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 评艺 评G

刘兵

最近，家庭情景喜剧《家有儿女》疑似

被恶意评分一事登上网络热搜。不少黑粉

对作品只打出一星，并贬损、攻击主演之一

的杨紫。

这部作品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回

忆，也收获了各界广泛好评。忽然遭到恶

意差评，引来观众们的费解与不满。

《家有儿女》并不“独惨”。演员迪丽热

巴的电影处女作《阿娜尔罕》近期也出现

新 状 况 。 它 的 豆 瓣 评 分 从 8.1 突 然 降 至

6.2，并出现大量差评和攻击性言论。该剧

不仅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还提名了中国

电视剧最高奖项飞天奖。“为何对这么优秀

的作品有如此大的恶意，就算是针对不喜

欢的演员，也不至于牵连其作品吧。”有电

影制片人痛心疾首地表示。

此前，《庆余年》《陈情令》等近年来获

得较高口碑的影视作品也遭到过恶意刷低

分，原因也大致类似。不少网民认为，以往

饭圈之间的纷争，主要针对正在播出的作

品，现在却越来越多地殃及经典作品，实属

过分。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现在人们越来越

习惯在看影视剧前看看网络评分，因此评

分高低成为观众选择作品的重要参考。不

过，由于掺杂各种利益和非理性情感因素，

引起的纷争越来越多。如此一来，评分还

靠得住吗？

当下，饭圈将网络评分视为一种应援

明星的方式，很多人单纯冲着演员去点评

作品，不少人甚至完全没有看过作品，只要

是自己喜欢的明星就打高分，对自己厌恶

的或者被视为自己偶像的竞争者演出的作

品一律差评。

在豆瓣一些热播剧的评论区，充斥着浅

白的追星言论，而围绕作品本身是否优秀、

演员表演是否到位等分析帖子并不多。在

一些粉丝群里，各类“打分攻略”详细指导粉

丝如何有效打分，如何伪装成纯路人“客观”

评分。而饭圈的这些操作，让很多艺人及其

经纪团队也被迫卷入。他们为了自己的作

品避免被恶意刷低分，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和宣传经费去控评清分。

有粉丝刷分控评，就有黑粉或纯路人

给予差评。这样情绪性评分，对作品评价

同样偏颇。对更多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

通过相对客观的评分选出优秀作品，却经

常陷入饭圈与黑粉的乱斗中。特别是有偶

像明星参演的影视作品，短期内往往难以

收获公正客观的评价。

此外，近年来还出现自导自演通过恶

意评分进行炒作的现象，让正常的评价体

系更加混乱。原本评分可以帮助观众快速

找到优秀作品，远离烂片，但以上操作使评

分机制频频失灵。

应当承认，网络评分给观众提供了一个

可以反映心声的平台，是对以往专家、学者

才拥有更多评价话语的“平权”。人们相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众评分能为观众在

选择作品前提供可靠参考。或许正是由于

它的影响力日增，出品方、粉丝和黑粉都希

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操控评分，进而影响作

品口碑。如此，评分的公信力从何说起呢？

在业内人士看来，明星和粉丝之间应

该是共同成长、共同激励的关系。粉丝与

其盲目为自己喜欢的明星演出的作品刷

分，还不如给出客观评价。只有鞭策明星

演出真正的好作品，才能为他们积攒更多

人缘，获得更多观众认可。

影视作品的网络评分还靠得住吗？影视作品的网络评分还靠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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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银匠手中敲过千年的小锤，敲出工艺新进程

从“走夷方”到走四方

视 线G

本报通讯员 张翟西滨

时光一年又一年，
怀念一天又一天；
看见梦桃的姐妹们，
大姐的身影就在她们中间！
……
日前，一台由陕西省咸阳市纪念“赵梦桃小组”命名 60周

年诗话报告剧《永远的梦桃》在咸阳文化活动中心大剧院精彩

上演。

台上台下，气氛热烈、高潮迭起。人们在时光回眸中，被

屏幕里赵梦桃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感动着；被台上一声声“梦

桃大姐，我们想你”牵引着；被一个个“梦桃精神代代相传”的

动人故事震撼着——观众一次次掌声、一滴滴泪水、一束束桃

花。据统计，当晚咸阳演艺集团线上直播“吸粉”40万人之多，

创下了咸阳观看晚会之最。

该剧分为深深的记忆、精神的力量、金梭的梦想三幕，三幕

三台阶，由初心到不忘，由不忘到展望，循序渐进，耐人回味。

通过弘扬梦桃精神的歌舞情景小剧的 13个精彩节目，深情表

达了咸阳人民对赵梦桃的无限思念、对赵梦桃小组的无比热

爱，唱响了“学梦桃、做梦桃，争做最美奋斗者”的时代强音。

“梦桃和赵梦桃小组的事迹太感人了。创作这台诗话报

告剧，既荣幸又有压力。因为赵梦桃是咱咸阳城市的一张亮

丽‘名片’，是咸阳几代人的记忆和骄傲；而赵梦桃小组又是全

国纺织战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要圆满高质量地完成市上交

办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编剧徐宗德对笔者说。

徐宗德，系陕西省职工音协副主席、咸阳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

化艺术创作创新工作室成员，更是市域文化圈一位名家、多面

手。他主攻歌词，《秦川鼓潮》《握手》等作品先后 50余次获全

国省市级大赛奖项。

徐宗德带着浓浓的陕南口音说道，尽管自己对赵梦桃和赵

梦桃小组先进事迹谙熟，他还是抽出一周多时间，走访了西北

一棉社区、咸纺集团一分厂、赵梦桃纪念馆等地，与梦桃生前好

姐妹、历任梦桃小组组长及新组员面对面交谈，掌握了不少新

素材并搜集到大量相关图书资料，一连多日、足不出户，挑灯夜

战、拿出初稿，后经多方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完成剧本。

“作为一名职工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是要职工写、写职工，

才能接地气、冒热气；职工演、演职工，才会情切切、意绵绵。”

徐宗德说。

台上感人，台下动人。86岁的梦桃生前好姐妹梁福云，当

听说要排演《永远的梦桃》，硬是将喜爱文艺、居住西安的大女

儿“拉”进剧组，扮演一角色；此外，该剧总导演杨春，导演赵淑

红、石兰兰均出自梦桃精神的发祥地——西北一棉。如今，梦

桃精神的传人们，在用心用情用力演绎着《永远的梦桃》……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李艳娟

茶马古道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

庆县新华银器小镇的一天，从小锤敲打银器

的“叮当”声中开始，千百年来不曾改变。

“走夷方”中融合技艺

“这是我当年做小炉匠，‘走夷方’到了西

双版纳州勐腊县，在当地认的瑶族干女儿，当

时她只有 4 岁，这么多年两家人一直都保持

着良好的联系和密切往来。”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鹤庆银器锻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寸发标指着自家白族院落墙

上的一幅照片介绍。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借宿在村民家

中，一进家门，先跑去看看主人家的水缸满不

满，主动帮忙挑水打扫卫生。”寸发标说，借宿

时，为他们修补银器分文不收，在一个地方待

一两个月，做完活计又去其他少数民族聚居

的村寨。“等离开的时候，大家已是非常要好

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走南闯北，走村串寨，对于鹤庆银匠来说

有着背井离乡、历经千山万水的艰辛，但也有

着和各民族同胞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暖

以及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和各民族手工艺之间

不断交流融合迸发出的绚丽璀璨。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不仅尊重当地的民

族文化，还虚心地与当地人学习手艺，我们制

作的银饰里也会融入当地的一些民族特色。

在祖辈手艺的基础上，我们一路学到了居住

在滇、川、藏、青、甘等地的各少数民族的手工

技艺，新华村小银匠也成为交换信息、交流手

艺、文化交融的使者。”回想“走夷方”的岁月，

寸发标深有感触。

当 2014 年寸发标和团队开始设计创作

表现中华民族团结和谐、国家繁荣昌盛的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银雕

屏风时，那些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面孔又

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饥肠辘辘时招呼他们

留宿用餐的哈尼族老爷爷，让女儿认他这

个小银匠做干爹的瑶族大姐，让他懂得要

怀着敬畏之心设计制作佛事用品的藏族信

众……

经过 11 位工匠 4 年 2 个月 12 天的精心

打磨，这座大型银雕屏风问世。屏风外框尺

寸长 6.6 米，高 3.3 米，画面设计有 56 个民族

的 112个人物形象，背景以天安门为中心，汇

集了我国著名的山川和人文景观，包括长

江、黄河、万里长城、珠穆朗玛峰、三山五岳，

以及台湾阿里山、香港太平山、澳门大三巴

牌坊和大理三塔等图案，并以和平鸽和祥云

点缀，生动展现出各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

荣的美好场景。

银器制品悄然变化

在新华银器小镇鳞次栉比的银器店里，

琳琅满目的银器制品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悄然

改变着面貌：木纹金工艺制成的茶壶、茶杯，

景德镇陶瓷、珐琅、竹编和鹤庆银器相结合制

成的器皿……在时代发展的长河里，鹤庆银

器锻制技艺这门传统民间工艺融入当代审

美，与大众日常生活所需相结合迸发出了璀

璨的火花。

在国家级非遗项目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母炳林的工

作室里，在传统银工艺上呈现出赤霞流云艺

术效果的木纹金制成的各种工艺品和器皿格

外引人注目。

“‘走夷方’的时候，我们到少数民族同胞

聚居的村寨打制银器银饰，在稻城的 11 年，

主要制作藏族的银器和饰品，1997 年回到新

华村，当时新华村正在开发旅游，我们面对的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所以开发适应时代

和市场发展需求的产品成为行业发展所需。”

这是自 1997年回到鹤庆后，母炳林一直在不

断探索和践行的方向。

“近年来，一些热爱银器锻制技艺等手

工艺的‘新新华人’也来到新华村，在产品的

设计创新和传统银器锻制技艺的结合上，他

们与银器小镇的大师、匠人们互相交流和提

高，创新出了受市场欢迎的银和瓷、漆、景泰

蓝等多种非遗技艺融合的产品，共同为银器

小镇的银器产业注入不竭的活力。”鹤庆银

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寸伟涛介绍。

大师引领、工艺创新、技艺融合、行业推

广，形成特色……鹤庆的银器产业注入源源

不断的发展活力，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创新。

在“互联网”中敲响文旅

上世 纪 90 代 末 ，银 匠 们 开 始 回 到 家

乡，通过家族传承、以师带徒“一户一品，

前店后坊”，“散户+公司”等方式，让这一

民 间 工 艺 走 向 全 国 。 精 美 的 鹤 庆 新 华 银

器 成 为 全 国 各 地 纷 至 沓 来 的 游 客 们 必 买

的“伴手礼”。

如今，借助电商以及短视频直播带货，新

华银器小镇的银器通过网络热销，吸引来自

浙江、广东、海南等地的“新新华人”来到这里

创业生活。

在银器小镇的云南鹤庆银器直播基地，

三楼的直播间一字排开，每个直播间以鹤庆

县的一个乡镇名来命名，货架上摆着各式银

艺茶具产品。“云南鹤庆银器直播基地整合了

100 户生产厂家，形成品类齐全、库存充足的

银器直播供应链，构建了‘直播+电商+网红

带货’的新销售模式。”鹤庆县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鹤庆银器直播基地负责人郭奔奔

介绍。

2022 年，新华银器小镇内的银器企业达

112 家，个体工商户达 118 户、市场主体（个

体）达 579 户，带动鹤庆县 1500 多户 5600 多

人直接从事银器手工艺品加工。

在民族多元化发展格局下，云南银器既

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底蕴，又各具民族文化

风采，工艺日臻成熟。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

不仅记录着历史文化变迁，也在互联网中蝶

变更新，带动着文旅融合，在“沉浸式”文化消

费中敲出新的文化吸引力。

今年春节以来，位于新华银器小镇内

的白族民居客栈天泉兰苑的生意就一直火

爆。“最初选择来新华村投资开设客栈，就

是看好这里的银器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非

常 蓬 勃 。 这 几 个 月 ，客 栈 十 多 间 房 都 满

房。入住客栈的客人除了游客，还有从浙

江、广西、广东等地来新华村购买银器产

品、洽谈合作业务的客商。”客栈负责人孟

霞介绍。

鹤庆银匠走天下，小锤敲过一千年。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鹤庆银匠用一把小锤

敲出了璀璨的鹤庆银器文化，敲出了声名远播的新华村，在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下敲出

工艺新的进程，让银器制品有了更多可能性。

阅 读 提 示

惟有诗话念梦桃

故事汇讲述职工自己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

拓者、奉献者”“积极响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谱写着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新篇章”……日前，中国绿发第三届“卓

越文化故事汇”暨青年理论宣讲比赛落幕，为广大职工奉上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据悉，该活动于 2月正式启动。经过初赛激烈角逐，最终

来自 27 家单位推选的 35 个节目进入决赛。本次比赛将故事

汇与理论宣讲相结合，选手们以快板、歌舞、情景剧、诗朗诵、

理论宣讲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声情并茂地讲述在全面推进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砥砺奋进攻坚克难中涌现出的鲜活故事。

“故事汇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它是

一扇窗户，让我能展示身边优秀同事的故事；它是一条纽带，

能将所有的战友紧密团结到一起。”快板节目《党员先锋队之

歌》参演者王凡说。

“文化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证明自己的过程、超

越自己的过程。讲述身边人身边事，传递企业正能量，是深植

企业价值理念、推动企业文化落地的重要载体，对凝聚企业智

慧、激发创新活力和提升员工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企业

联合会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蓝传仿副秘书长说。

5月24日，中国美术馆“美在新时代——
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系列展览”面向公
众开放。

展览分为“致敬经典”“墨韵文脉”“塔
高水长”“美美与共”系列主题展览，通过近
600 件作品，集中展现中国美术馆收藏的
经典美术作品。

杜建坡 摄/人民图片

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

系列展览开放

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亮相张掖
5月 23日晚，甘肃张掖，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第十届

全国地市级文化馆“百馆联动”活动文艺展演现场，作为首场
演出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亮相。

取材于敦煌壁画和丝绸之路，被誉为甘肃歌舞剧目“顶
流”艺术作品、“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和“活的敦煌壁画”的大
型舞剧《丝路花雨》的亮相，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经典的丝路文
化盛宴。 吴玮/视觉中国

长江流域青海段现有文物资源546处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获悉，青海完成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调查，新发现各类文

物点 135 处。截至目前，长江流域青海段涉及区域共有文物

资源 546处。

联合考古队通过调查发现，青海作为长江流域源头，其独

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构成造就了独特的源头文化。从距今 1
万年左右开始，随着早期人类逐渐登上高原，青海境内长江流

域所在区域广泛分布有早期先民拓殖高原的细石器遗存，随

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该区域在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

等不同历史背景古道的连通下，形成独特的多元文化交流的

源头文化，其中有摩崖造像艺术、本地特征的遗址墓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