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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这个玩笑开得实在过分。”
近日，编剧宋方金跑到横店“卧
底”调查引发了业内普遍关注。
调查实录中显示，如今的国产

“IP剧”拍摄现场，演员可以不
背台词，导演可以不看演技只
看脸，大半戏份竟由替身出演。
这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一些国产
剧粗制滥造的认识底线。

影视圈乱象层出不穷，事
实正在提醒我们，再多批评似
乎也不能阻止国产剧病症的恶
化。横店等影视基地仍有一批

“IP剧”在大干快上，一些丑闻
不断的剧目依旧在各大平台热
播，各路流量担当撑起了颇为
可观的收视率，整个影视业正
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之
中。到底怎样才能刹住影视创
作的浮躁之风？拿什么拯救质
量每况愈下的国产剧？

乱象频仍，当用重典。尤其
是在播出关口，必须从严把关，
把这种粗制滥造之风打压下
去。在这个问题上，有关职能部
门、各大播出平台应该切实把
责任扛起来，强化对文艺创作

和社会价值观引领的把关之
责。烂片之所以当道，市场力量
驱使是一方面，“拍了必然能
播”的心理同样不可忽视。粉丝
经济之下，能不能吸引眼球、好
不好卖成为电视剧投拍的唯一
标准，电视台、视频网站等在利
益的驱使下，也把社会责任丢
在了身后。播出关口“开闸放
水”，正在助长一些烂片“有恃
无恐”：只要资本舍得花钱，收
视率不好可以造假，网络播放
量不高也可做高，再烂也能被
吹成一朵花。

播出端从严把关，才有可
能倒逼制作端用心投入。涵养
更优质的影视生产环境，有关
方面不妨把标准定得再严苛一
些，让这些屡刷下限的烂片彻
底失去播出渠道，让唯利是图
的资本方投资打水漂。吃一堑，
才能长一智，审核标准严格起
来，无疑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经过几个回合，将信号传导给
整个影视行业，倒逼其提升对
专业素养的敬畏、对观众审美
的重视。

“有形之手”的干预势在必

行，但影视作品的评价权终归
要交由市场。在这方面，美剧的
做法值得借鉴。美国虽然没有
专门的审核机构，但其对于播
出内容有着健全的市场化机
制。一季美剧倘若播出后口碑
较差，那么在下一季中拦腰“斩
断”、更换主角都是大概率事
件。对我们来说，影视行业应该
掀起一场“整风运动”，多方合
力动手，让艺术回归艺术，让创
作回归质量，中国影视业才有
未来。

（范荣）

近日，许久未上演的名人故
里之争因“西施故里之争”的重新
叫板再次被拽入公众视野。据报
道，浙江省诸暨市史志办和诸暨
市人民政府分别给浙江省方志
办、萧山区政府致公函，要求其维
护历史真实，撤销或更改《萧山市
志》造假“西施故里”的所有内容。

早在2007年，国家级地域文
化研究中心“中国西施文化研究
中心”落户诸暨，是当年对西施故
里纷争的最终认定，以“诸暨说”
的胜利结束了那场故里争夺。硝
烟散尽若干年，诸暨为何重提旧
事？原来，2015年，浙江萧山将西
施列入《萧山市志》人物传，并提
出萧山是勾践卧薪尝胆之地。
2017年，萧山在杭州地铁中打出
“千年古镇，西施故里，活力临浦”
的广告宣传语，至此才引来诸暨
的官方致函。

名人故里之争在近些年也算
一场闹剧，吵吵嚷嚷，喋喋不休，
一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架势，好一个闹字了得。从上古至
近代，一些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
名人都在这场闹剧中被当作《西
游记》里的唐僧肉，引来各方抢
夺。黄帝、炎帝、老子、朱熹等都在
其列，就连文学名著中虚构的人
物，甚至恶名昭著的西门庆，都成
了各地垂涎的对象。无怪乎有人
总结名人故里之争是“伏羲东奔
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
灵，女娲遍地开花，观音菩萨选
美，齐天大圣找不到家”……

其实，在名人故里之争闹得
沸沸扬扬，甚至到了滑天下之大
稽的地步时，大家都清晰地洞察
到，争夺的背后都是利益在作怪。
因为只要被认定是某名人故里，
就可以仰仗名人的名声，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资源，以此提升该地
区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和影响
力，就会引来投资，带来丰厚的经
济收益。其实，笔者并不反对以经
济利益为驱动的做法，如果文化
遗产资源可以通过适当利用带动
经济发展，可谓双赢的好事，但事
实往往不遂人意，在市场负面作
用的推动下，个别地方为了取得
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打着传承
文化的旗号，盲目大拆大建故里
项目，其结果是粗制滥造的人为
景观，不但吸引不了游客，反而严
重伤害了历史文化。

对待名人故里，必须尊重史
实，不生拉硬扯攀关系，尤其对已
有定论的名人故里进行抢夺，牵
强附会，实为不明智之举。再者，
与其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面红耳
赤的争论中，不如各自发掘、弘扬
好真正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资
源。 （土木）

治治影影视视乱乱象象当当用用重重典典卡卡住住播播出出关关

谍战、反特俨然已是国产
电视剧一大创作源泉，何处还
有留白？最近《黎明决战》热播，
该剧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公安
局长的经历改编而来。由一群
从战场走进城市的公安战士投
射峥嵘岁月里难以计数的英雄
志士，与其说观众敏感于谍战
剧的新视角，毋宁说，历史本身
值得一再回望。

《黎明决战》开篇即交代了
时代背景：1946年哈尔滨解放。
王千源饰演的程樯领着100多
人从延安来到哈尔滨履新，摆
在他面前的，除了与敌对势力
周旋，还有各种城市独有的难
题。王千源饰演的程樯原名刘
兴汉，原型是原哈尔滨公安局
局长陈龙，人物动线与历史吻
合，电视剧的情节设置也在历
史中留有蛛丝马迹。随着公安
战士一步步迎难而上，他们的

智慧与处事原则更让人信服。
就像剧中台词，“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做一个眼里糅不
了沙子的人”，当年的公安战
士、共产党人如何在大城市哈
尔滨赢民心、站稳脚，单从细处
的表陈即可知一二。

电视剧终究不是纪录片，
在时间长河里打捞之余，还得
把这些珍宝般的英雄事迹串联
成逻辑缜密、人物生动的艺术
作品。对此，导演刘江选择用人
物间的爱恋来穿针引线，他的
初衷是通过充满戏剧张力的好
看故事，向公安战士致敬。让观
众体悟，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只是目前来看，剧中的爱情并
不能说服所有观众。

刘诗诗饰演的宋红菱表面
是富家小姐，实际身份是军统
女特工。她明面上与下属杨景
修假扮夫妻，心底里则对初恋

程樯念念不忘。对这个半神秘、
半冷酷、半感性的女性角色，有
些观众是偏爱的。在他们看来，
一个女性反派人物的心路历
程，是残酷岁月里一抹血色的
浪漫。

事实上，信仰，爱情，是谍
战题材里人性的重要看点。但
人物感情如何严丝合缝地嵌套
在民族大义中，信仰与灵魂如
何真挚碰撞，着实考验编剧功
底。《潜伏》中，观众信服余则成
的情路变迁，因为他的信仰与
爱始终朝着同一方向在成长；

《悬崖》引观众唏嘘，因那段假
夫妻真战友之间若隐若现的情
愫实在纠结；至于刘江的前作

《黎明之前》，刘新杰与顾小姐
路到尽头方知爱情与信仰两相
通的生死喟叹，更在观众心底
久久回荡。这些含蓄、克制又透
着生命从容的爱情，为残酷的

战争平添凄美。从去年开始，一
批流量小生、小花频繁涉足类
似题材后，情感线变本加厉地
渗透在谍战剧、反特剧中，加速
透支着观众审美。

在此背景下，《黎明决战》
无需太多推演，剧中人的感情
路已清晰可见——— 程樯与宋红
菱八年未曾谋面，故人重逢，时
光已逝情未驰，无奈两人已站
到信仰之战的两端。宋红菱与
杨景修假面夫妻真同僚，但因
心中大义相左，他们终究会渐
行渐远。最终，宋红菱被程樯策
反，弃暗投明。

正如一些评论所叩问的：
“能一眼看穿的爱情真的能动
人心魄吗？”与其在思维定势里
勉力谈爱，不如弃之。说千道
万，历史本身才是英雄事迹最
好的底色、最动人的内核。

（王彦）

西施故里之争
再起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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