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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 剧评人一般都戴着有

色眼镜，或多或少，有意无意。 但如

若有色眼镜成为流通商品、 标准配

置，影评剧评成为群体性刻意行为，

那就会乱象丛生。

近日，两部热播剧接连出现“超

前点评”。 在某打分平台的评论区，

大量短评在剧集播出前集中涌入，

且评分呈现一星、五星两极分化。据

央视曝光，这些短评、评分很可能是

网络水军接单后控评刷分所致。

剧集尚未面世，演员尚未登场，

口碑之争就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如此

荒诞的营销手段， 无论正向反向，不

仅吃相难看，而且涉嫌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 干扰影视剧市场的正常

秩序。 此外，通过控评掩盖真实的声

音，塑造虚假的口碑，这种混淆视听

的行为严重影响舆论场的清朗生态。

对此，我们有必要追问：水军刷

分控评这个灰色产业， 是如何在打

分平台兴起的？

从细处着眼， 水军刷分控评在

短期内可能使多方获益： 水军得到

报酬，影视剧收获口碑，竞争者空间

压缩，平台坐收流量渔利。 看似共赢

的利益关系助长了资方的营销气焰，

也令相关平台逐渐丧失严格监管的

积极性，任由评论区“寸草不生”，完

全沦为演艺公司的斗法之地。

但长期来看， 刷分控评所造成

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对演艺公司来

说，如果剧集始终陷入无谓的争论，

剧本、演技得不到相对公正的评价，

那么很可能会被直接贴上炒作标

签，遭到“用脚投票”，无法向观众有

效展示实际的制作投入， 更不能建

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口碑。 对平台而

言，如果大量剧集的评论区“掺水”，

客观公正荡然无存， 那么评分将逐

渐失去参考意义， 平台本身的业界

口碑也将大打折扣。进而言之，如果

放任水军横行， 那么演艺行业整体

将堕入“唯评分论”的陷阱，浮躁之

风愈盛，精良之作愈少。

诚然， 口碑是文艺作品质量的

体现， 也是作品吸引更多观众的重

要依据， 但口碑必然建立在内容的

基础上。 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文艺作

品， 固然需要通过一定的营销手段

来拓宽受众面、增强影响力，但叫好

又叫座的根本原因依然是高品质的

剧本、摄影、演技、服化道。盲目追求

高度一致的风评而忽视内在细节的

打磨， 实际是将影视剧的口碑与内

容本末倒置。 此类口碑营销很可能

适得其反， 纵使吸引部分不明真相

的观众点开收看，最终也难逃很快被弃剧的结局。

纵览某打分平台，不难发现，水军刷分控评的现象很可

能不止存在于两部刚刚上映的剧集， 而是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 在此，我们敦促相关平台及时清理水军言论，规范营销

活动，建立更客观公正的评分机制。也希望在有关部门的监

督指导下，演艺从业人员能够摆脱恶性竞争的泥沼，沉心静

气创作，以真诚的面貌接受大众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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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专业平台的溢出效应，
本土音乐剧“顶流”和佳作集结演艺大世界

阿云嘎为“2022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发声

“今年是对中国音乐剧很重要的一年，

从经典大戏中文版到中文原创音乐剧，上

海舞台不断涌现有号召力、 有感染力的作

品。”继 2020 年之后，音乐剧“顶流”演员阿

云嘎再度作为“演艺大世界———2022 上海

国际音乐剧节”形象推广大使，昨天重返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见证本届音乐剧节暖心

启幕， 并为中国音乐剧的未来发声：“和行

业中的创制演团队一起， 陪伴与见证更多

对音乐剧有态度、有想法的人，在上海的舞

台实现自己的梦想。 ”

在全国剧场密度最高的上海演艺大世

界，不仅集结了国内实力最强的音乐剧“顶

流”、汇集着最新原创，同时搭建起文化产

业链各环节对话交流的最佳平台。 今年 12

月起至明年 5 月 ，“2022 飞凡汽车原创华

语音乐剧展演季”“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

划”“国际音乐剧发展论坛”“音乐剧歌唱大

赛” 等丰富多元的演出与群文活动将陆续

开展，共同组成这场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的

“音乐剧嘉年华”。

华语音乐剧“好戏”轮番登台

本届音乐剧节“一季展演”由“年末呈

现”“原创展演”两个板块组成，华语音乐剧

“好戏”轮番亮相上海。在“年末呈现”中，中

文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粉丝来信》

《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与中文原

创音乐剧《白夜行》献演文化广场主剧场和

上剧场， 在岁末年初为沪上观众呈现音乐

剧在大剧场与中剧场的不同魅力。

“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 则为更多

原创优作输出表达、 找到受众。 明年 4 月

至 5 月， “2022 飞凡汽车原创华语音乐

剧展演季” 将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 讲述

中国故事， 上演四台 18 场演出。 在两部

“现象级” 大剧场音乐剧 《在远方》 《赵

氏孤儿》 回归文化广场主剧场之外， 新一

季展演将侧重华语音乐剧创作与流行音

乐、 网络文学的融合创新。

由知名音乐人小柯导演、编剧、词曲创

作并主演的原创音乐剧《稳稳的幸福》包含

了小柯 20 年来最为脍炙人口的歌曲，诉说

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面对梦想、金钱和爱情

的挣扎与冲突。 全新制作的大型悬疑探案

题材音乐剧《唐朝诡事录之曼陀罗》延续影

视版原型世界观、人物设定与精神内核，但

又独立于原有故事体系， 匠心复刻大唐盛

世风貌。

为音乐剧未来“孵化”新人新作

作为本届音乐剧节的重要活动， 新一

季 “音乐剧歌唱大赛”“华语原创音乐剧孵

化计划”分别在机制上进行升级与更新，进

一步为音乐剧产业发现新星、输送新作。

“音乐剧歌唱大赛”在今天正式打开报

名通道并开启初赛筛选后， 文化广场将联

合一台好戏、染空间、剧伙音乐等三家活跃

于当下中文音乐剧创演的制作公司筹措后

续赛程。 直至明年 4 月，赛程将通过初赛、

复赛、大师班、演员分享会、剧场公演、人气

评选及决赛等环节， 为中国音乐剧未来发

展注入更鲜活的艺术能量。

“在上海这个汇聚行业资源、见证年轻

人学习成长、不断涌现新作的原创平台，我

们从创作源头树立专业引领和版权管理的

规范， 实现原创人才与作品的批量孵化模

式。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介绍，2022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 除了自由孵

化，还设立定向孵化与特邀孵化。

其中， 定向孵化分为与环球音乐版权

合作的点唱机音乐剧孵化板块， 以及与爱

奇艺合作的影视 IP 孵化板块。环球音乐版权

在其音乐曲库中挑选 120 首风格不同的音乐

作品， 同时召集旗下创作者参与点唱机音乐

剧孵化； 星尘工作室将提供爱奇艺三部优质

IP———《八角亭谜雾》《穿盔甲的少女》《两世

欢》，这三部题材分别为悬疑、爱情、古装的作

品进入孵化计划。 特邀孵化板块则邀请名家

大咖共同开展经典作品创作及孵化过程。

此外，明年 5 月“国际音乐剧发展论坛”

将如期举办，以“音乐剧创制作力量的外探与

内视”为题，与行业实践者和跨界专家探索音

乐剧发展的新生机。 同时，致力于成为“创作

者之家” 的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也将于明年

5 月落成。 届时，文化广场地下空间将变身集

音乐剧创排中心、 大师工作室、 共享办公空

间、 教育培训中心、 小剧场在内的中心城区

最大规模的音乐剧基地， 形成和优质伙伴共

生共长的新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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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补短板”，上海加速破解“健身去哪儿”难题
至2025年，本市计划新增体育场地面积约为600万平方米

健身去哪儿？ 随着申城市民健康意识

与健身需求日益增长， 体育场地设施供给

成为城市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尺。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从2015年的1.76平方米增至2020年的

2.35平方米，但仍存在总量不足、分布不均、

利用率不高等三处“短板”。为加速破解“健

身去哪儿”的难题，上海对全市各区体育设

施开展现状调查，全面梳理可用资源，发布

体育健身设施可利用空间目录，编制《上海

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根据计划，到2025年，

上海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2.6平方米，

新增体育场地面积约600万平方米，计划新

建或改扩建各类健身设施项目不少于8000

个，基本形成“处处可健身”的城市环境。

“金角银边”挖潜，老旧
厂房变身运动乐园

位于杨浦区的市京体育产业园， 是备

受周边健身爱好者喜爱的运动乐园。 而两

年前， 这里还是市京工业园的废弃厂房，

如今已成为集运动、 休闲于一体的体育文

化众创空间。

“随着城市发展，工业园已不适合进

行工业生产，面临转型。 在政府部门的支

持下，我们将闲置厂房按体育空间进行规

划、改建，重新利用起来。 厂房宽敞，层高

相对较高，用来改建体育场馆具有天然优

势。 ”据产业园总经理宋涛介绍，园区总建

筑面积约 9000 平方米，经过改造后，八栋

单体独栋厂房变身室内羽毛球馆 、 篮球

馆、游泳馆等体育场地设施，服务周边 12

个社区的 40 万居民。 除商业化运营外，产

业园还特别开设公益时段，以低至 5 元的

惠民价格，满足更多市民的健身需求。

类似这样的老旧厂房“蝶变”，近年来

不断在申城上演。同样是在杨浦区，上海玻

璃机械厂的旧厂房焕然新生， 成为时尚感

十足的篮球运动公园； 位于宝山区的原上

海日硝保温瓶胆厂， 已华丽转身为聚集众

多时尚小众运动的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处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上海而言， 市民身边的健身设施依然

不够，尤其是“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人均

体育场地仅 1 平方米左右。 充分挖掘城市

“金角银边”，唤醒各类消极空间，化“废”为

宝打造市民“举步可就”的体育健身设施，

已成为上海增加体育场地设施供给的一大

亮点。

开拓新型载体，多元融
合兼顾不同需求

盘活存量的同时， 上海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亦通过 “体育+” 和 “+体育 ” 的方

式扩增量， 打造都市运动中心、 长者运动

健康之家、 职工健身驿站等新型载体， 满

足市民多样化健身需求， 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不论是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还是翔立

方体育文化综合体， 运动健身不再以单一

功能出现， 而是与商旅文教等产业元素融

合 ， 成为 “一家三口可以运动休闲一整

天” 的新型体育空间。 作为上海重点支持

建设的新型运动空间， 都市运动中心未来将

被分成园区型、 商业型和户外型三种类型，

在全市各区实现全覆盖。 目前， 已经有 12

家单位申报成为上海首批都市运动中心。

同样是 “补短板” 重点推进的项目， 由

上海市体育局与上海市民政局共同推出的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 满足了社区老年人 “一站

式” 康养健身需求。 在位于虹桥街道的长者

运动健康之家 ， 90 平方米的空间里 ， 为

“银发族 ” 度身打造的健身器械一应俱全 ，

入口大屏幕上还实时显示着个性化的运动监

测数据， 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前来打卡。 “这

里有齐全的设施、 专业的健身指导， 我每天

来这里报到， 锻炼身体， 心情也好。” 家住

附近的冯阿姨， 开业当月就成为了会员， 半

年多来已能熟练使用所有器械， “这里很温

馨， 就像老人们一个共同的家。”

目前 ， 全市已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31 家， 到 2025 年将建成不少于 100 家。 为

支持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提供更优质的助老服

务， 上海市体育局还专门发放了专项助老体

育消费券， 经过 30 元优惠抵扣后， 每人每

月仅需 69 元。

除与民政部门携手外 ， “体绿结合 ”

“体农结合” 皆为申城增加体育场地设施供

给赋能 。 当体育健身场地设施融入公园绿

地、 点缀 “一江一河”， 当城市更新和乡村

振兴加入更多体育元素， 提供便民利民的健

身场地设施便呈现出更多可能。

根据 《计划》， 到 2025 年， 全市将新建

或改扩建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152 个、 市民健

身驿站 164 个、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5948 个、

市民健身步道 749 条 、 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499 片 、 社区足球场 110 个 、 体育公园 15

个， 新建社区、 行政村的健身设施覆盖率均

达到 100%。 可以预见， 随着 “补短板” 计

划的推进， 属于上海市民的 “15 分钟社区

体育生活圈” 将更加完善和便捷。

继2020年

之后 ， 音乐剧

“顶流”演员阿

云嘎再度作为

“ 演 艺 大 世

界———2022 上

海国际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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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 ， 昨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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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见证

本届音乐剧节

暖心启幕 ， 并

为中国音乐剧

的未来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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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虹桥街道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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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文艺研究成果回馈民间
（上接第三版）

五年来，中国民协将传统村落活态保护项目与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先后在福建南
平、浙江武义、河南鹤壁等地举办传统村落保护研讨活动；发挥民
间文艺的亲民优势，举办了中国民间艺术节、中国（蔚县）剪纸艺
术节、中国嫘祖文化节等；助力地方建设“中国民间文艺之乡”及
配套的传承（研究）基地，持续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下一步，民协将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推
进民间文艺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相结合，以民间文艺为载体，播撒文化
的种子，培根铸魂，使民族民间文脉薪火相传。 ”潘鲁生说。

（本报北京 12 月 14 日专电）

以主题美术创作描绘人民史诗
（上接第三版）

“美术以视觉形象的塑造为主要特征， 形象的塑造离不开
真实的感受。在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中，美术家的造型视角和语言
始终落实在对人民形象的刻画描绘上， 通过塑造人民的精神风
采展现人民史诗。 ”范迪安表示，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 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时跃动
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 ”通过
深入生活，走进人民奋斗的“现场”，美术家的心灵受到洗礼，对
人民的伟大创造产生由衷的礼赞， 历史的人物和现实的人物都
变得鲜活起来，无论是群像还是肖像，人民的形象成为笔墨表现
的重点，“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 一切为人
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使人民形象在重大主
题美术创作的画面中如同历史大剧的主角， 散发出感染人、 鼓
舞人的光彩。 （本报北京 12 月 14 日专电）

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人民史诗
（上接第三版）去年在排练《社区居委会》时，剧组秉承传统，先后
前往北京多个社区深入生活，演大夫的盯大夫，演居委会主任的
盯主任，演民警的盯民警，在舞台上呈现了真实的社区居委会。

任鸣说:“我们要努力像总书记说的那样，把思想倾向和情
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为时代和人民放
歌。如果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反映时代，一定会产生
新的经典和新的大师。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有热情、勇气与抱
负去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 （本报北京 12 月 14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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