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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的短板

“穿越”受到抨击主要在两个方面，一
是非死即伤的“穿越”方式，二是对历史的
篡改。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就这样让
穿越给篡改了，可悲啊！”有网友对穿越发
表意见指出，“没有科学依据的电视剧就
不应该那么频繁地播映，误导青少年！”也
有网友表示，相比国内，国外的穿越剧更
有意义。“国外很多所谓的穿越剧，是幻想
未来的科幻作品。”“要‘穿’就往未来‘穿’
啊，你可以幻想未来，但是你不可以篡改
历史。”

也有网友呼吁，应将分级制纳入电视
剧播出体制当中。

“穿越”不能篡改历史

记者曾就女孩自杀引发观众批评穿
越剧一事，致电凭借清宫穿越剧成名的编
剧于正，他谢绝了采访。不过，于正的经纪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于正对此事
的看法：自己对事件本身并不了解，所以
无法评价。不过无论是《宫》还是《宫2》，
虽然表面上说的是宫女争斗的故事，但其
实讲的都是一个女人的成长故事，具有励
志的意义。于正指出，观众要尽量把戏和
生活分开。

谈到以后是否还会写穿越剧，于正称
要看市场需求，短期内是不会再写了。

此外，热衷播放穿越剧的湖南卫视等
电视台均称不方便回应此事。

要把戏和生活分开

“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
合”——— 对于大多数国内观众来讲，类似
这样的话绝对不陌生。早年间的影视作
品，很多都会在片头加注这类的提示。然
而，记者查阅1990年至今内地制作的电
视剧，竟然没有一部在片头标有这类提
示。

反观香港电视剧，每部剧集都会有所
注明，从最早的穿越剧《寻秦记》到近年的

《九五之尊》、《回到三国》等，都会有“本故
事纯属虚构”这样的提示。

国家广电总局曾就穿越题材的影视
作品出台过相关政策予以限制，不过目前
我国还没有采取电视剧的分级制度。

如此简单的一句提示，不仅是对自己
作品负责任，更是对广大观众负责任。

(赵振宗 苏良)

无分级也该有责任

□教育缺失

□利益作祟

穿越剧

躺着也中枪

今年3月，福建两名小学生
自杀，其中一女孩在遗书中提到
要“穿越”回清朝拍电影。

今年8月，被人称为“八阿
哥”的小伙子一身清装出现在暑
期培训班上，他称从去年冬天开
始，每日都以旗人打扮示人。

今年 9月，江西一少女因
迷恋穿越剧，被骗5000元买“神
酒”想穿越回清朝……

由“穿越”而引发的事件
屡次被媒介爆炒，有些报道甚
至以“少女自杀为穿越去清朝
拍电影”、“少女自杀竟为穿
越”之类为题，很多评论也要
求审视穿越剧，甚至呼吁禁掉
穿越剧。

其实福建小学生之死，没有
证据显示与穿越剧有关，更谈不
上为了拍穿越剧而自杀。这一
回，穿越剧属于躺着也中枪了。

该不该批评穿越剧呢？当
然该批评，不过批评穿越剧是
与少女自杀、吸毒无关的另外
一件事情。

近几年“穿越”成风，大量
穿越主题的小说充斥网络、书
店，现在又走上荧屏，成为电
视剧的当红题材，对青少年确
实有很大影响，比如错误地认
知历史，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

“穿越”这种想象中的简单方
式，改变身份地位，在虚幻的
环境中重新开始人生。

由于满足了读者对自身生
活不满、期望改变命运的心理需
求，而且有着很强的人物“代入
感”，穿越题材的作品开始迅速
走红。随着穿越剧的成功，穿越
热潮达到了顶峰。

穿越剧本身有着难以弥
补的缺陷，主要就是主创者大
多年轻，缺乏生活经验与历史
知识，有些情节违背常识，胡
编乱造。这些都是穿越剧的短
板，必须批评。

因有利可图，穿越剧才会乐
此不疲，对于成人而言，能够分
清楚电视剧与真实生活的差别，
但对青少年来讲却未必。这方
面，家长、学校以及电视台甚
至所有媒介都有责任。那些制
造者、出品人，也应该发出声
音，告诉青少年们作品当不得
真，切勿模仿，更不能深陷其
中。

不仅是穿越题材，其他题
材的影视作品在青少年中都
有着较强的示范效应，这一点
绝对不能忽视。 (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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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85后”湖南籍打工妹因想

体会一把清宫生活，把毒品当成了“穿越

神药”，被送进拘留所过起了“冷宫生活”。

此事再次引发了声讨穿越剧的热潮。

细观此类“穿越事件”缘由，穿越剧对

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绝不能忽视。

“穿越”，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必须考

量社会效应。

“八阿哥”在暑期培训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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