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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日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分会发布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

单，对包括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 3 名

演员的 88 名主播实行行业内联合抵制

和惩戒。这是违法失德艺人首次被纳入

名单。违法失德艺人转战网络直播平台

寻求“曲线复出”的路行不通了。

本报记者 邓崎凡

演艺圈没有了容身之地，就转战网络直

播平台寻求“曲线复出”——这是近年来一些

“劣迹艺人”惯用的伎俩。不过，这条路以后

行不通了。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

11月 23日发布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在

行业内对 88 名主播实行联合抵制和惩戒。

其中，包括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 3 名演

员。这是违法失德艺人首次被纳入网络主播

警示名单中。

首次“上榜”的 3 名违法失德艺人可谓

“闻名遐迩”：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已被正式

批准逮捕；郑爽因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

漏税、无证经营、代孕弃养等违法、违背公序

良俗行为遭到大众抵制；张哲瀚因参观日本

靖国神社等不当行为引起大众不满，严重损

害民族情感。

列入警示名单，意味着各大平台将不可

能再成为其“复出”渠道。因为名单向社会公

布后将下发各平台予以封禁，并同步报主管

部门备案。

劣迹失德艺人转移阵地

记者梳理近年来的典型案例发现，这些

年来，劣迹艺人被抵制封禁进而“转战”直播

平台的现象屡见不鲜。范冰冰、黄海波、李小

璐……这些因为劣行被惩戒的艺人都曾“触

网直播”。以范冰冰和李小璐为例，两人都曾

在网络平台直播卖货，一晚上就能赚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元。有数据显示，李小璐此前的

直播销售额达到 4000多万元。

这两人分别因偷税漏税和德行不佳而被

惩戒，两人的直播行为也迅速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关注而被禁止。

此次名单的公布，是对违法失德艺人的

类似“曲线复出”的一次精准打击。此前，中

央宣传部就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

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禁止劣迹艺人转移

阵地复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

秘书长瞿涛介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

演（直播）分会自 2018 年 2 月起正式实施《网

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黑名单”管理制度(试
行)》，组织全体会员对严重违法违规主播在

行业内实行联合抵制和惩戒。

2020 年末，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对管

理制度作了进一步修订，最终形成《网络主播

警示与复出管理办法》。今年以来，中央宣传

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出重拳整治文娱领

域乱象，严厉打击演艺人员违法失德行为。

在此背景下，中演协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组

织内容评议委员会进行了评议，决定首次将

违法失德艺人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中。

避免炒作话题煽动情绪

另一方面，近年来，除了影视、线下演出

等渠道，越来越多的演艺人员在直播平台开

通账号，通过网络表演或网络营销（直播带

货）获取经济收益。发源于艺人粉丝中的“饭

圈”问题也开始在主播粉丝中蔓延。

“一些粉丝在明知主播自身存在问题

的情况下，以诸多不理智的方式扭曲黑白，

煽动粉丝对立，打击其他主播和用户的正

常发声，甚至无视法规采取各种极端手段

报复其所在平台，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瞿涛说。

此次“上榜”的三人就因为其各自拥有的

庞大“粉丝”群体而具备鲜明的“饭圈”行为特

点。“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煽动大众情

绪，组织粉丝、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等

风险行为，需重点关注。”瞿涛说。

以郑爽为例，此人屡次触碰法律红线、罔

顾伦理和道德底线，引发社会激烈反应。郑

爽个人为狡辩违规事实一再发声，也带动其

粉丝不断参与发帖声援，致使话题热度不降

反增，甚至部分粉丝滥用主管部门的公众投

诉举报机制。类似裹挟粉丝的现象最近频频

被爆出，已经到了不得不止的地步。

瞿涛表示，“对于这些不断出现的新问

题、新乱象，行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重视，

坚决不让此类主播有生存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何勇则认为，行业协会网络主播警示

制度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创新举措之一，

既是对网络直播生态的净化，也是对直播从

业者的警醒。这项措施受到了大部分网民、

主播、平台的支持和肯定。

文化新闻4 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2021年 11月 28日 星期日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郭惠民

站在甘肃平凉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举目

西望，“职工文化博览中心”8 个白底红色大

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

“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不但能欣赏

交流书画名家创作的作品，而且自豪感和亲

切感也油然而生……”杨永春和刘耀儒都是

当地的农民工，现在通过常年参加职工文化

博览中心的活动，都成为小有名气的本土书

法家，而且还是工会的文化志愿者。

10 余年来，杨永春和刘耀儒在这里的成

长经历，也见证着工人文化宫的执着坚守与

华丽升级。

和许多地方一样，平凉市工人文化宫

也曾经历过一段蹉跎岁月。当时，平凉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克选说，不

论 面 临 什 么 样 的 困 难 ，必 须 坚 持 阵 地 不

“丢”，特色不“减”。

2013 年，平凉市总工会经多方筹资，投

资 50 多万元，收回 700 多平方米的商务用

房，进行改建装修，建成了西北地区首家

“工”字号的文化博览中心，成为集创作、展

览、培训、交流为一体的工会文化服务平

台。同时组建了书法、美术、摄影、音乐、舞

蹈等 8 个职工文化协会，形成了以文化宫为

主体、上下呼应的职工文化活动阵地和人才

网络，成为当地基层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一

张特色名片。

热度：激活职工文化活动的“细胞”

走近平凉市工人文化宫，远远地就能

感受到阵阵“火辣辣”的热浪，这里的器乐、

美术、舞蹈、书法、合唱活动常年不歇，文化

博览中心里的书画展、摄影展、读书会好戏

连台。

“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激活职工文化活

动的每一个‘细胞’，让文化宫‘活’起来、

‘火’起来，成为全市职工文化活动的大客

厅、大舞台。”文化宫负责人李建军说。

现在，以工人文化宫为阵地，平凉市的

职工文化组织从 8 个发展到 10 个，每天都有

超过千名职工群众在这里参加各种活动。

仅仅职工书法协会，就发展了 400 多名

成员。每周二、五定期开展书画交流活动，

职工络绎不绝，当地许多名家和青年新秀

也成为这里的常客，与职工书法家们切磋

交流。

职工文化博览中心承办的各种展览，从

年初到年尾排得满满当当，同时，还为职工

举办个人书画作品展，吸引了南来北往的省

内外知名书画家们在这里聚会交流，互赠书

画作品。

温度：解决职工群众最忧心的事

在平凉，工人文化宫也是职工子女们最

爱去的地方。

近年来，子女入托、课后辅导、假期照料

成为许多职工的烦心事，子女去哪里、学什

么让许多职工揪心。

工 人 文 化 宫 添 置 设 备 ，创 办 了 500 多

平方米的职工子女公益托管中心，办起了

有 助 于 休 息 交 流 、健 康 学 习 的 爱 心 托 管

班，组建职工书画、教育培训、生活服务等

工会文化服务志愿者，多层次全方位为职

工子女服务。两年来为 1700 人（次）的职

工子女提供了学前、假期和课余的托管服

务，为 380 多户困难职工子女减免了托管

费用。

职工徐惠平、闫文君等谈起子女托管后

的变化如数家珍、心怀感恩，“把孩子交给托

管班后，在工人文化宫的熏陶下，也培养了

健康向上的文体爱好，还捧回了学校的各种

奖状。”

气度:无限繁荣发展的职工文化

工人文化宫不仅是一方阵地，也是繁荣

发展职工文化的大平台。

平凉市总工会不仅把有各种文化、艺术

爱好的职工吸引到文化宫，还把职工中培养

起来的文艺骨干、文化活动志愿者送进车间

厂矿、田间地头。常年坚持“书画创作讲座”

“艺术作品品赏交流会”“送文化写春联”进

社区、进企业等活动，让广大职工群众在岗

位、社区也能分享到“文化乐园”里的幸福滋

味；常年组织职工文化志愿者们深入基层采

访采风，用文字、歌声、舞姿、画笔、相机凝聚

感动，创作出一大批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优

秀作品。

市总工会把临街一楼 200 多平方米的

房子改造为职工图书室。每周一早上 9:30，

图书室管理员傅晓蕊都要在职工家园网站、

微信公众号上发出“每周精品图书推荐”。

随后，阅读精品书籍的职工如期而至，喜欢

阅读，崇尚文化成为当地职工的共同追求。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里职工线上读书朗诵

会持续火热，让热爱读书的职工们尽情在网

上读书交友，构筑了一道抗击疫情的“温暖

防线”。

职工王俊龙、马骞等就是这里的常客，

通过阅读精品好书，他们多次参加省、市读

书朗诵会和干部职工演讲赛而获奖。

如今的平凉市工人文化宫，公益性和服

务性更加鲜明，成为联系职工群众的“服务

台”，展示职工文化的“显示屏”，构建和谐社

会的“助推器”。

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公布，违法失德艺人首次“上榜”——

劣迹艺人劣迹艺人““曲线复出曲线复出””？？此路不通此路不通

甘肃平凉市工人文化宫建起“工”味浓郁的文化博览中心——

有热度增温度显气度的文化宫

艺艺 评评G

罗筱晓

因为用京剧戏腔演唱古风歌曲，5位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

00 后女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由于其中 4 位曾经同住在

“416宿舍”，网友就把她们称为“上戏416女团”。

5位女生中，有花旦老旦，有程派青衣、梅派青衣，从今年4

月起，她们不时凑在一起用各自的唱腔一人一句翻唱当代歌曲

并上传到网络。其中一首《探窗》，在某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过

5000万，点赞量超过 250万。最近，这个特殊的“女团”也登上

了社交平台热搜榜。

“中国戏剧原来这么美。”“以前不明白老一辈为什么爱听

京剧，现在懂了。”虽然5位女生反复强调京剧戏腔不等同于京

剧，但从留言来看，不少网友因为她们开始有了进一步了解京

剧的念头和行动。

对大多数出生于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来说，相比

于流行音乐、电视电影，戏曲无疑是“老古董”般的存在。除了

传统戏曲本身有一定欣赏门槛外，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推广、

普及方式也是其小众和边缘的重要原因。

翻唱并不是“上戏 416 女团”第一次让京剧“上网”。从

2019年起，她们就会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京剧生”的日常。潇洒

的练功，紧张的赶妆，灵活的手势，都被几个女孩子记录并上

传。此外，她们还会在线教大家分辨不同的流派唱腔。久而久

之，这种年轻人贴近年轻人的传播方式，仿佛撬开了古老京剧

大门的一角，让人们找到了入门的途径。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喜欢京剧的和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

的。”近年来致力于推广京剧的表演艺术家王佩瑜有这样一句

名言。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友都是包括传统戏曲在

内的诸多非遗项目创作者的粉丝。而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每一次方法得当的推广和真诚的互动。

别样演绎传统文化的，不只“上戏416女团”和非遗创作者

们。今年初，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出圈，不久后三星

堆考古发掘催生出文物版《我怎么这么好看》等系列作品。这

些都直接推动了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

中国文化甚或参与到研究之中。

“上戏 416女团”走红后，有网友咨询如何让孩子学京剧。

年轻的小姑娘很冷静地回答，一定要确定孩子足够喜欢再做决

定，“这一行要下苦功”。

一直以来，“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艺术项目的最大痛

点。戏曲也好，考古也罢，镜头前的惊艳和飒爽，背后都是十年

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练功、苦读、忍受冷清寂寞的结果。可受

制于诸多因素，从业者的付出与获得并不成比例，这也使得愿

意走上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少。

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双向奔赴的爱最美好。传统文化

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仅仅靠圈内人俯下身子创新普及方式，热

度或许来得快，走得也快。如果在此基础上，相关政府力量、社

会力量能有更多政策和资源用于支持传统文化普及，那么一方

面能鼓励大众将一时好奇转化为长期兴趣，另一方面还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成为传统艺术的学习者、从业者。

唯有这样，流传多年的文化与艺术才能在当代焕发生机，

才能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传统艺术的传承传统艺术的传承
需要双向奔赴需要双向奔赴



《长津湖》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
11月24日，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抗美援朝题材战争电

影《长津湖》票房（含预售）已达56.94亿元，超过2017年上映
的《战狼2》（56.80亿元）摘得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同时成为
全球影史战争题材票房冠军、全球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并继续
位居2021年全球电影票房榜榜首。 李志华 摄/视觉中国

中国散文学会东莞观音山创作基地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任思婕 记者赵昂）近日，中国散文学会

广东东莞观音山创作基地揭牌。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表

示，观音山在文学方面做了长期投入，创立中国散文学会观音

山创作基地，也是对观音山文化创建工作的支持和呼唤。

对此，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多年

来，观音山紧跟中国文学队伍的步伐，为文学文坛的发展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观音山景区作为立足大湾区的文化旅游企

业，也开启了“文化+旅游”发展的新征程。

一万年前
一粒稻

近日，北京，“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
汇集了近200件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极具代表性的文物，包括最早的炭化稻米、彩陶、
定居村落遗迹等上山文化重要标志性遗存。

距今1.1万年至8500年的上山文化，2000年在浦江县黄宅镇一个叫上山的台地被
发现，展现了长江下游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2006年，以上山遗址为
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被命名为“上山文化”。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一名观众正在观察一粒炭化稻米展品，
这粒炭化稻米，粒长 3.732 毫米、粒宽 1.667 毫
米、粒厚1.723毫米，长宽比值2.239。

《冰雪之名》入选“我们的新时代”创作展播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近日，长影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冰

雪之名》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的“我们的新时代”主题作品

创作展播活动。该剧是长影围绕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重要节

点打造的重点项目，预计于冬奥会期间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

电视剧《冰雪之名》以“中国和冬奥的四十年”为主题，通过

几代冰雪人的逐梦故事，将中国运动健儿全面备战冬奥会的奋

斗历程娓娓道来，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冬奥精神。该剧由

导演白涛执导，胡雅婷、张贝思担当编剧，分为上、下两篇，由实

力演员担纲主演。

目前，《冰雪之名》下篇“冬奥梦想”已全面杀青。在本次

“我们的新时代”主题电视剧重点项目推进会上，该剧导演白

涛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拍摄，切实向观众

讲好冰雪故事，展现出中国人的冰雪精神，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冰雪运动，了解冰雪文化，促进冰雪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