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2017年3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张向阳 美编：金红 组版：陈华文娱

谢飞、王佩瑜、田艺苗……不靠颜值也能当“网红”

““新新锐锐文文化化偶偶像像””红红得得飞飞上上天天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艺术与个人魅力
完美融合

近日，《日出》《本命年》等
重量级影片的导演谢飞，在75
岁高龄成为了“网红”。他紧跟
潮流，边看片边在文艺青年聚
集的豆瓣网写影评，他对于影
片的独特见解，网友争相传播。

比如，谢飞给金球奖最佳
音乐/喜剧片《爱乐之城》打四
星，三颗星还给了视听制作，他
总结称：“可悲啊，这个技术第
一、娱乐第一的时代！”而李安
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
事》，谢飞只给了三颗星，还不
忘总结：“120帧没有什么特殊
感觉，可见内容永远是关键！”

很多人赞谢飞大导心态很
年轻，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人称
在评分网站大导演说句公道话
不易，但也只有这样的行业前
辈才能给影评注入清流。

网络没有门槛，自由进出，
自由交流，谢飞原本是电影圈
内资深前辈，但通过社交媒体
这种大众流行方式，将自己的
观点传播给了喜欢影片的人。

著名京剧老生王佩瑜在
《朗读者》上的诵读，让很多人
认识了她，其实在网上她早就
是“资深网红”。她在各社区和

自媒体上有非常多的忠实粉
丝，她的“京剧其实很好玩”的
京剧艺术普及活动，让很多人
开始爱上京剧。

王佩瑜艺术傍身，气质脱
俗，温文尔雅，而中性打扮更能
击中文艺女青年的心。个人魅力
无限散发，每次出场总让人眼前
一亮，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喜欢她
的人才喜欢上了京剧。就像鲁豫
所说，王佩瑜是不可复制的。

其实在社交媒体中，开辟
一片天地的文化人还真不少。
如乐评人、作曲家田艺苗，在网
上讲古典音乐，就俘获了大批
的年轻听众。尽管古典音乐是
小众范畴，而田艺苗的普及课
还是收费的，仍有几百万的播
放量，可见背后是多么大的艺
术需求。有网友评价，“人美声
音甜，用有形的文字讲述无形
的音乐，是怎样的女子才可以
如此温润睿智。”

而最近红极一时的国博讲
解员河森堡、故宫博物院文物
修复师王津等人都在网上形成
一股文化热的潮流，顺带着国博
馆藏和故宫文物也有了热度。

社交媒体造就的
“文化偶像”

如果说，余秋雨这一代文
化偶像是借助书籍而成为了大
众偶像，十年前的“于丹现象”

“易中天现象”，是文化学者凭
借传统媒体的传播力量和对

“知识”的现代解读而成为了全
民文化偶像，而当下的这些文
化人能成为“网红”，则是归功
于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网
络才是他们的阵地。

以王佩瑜为例，她少年成
名，头顶余派第四代传人、“梨
园小冬皇”等多重光环。70岁高
龄的谭元寿主动与她合演《失
空斩》，让年仅18岁的她跻身

“京剧名家”行列。但这些影响
往往仅限于票友圈。

后来，她建立以个人名字
为品牌的论坛、QQ群，经常在
论坛和群里与粉丝沟通、发布
最新消息，还通过众筹、娱乐京
剧课等方式来传播京剧，与年
轻人打成一片，才成就了现在
网友熟知的“瑜老板”。而“瑜老
板”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运用现
代媒体，用最时尚的方式传播
最传统的艺术。

国博讲解员河森堡在某知
识型社区凭借着回答与博物馆
和历史相关的问题，获无数阅
读量，几百万点赞。在接受采访
时，他称自己才29万粉丝，算
不上“网红”，还需努力。

这群文化圈内的人，都将
各自的“艺术魅力”“知识魅力”

“个人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
们的走红，源于他们自身的专
业修养，也更得益于媒体的发

展。或许，受到他们的启发，会
有更多博学多才的文化圈内
人，希望通过社交媒体走进大
众视野，去熏陶和引导更多的
艺术“白丁”。

说到底，如果艺术家们不
及时转变观念，不用一种活泼
的、现代的传播手段融入时代，
让自己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
野，传统艺术和高雅艺术只能
高高在上，缺少大众的关注。它
们虽然是文化奢侈品，但是不
能“板着脸”，只有“接地气”才
能赚人气，让文化艺术焕发出
更强的生命力。

让艺术不再
阳春白雪

这些“文化网红”的集体特
征就是能在艺术大海中恣意汪
洋，勇敢不羁地展示个人魅力
和艺术魅力，让大众能轻松地
获取艺术的门道和乐趣。

比如，70多岁的谢飞简直
是为电影事业操碎了心。在他
对于一些影片直击本质、一针
见血的解读中，观众也学会了
如何欣赏品评电影，如何用艺
术批评的眼光去看它。

河森堡定义自己是“传递知
识”的人：“把一线科研人员或者
学者的理论消化吸收之后，传播
给大家，这是我的工作。”

通过王佩瑜、田艺苗等人

的传播，普通人原本接触不到
的音乐课与京剧课，也可以很
容易地接触到，而且这些艺术
普及，大多很个性化、有趣，这
也化解了大众眼中艺术的高深
和望尘莫及。这种方式让普通
大众以有趣、感性和轻松又新
颖的方式窥见艺术的真谛。他
们让难以企及的阳春白雪，走
下了神圣的殿堂；他们将大雅
艺术的帘幕轻轻地掀开一角，
将门外汉拉入了艺术的大门，
从而爱上艺术。“京剧是最好的
中国式奢侈品，爱上它只需要
一个瞬间，关键是你要给自己
一个机会。”有了这些文化人对
传统艺术的自信和热衷，才能
感染越来越多的圈外人。

在这个偶像、明星泛滥的
时代，坚守着自己艺术领域的
各种“角儿”能放下姿态与网友
互动，才是值得关注的。

传播方式的发展，让传统
与高雅艺术从业者有了更多突
破口，多了条可以走的路。从小
处说是参与者本人获得了艺术
享受和知识；往大处说，这是让
优秀的文化艺术得到弘扬。就
像不断有老戏骨、老演员走向
网络综艺舞台，文化圈儿的“当
家人”也应该通过年轻人善于
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艺术。一位
学者就曾说过，把传统艺术、高
雅艺术的普及化和娱乐化做好
了，是有功劳的。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绑架者》是徐静蕾执导的
第七部作品，因为有多部成功
前作，加上她由擅长的青春爱
情片转行警匪题材电影，《绑架
者》引发的关注非常高。有个未
经证实的传言，徐静蕾本来只
是做《绑架者》监制的，后来导
演未到位，她仓促上阵。从内容

看，剧本故事摇摆、凌乱，造成
整部电影看起来稍显尴尬。

《绑架者》有一个还算不错
的故事梗概：失忆的绑匪（黄立
行饰演），女儿被绑的女警官

（白百何饰演），共同构成了一
个对立面。如果围绕女警官和
绑匪的对抗，可以有一个小而
精彩的故事。可惜的是，还算不
错的故事梗概，落实为具体剧本
却让人很凌乱，影片到最后也没
有交代清楚绑匪杨念是真失忆
还是假失忆，电影最后用几个反
转，对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进行了重新定位，明道饰演的警
官竟然是为了救生病的姐姐而

当了“内鬼”，在电影前半部分没
有合适伏笔的前提下，这样的反
转过于突兀，给人故事讲不下
去了不得不如此设计的感觉。

因为剧本设计的缺陷，整部
电影成了黄立行的独角戏，其他
所有人物完全扁平化：明道饰演
的警官忙着做和事老，白百何饰
演的女警官从头至尾都在歇斯
底里，警署的周警官只做了一件
事，那就是对着白百何大叫“我
要停你的职”，警察局里其他同
事常见的表情就是面面相觑，而
李淳只是偶尔卖萌。

在故事和人物表演几近崩
塌的情况下，《绑架者》的动作

戏算在及格线以上。因为三大
主演都不是专业动作演员，影
片在动作戏上扬长避短，没有
花哨的高难度动作，取而代之
的是贴近实战的肉搏，跑酷和
楼顶追击都算精彩，只是多次出
现汽车撞人的动作戏给人的感
觉太雷同了。黄立行饰演的绑匪
杨念身手不凡，贡献了大部分动
作戏，影片后来巧妙地交代了杨
念搏击手的身份，为其凌厉的
动作做了合理的解释。

在没看影片前，就听到一
种评论，说《绑架者》是一部很
特别的女性警匪片。看看主创，
就知道有一定道理，女导演徐

静蕾加上风头正劲的女演员白
百何，在男性导演统治的警匪
片领域，应该有许多不同。现在
看，《绑架者》确实是一部非典
型的警匪电影，尽管有卧底、内
鬼、绑架之类警匪题材常用元
素，但这些元素在片中非常弱
势。卧底是最后以一个很牵强
的面孔出现，内鬼的心理铺垫
也很弱，绑架的元素在电影一
开始时强势出现，但随着剧情
的发展，绑架元素差不多被人
遗忘了。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
因素，应该是摇摆而凌乱的剧
本。在警匪片的把控上，徐静蕾
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呈现。

故故事事凌凌乱乱了了，，再再多多的的反反转转也也是是牵牵强强

新片放眼瞧

最近“75岁导演谢飞成‘网红’”“王佩瑜上《朗读者》弹幕都飞起来了”“国博讲解员河森堡成了‘科普网红’”……一批老老艺术家、传统
艺术和文化领域的“神人”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掀起一阵阵风波。盘点这些社交媒体时代产生的“新锐文化偶像”发现现，他们除了有过硬
的专业功底和艺术素养，也更具个性魅力。如果不依赖社交媒体，可能很多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红得飞上天。

王佩瑜 谢飞 田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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