺术共通性。不难看出，选
择“影戏融合”的创新性传播形式，是
在艺术交融之下寻求的“最大公约
数”，并非无脑尝试。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不仅是
越剧，要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就要始终根植中华文化沃土，坚守
传统文化之“根”；要注入创新这一文
化活水，让优秀传统文化以多元化、多
样化的姿态去拥抱时代，在新时代散发
新光芒。

北京推出夜游推荐榜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推出2024年“月光下的北京”夜游推荐榜单，60
个夜文旅项目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详尽而丰富的夜
间文旅指南。
  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居庸关长城、司马
台长城等长城景区开设了夜游服务，游客在欣赏长
城美景的同时，还可观赏多种形式的演出。游客在
前门大街、南锣鼓巷等街区，不仅能感受特色的历
史风貌，还可品咖啡、尝甜品、买文创，老街区成
为“新网红”，焕发出新活力。首钢园、798·751
园区、北京海洋馆、光科技馆等运用5G、云计
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打造沉浸式
夜文旅空间，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簋街、
北京坊、五道营胡同等地在夜晚灯火通明、人声鼎
沸，经过不断发展，从传统夜市到新型夜市再到商
圈，“夜经济”业态不断丰富，逐步升级为“吃、
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成为吸引更多
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榜单还特别推出旅游观光巴士、游船、骑游等
夜行方式，让游客以全新的视角领略北京的夜景。
旅游观光巴士途经多个文旅地标和网红商圈，游客
可边赏美景、边尝美食。大美中轴线夜游观光巴
士，带游客感受中轴线的文化魅力。上榜的骑游线
路，串起多个夜间旅游点位，方便市民和游客参与
文化体验、休闲健身、文旅消费。

游客被“层层转包”

服务质量难免下滑
  据澎湃新闻，近日，来自山西的消费者侯女士
反映，她在咨询一位自称是“中国国际旅行社”导
游的人后，8月1日被导航到“湖南省中国旅行社”
长沙火车站店报名参加了5天4晚的张家界旅行团，
最后发现带团的是“张家界风光国际旅行社”。旅
行中她和家人遭遇甩客、重复收费、强制消费等不
合理行为。
  从报道来看，侯女士踩坑的源头，在于被旅行
社的“层层转包”操作给误导了。一趟简单的行程
下来，至少涉及三个不同的机构。“层层转包”之
下，服务质量难免噌噌下滑；对利益的层层攫取，
雁过拔毛，也加剧了重复收费的乱象。更棘手的
是，出现问题时，责任的履行和归属也变得错综复
杂，难以界定。
  如侯女士提到，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写道，全程
无强制消费，现实中导游却各种诱导，变相强制游
客购物。作出不强制消费承诺的旅行社，和具体接
待游客的旅行社不是同一家，导游在带团时，自然
无所顾忌，缺乏应有的约束。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服务层层转包，旅行社全
国揽客，然后引流给当地对接的旅行社来具体负责
接待游客，这样的模式在旅游行业十分常见。问题
在于，服务可以转包，前提是将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地告知游客，保障他们的知情权以及后续旅行的质
量，否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小众走向大众

“舞台纪录电影”最优解
  据解放日报，近年来，爆款舞台作品走上银幕
成为流行。一边是“黄牛票”“盲盒票”争议下供
不应求的演出市场，一边是急需观众拉新、增加多
元内容供给的电影院，将舞台作品搬上银幕，会是
小众走向大众的最优解吗？
  舞台纪录电影《新龙门客栈》艺术总监茅威涛
介绍：“剧场座位有限，于是我们想到通过电影的
方式，将越剧艺术的魅力传递给更多观众。”越剧
《新龙门客栈》导演陈佳玮说：“电影比剧场拥有
更多传播渠道，《新龙门客栈》搬上大银幕，让优
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传承，让优秀剧目传播得更
远。”
  就在电影上映时，剧版还在上演，引流作用
显而易见。记者近日前往影院观看《新龙门客
栈》时，发现不少观众并没有看过舞台剧，片中
一些幽默的情节都能带来笑声，但无人会为演唱
叫好。不过，白描手法也引来部分观众质疑其
“冒充电影”。不少喜欢电影的观众则表示“感
谢 舞 台 官 摄 ” ， 显 然 也 并 未 把 其 当 成 “ 电
影”看。
  在评论家仲呈祥看来，戏曲电影在彰显戏曲的
美学魅力和培养新的戏曲观众方面有作用，也能更
好地与当代消费文化相适应，“戏曲电影与舞台戏
曲各司其职，只能互补生辉、共同前进，不能重此
轻彼，更不能代替”。
  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金辉认
为，“多元内容放映是影院的发展方向之一，但更
重要的还是行业上游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我
们需要能说好故事，让观众浸入其中有所感悟的文
艺片，也需要能反映电影工业科技进步的视效大
片，再加上多元的内容补充，几方面并行，才能让
这个行业长久地保留下来。”

《闪耀吧！大运河》启动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日前，由国家广电总局
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策
划，优酷出品的网络文化节目《闪耀吧！大运河》
正式启动。
  中国大运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母亲
河”，已有2500年历史。《闪耀吧！大运河》节目
通过线索搜集、纪实探访、运河闪耀夜等环节，从
“古、今、中、外”四个维度讲述运河流域的闪耀
时刻和百姓故事，沉浸式描绘古今运河的美丽画
卷，深度挖掘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据介
绍，节目将联动大运河沿线八省（市），深入运河
沿岸的十余个代表城市，还采用AI等新技术、新
视角，把流动千年的中华文化故事，传递给年轻一
代观众。
          （□记者 田可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