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小长假，当《山河令》演唱会
热热闹闹地在苏州唱响时，90 后姑娘
柳絮就会想起半个月前的那个下午，她
用了三种方式，依然没有抢到《山河令》
演唱会的票。12348 张票，14 秒售罄，
后台显示共有60万人次抢票。

“《山河令》害人不浅。”柳絮说，自己
从一开始就买“超前点播”，一路追到大
结局。到今天，大结局已过去了一个月，
她仍在逛豆瓣小组，看各种周边视频。

柳絮不是一个人。豆瓣小组“山河
令”有近20万成员，关于这部剧的讨论至
今仍然每分钟都在更新；而《山河令》的各
种周边衍生品，仍在线上卖得热火朝天。

追完一部剧，我们又接着追随它的
“衍生”，而衍生品的形式种类，正在迅
速膨胀。

既然追完一部剧后怅然若失的情
感无计可消除，粉丝们的一种排解方
式，是去找“代餐”。90 后观众舟舟通
常会找很多这部剧的花絮、周边视频和

“同人文”来刷；如果还不够，就再扩大
范围，去“考古”这部剧主创和主演的其
他作品，看看同类型、同题材的剧能否
暂解忧愁。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常江解释，电视
剧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故事和情节进行
贩卖的文化产品，电视剧很快会结束，
观众对人物的认同、对故事的依赖，是
一个持续、缓慢的消退过程。粉丝的失
落，给后续衍生品的开发提供了空间。

的确，最让柳絮满意的方式，是此
前在追《东宫》时，大结局后，导演又特
地拍了一个“番外”给观众。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网络视听智
库专家周逵认为，“衍生剧”的概念，目
前在国内还没有被充分认知，“有的剧
在结束后，导演还会拍摄一集或者几集
粉丝福利性质的‘番外’，有了衍生剧的
萌芽，但仍有距离”。

“衍生剧诞生的前提是一部剧有足
够高的工业水准，需要这样一个大
IP——群像性、多主人公、多线索。”周
逵举例，比如《生活大爆炸》的衍生剧《少
年谢尔顿》、漫威的衍生剧《神盾局特工》
等，原剧都是大群像，自带比较成熟的架
构。这样，原故事中的非主线人物，才能
足够强大到成为衍生剧的主角。”

甚至，原剧还能跨体裁衍生，电影
可能衍生网剧，网剧可能衍生综艺，一切
皆有可能。周逵说，其实这种现象在综
艺上已现端倪，现在一些大型的综艺节
目会有衍生综艺，已经有了不错的效果。

但周逵提醒，衍生剧其实并不是编
剧自己创作出来的，“它的开发源自原生
剧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是观众对原生剧
中某些人物产生好奇，所以想看衍生剧；
而不是创作者一厢情愿地想做衍生剧。”

大麦举办《山河令》的同名演唱会
也并非首创，此前，《陈情令》也举办了
国风音乐演唱会，剧组主创几乎全员到
齐，同样一票难求。

为了承接粉丝对于影视剧持续的
热情，片方和平台很花心思。3 月末，

《山河令》的原声音乐大碟，众筹金额近
百万元；影视剧集收藏卡，首批1000套
上线后秒空；剧中的一切物件，似乎都
可衍生：折扇、琉璃甲、荷包、发簪、酒
壶、棉花娃娃……除了“物质”衍生品，
主题演唱会一类“精神”衍生品，也让粉
丝获得了更丰富的文化消费体验，暂解

“失恋”。
周逵在最近的一个调研中发现，无

论剧集还是综艺都是“弹性文本”，与用
户密切相关。“一部剧在上线、定档、播
出的过程中，会引发大量的用户讨论。
内容创作者一定要去关注这些讨论，无
论表扬还是批评，都可能会刺激他接下
来的创作，成为衍生的一部分。这样，
用户才能产生真正的粘性。一个好的
IP不是一个人建起来的，是在社会互动
中建立的。”

也许对观众来说，持续的好剧才是
最好的衍生品。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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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在国航一架杭
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因飞机
前舱有“男团”成员，在飞机落
地滑行阶段，后舱有多名粉丝
站在过道上并涌向前舱，即使
机组人员一再劝阻大家回到
座位，但无人听劝。

视频显示，在飞机落地
滑行阶段，有多名粉丝站在
机舱过道中，举着手机拍照
并试图涌向前舱。机组人员
再三广播，表示飞机还没滑
到指定停机位，稍后还要继
续滑行，请这些乘客回原位
坐好，但无人配合。在广播
劝说无效后，机组乘务人员
只能起身，一个一个往回劝
阻，表示飞机还没有停稳，并
称，“真的会摔伤的”，但挤在
过道的粉丝仍然置若罔闻。
而在机组人员劝阻时，甚至
还有粉丝回怼称：“要不要赌
一千块钱，摔不摔？”直到最
后，这群粉丝也没有回到原
位坐好。

5月27日，国航方面回应
称，乘务组按照规定，尽力对
部分乘客进行了劝阻和安抚。

为什么飞机滑行过程中
乘客不能起身？一些粉丝在
飞机未停稳状态下就擅自离
开座位，甚至往前冲的行为，
又会给航空安全带来哪些隐
患？航空专家王亚男称，飞机
滑行中仍存在多种风险，解开
安全带，意外发生时容易被抛
离，造成伤害。离开座位，扰乱
了机舱内秩序，一旦意外发生，
则无法有序逃生。

粉丝“疯狂”追星，屡见不
鲜。粉丝为了追星，购买机票
全程追随，在航班落地滑行时
不听安全劝阻，围堵在机舱
的出口处；一大批粉丝在机
场等候明星，追星场面堪比
春运，狂热的程度甚至把机
场扶梯的玻璃挤碎了。

粉丝“疯狂”追星的法律
边界在哪里？除了需要我们
社会舆论的谴责，如何才能使
这种不理性的追星行为不会
反复出现？

法律专家岳屾山表示，
扰乱航空器上秩序属违法行
为，可处罚款或行政拘留，并
可限制乘机。明星有责任引
导粉丝理性追星，适时地安
抚粉丝情绪。同样还应严查
粉丝获取航班信息的源头，
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等信息买
卖，明确源头才能追究其相
应的法律责任，按照法律的
规定来执行。

坐飞机的时候，当处于
降落滑行阶段，是连安全带
都不能解开的，这是起码的
飞行安全要求。而在狂热粉
丝眼里，明星比公共秩序重
要，比法律法规重要。对此，
机组人员的描述颇有些无
奈，她们说：“这属于旅客的
个人行为，干预的效果不会
那么好。”面对扰乱公共秩序
的追星行为，我们总是习惯
了“劝阻安抚”这样温柔的方
式，但是，航空法规都有明确
规定，航空器的乘坐人员在
航空器起飞、着陆、滑行过程
中，擅自离开座位，可处以
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明明有法可依，有规可
循，为什么却少见执行呢？
是不好执行，还是执行不
好？对待违法者，力度，就是
态度。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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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话题#飞机滑
行中粉丝冲向头等舱拍偶像#
登上热搜。而在该条话题下
面，“这些人都不要上班的吗”

“真病态”“大家的安全谁来负
责”等等批评吐槽，充斥着评论
区，网友不忿的情绪似乎突破
了手机屏幕。

而话题的起源，是一段网
友发布在微博上的视频。据
网友爆料，5 月 26 日，某航班
落地滑行阶段，疑因前舱有偶
像男团成员，后舱粉丝不听机
组人员劝阻向前冲。视频中，
有一些乘客站在过道上举着
手机拍摄，当机组人员表示滑
行阶段应坐好防止摔伤，有乘
客还回怼“要不要赌一千块钱
看会不会摔伤”。

这并不是第一次因“线下
追星”而引出的话题登上热搜
榜了。将时光倒回到5月初，
一段“倒奶视频”的流传，不仅
引起了“饭圈”的集体地震，更
是让综艺节目《青春有你3》终
止了总决赛录制。随后，5月
10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
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写
到：网络综艺节目中不得设置

“花钱买投票”环节，严禁刻意
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
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

虽然说，“倒奶视频”所暴
露出饭圈乱象，不过是“冰山
一角”。但其所产生的恶劣后
果，在网络之中可谓引起了众
人的反感。在事件持续发酵
后，国家网信办也将在今年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加大
对职业黑粉、恶意营销、刷量
控评、非理性应援等由来已
久的饭圈顽疾的整治力度，
并进一步压实平台的主体责
任。之后在 5 月 11 日，蔡徐
坤、王一博、肖战等 200 余家
粉丝后援会，哇唧唧哇、时代
峻峰、嘉行传媒等多家经纪
公司，积极响应网信办号召，
呼吁粉丝理智追星。

本以为经纪公司和多家
粉丝后援会“双管齐下”后，能
够拥有一段“风平浪静”的时
光。但在网络中粉丝看似“克
制”了不少，没想到“线下追
星”又开始疯狂了起来。在当
天的热搜话题中，网友们所不
满的是，粉丝只因满足个人的
追星“私欲”，却忽视了飞机上
全体普通乘客的安全。这并
不是一场专属于偶像的“线下
粉丝见面会”，而是“非粉丝”
占多数的公共场合，这种做法
未免过于不讲“武德”。

当然，也有网友辩解称，
这种行为是“私生”和“代拍”，
实在称不上粉丝。但舆论一
再地控诉、明星一再地呼吁，这
些“私生饭”的猖獗举动似乎并
没有相应收敛，线下追星依旧
是被网友吐槽的“重灾区”。

在热搜过去数小时后，依
旧未见相关的明星出来“认
领”这一事件，更没有艺人的
经纪公司发出呼吁杜绝此类
现象。在无声无息中，话题的
热度渐渐过去，这件事情也许
就不再被网友们提起。但此
类不理智的追星行为还会不
会上演？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而作为流量的既得利益者，经
纪公司的“呼吁”到底有没有到
位，在事件发生后能否第一时
间站出来承担舆论的“批评”，
这似乎要画上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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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感动过无数人的电影
《情书》选择在5月20日这个表
达爱意的日子重映。26年后重
映，那些故事，过时了吗？

当年，这部由岩井俊二执
导，中山美穗、丰川悦司、酒井
美纪、柏原崇主演的电影造成
了巨大的轰动。影片改编自岩
井俊二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
位不能接受恋人死去的女子，
把信寄到恋人曾经的地址，却
意外收到了回信，并由此引出
了一段爱而不得的往事，一份
隐藏至深的感情。

市面上流行的看法是只有
年轻时才会觉得岩井俊二的电
影好看。我倒是觉得，年纪大
一点更适合看岩井俊二。他的
电影往往就是这样，年轻时看
到爱情，待有了一定的经历，才
看懂他想讲的远不止于男女情
爱，而是人生。这样恰到好处
的分裂与疏离，让他的作品耐
得住时间，经得起品咂。电影
里的男女主人公为情困扰，却
不会任其发展为愚蠢的执念，
他们没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孤
勇，而是最终带着一份珍藏已
久的感情，与这个世界和解，影
片传递出的美好的人类情感与
情怀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6 年间，从《匆匆那年》到
《致青春》，在一系列的青春电
影里，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见

《情书》的影子，但岩井俊二26
年前的剧作与拍摄技巧，即使
放到今天，依然新鲜而不过时。

其次，《情书》的结构和逻
辑都很复杂，充满了密密匝匝
的细节，这也是该片值得一看再
看的原因。影片的整个叙事是
在男主角缺席的状态下展开
的。对渡边博子来说，作为未婚
夫的藤井树已经死去；对女藤井
树来说，在她翻过素描画像的那
一刻起，多年前那个和她同名同
姓的男孩，开始“复活”在她的回
忆里。看似写的是爱情，但影片
的主线显然是两个女孩间的通
信，通过书信往来，过去的秘密抽
丝剥茧般展开，两个女孩间生命
轮回般的设计，贯穿整个影片。

影片临近结尾，博子前往
那座埋葬了她未婚夫的雪山。
博子对着雪山喊出那句——

“你好吗？我很好！”这个场景
毫无疑问是《情书》中最经典的
一个画面。从无声的书信到放
声高喊，久久不能平息的思念
在博子的追寻中渐渐放下，她
有了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可能。
而得知自己曾被这样爱过的女
藤井树，也从父亲肺炎离世的
阴影中走了出来。

这或许是这个电影跨越时
空的价值圆心：它探讨的其实
是我们怎么从失去爱人、失去
亲人的痛苦中去获得重新出发
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情书》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讲
述了回忆带给我们的力量。

今天，功能强大的手机，四
通八达的高铁，呼啸而过的飞
机，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
的物理距离。但这些却并没使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距离跟着一
起缩短。我们最终发现，人生
的遗憾与 26 年前电影里的博
子和藤井树一样，并无差别。

对岩井俊二来说，“初恋”《情
书》已经离开了他26年。春来秋
往，寒暑交替，他26年保持不变
的发型里长出了银丝，只有他的

《情书》永远年轻。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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