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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文化娱乐产业因为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面临
巨大挑战， 纷纷展开自救以回到正轨， 然而流媒体视频却
是个例外， 在被鼓励宅家的大背景下， 人们对流媒体服务
的需求激增， 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以巨头奈
飞为代表的众多海外流媒体公司均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原创内容与上线速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奈飞近日公布的 2020 年第四季度财报中可以看到，

当季公司实现营收 66.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1.5%， 付费订
阅用户数达到 2.04 亿人， 同比增长 21.9%。 2020 年全年，

平台吸引了 3700 万新订阅者， 比前一年增长了 31％。 其
中， 仅第四季度就增加了 850 万人， 高于市场预期的 647

万人； 全年营收达到了 25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 考虑
到第四季度公司还上调了订阅价格， 实现这样的用户数增
长实属不易。

值得关注的是， 奈飞第四季度国际市场订阅用户的增
长数大大高于北美本土市场， 亚洲市场增加了 200 万用户，

欧洲、 中东和非洲地区增加了近 450 万， 北美仅新增 86 万
用户。 目前奈飞在亚洲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 35%， 远远
甩开第二名亚马逊 Prime Video， 公司今年也将加大对亚洲
市场的视频内容投入。

市场所呈现出的强大活力吸引到越来越多公司加入
战局，去年9月，派拉蒙影业宣布推出流媒体服务派拉蒙+。

自此，好莱坞五大制片厂迪士尼、环球、派拉蒙、索尼、华纳
兄弟正式开始了在流媒体层面的全新较量。 迪士尼+?借
强大的库存内容已吸引到8600万的订阅用户，大大超出预
期；环球旗下的Peacock平台去年通过同步上线的影院新片
获得不少用户的青睐；2020年五月正式上线的HBO Max借
力《神奇女侠1984》的热播，用户数也已突破1260万。

“尽可能快速地为用户提供内容” 始终是奈飞坚持的
理念， 去年公司在原创内容方面投入了 173 亿美元， 遥遥
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 《后翼弃兵》 《养虎为患》 《王冠》

《纸钞屋》 《午夜天空》 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热议和
关注。 有数据统计， 在 2020 年全球搜索量前十的剧集中，

就有九部来自奈飞。 目前奈飞仍有超过 500 部原创内容正
在制作中， 近日发布的 2021 年电影片单更是涵盖了剧情、

喜剧、 爱情、 科幻等众多类型的 70 部原创作品， 计划按照
一星期一部的节奏对外公布。 研究公司预计， 奈飞今年的
内容支出将达到 190 亿美元。

其余流媒体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吸引用户。 派拉
蒙+整合了 CBS All Access 旗下的所有内容， 包括 《教父》

《阿甘正传》 《泰坦尼克号》 等经典电影和剧集， 并计划推
出衍生内容如 《教父》 电影幕后纪录片、 《犯罪心理》 衍
生纪录片 《真实的犯罪心理》 等。 索尼流媒体平台则将继
续发挥家庭影音硬件市场的优势， 主打高画质的观影体验。

从 2015 年奈飞制作了首部原创电影 《无境之兽》 起，

围绕流媒体和传统院线窗口期的争论就甚嚣尘上。 在北美
疫情暴发后， 环球影业率先将旗下新片同步线上播出， 动
画电影 《魔发精灵 2》 上线后三周内便获得了近 1 亿美元
的收入， 迪士尼的 《心灵奇旅》 与索尼的 《灰猎犬号》 皆
通过该方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影院无法大规模回归的
情况下， “流媒体观影” 无疑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银幕荧屏之争也将更加火热。

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在饮食中即可显现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推出“年味大餐”，155件（组）老物件无声讲述———

有人说， 饮食是最具穿透力、 最
具历史持久性， 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
种文化。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昨起全新推出 “年味大
餐”： 《上海味道·美好生活———老上
海饮食文物展》。 展览通过 “弄堂口
额点心” “酒馆里吃大餐” “屋里厢
吃夜饭” “茶余饭后” 四个板块， 将
晚清至 1980 年代的饮食发展变化浓
缩在 “一日三餐 ” 和 “茶余饭后 ”

中， 从百余年沪上饮食风尚的变迁看
人们生活的变化和文化的多样性。 展
厅内 ， 155 件 （组 ） 老物件无声讲
述： 上海开放、 创新、 包容的城市品
格， 在饮食中即可显现。

饮食融会中西
是智慧的上海人追

求品质生活的生动写照

“上海味道是在传承与创新中形
成的， 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口味上， 更
是上海人善于利用既有资源追求品质
和精致生活的生动写照。” 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副研究员陈汉鸿如是说。

步入展厅， 古色古香的八仙桌跃
入眼帘， 上面摆放着油条、 麻球、 包
子、 豆浆等丰富餐食。 桌子上方挂着
的 《贺友直画老上海》 册页， 则将上
海人吃早饭的热闹场景和盘托出。 从
肩挑担卖， 到设摊立店， 上海的弄堂
口曾是美食聚集地。 糖粥、 炒白果、

炒年糕、 柴爿馄饨……今天我们所能
品尝到的小吃点心 ， 大多是外省来
的， 其品种之丰富， 从侧面反映了这
座城市海纳百川的人文气质。

展厅内展出了两组点心模具， 一
组是制作中式糕点的， 一组是制作西
式点心的。 “逢年过节、 人生礼仪，

上海人家都会做传统糕点 ； 但是平
日招待客人， 人们就会端出西点来，

体现了上海饮食的中西合璧。” 陈汉
鸿告诉记者 ， 事实上 ， 本帮菜就是
上海本地菜吸收借鉴众味之长发展出
来的， 如腌笃鲜、 炒鳝糊、 八宝鸭、

罗宋汤、 炸猪排等， 都是融合创新的
结果。

“我们常说八大菜系， 在民国初
年的时候， 上海已经汇集了十六大菜
帮。 这之中， 有徽帮、 苏帮、 锡帮、

镇扬帮、 杭帮、 宁帮、 山东帮、 京津
帮 、 川帮 、 广帮 、 湘帮 、 闽帮 、 豫
帮、 回帮、 素菜帮， 还有西餐。” 陈

汉鸿透露， 清末， 随着各式西菜进入
上海， 社会上兴起了 “吃大菜” （上

海人把 “西餐 ” 通俗口语化为 “大

菜”） 的风尚。 福州路上的 “一品香”

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最早的番菜馆。

不仅饮食花样多， 盛放饮食的餐
盒和餐具也颇为讲究。 “你看这个食
盒， 描金嵌铜， 应该是条件比较好的
人家用的； 旁边这个提篮就是个普通
的竹编篮子， 但也装饰了花纹， 足见
人们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陈汉鸿说，

上海人家嫁女儿， 一般都会准备一套
银台面， 即一整套的银质餐具， 用来
压箱底。 有意思的是， 这些餐具却是
西式风格的， 见证了上海人融合中西
的生活智慧。

展厅内， 鸿运楼等老字号的金字
招牌， 邵万生、 杏花楼、 冠生园、 梅
林等老字号的广告款、 菜单等， 裘天
宝的银茶壶、 老大房的包装纸、 各种
西餐餐具……无不体现了上海人对品
质生活的追求。

咖啡文化由来已久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仅南京路周边就有 300
余家咖啡馆

正餐之外， 上海人的饮食也颇为丰
富。 比如， “孵茶馆” 曾是很多上海人
的生活习惯， 这不仅是一种休闲娱乐，

更是社会交际、 文化交流所需。 比如，

位于南京路与浙江路交汇处的日升楼
茶馆以及位于四马路 （今福州路 ） 上
的 “更上一层楼 ” 茶园 ， 里面除了丰
富的吃食和娱乐活动， 还有股票交易。

而被誉为 “海上第一茶楼” 的湖心亭，

则是王一亭等海派书画家雅集的重要
场所。

而随着西式生活方式的传入， 上海
人的午后又多了一项生活内容———“吃
咖啡 ”， 并成为海派生活的标志之一 。

据史料记载 ， 1853 年 ， 上海开始有提

供咖啡服务的西餐馆。 早期的咖啡吧不
是独立经营的， 最初， 上海人不习惯咖
啡的苦味， 将其称为 “咳嗽药水”， 慢
慢地， 人们喜欢上它的独特香味。 本次
展览显示， 19 世纪 80 年代， 沪上已经
有独立的咖啡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仅南京路周边就有 300 余家咖啡馆。

一代大文豪鲁迅曾说过： “哪里有
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
工作上。” 但他对咖啡并不陌生。 在北
京时 ， 他与日本人清水安三同至咖啡
馆。 从厦门来上海的船上， 将咖啡作为
早餐饮品。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 他更常
往咖啡馆谈事： “午后同柔石往公咖喝
加啡”， “午后同前田寅治及内山君至
奥斯台黎饮咖啡 ”。 1930 年 2 月 16 日
鲁迅日记中短短的一句 “午后同柔石、

雪峰出街饮加啡”， 更是蕴藏着一条重
要的历史信息。 这一天， 鲁迅与柔石、

冯乃超、 蒋光慈、 钱杏邨、 冯雪峰等人
在北四川路的公咖咖啡馆开会， 决定成
立 “左翼作家联盟” 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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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术更重道，这样的社会话题剧可以高于生活
《紧急公关》央视开播，虽然职场细节略简单，但对人性底色中真善美的张扬值得肯定

外航在超售航班上暴力驱赶中国乘
客在先， 道歉声明虚与委蛇在后， 国内
公众的信任度已降到冰点。 面对如此蛮
横的客户， 危机公关该怎么做？

央视日前开播的电视剧 《紧急公
关 》 里 ， 第一个案例虽棘手却并非无
解， 可剧中主角选了颇为决绝的一种，

间接宣告该次危机公关失败 。 事情的
结果 ， 公关公司遭客户解约 ， 为弥补
损失， 案例的负责人找到另一家打算全
面推进中国业务的外航签约 。 故事结
案， 有观众认为上家解约、 下家无缝签
约 ， 这样的职场 “闯关 ” 略微简单了
些。 但一位自称现实中的公关从业者在
网上写道： “这个案例不算高明， 但传
达出了我们公关也是有价值观的， 也是
可以选择客户的， 倒是为我们行业做了
一次正名。”

不少人的印象里， 公关公司重术不
重道、 重利高于义， 尤其专门处理危机
公关的， 常被认为 “替客户洗白”。 正
因如此， 当从业者看到一部电视剧抛出
了道义高于利益的处理方案， 才激动道
出 “公关真不是为了客户不择手段的
人”。 而作为最贴近人民生活的文艺作
品， 电视剧的价值也由此彰显———坚持
对人性底色中真善美的张扬， 创作是可
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

用一个接一个的案例，
推动剧情发展、人的成长

《紧急公关》 由曹雪萍编剧、 惠楷
栋执导 ， 黄晓明 、 蔡文静 、 谭卓等主
演， 讲述了危机公关专家林中硕在为客

户处理各种难题的过程中， 实现自我
救赎的故事 。 主角有明确的职业身
份， 剧情便紧紧围绕他的职场展开，

用一个接一个的案例来结构故事。

开门见山第一案： 外国航司暴力
赶客遭信任危机。 环际航空的空乘人
员用抢夺手中婴孩的野蛮方式， 将中
国母亲赶下超售的航班。 林中硕及其
未来的同事霍伟伦、 记者许文文都在
这趟航班上目睹了事件全程。 此后，

随着事情在网上曝光， 律师袁末、 林中
硕昔日同学今日竞争对手方励也先后入
局。 同一桩事件， 各方给出的不同解决
方案里 ， 既有立场 ， 也见价值观 。 方
励， 典型的 “一切以客户利益至上” 的
公关从业者； 许文文， 坚守 “铁肩担道
义 ” 的理想 ， 嫉恶如仇 ， 眼里不揉沙
子； 袁末作为律所合伙人、 林中硕的前
女友， 追求事业与爱情都能势均力敌的
两性关系； 而林中硕， 处事风格透着点

不羁， 但内心自有标尺、 自有把握。

这一案例以 “失败” 告终， 际格公
关丢了客户。 本来， 事情至此是死结，

但林中硕与许文文的一段对话交代了剧
中男一号的真正底牌。 他重道， 反对外
航以网上散布当事人所谓 “黑料” 来带
偏公众注意力， 也早早洞悉这家航司以
经济利益来 “挑选 ” 驱赶对象的出发
点； 但他放弃为其危机公关， 除了 “三
观不合” 外， 同样也看见了导致外航形

成扭曲价值观的根源———垄断。 后续剧
情， 国外启动对该公司反垄断调查， 观
众也明了， 林中硕做出的是术与道兼得
的明智选择。

紧接着， 民营企业刚解聘的员工病
逝、 五星酒店陷入安全危机两个案例接
踵而来。 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事件推进
同时， 剧中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
在逐步递进。 最明显的当属际格的危机
公关事务部， 原本是新成立的部门、 临

时从其他部门凑调的员工， 看起来不是
散兵游勇就是无心恋战。 前三场危机公
关战役后， “菜鸟” 累积了实战经验，

人心渐渐归拢， 接下来， 就能共迎更大
的挑战了。

从行业切入社会，在观
照人心里投射我们的时代

《紧急公关》 最大特点， 剧中所有
案例均改编自真实事件， 所有事情都能
在近几年的社会公共事件中 “对号入
座 ” 。 正因此 ， 剧集定位 “社会话题
剧”， 而非单纯的行业剧， 主创希望以
公关行业的视角来切入对社会的观察。

第二个案例能见用心。 因为赶不上
公司新一轮发展需求 ， 当事人被解聘
了。 人到中年失了业， 后又查出肝癌晚
期， 没挺多久便撇下妻女不幸离世。 网
上的舆论矛头指向了解聘员工的那家
民企 ， 过度加班导致员工重病 、 因病
借故解聘员工 ， 质疑声不断 。 这个案
子涉及到了许多人心有戚戚的打工之
路， 也涉及到了许多企业一把辛酸泪的
创业之路。

针对网上舆论矛头 ， 剧本用 “侦
破” 的手法层层剥笋。 亡者的肝癌与高
强度工作没有直接关联， 而是由遗传所
致。 可真相揭开后， 这家民企反而人心
浮动。 每个人都从事件中看到了老板强
硬的态度， 所谓 “狼性” 还是 “人性”

的博弈， 成了集体的心结。 围观全程的
林中硕在危机公关结案后 ， 多管了管
“闲事”， 唤起铁血企业家内心深处的柔
软 。 虽说此处细节尚不够充分的说服
力， 但输出价值观、 观照人心的目的却
是达成了。 剧中人动容落泪的画面上，

弹幕里也不乏 “看哭” 的评价。

在拆解公关法则的周边， 有对社会
问题的触碰， 也对人心关切的描写， 简
言之， 《紧急公关》 里有我们生活的时
代。 后续剧情中， 青年男女婚恋问题、

知识产权归属、 明星家暴等案例将陆续
铺开。 故事步步生莲的同时， 人心与人
性将继续被放置到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
行考量， 那些看似在复杂事件中左右为
难的公关手段， 最终会在对真善美与正
义的张扬过程中， 由观众判出高下。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紧急公关》的主角林中硕有明确的职业身份，剧情紧紧围绕他的职场展开，用一个接一个的案例来结构故事。 图片均为《紧急公关》剧照。 制图：冯晓瑜

①鸿运楼的餐桌座椅及餐具。

②锦江饭店的各式金属餐具。

③1936 年的杏花楼菜单。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 冯晓瑜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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