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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时代
导演如何应对网络批评

——从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的舆论风波说起

高凯

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上映后不

久，导演胡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

了一篇较长微博，针对其精心筹备18年

之久的作品遭遇恶意评分与人身攻击进

行了强烈谴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胡

玫导演特别提到了两位抖音UP主，认为

他们是此次恶意攻击的主要源头之一。

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在微

博发布当天，有关影片的多条相关内容

成批登上热搜，不仅让影片成为公众关

注的焦点，也将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

体影评人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现象

推向了风口浪尖。

回溯电影史，导演与影评人之间的

纷争由来已久，也曾谱写出诸多和谐对

话的佳话。从中国第一代导演张石川

的谦逊之态——“影片上映后，次日我

必细心研读各类批评，从中汲取宝贵意

见”，到第二代导演蔡楚生在左翼影评

人鞭策下的蜕变，这些故事无一不彰显

着批评对于电影创作进步的推动作

用。步入新时期，影评大家钟惦棐与电

影导演谢晋的交往，更是为影评界与导

演界树立了典范。《谢晋电影十思》一

书，不仅是钟老对谢晋艺术生涯的深刻

反思，也是两人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

见证。而在美国，已故影评巨匠罗杰 ·

艾伯特则以他的专业精神与公正态度，

赢得了全球电影人的尊敬。他敢于直

言不讳，对佳作不吝赞美，对烂片亦能

给予严厉批评，但其言论始终基于理性

与责任，未曾引发与导演间的无谓争

执。他的逝世，不仅令美国电影界深感

痛惜，更让世人看到了影评人应有的风

范与影响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新媒介时

代的到来，电影的接受环境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比如短视频的快速兴起与蓬勃

发展，为电影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挑

战。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凭借其

短小精悍、易于传播的特点，迅速成为观

众或电影发烧友发声的重要阵地。很多

自媒体影评人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引

领观影风尚，更参与塑造了观众对电影

的认知与评价。

实际上，此次“《红楼梦》事件”并不

孤立，可以让人回想起近年来中国电影

界导演与自媒体影评人之间频繁爆发的

争议事件。早在2006年，陈凯歌的《无

极》被胡戈剪辑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

案》，这一恶搞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引发了陈凯歌的强烈不满，并表示要上

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在这场争议中，将

胡戈视为“影评人”身份的话，或许牵强，

但因其“以影评影”的创作方式，已经构

成了“视频影评”，从这点来讲，他已经具

备了自媒体影评人的属性，而这一事件

无疑为后来自媒体影评人与导演之间的

批评与反批评现象埋下了伏笔。随后，

时间推进到2013年，冯小刚导演的《私

人订制》上映后，尽管票房飙升，但口碑

却不佳。面对影评人的批评，冯小刚在

微博上连发多条怒气冲冲的回应，与影

评人展开了激烈的口水仗，这一事件再

次将导演与影评人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风

口浪尖。紧接着，2014年，郭敬明执导

的《小时代2》在票房大卖的同时，也引

发了影评人的广泛争议。周黎明等影评

人针对影片中的价值观问题发表了尖锐

批评，直指其传递的消费主义及某些道

德倾向。郭敬明非但没有回避这些批

评，反而选择直接在微博上转发并回应

周黎明的言论，用“你看见什么你就是什

么”这样直接的呛声，与影评人形成了鲜

明对峙，进一步激化了导演与影评人之

间的冲突。

由此，从陈凯歌的《无极》到冯小刚

的《私人订制》，再到郭敬明的《小时代》

系列，以及胡玫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线

索：在当前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体影

评人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现象愈发频繁

和激烈。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复杂多

样，既涉及导演对批评的敏感度和反批

评的方式，也与自媒体影评人评价的客

观性和专业性有关。这一系列事件构成

了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体影评人之间

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每一次的争议

都不仅仅是对影片本身的评价，更是对

电影艺术、创作自由、观众审美等多方面

的深刻探讨。

而胡玫导演此次的遭遇，正是这一

新媒介影评生态下的一个缩影，为这一

话题增添了新的注脚。它不仅反映出在

新媒介时代文艺作品和创作者所承受的

市场压力与舆论挑战，更揭示了当下自

媒体影评人与导演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禁要思考：在新媒

介时代，如何促进自媒体影评人与导演

之间的理性对话？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健

康、公正的电影批评生态？这不仅关乎

到电影界的内部和谐，更关系到如何共

同推动中国电影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看到，在电影批评领域，传统的

学术评论往往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

觉，与大众的观影体验之间横亘着一条

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其受关注度也相

对有限。这类评论往往拘泥于既定的理

论框架之中，表达上要么显得中规中矩、

循规蹈矩，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见

解；要么深陷于理论、自说自话，难以与

广大观众产生共鸣。

相比之下，活跃于抖音、快手、B站

等新媒体平台的自媒体影评则以其独特

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在电影评论界崭

露头角、风头正劲。一方面，这类评论借

助互联网的强大传播力，能够迅速覆盖

并影响广大的观众群体，其影响力之大

不容小觑。它们如同一面棱镜，从不同

角度折射出社会各阶层的观影心声，使

电影批评呈现出更加多元和立体的面

貌。另一方面，尽管这类评论中可能掺

杂着一些粗糙的表达和情绪化的宣泄，

但正是这种真实、直接、未经雕琢的声

音，往往能够直击人心，直抒观影之后的

真实感受，为观众提供更加接地气、更加

贴近生活的观影参考。这种真实性和直

接性，正是“草根”或“大众”魅力所在。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自媒体影评的存在

与价值，鼓励并引导其健康发展，使其成

为推动电影艺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导演与影评人都

应学会如何正确行使批评与反批评的权

利，以促进有益的交流与争鸣，而非无意

义的谩骂与攻击。导演应加强自身的媒

介素养，善用自媒体平台发声，展现真

实、专业的形象，可以通过分享创作心

得、解读作品背后的故事等方式，与观众

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增强作品的

传播力与影响力。自媒体影评人在评价

电影时，则应当建立在控制情绪、避免言

辞过于刻薄或情绪化的基础之上。此次

被胡玫点名的一位UP主，其视频内容在

笔者看来是客观的，从情节、视觉、人物

等多方面对电影进行了评点，实际属于

正常影评范畴，并非谩骂，但是其标题

“烂透！试毒《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从未

见过如此歹毒的《红楼梦》电影”确实用

词激烈，带有明显攻击性。

电影，作为集艺术、文化与情感于一

体的复杂作品，其评价本应是一个深入

探讨、相互启发的过程，而非沦为情绪宣

泄或网络暴力的温床。尤其当前，网络

语言霸凌的问题日益严峻，它像一把无

形的利刃，不仅割裂了理性对话的空间，

更在无形中侵蚀着社会的文明底线。将

恶意攻击、人身侮辱等不当行为带入电

影评价之中，或许能在短期内吸引眼球、

博取流量，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不

仅损害其自身形象和公信力，更阻碍电

影艺术在健康、积极的氛围中成长与发

展。夏衍先生那句“我们影评人缺乏的

是：真挚的学习态度和善意的忍耐精

神”，至今振聋发聩，提醒自媒体影评人

应当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以更加包

容和开放的心态去审视每一部作品，既

指出其不足，也肯定其亮点，即钟惦棐所

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电影批评与创作宛如鸟之双翼、车

之两轮，相辅相成，相互依傍。这一过

程，核心在于对话与理解的桥梁，而非

对立的鸿沟。自媒体影评人应以更专

业的视角、更理性的态度，与导演及创

作者展开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共

同挖掘电影艺术的深层价值。而导演

们也应敞开心扉，积极倾听批评的声

音，从中汲取灵感与改进的方向。唯有

如此，中国电影才能在批评与创作的良

性互动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持续繁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广播电视
系主任，复旦大学与山东省广播电视局
联合培养博士后）

越平静越有力
——评电影《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刘海波

笔者有幸提前看过入围第26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电影
《我和我母亲的疼痛》的剧本，彼时就被
剧中的母女深情和生离死别深深打
动。看过电影，更是惊讶于影像对文字
惊人的还原度，脱口而出“中国电影终
于也有了高级审美”。

影片捕捉到了一个终于降临到80

后一代中国人身上的问题——即最早
的80后，也是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近中
年，他们的父母已届老年，生离死别的
时刻陆续来到。

片中的主人公赵敔是个在北京工
作安家的图书编辑，也出版过自己的
书。丈夫林木是个摄影师，两人虽然已
是四十上下，但都忙于事业，过着丁克
生活。突然一天，赵敔的生活平衡被打
破，她远在云南的母亲被查出患癌。作
为独生女，她别无选择，只能搁下手头
的工作，立刻启程回家照顾母亲。起初
母亲身体尚可，赵敔跟着母亲去了当年
父母共同援建的边疆小县医院，父母在
那里结合，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没能
等来调回昆明，就死在了那里。在边
疆，女儿从父老乡亲口里一点点了解父
母的青春、爱情和奉献。此后，母亲随
赵敔一起返京治疗，赵敔和林木还特意
换租了大房子。母亲的几位闺蜜曾来
京探望，几个老姐妹一起开心畅叙，作
为E人的母亲也曾闯到赵敔的单位，与
她的同事们聊得甚欢。一家人在北京
度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时光。几个疗
程后，母亲坚持回昆明。

一年很快过去，又到了年底。这个
世上没有幸运，赵敔再次收到消息，母亲
已然病重。当时她的一个提案刚刚获得
肯定，公司甚至专为她成立了一个工作
室，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独生子女家庭
没有备案，赵敔思索再三，选择了辞职回
家照顾母亲，好在她得到了丈夫林木的
理解和支持。于是在母亲的最后岁月
里，赵敔陪伴母亲，见证和感受着母亲的
疼痛。病人的最后一段时期通常是急剧
恶化的，母亲未能赶赴自己安排的与好
友的告别诗会，在赵敔梦见母亲回家又

给她煮了一锅汤的时刻离世了。
这部电影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人，首

先在它对生活现实近乎百分之百地复
刻。这里没有意外，没有戏剧性，只有
冷酷的真实：人到中年，必然要经历的
生离死别；独生子女，躲不过的事业与
亲情两难选择；一个癌症病人，很难突
破的一年存活。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些是一代代人都在重复的老路，我们
无法躲避，也未能幸免，唯有身不由己，
循着常规，四处求医问药，消耗着病人
也消耗着家人的体力和精力，做着无望
的挣扎。

然而，这个过程是无意义的吗？当
然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陪伴
父母治疗，感同身受父母的疼痛中，我们
获得了成年后不多的再次与父母共处的
机会。我们更多了解父母，感受无可替
代的父母之爱，也回报父母，体会人间最
可宝贵的血缘亲情。这段残酷的经历让
我们的一生更丰富、圆满，既不至于留下
终生的亏欠与愧疚，也让我们更清醒地
看懂人生，看到她的残酷与美好。

《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是一部既不
需要观影门槛，又很需要观影门槛的
电影。

说不需要，是因为影片表现的是我
们最熟悉的人之常情，说需要，是因为
它拒绝了观众熟悉的商业化的戏剧性
套路。在美学上，影片选择了“平静与
克制”。主角赵敔是个留着干练短发的
职业女性，长得清爽沉稳，话不多。当
年是她自作主张把父母起的名字“赵
宇”改成了很多人不认识的“赵敔”，并
坚持留在北京打拼，这是个坚强的有主
见的主人公。她的母亲显然也曾经是
个强势的女人，年轻时被两个男人爱
着，冲动之下就下了乡，女儿也是为了
躲避她的强势才坚持远离。

虽然母女曾经彼此远离，影片没有
刻意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留下的是
一家人与病魔之间咬牙坚持的消磨
战。所以，影片只有如水的日常，有一
个个相处的细节。然而，越是平静，越
有力量，后劲越足。母亲咬牙坚持也忍
不住发出的疼痛的呻吟；母女二人并排

躺在床上，紧紧握住双手的对望；女儿
埋葬了母亲后，与乡亲们走在山路上彼
此呼喊着名字。这些看似日常的细节
是如此催人泪下，因为它真实又真诚！
好的艺术品无需矫饰，总是直白示人，
因为最动人的永远是生活本身。

当然，那些未曾体验过、或者尚不
能感受和理解深沉亲情的观众，那些习
惯到电影院里观看打打杀杀、追求嘻嘻
哈哈、要求放松爽快的观众，或许会抱怨
影片节奏的舒缓、情节的平淡。但在笔
者看来，从剧情、表演，到镜头语言和剪
辑节奏上的平静、克制，恰恰是这部电影
美学的高级之处。中国电影里这种洗尽
铅华，回归本真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
少了。这样的电影出现，是中国电影人
自信的表现，《我和我母亲的疼痛》能入
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电影节品位的体
现，如果她能被更多的观众认可，则一定
是中国电影观众成熟的表现。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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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中间穿

过排云门，两侧对称点缀着留佳、寄

澜、秋水、清遥四座重檐八角亭……画

师信步行走在颐和园长廊里，第一

“站”便停驻于长廊寄澜亭至排云门的

第80间内檐南侧，目之所及是牛郎织

女鹊桥相会的场景。

前一秒还是画外人，下一刻却“身

置”画中景。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

节目中心推出的系列国风创意微短剧

《长画短说》之“鹊桥画梦”全网首发，

该剧以长廊彩画为故事依托，将彩画、

建筑、戏曲、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巧妙

融合，通过微短剧的表现形式，以“画

师+画中人”双视角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观

照古今。

《长画短说》的推出，以“小切口”

展现“大主题”，致力于将静态的彩画

立体化，用当下贴近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完成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现代性元素的创新与重构，用国

风再现长廊彩画故事，很好地推动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让观众在微短剧里看到鲜活、

真实、立体的中国。这是国家媒体深

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有益尝

试，也是“戏曲＋新媒体”的一次全新

探索，为未来创新表达方式，打造微短

剧这一融媒体产品样态提供了更多创

作可能。

以丹青为媒，影
像创新让“古意”有
“新颜”

何为“长画短说”？

是将长廊的画用微影像的方式来

凝练，是将历史的厚重以当代的表达

来诠释。

颐和园长廊始建于清代乾隆十五

年，全长728米，廊间的每根枋梁上都

绘有色彩鲜明、富丽堂皇的彩画，数量

总计多达8000多幅。而《长画短说》

的“长画”不仅指代颐和园长廊的

8000多幅彩画，更在内涵层面挖掘长

廊彩画的宝藏精华，以丹青为媒，对其

中浓缩的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进行

创意品读。

历史风貌与当代话语在《长画短

说》中找到了文化连接。长廊彩画中

虽有园中牡丹、池上荷花，有林中飞

鸟、水下游鱼，但《长画短说》却并未

“纵情山水”，而是钟情于其中最为引

人玩味的、一幅幅构图生动、形态逼真

的人物故事画，通过带有奇幻色彩的

创新表达，将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缓

缓述说。

长廊彩画的内涵丰富、题材广泛，《长画短说》以独到的眼光从众多的传统

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与中国传统戏曲故事相关的彩画经典，通过“画师”这一

画中人的视角进行剧情演绎，带领观众进入精妙的艺术世界。一步入画，一

眼千年。

与此同时，短则意味着“精”。将长廊上的彩画用微短剧这样较短的篇幅讲述

出来，不仅打破传统赏画模式，也让《长画短说》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品读长廊彩画

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节目虽是透过画师的视角走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故事，但这样的走近却体现着高度的贴近性、鲜活性，尤其是有意识地将

当代年轻人的目光和视野一并纳入其中：既是面向年轻人在讲述，也采取了年轻

人能够移情、共情的讲述方式，以影像创新为厚重的历史文化注入了当代人鲜活

的思考和智慧。

以文化为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焕发新活力

如今，颐和园内每天都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览这座昔日皇家园林

的宏伟与沧桑。但，有多少人为长廊而来，又有多少人为彩画驻足？为了全方面

展现长廊彩画的文化内涵，《长画短说》虽以彩画破题，但并未局限于彩画本身，而

是通过创新融合多种艺术形式，“让彩画活起来”，带领观众品味彩画背后蕴含的

精神内涵，品味传统文化精髓。

画师因追寻“入画”，亲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聆听悠扬婉转的黄梅戏腔；也

因深情“作画”，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吟诵中，舞成画也成。与

此同时，由优秀青年黄梅戏演员潘柠静、张小威联袂打造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也将有关爱情的美好变得具象起来。

一笔一墨，承载的是古建筑中的文化韵味；一歌一咏，传颂的是流传至今的文

化精髓，《长画短说》在彩绘长廊中探寻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激活历史文化资源

的同时，探寻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精神源泉，真正帮助人们读懂国风、国潮汹涌来

袭背后的文化自信。通过丰富多元的表达形式，《长画短说》让观众以更亲切、更

直观的方式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打造出长廊彩画文化新符号。这

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解构与再创造，以文化为体，让传统可知可感，赋予

文化经典以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与全新生命力，也形成一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为同类型创作提供了具有代表性、引领性

的积极探索。

以融合为向，技术赋能创作传播创新

在诗意化呈现唯美意境的同时，《长画短说》也通过技术赋能，让彩画

“活”化成立体、灵动的沉浸式场景。织女在夜空中与牛郎遥遥相望，竹林飞

鸟与画师舞蹈的配合相得益彰，随着云中鹊桥缓缓搭起，“有情人”终能“人间

天上不离分”……当传统长廊彩画用现代科技和国风舞蹈被再次“重绘”，《长

画短说》不仅让中国古典园林中古建长廊彩画的万千锦色，以新的艺术形态

焕发出时代光彩，焕新中国传统东方美学，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传播更加鲜活、立体。

以“彩画”为线索，《长画短说》用“微而不凡”的微短剧提炼文化遗产背后的灿

烂文明，勾勒文化脉络，仰望璀璨星河，让观众看到了传统国风与现代表达的创意

结合。在吸引更多人们走进并感受颐和园的文化魅力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发

现颐和园这座历史遗迹的文化价值。而借由总台传播矩阵，《长画短说》也充分

利用网络传播优势，实现大小屏联动的一键触发，推动节目在更广泛的年轻观

众群体中展现长廊彩画的文化内涵，也让人们看到融媒体创作传播创新的“国

家队”风范。

既有好内容，也有好传播，一个鲜活的文化样本得以跨屏展现。《长画短说》

以彩画话中华、沿着长廊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琳琅，让观众得以深入了解

彩画的历史底蕴，充分领略独具内涵的文化遗产，是创作者“推动文化繁荣，共

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积极实践。藏在长廊彩画中的生动

故事与美好情感有待于被更多讲述，《长画短说》的影像魅力同样值得被投以更

多的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从剧情、表演到镜

头语言、剪辑节奏上的

平静与克制，是该片美

学的高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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