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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整个文娱行业无疑是
“剧震”不断的一年。年初开始，多
位大牌艺人因违法失德等劣迹事
件接连“爆雷”，令人大跌眼镜；畸
形饭圈文化一再挑战公众底线，引
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在此背景
下，以“清朗行动”为代表，相关部
门对娱乐圈乱象的整治也达到前
所未有的力度，整个行业的游戏规
则和生态为之改变。

娱乐圈积弊在2021年集中暴
发，影响恶劣，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互撕谩骂、挑动对立、造谣攻击和
网络暴力等行为在饭圈内部频频
出现，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也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和社
会风气；某选秀节目“倒奶”事件的
曝光，将饭圈内部长期存在的非理
性应援、集资打投、养号控评等问
题暴露出来，饭圈乱象也因此被推
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全民
关注的焦点。

形式多样的娱乐圈乱象背后，
是资本逐利偶像经济的脱缰失
控。一方面，由资本借助互联网平
台快速打造的“流量明星”和“速成
偶像”充斥网络，名不符实、德不配
位，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都达不到
应有的标准，极易发生“翻车”风
险，成为社会的反面教材；另一方
面，饭圈乱象的形成也离不开资本
和相关平台的推波助澜。资本深

度介入饭圈追星的每个环节，疯狂
的粉丝群体在资本的诱导下无意
识沦为“钱袋子”，成为其牟取暴利
的工具。

从2021年5月开始，中央网信
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宣部、中国文
联等多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措施规
范艺人、粉丝、平台和相关从业者
行为：6 月，针对网络饭圈突出问
题，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饭圈乱
象整治专项行动”；8月，中央网信
办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
治理的通知》中通过“饭圈十条”对
艺人经纪公司、粉丝和平台的行为
作出明确规定；9月，国家广电总局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
其人员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强调

“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
对唯流量论”“坚决抵制高价片酬”
等八项举措；中宣部印发《关于开
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
惩处，明确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
复出等等。各部门对娱乐圈乱象
整改力度之大、反应速度之快，史
无前例。与此相对应，互联网平台
也纷纷对整改措施予以响应，下架
艺人榜单、排查清理违规内容；各
个影视行业协会亦召开会议，要求
加强行业自律，净化行业生态。这
些信号表明，以“清朗行动”为代表
的针对文娱行业的全面“清理”和

改革已经铺展开来，并将持续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对于“清朗行动”
的长尾效应，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态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针对
整个行业的监督与规范必须常抓
不懈、久久为功。综合治理娱乐圈
乱象、净化网络空间，必须加强行
业自律，敦促演艺人士更加严于律
己，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平台、
相关部门和整个社会也应对饭圈
加强引导，重建健康向上的粉丝文
化，让艺人与粉丝关系重回正轨；
而最重要的，是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加大监管惩处力度，斩断资本
无序追求利益的灰黑产业链，严打
无良营销号，从源头遏制粉丝艺人
乱象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次全
国文代会上强调，文艺承担着成风
化人的职责。文艺要效益，但决不
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
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
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
靠德艺。我们期待，“清朗行动”的
东风能一扫文娱领域的造星浮沫
和乱象阴霾，树立健康阳光的文艺
正气，让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
者能够脱颖而出，真正发挥榜样作
用，营造天朗气清、文明和谐的社
会氛围。

据新华社

随着《谁是凶手》最后一集VIP
解锁，迷雾剧场迎来了年度收官。
网络评分6.7不算高，但据第三方
平台数据统计，该剧实时热度突破
8700，创下迷雾剧场史上的最高纪
录。迷雾剧场总制片人戴莹也表
示这部剧的热度值基本代表了它
的流量值，取得了一个“相对比较
满意的成绩”。

业内人士指出，《谁是凶手》终
于让迷雾剧场走出了“悬疑剧迷
雾”，在评分低迷的第二季中，终于
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这也提醒
创作者在不断创新和拓展悬疑题
材作品边界的同时，不要丢掉悬疑
剧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

“真没想到啊，惊喜，今年的迷
雾剧场还有救！”《谁是凶手》开播
后，名为“平平淡淡”的观众留下了
这条评论，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
但同时，另一位观众“沂。”的留言

“不知为啥……预测《谁是凶手》的
口碑要两极化了”的评论也被点上
了高赞。《谁是凶手》作为迷雾剧场
第二季已播出的几部中“最有悬疑
感”的一部，终于让观众感觉“对味
了”。而剧评周燚也表示，《谁是凶
手》的优点在于很写“实”，探案者
接近警察真正的形象，理性沉稳，
智商在线。

凶手不紧不慢、笃笃悠悠地往
前走着，而面前的警察冷小兵已经
被打伤，倒地的他举着手枪却没能
扣下扳机，被凶手打晕后再醒来，
才得知和自己一起来查案的同事
高鹏已经牺牲。带着深深的内疚
和悔恨的冷小兵一直追查着这个

“海州案”凶手，没想到来到自己负
责的重案组的新警察夏目就是当
年凶杀案受害人的学生……《谁是
凶手》一开场，就把大量疑团和故
事背景摆在观众面前，讲故事的节
奏明快、脉络清晰，只用了第一集
就让悬疑剧爱好者们坐下来摩拳
擦掌地进入了“侦探模式”。而随
着由赵丽颖饰演的心理医生沈雨
出场，这个被观众评价为“睁着最
无辜的大眼睛，做着最玩弄人心的
事”的角色，用她的高智商和专业
知识让警方屡屡陷入迷途，屏幕前
的观众对她又同情又厌恶，打下弹
幕叹息：“小雨那么专业的心理医
生，她的人生本来可以走一条光明
的道路。”

不过，随着剧情发展，一些不
合理的情节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比如剧中的何伟光和凶手身高体
型相似，手上也有类似的烫伤，这
么多巧合的角色出现在警方面前
混淆视线，并且他作为一个以杀鸡
为生的老人竟然懂得去看心理医
生，让这个人物非常不真实。尤其
是到结尾真相大白时，凶手竟然是
此前剧中交代很少的一个角色，并
且还留下不少剧情坑没有填，让观
众感到不满。《谁是凶手》开播时的
网络评分为7.1分，到收官结束时
跌到了6.7分。

悬疑题材在全球范围内都有
着众多忠实爱好者，国内外的流媒
体平台都在发力打造这个领域的
作品和品牌。迷雾剧场第二季的
几部作品由于“不那么悬疑”而遭
受批评，但戴莹认为应当继续尝试

拓展更多的悬疑类型，“迷雾剧场
其实还没有明确定义”。

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大获成功
后，走势呈现出“落潮”的状态：《八
角亭谜雾》虽然有不少优秀演员助
阵，但被观众认为更像是家庭伦理
剧而不是悬疑剧；随后的《致命愿
望》网络评分更是创下迷雾剧场系
列新低。《谁是凶手》取得的反响和
前一年相比稍显平庸，但已经是迷
雾剧场第二季里已播剧中的最好
成绩。

悬疑剧最吸引观众的地方就是
设置悬念，制造紧张感以及推动剧
情发展，但这些悬念也需要合理建
立在一定逻辑基础上。《沉默的真
相》和《隐秘的角落》在悬疑推理的
基础上体现出社会和人性的复杂
性，凶手的人生经历和作案动机都
有不少让观众探讨的地方。到了第
二季，迷雾剧场的调性开始有些偏
差，《八角亭谜雾》的凶手是一个精
神状态有问题的异装癖，《谁是凶
手》里的最终反派更是一个接近于
疯子的偏执狂——没多少可靠的线
索供观众推理探案，至于作案动机
更是单薄得只能用“有病”去解释。

对第二季表现有些失望的观
众手动投票，把“我现在才知道《隐
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是俩特
例”的评论点上了最高赞。对此，
业内观察人士认为，迷雾剧场第二
季试图拓宽悬疑赛道，让悬疑题材
的定义变得更为宽泛，但守住品牌
的底线是悬疑推理类型剧的工业
化基准线不能丢。

据《文汇报》

改编经典应怀敬畏之心
□ 魏风云

所谓经典翻拍，就是以曾在一段时期内较为盛
行，流传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影视作品、文学名
著等作为素材进行二次创作的影视作品。由于经
典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很容易引发观
者热议，激发大众的怀旧情绪，所以一直以来都是
影视生产的热门选题。然而，近年来的翻拍之作却

“十拍九翻车”。尤其是近日，随着剧集《新白蛇
传》、新《天龙八部》以及电影《第一炉香》等播出上
映，经典翻拍再度成为舆论热议焦点。这些作品大
多口碑一般，有评论者直言“翻拍毁经典”，简直“惨
不忍睹”。为什么现在翻拍经典常常会获得与原作
截然不同的评价？究其原因，主要是丢掉了经典的

“精气神”。
人们通过改编赋予经典新的艺术形式和时代

特色，使其讲述的故事和承载的理念借助影视艺术
的载体进一步传播开来，这对于文化传承发展本是
好事。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大名著、金庸武侠
小说不断被翻拍。其中大部分作品获得了不错的
口碑和票房收视，但也有些作品没那么幸运。比
如，2019年版电视剧《封神演义》让杨戬爱上妲己、
狐妖变成男生、哮天犬变成女生，被观众吐槽“魔
改”原著、毁经典，播出不久后就被强制“收官”；2020
年上线的《鹿鼎记》中演员演技过于夸张，豆瓣评分
仅3.2分。这些翻拍影视剧以经典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基础，又融合现代制作技术和先进的影视拍摄理
念，完全有条件成就好作品。可为什么呈现出的作
品却胡编乱改，丢掉了经典的“精气神”，而且在“屡
拍屡败”、广遭吐槽的情况下仍“屡败屡拍”呢？

仔细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外乎几点。
有的创作者出于致敬经典的情怀投入创作，意在重
新诠释经典，又或是用现代摄影技术弥补早年拍摄
时的缺憾。也有的创作者受利益驱动，希望挖掘经
典背后蕴藏的商业价值。进入新时代，视觉艺术成
为当下最为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之一，特别是紧贴
时代脉搏的影视文化，总是能敏锐地捕捉甚至引领
市场先机。而翻拍往往能未播先火，激发一众喜欢
经典作品的粉丝的期待，也能在播出上映期间引发
公众对比不同版本经典改编之作的各种讨论。关
注度往往能带来流量，有了流量就意味着能获得更
多经济效益。于是，创作者充分发挥经典“情感文
化”的“吸睛”和“吸金”效应，并为了迎合大众审美
倾向，对经典添油加醋，肆意改动。

从受众的角度看，观众之所以在吐槽经典翻拍
作品的同时，还在不断贡献票房、收视率、点击率，主
要是基于品牌认知和评判心理。经典之所以被称为
经典并广为流传，在于大众心中对其“品牌”的认知度
相对较高。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受众
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相较于一部全新的陌生作品，
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经典翻拍作品
观看，这可以满足他们追忆往昔的怀旧心理和疏解
压力的娱乐诉求，从而让焦躁的心灵暂时获得精神
寄托。与此同时，由于对经典十分“熟悉”，观众在观
看时自然带着一定的期待，将经典翻拍与原作进行
比较、评价，也获得了茶余饭后的丰富谈资。

经典翻拍本身并没有错，但站在传播前沿的影
视文化，如何解决“屡拍屡翻”，既传承经典，又不断
创新，既赢得票房收视，又收获口碑呢？首先，创作
时必须守正。改编不是乱编，戏说不是胡说。经典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吹尽狂沙始到金”的经久历
史沉淀，是滋养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深厚土壤，是
不断品味仍不觉乏味的民族文化传承。今人无论
如何创新翻拍，经典原著的主题思想、价值内核都
不能丢，必须要守住经典的“精气神”，否则经典也
就不再是经典了。其次，创作还要有所创新。经典
本身蕴含的理想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
等诸多主题，具有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
量，表达的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对创作者而
言，翻拍经典的关键不是如何颠覆，而是要在如何
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和技术手段对经典主题进行全
新诠释上下功夫。最后，创作者要用匠心。经典能
够历久不衰，在于其内涵的说服力、历史的影响力
和未来的延续力。好的经典翻拍不是贴合不同时
代语境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在延续经典的基础上
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因此，创作者应以工匠精神吃
透原作内涵，守正创新，才能创作出既尊重经典又
超越经典的新经典，才能让“经典永流传”。这也是
翻拍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光明日报》

告别“剧震”的 年
文艺圈能否迎来新改变？

□ 郝娴宇

2021

《谁是凶手》让迷雾剧场走出“迷雾”
□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