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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本该是送上祝福的事，可

是眼下有这么一对青年演员的婚

讯，因为频繁登上微博热搜，让网友

的“恭喜”说得有点烦。 有人不完全

统计，仅6月26日到7月1日这短短六

天间， 这小两口结婚这点事儿上了

超过20次微博热搜榜， 不仅压过许

多热点社会新闻， 放眼娱乐圈也远

超过许多所谓“顶级流量”的待遇。

过去明星结婚生子， 总是完成

后对外宣布，可这对明星小两口，从

公布婚讯到举办仪式，可谓将“全过

程、全方位、全景式”记录发挥到了

极致。 从过程看———“承认婚讯”上

一次，“婚讯后现身机场”上一次，正

式举办结婚仪式上一次，“度蜜月”

又要上一次；从相关度看———“伴手

礼”上一次，“婚礼场地”上一次，就

连“证件照日期”“婚纱名字”也要上

一次；亲朋好友也搭车热搜榜单“一

轮游”———“父亲证实婚讯”上一次，

“伴郎团伴娘团” 要上一次，“伴娘

团”还要单独上一次，而几乎每个伴

娘团成员还要分别上一次。

且不说这些细节是否值得被作

为话题讨论， 但就两人的知名度来

说，如此频繁上热搜，甚至多次霸占

热搜榜单第一名， 让不少网友感到

困惑———公众真的对他们的婚讯 、

对参与他们婚礼的所谓明星朋友感

兴趣吗？怕也未尽然。有人甚至开玩

笑说，一些知名度、作品数量远超过

他们的“明星夫妻”，一年来的累积

登榜上热搜的话题都不及他们一周

的数量。

最近这几年， 随着营销意识的

增强， 越来越多的艺人将社交网站

作为打造个人品牌的重要阵地。 借

此，明星不再依赖作品带来的话题，

或影评人的评价带来流量， 而是为

自己“代言”，将社交网络作为作品

宣传、与粉丝互动的平台。

有人用不停曝光的婚礼 “直播

秀”为自己拉人气，还有人夹带品牌

将人气变现一起上热搜。

有女明星分享护肤心得， 说着

说着就“暗中”为品牌打出广告；成

为品牌宣传大使， 则要在日常生活

场景中有意无意地“塞”进几样代言

商品。 而结婚生子这样的 “人生大

事”，更成为品牌集中发布地。 就以

最新一次“度蜜月”热搜为例，所谓

网友在海外街头偶遇的唯一一张照

片里， 国内某品牌共享单车占据主

要画幅，难怪有人质疑：“这真的不是植入广告吗？ ”

无论是忙不迭为自己宣传，还是借热搜推广品牌，明

星和商家是台前的演员，那么社交网站有意无意地，为日

渐泛滥的营销提供了张扬表演的舞台。

热搜榜，顾名思义，本是根据网友搜索数量排名的话

题榜单。 可眼下，随意翻看微博热搜，今天明星 A 换发型

上一次、明天明星 B 小号曝光上一次。 大量营销内容霸

占着公众注意力的资源， 让用户想要寻找的信息淹没在

这些无聊的噪声或者商业企图之中， 难怪越来越多的网

友开始质疑“热搜是买的吗”？

今年年初，微博曾有一次改版，针对转发评论过百万

的微博，统一以“100 万+”显示。 这一举措被业界看作遏

制“买转买赞”黑色产业链的举措，引来一片叫好。而眼下

面对热搜榜单的无意义信息泛滥，平台方应有所举措，挤

掉大数据的流量泡沫，把“热搜”还给真正的热点新闻，营

造清朗向上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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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播评分即 8.7，

是“粉丝滤镜”还是演技过硬

易烊千玺首秀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引发网友热议

雷佳音与易烊千玺主演的网络剧《长安

十二时辰》6月27日晚在视频网站低调开播，

一天后豆瓣网评分就飙至8.7，一时成为近期

评分最高的网络剧。

这样的剧集评分对于易烊千玺这样的

流量明星“首秀”来说，着实是难得的惊喜。

要知道，8.7 的评分比前段时间大热的《破冰

行动》高出整整 1.6 分。 开播即高分，到底是

粉丝带着对偶像的滤镜，像新歌打榜一样带

来了评分的虚高， 还是剧集品质本身精当、

演员演技过硬？ 现在下定论恐怕为时过早，

“爆款”选手也要看讲故事的“耐力”。 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流量明星展露实力、网络剧逐

步向精品靠拢， 这不仅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同样也是观众的集体渴望。

几经延档吊足期待值 ，“爆
款”的口碑耐力能否持久

《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

说，以唐代为背景，讲述了长安城上元节前

夕危机暗伏，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靖安

司司丞李必携手破案，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

安的故事。 该剧在制作之初就备受期待，除

了原著作者和雷佳音之外，主要原因就是被

粉丝称为“四字弟弟”的易烊千玺首次参与

影视剧带来的效应。 由于多种原因，该剧比

原定播出时间晚了半年，无疑吊高了粉丝的

期待值。

如今新剧甫一开播， 评分就直冲 9 分，

而打开网站弹幕，表扬易烊千玺的留言更是

刷满屏幕。 粉丝的狂热，再加上观众对流量

明星的习惯性不信任，让很多人怀疑超高评

分是否是“粉丝滤镜”起了作用。

之所以对流量明星主演新剧的口碑评

分打上问号，还有两个侧面佐证，那就是原

著上下本也只是打到 8 分左右，而由马伯庸

原著改编的另一部网络剧 《古董局中局》评

分也只有 6.8 分，主演夏雨、乔振宇还是演技

受到认可的中生代。 这都让还未看过作品的

网友难免质疑是否评分虚高。

截至记者发稿， 其评分只从开始的 8.8

下降了 0.1 分，是虚高还是轻微浮动，答案揭

晓只是时间问题。

观众评分和反馈反映了对
当下网络剧集的期待

当然，衡量一部作品的水准，演员演技

只是一方面。 《长安十二时辰》起笔，是一个

长达 127 秒的长镜头，视线顺着推窗弹唱的

歌女向下，转而向长安城的街景集市、熙攘

人群一网打尽，这样一个“凤头”，从国产网

络剧集范畴来看，确实能察觉到主创想要做

成精品的野心。

据此前宣传介绍，剧组前后使用群演人

数达到近三万人次，跟组演员超过 1.8 万人，

一改几年前网剧化妆师充临演、服装靠网购

的作坊状态，进入大制作模式。 也难怪有网

友在讨论区评价说在剧集中看到了电影画

面的质感。

导演曹盾与原作者马伯庸，都希望在拍

摄中还原出心中的唐朝盛世场景。 因而在

景、物到人的细节上，力图呈现大唐文化八

方来朝、文化交融的特点。 比如唐代官兵的

甲胄，就尽可能与历史文献图片趋近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的宣传微博还制作

了图文延展解读剧中出现的事物与名词。 有

些是一本正经的科普，比如剧中唐三彩缘何

出现在棺材铺？ 这是因为唐三彩在唐文化中

是陪葬品，而并非像当代人这样将其作为装

饰品摆件。 有些则是歪批搞怪，比如“辟谷”

释义“为一种‘不食五谷’的养生方法，类似

于保温杯里泡枸杞”。

这些巧思在观众反馈中有了呼应。 有观

众对于半文半白的台词印象深刻，相比于此

前古装剧的雷人雷语，显得考究不少，甚至

有人表示要倒回去反复看才能理解。 还有的

网友表示在电视剧注水严重的情况下，该剧

25 集的体量终于不用 “拖着进度条看电视

剧”了。

如果说《长安十二时辰》的品质如何尚

待考证，那么通过对其的评论，观众对于网

络剧集的期待不再只是流量明星露脸、故事

密集撒糖秀恩爱，更需要精良的制作、精炼

的语言与精悍的篇幅。

聚焦改革开放后首批创业者

创业题材剧《那片花那片海》热播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电视剧 《那片花那片海》 日前登

陆央视电视剧频道， 该剧以贫困山区女孩康乃欣与鞋厂工人

程垦， 在闽南艰苦创业的故事和情感经历为主线， 讲述了改

革开放后第一批创业者白手起家的奋斗历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闽南语金曲《爱

拼才会赢》家喻户晓，《那片花那片海》故事正是发生在福建。

上世纪 90 年代初， 康乃欣从闽南山区来到晋江寻找弟弟，误

把客家小伙程垦打伤，二人也由此结缘。 程垦与康乃欣在“到

处都是机会”的闽南相互帮衬，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爱拼敢

赢的精神，牢牢地抓住机遇，成功创立中国自主品牌，完成了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蜕变。

“哪怕是一间破旧厂房， 都不该被遗忘。” 制片人英华

表示 《那片花那片海》 本着这样的初衷和理念制作完成。 福

建是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 电视剧通过主

角在福建两大代表性行业———鞋业和服装业的创业经历再现

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命运变换、 分合聚散的酸甜苦辣。 剧

中有创业的不易与艰辛， 也有亲情、 友情与爱情的温暖支

撑， 映射出每个平凡人对于人生成功和圆满的渴望。

《那片花那片海》 的剧本跨度长达 30 年， 为了展现时

代变迁， 剧组根据时间节点对场景进行了严格的遴选。 以石

狮为代表的闽南地区是早期服装行业的发源地， 拍摄前期场

景便多选取在泉州、 石狮、 惠安等地保留的老街与老建筑

中。 此外， 道具布景包括生活电器、 家具摆设、 交通工具都

经过细心考究， 力图通过真实可信的细节扎实地推进人物成

长和剧情走向。

电视剧由车父执导， 苏润娟担任编剧， 男女主角张陆和

曾泳醍曾分别参与过热门剧集 《欢乐颂》 和 《北京青年》 的

拍摄， 两位演员此番在 《那片花那片海》 中拓宽戏路， 从懵

懂青年演到中年精英， 在荧屏中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民族歌剧《江姐》经典旋律再次唱响舞台
半个多世纪演出逾 500 场，成为申城“七一”保留节目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昨晚，上海

歌剧院第二场经典歌剧《江姐》在上海大剧

院中剧场上演，《绣红旗》《红梅赞》等经典旋

律再次在舞台唱响。

《江姐》 一直是申城 “七一” 期间与

观众相约的 “保留节目”， 每每开票即一抢

而空。 在歌剧院主创看来， 不忘 “民族歌

剧” 的初心， 首先要从老艺术家的手中接

过经典 ， 原汁原味地诠释好 。 从第一代

“江姐” 任桂珍， 到如今第六代 “江姐” 周

琛、 何晓楠， 该剧在接力传承中不断焕发

新的活力和生命。 前晚的演出中， 任桂珍

也来到现场， 给后辈演员以鼓励。

自 1965 年上海歌剧院排演 《江姐》 以

来，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该剧陆续完成了

超过 500 场演出， 经典唱段深入人心， 广

为传唱。

演出前面向公众举办的分享会也是人

气满满。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

绣呀绣红旗”， 熟悉的旋律在人民广场地铁

音乐角响起。 这是 “江姐代代传·歌剧 《江

姐》 分享会” 上， 普通市民演绎这部陪伴

他们半个多世纪经典作品的情景。 从 《绣

红旗》 唱到 《红梅赞》， 再唱到 《我为共产

主义把青春贡献》， 市民并不满足于一展歌

喉， 来自社区街道的阿姨妈妈更是 “组团”

参加活动， 合力演绎了歌剧 《江姐》 中最

为经典的 “绣红旗” 片段。

《绣红旗》 《红梅赞》 等经典旋律不

只是长辈的回忆。 这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活

动， 吸引不少过路人驻足， 吸引了不少年

轻人。 “本来今天只是陪妈妈来参加活动

的， 体验下来我感觉很有收获。” 在活动结

束后 ， 一位中学生这样说 ， 一直在课本 、

学堂、 舞台、 荧屏中出现的江姐形象， 好

像逐渐清晰起来。 “老师在课堂上有跟我

们讲过江姐， 但今天亲眼看到台上的江姐，

听叔叔阿姨们分享关于她的故事， 让我又

重新认识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辈。”

分享会现场，歌剧《江姐》中第六代“江

姐”女高音歌唱家周琛和饰演沈养斋的男中

音歌唱家谢楠，为大家演绎经典唱段，重温

剧中经典的“劝降”“绣红旗”片段的排演过

程，令台上台下合唱与掌声连成一片。

500岁《蒙娜丽莎》搬家，上次“出门”是45年前
卢浮宫进行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翻修

由于卢浮宫博物馆内部装修， 被视为

镇馆之宝的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将在 7

月中旬展厅开始翻修时搬家， 迁往临近的

“美第奇画廊”暂居，行程不到 100 步。 在临

时“新居”，它将受到防弹玻璃的保护。

每一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卢浮宫，

就为一睹《蒙娜丽莎》的风采。 这其实是一

幅很小的画，仅仅高 77 厘米 ，宽 53 厘米 ，

如果不被人们围拢着， 观众或许根本留意

不到。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让-吕克·马丁内

斯坦言 ， 卢浮宫 2018 年共接待游客超过

1000 万人次，已是不堪重负，不得不进行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翻修工程。 两

个世纪以来，《蒙娜丽莎》 一直陈列在卢浮

宫的拿破仑三世议会大厅里， 基本没有移

动过，然而展厅的压力越来越大。

《蒙娜丽莎》已有 500 多岁“高龄”。 这

是达·芬奇最喜欢的作品，他一直将这幅画

留在身边直至去世。 后来，法国国王弗朗西

斯一世用 1.2 万里弗金币从达·芬奇弟子手

中买下这幅画作。 从此它被收藏在法国卢

浮宫直到今天， 画中那神秘的微笑进而撒

向全世界。

在入藏卢浮宫的数百年间 ，《蒙娜丽

莎》其实至少有过两次“轰动”的离馆。 一次

是因为盗窃，那是 1911 年 8 月。 卢浮宫的

工作人员温琴佐·佩鲁贾将这幅名画盗走，

而馆方竟迟迟不知情， 直到一天一位画家

参观时发现《蒙娜丽莎》不见了。 两年以后，

盗窃者试图把这幅名作卖给佛罗伦萨古董

商，《蒙娜丽莎》的下落终被发现，并于 1913

年重归卢浮宫。

另一次则是因为二战。 1939 年 8 月 28

日,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包括《蒙娜丽莎》在

内的 50 幅名画踏上颠沛流离的旅程，开启

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艺术品逃亡。 当时

距离二战爆发仅差几天， 巴黎各个博物馆

的馆长们考虑到一战的前车之鉴， 提前酝

酿将博物馆内艺术品分期转移到外省隐蔽

的计划。 对于《蒙娜丽莎》这幅名画，工作人

员对它呵护有加， 不仅在它的画框左边标

注了三个红点,还用厚厚的天鹅绒将它紧紧

包裹起放进一个特制的框， 进而放进一个

双层白杨木匣子里。 直到 1945 年 6 月,《蒙

娜丽莎》才结束逃亡回到巴黎 ，两年后 ，随

着卢浮宫的重新开放,《蒙娜丽莎》重返公众

视野。

据悉 ， 《蒙娜丽莎 》 已经 45 年没移

动过住所了。 它的上一次 “旅行” 是 1974

年， 前往俄罗斯和日本 。 当初达·芬奇只

是用油彩把这幅画画在一张很薄的杨树板

上 ， 随着时间推移 ， 即便收藏者倍加保

护， 背板还是发生了弯曲变形， 且出现了

一条裂缝。 研究人员们以其脆弱性为由 ，

强烈反对搬动这幅画作， 原则上不同意外

借， 这一次它离开拿破仑展厅三个月已经

算罕见之举。

为纪念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 ， 卢浮

宫将于 10 月 24 日举行达·芬奇回顾展 ，

按照计划 ， 《蒙娜丽莎 》 将在此之前被

“迎接” 回原来的存放地。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每一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卢浮宫 ，就为一

睹《蒙娜丽莎》的风采。 图/东方 IC

“电影感” 是网友评价 《长安十二时辰》 的高频词， 一些大场面的长镜头运用， 使该剧在一众网剧中脱颖而出， 让人眼前一亮。 图为 《长安十二时辰》 海报。

创业题材电视剧 《那片花那片海》 海报。

第六代“江姐”周琛演出剧照。 （上海歌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