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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资本逐利，导致影视创作的价值观念被稀释
警惕“宫斗剧泛滥”背后的创作误区和价值偏差③

王彦

潮水退去时，才能看见谁在裸泳。

资本失灵时，更能彰显价值的珍贵。

卫视广告， 网站推荐， 抖音开直

播，娱乐综艺包个场，微博热搜再哄一

哄———眼下，玄幻剧《招摇》播出近半，

“营销一条龙”基本齐活。 按流量经济

的如意算盘，一波营销热后，便是收割

韭菜之时。 可这一回，算盘有些落空，

任凭原始 IP 曾有多少粉丝、两名主演

自带多少流量，该剧再怎么折腾，热播的

海市蜃楼愣是不见踪影。

站在艺术的立场看，这半点不稀奇，

该剧的美学、表演、特效、配音都不在水

准线上，更遑论思想精深。但从资本的逻

辑出发， 不知流量经济的拥趸是否已经

心里打鼓？

是谁给了“裸泳者”勇气？顺藤摸瓜，

《招摇》的两名主演，都是狠狠享受过“宫

斗红利”，一个凭“审丑营销”，一个借“私

德炒作”，两人都在资本逐利的推手下赚

走可观的一桶金。 更有前者，《宫》《宫锁

珠帘》《宫锁沉香》三部曲连点成线，线头

都握在同样的主创手里。 因为是“后宫”

那些事儿，哪怕人物是纸片的、表演是空

谈的、逻辑是短路的、后期是抠图的，只

要能在流量竞赛中屡战屡胜， 所谓创作

者便一次次如法炮制，屡试不爽。这样的

影视创作生产链上， 没有历史剧、 情爱

剧，只剩下“逐利剧”画出一条条流量的

曲线图， 从资本的原点急切地奔向利益

的巅峰。

可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逻辑

下，线连成片，片织成了生态，一桩桩个

案汇成荧屏上连绵不绝的 “清宫宇宙”；

前赴后继的逐利者让影视行业的立身之

本———创作，渐渐患上了价值稀缺症。

价值观念被稀释的创作生态里，没

人能独善其身。 编剧按流量的喜好定制

“槽点”，不怕雷人，但求有槽可吐；导演

按流量的走势专挑“明星”，演技不重要，

能导流就行； 后期营销索性踏入流量的

陷阱不愿自拔，买热搜、造话题、做假数

据，只要流量高，职业操守皆可抛；至于

被流量误导的演员本人， 把本职工作当

成了捞快钱的乐园，无心雕琢角色，一心

钻研“人设”。而寄生于如斯生态，数据造

假产业、娱乐类综艺平台、部分偶像选秀

节目等都成了一条利益链上的 “蚂蚱”，

各环节合谋，各取所需。 只重经济效益、

罔顾社会效益的价值观念下， 某些雷剧

越拍越骂、越骂越拍，不足为奇。 因为在

资本的炒作逻辑中， 比差评更可怕的是流

量平平。

毫不客气地说，流量经济的思维已在影

视行业中形成了一部分劣币驱逐良币的边

际价值倒挂。 最直观的， 近些年不少影视

公司投入最大的成本、 调用最好的阵容，

把价值观念稀薄的宫斗剧当成本公司的

“头部内容”，忽视了那些更有现实意义的

艺术创作。

但万幸的是，流量泡沫开始破碎，行业

风向悄然转变。 《招摇》就是资本不再万能

的典型案例，“演技”成为 2018 年的热词就

是观众对影视行业价值回归的强烈呼唤。

影视业的价值何在？ 有人视之为名利

双收的捷径， 为此可以贩售一切；有

人视之为糊口的职业 ， 熟练掌握技

能 ，按劳取酬 ；还有的人将之视为艺

术的求索 ，在对不同剧本 、角色的体

认和塑造中， 拓展对人性的认知、抚

慰观众的心灵。 不同的价值观念，塑

造着不同的格局，终将决定一个人的

艺术生涯能有多么辽阔。

黄沙吹尽始见金。 只要创作者敢

于挣脱资本的枷锁， 还影视艺术一颗

初心， 那么迟早， 一切喧嚣会归于平

静， 影视圈的诸多乱象也终将销声匿

迹。 只有价值的回归，影像的世界，才

是那么清风拂面。

历史建筑众多的上海，

城市更新能否注入科技感

在视频网站上， 播放量最高的城市景

观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重庆李子坝轻轨 。

这条从高楼中穿行而过的轻轨是 “网红 ”

打卡圣地， 单条视频播放量已超过一亿次，

而重庆也以 113.6 亿次的播放量位列第一。

在视频网站上， 特意加上的注释显示 ： 市

政与旅游设施中注入的科技感， 往往第一

时间被用户捕捉。

无独有偶，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上海历

史建筑文化与科技国际周上， 科技感这个

话题被屡次提及。 与会专家表示， 如何在

城市中适当注入科技感 ， 让游客有更多

举起相机的冲动 ， 是有着诸多历史保护

建筑的上海推进城市更新时需要考虑的

问题 。

并非只有山城才能营造出科技感

仔 细 剖 析 重 庆 的 两 个 “网 红 ” 景

点———李子坝和洪崖洞 ， 不难发现 ， 它们

的共同点是都很立体。 李子坝， 轻轨从一

幢大楼的中间穿墙而过， 大楼下层是商铺、

上层是公寓； 洪崖洞， 11 层楼房错落有致

地堆叠出一栋整体建筑， 这样的画面也曾

出现在 《全面回忆》 《银翼杀手》 这样的

科幻电影中。

“错落有致的空间立体感 ， 比较容易

给人以现代感。”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

学教授郑时龄说， 包括上海早期的法国式

建筑———培恩公寓 、 高安公寓等 ， 其共同

特点就是一改原先以罗马柱为装饰的新古

典主义建筑风格， 采用简洁明快的线条切

割空间， “这样的建筑给上海带来了现代

主义风格的气象”。

山城重庆在打造具有立体感的建筑方

面具有先天优势， 但并非只有山城才能营

造科技感。 法国 JFA 建筑总设计师 、 2010

上海世博会法国馆设计者雅克·费尔叶就为

徐家汇设计了一条 400 米长的空中连廊 ，

特别之处是给绿色植物留足了空间。 “植

物给人以脚踏实地的感觉， 而出现在半空

中的植物会打破人们的现实感， 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 费尔叶说。

在设计某巴黎乐园时 ， 他更把这种

“植物戏法” 发挥到极致。 他将花园开到高

楼顶部， 用一根管道将楼层的顶部与底部

连起来， 人为塑造的线条将空间拉扯出了

立体感。

巧用光影，也可以让建筑外
墙面“随光而动”

同一幢建筑，白天是一种颜色，晚上是

另一种颜色，不借助灯光，可能吗？ 答案是肯

定的。 法国画家莫奈就痴迷于鲁昂大教堂在

不同时刻的光影， 先后绘制了 20 余幅色彩

各异的《鲁昂大教堂》。

从莫奈的这一举动中获得灵感，费尔叶

在设计鲁昂城市发展委员会总部时，在建筑

外立面用了两万多块新材料玻璃板，人们很

难统计这栋建筑有多少种颜色，因为这种新

材料能根据光照而变色：清晨，它是偏红的

紫色；傍晚，它是偏黄的蓝色，更特别的是，

在一天中的某一刻，这些玻璃能完全变成透

明的。 正因为这一刻的存在，许多人愿意多

次来到这幢建筑外“碰碰运气”。

改变建筑外立面是“更新”一幢建筑最

简单和实用的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永康表示，利用新

材料提升城市的科技感，上海有很大的发挥

空间。 目前在漕河泾的研发园区二期， 橙、

黄、绿三种颜色的透明亚克力挂在建筑外墙

上，风一吹，光影交叠，颇有风味。

历史建筑那些“看不见的地
方”更适合营造科技感

“上海这样的历史建筑密布的城市，在

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更适合营造科技感。 ”

郑时龄透露， 目前上海有 2000 多万平方米

的历史保护建筑，整个中心城区的建筑密度

已相当高，市政建设用地也接近“天花板”。

但是，他也认为，上海的许多建筑从建造时

就相当有现代感， 放在当下也并不过时；另

一方面，将科技元素用到“看不见的地方”，

也能增加城市的科技感。

在这一点上，欧洲许多城市的建设进行

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从表面看，那些城市还

和百年前一样，但走进街头巷尾，就能发现

它们的细节处已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

更新。 郑时龄说，比如在一幢老建筑的窗台

下放置了大功率而低噪声的空调；在地板下

铺设了地暖等现代化设施；在荒芜的滑铁卢

古战场旁的一座战争纪念馆里，有着令人震

撼的装置艺术， 活灵活现地重现滑铁卢战

役的始末， “貌不惊人” 的外表下隐藏的

高科技使得人们在这座小博物馆中流连忘

返， 它也成为布鲁塞尔著名的 “打卡地”。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2 月 14 日 星期四 评论 视点 5首席编辑/单莹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精
细
化
”是
打
开
电
影
消
费
空
间
的
钥
匙

任
明

今年春节档创下电影行业新纪录：

大年初一单日票房达到 14.54 亿元，这

也是全球影史单日单区票房首次突破

2 亿美元大关。 但高票房背后，也有隐

忧。 据统计，我国影院增长数量近年来

一直快过观众增长数量 ，2018 年全国

影院平均上座率已经下滑至 12.9%。

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作为我国唯

一一个国际 A 类电影节举办城市 ，上

海的电影消费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 。

2018 年上海地区影院票房为 37 亿元，

连续三年蝉联全国年度城市票房冠军，

影院数和银幕数继续位列全国城市第

一位。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瞬间线上最

高峰值可达每秒 10 万人的壮观场面、

线下的通宵排队……这些都显示了电

影节给影迷们所带来的节日狂欢气氛

及所引发的观影热潮。数量可观的院线

及合理的影院分布，丰富多彩且具有国

际性的城市电影文化与电影品位，热情

且在不断壮大的艺术电影观影群体，这

些都为打响上海电影文化品牌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上海电影产业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显

示，在 529 位样本中，对“日常生活中看

电影的主要渠道”这一问题，选择比例

最高的为 “电影院 ” （248 人 ， 占比

46.88%?；其次为“视频网站（电脑端 ?”

和 “视频网站 （手机端?”， 分别占比

20.04%和 11.91% ； “网 络 电 视 （IPTV

等 ?”占比 10.02%；“传统电视节目 （电

影频道等?” 占比 5.86%； 仅 6 人选择

DVD———在观影渠道日趋多样化的同

时，“电影院”仍然是主渠道。 但是，“票

价过高”和“排片受热门影片影响”并列

成为上海影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43%

以上的观众选择了这两个选项；排在前

六位的选项中，除了第一位的“票价问

题”和第四位的“影院环境缺少文化氛

围与特色”（31.46%?， 其余四项都跟影

院放映内容相关， 分别为排片单一、所

放影片太过商业化、缺少特展等策划活

动、引进影片多为好莱坞大片等；影院

设备、 卫生及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三项，

各有 10%以上的样本认为存在问题。可

以看出，上海的影院从片源、排片到设

备与服务，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调查还显示，对“通常一起去看电

影的人”这一问题，超过 1/5 的样本选

择“自己一个人去”，这与我们长期以来

将“看电影”作为朋友约会、家庭外出等

群体性消费行为的认知有很大偏差，意

味着电影院需要满足越来越多样化、 个体化的消费者的观影

需求。

影院消费是否一定要秉承“爆米花可乐+电影”的模式？

看电影是坐着看好还是躺着看好？ 杭州武林商圈打造出“影

院综合体”“美食电影院” 等新的经营模式并受到消费者欢

迎，国外影院试水“订阅制服务”取得一定成功但在国内推行

还面临着种种障碍……电影院作为文化消费空间，银幕上的

光影也许是相同的，但其消费环境及所提供的附加服务却可

以有很大不同，而这正是体现一座影院及一座城市文化特色

的所在。

如何根据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与定位， 根据消费者的文

化需求，打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不断提升便捷性与舒适度的

文化消费空间，是落户上海的各大院线必须要进行的战略思

考；而如何在深入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精耕细作，结合电

影作为娱乐消费与艺术欣赏的双重特点，在差异化的基础上

展开品牌经营，是走到“转型升级”关键点的院线产业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

制图：冯晓瑜

市政与旅游设施中注入的科
技感， 往往第一时间被用户捕捉。

如何在城市中适当注入科技感，让
游客有更多举起相机的冲动，是有
着诸多历史保护建筑的上海推进
城市更新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鲁昂城市发展委员会总部的建筑外立面

用了两万多块新材料玻璃板，很难统计这栋建筑

有多少种颜色，因为新材料能根据光照而变色

▲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雅

克·费尔叶为徐家汇设计了一

条 400 米长的空中连廊， 特别

之处是给绿色植物留足了空

间。 植物给人以脚踏实地的感

觉， 而出现在半空中的植物会

打破人们的现实感， 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

荨目前在漕河泾的研发园区二期，橙、黄、

绿三种颜色的透明亚克力挂在建筑外墙上，风

一吹，光影交叠，颇有风味

（上接第一版）

应勇指出， 要着力推动防范和化解

重大风险， 加强对 “三大攻坚战” 推进

情况的审计监督。 要将防范金融风险作

为重中之重，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要开展扶贫审计，

加强对精准扶贫情况的监督， 保障扶贫

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要关注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 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 （任中 ） 审计 ， 加强相关履责监

督。 要着力促进民生改善， 加强对重点

民生项目建设和民生资金使用情况的审

计监督。 要紧盯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

推动民生政策落地见效、 民生资金安全

使用、 民生项目高效建设运行。 要紧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旧区改造、 文体设

施建设等领域， 加强审计监督， 促进公

共服务提升能级， 让审计成果更多惠及

民生。 要着力激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

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情况的审计监督。

要牢牢抓住重点部门、 重点领域、 重点

岗位 ， 加强审计 、 精准发力 、 靶向治

疗 。 要坚持查错纠弊和鼓励创新相结

合， 保护好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

应勇强调 ， 审计工作的成效最终

要体现在纠正问题 、 改进工作上 。 要

强化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 更好地

“治已病 、 防未病 ” 。 各区 、 各部门 、

各单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 要主动

支持配合审计工作 ， 依法自觉接受监

督 。 上海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审计署

驻上海特派办的工作 ， 更加主动地接

受监督。

2018 年 ， 全市审计机关共开展审

计和审计调查项目 786 个， 促进财政增

收节支 48.3 亿元 ， 向纪检监察机关和

相关主管部门移送处理事项 96 件， 推

动建立健全制度 536 项。 今年全市审计

机关将加大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力度， 不断深化财政审计， 不

断深化国有企业审计， 扎实推进经济责

任审计， 加强重大民生资金和投资项目

审计， 大力推进审计全覆盖， 切实提高

审计整改成效。

（上接第一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李强指出， 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

性教育是党校的主业主课。 既要讲好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也要讲好党的创新

理论，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往心里去、 往深里

走、 往实处落。 既要搞活课堂教学， 又

要高度重视课堂外教学 ， 创新方式方

法， 联动各方资源， 更好提升教学实效。

既要发挥专门师资队伍作用， 又要坚持

开门办学， 善于借势借力， 把更多有建

树的大家名师和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干

部请到党校讲课、 答疑、 释惑。 党校学

科资源丰富， 人才智力密集， 贴近中心

工作， 要积极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在服

务市委、 市政府科学决策上有更大作为。

此次上海市机构改革， 市档案局调

整为市委工作部门。 李强等来到市档案

局， 察看历史档案保存保护情况， 了解

档案归集 、 整理研究及服务民生等工

作 ， 就数字化档案储存 、 专项档案收

集、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同负责同志交

流讨论。 李强说， 档案工作是非常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 见证城市发展、 留存城

市历史、 传承城市记忆。 要增强做好档

案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紧密联系上

海发展实际， 主动作为、 积极跟进、 精

准对接， 重要活动、 重大事件要在第一

时间收集保存相关资料档案。 要充分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 确保档案安全留存、

发挥作用， 更好资政育人、 服务发展、

服务民生。

市领导走进市委党史研究室， 听取

地方党史编辑、 研究、 宣传、 征集等工

作介绍， 仔细察看近年来地方党史研究

成果展示。 李强说， 要坚持把讲政治作

为第一位要求， 确立做好党史工作就是

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为现实服务的鲜

明导向， 研究好、 宣传好、 维护好党的

历史 。 要强化精品意识 ， 发扬严谨学

风， 不断推出高质量成果， 提高党史工

作科学化水平和服务全市工作大局的能

力。 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努力打造一

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勤勉奉献的党

史工作队伍。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做强主业 创新方法 推进审计全覆盖提高整改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