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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师师文文静静

近日，女性话题剧《三十而已》
大结局。这部剧初亮相观众很惊
艳，剧情过半时落入俗套，最后变
成纯粹的话题营销剧。尤其是剧中
插足顾佳、许幻山婚姻的林有有触
动观众兴奋点，惹起众怒，演变成
一场“骂林有有”的热门现象，甚至
出现了“加群组团骂林有有”“10元
陪骂林有有服务”“围剿演员”等网
络奇葩现象。《三十而已》这部话题
炒作剧所谓的全网轰炸和所谓的
出圈表明，这就是一部为热搜、话
题营销而量身定制的剧，林有有这
个角色也是一种热搜营销定制角
色。

全网疯狂骂林有有现象是如
何发生的？

首先，林有有是编剧故意立下
的话题炒作的靶子，一次次试探和
挑逗观众的底线。按照《三十而已》
前半段的剧情和故事节奏，接下来
的故事逻辑应该是林有有上线几

集就下线，这个角色的作用只是让
顾佳、许幻山发现自身婚姻出现了
问题，而婚姻内部的野心、欲求、焦
虑和困境等问题，需要婚内人自己
解决。但林有有这个工具人上线
后，这部剧画风大变，剧情走向皆
是槽点，不仅许幻山这个角色坍
塌，林有有这个角色的扁平化、标
签化更是不能服众。

林有有没有行为动机，人物不
符合逻辑，她的唯一作用是挑动观
众神经，引发话题热点。林有有把
工作找到顾佳夫妇楼下，再到她想
办法进入顾佳儿子的幼儿园，送绘
本给顾佳的儿子暗示他支持父母
离婚，都是对观众敏感神经的挑
动。尤其是利用小孩这一点，让这
个角色突破了底线。这种编故事的
手法，说白了迎合的是网络上越来
越保守的道德洁癖，迎合网友对小
三的集体恶的想象，网友集体骂小
三，相信是编剧意料之内的事情。

其次，该剧播出期间，林有有
是热搜式炒作的工具人角色。《三
十而已》是一部不用看剧只看各
平台热搜就能知道剧情的剧，该
剧提前剧透五六集的各种热搜式
营销，大大破坏了观剧体验。这种
剧透式营销，唯一的目的就是收
获各类流量指数。

林有有上线后，该剧对这个角
色的营销炒作、对“斗小三”话题流
量的追求原形毕露。林有有相关的
各类热搜导向性明显，比如“林有
有恶心”“林有有为何这么遭人恨”

“男生如何对付林有有”“林有有动
摇了凌玲的位置”“顾佳扇林有有
耳光”“假如林有有遇上洪世贤”等
等。林有有作为剧中的非主角、一
个插足者，她所拿下的热搜、引发
的话题为该剧带去巨大的流量。该
剧营销对整部剧的内容进行了简
单粗糙的提炼，产生讨论话题、短
视频为剧引流量。《三十而已》通过
塑造林有有这个角色，将后半段剧
情打造成了为网友量身打造的网
络话题爆款剧。

剧本创作时故意立靶子，加上
无孔不入的话题营销，再加上一些
别有目的的人主导骂林有有的“潮
流”，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催生“骂
林有有”成为一种奇葩现象。

这种现象发展到“围剿”演
员，遭遇谩骂和指责的演员张月，
在采访时流泪，可见压力有多大。
而有的网店开发出“陪骂林有有”
的“商品”，商家骂林有有的文字
成稿几万字，提供10元钱陪骂林
有有服务。之所以说这些现象奇
葩，是因为有些人沉溺于剧情，甚

至延伸到生活而无法自拔，有些
人分不清娱乐、戏谑性观剧与言
论攻击的界限，做出伤害人的举
动。“骂林有有”现象多多少少发
展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成为唯流量论、唯数据论的影视
市场环境的恶果。这种别扭的观
剧现象是一种合谋的结果，这种
合谋可能让网剧走上“唯热搜论”

“唯爆款论”的发展路径。

““骂骂林林有有有有””是是奇奇葩葩的的热热搜搜营营销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

8月8日，“相约消费季 百姓
大舞台”街舞专场在济南九如山
度假风景区精彩上演，带给广大
观众一个时尚轻松的周末假期。

为拉动文旅消费、培育夜间
旅游经济产业，“百姓大舞台”于8
月份推出艺术进景区的系列专
场。本期专场中，爱好街舞的年轻
朋友们欢聚一堂，带来了《舞动泉
城》《花不逝》《舞间道》等动感十
足的节目，将街头文化、国潮文
化、流行文化、极限运动、竞技体
育等时尚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
嗨翻了全场。

“相约消费季 百姓大舞台”
系列活动启动于2016年9月，由山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省
文化馆、齐鲁晚报共同主办。多年
来形式多样、主题丰富、亮点频
出，已成为全省知名的文化惠民
品牌。

8月15日(周六)19:30，“相约
消费季 百姓大舞台”将继续走
进九如山，推出济南网红专场。真
正音悦乐团、一路光景、风乐队、
火星空间站、明湖少女团等济南
本土网红组合将同台竞技，点燃
文旅消费之夜。

除现场展示外，活动将进行
线上直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遗保护
中心”，点击右下角“线上活动”—

“百姓大舞台”，准时进入相关页
面在线观看，更多资讯请关注齐
鲁壹点客户端。

“百姓大舞台”

周六推出

济南网红专场

天天娱评

宁海强谈创作：

“导演”不是外壳儿，要凭一股内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睿

山东是我导演
生涯的起步

山东是宁海强导演的故乡，
他祖籍青岛胶州，跟随父母在烟
台蓬莱成长，他称自己是“地地
道道的山东人”。1974年，他从蓬
莱一中考入新疆军区话剧团，开
始了军旅生涯，后来又考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1989年，
宁海强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室，
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谈起山东，宁海强导演满眼
亲切：“山东不仅是我的家乡，这
片土地还是我做导演起步的地
方，给了我很多灵感和素材。”
1991年，八一厂拍摄历史战争电
影《大决战》，宁海强被分配到了
淮海战役摄制组，取景地在潍坊
昌邑，“故事发生在山东，取景也
在山东。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淮
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

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这样的历
史故事、这片土地的人民都非常
打动我。”

宁海强导演也偏爱将山东
作为取景地，2012年在拍摄《中
国骑兵》时，他选择了山东沂蒙
影视基地作为拍摄地点。拍摄时
需要一块玉米地作为取景地，拍
摄马队骑兵的踩踏镜头，还要设
置炸点，制片组当即联系了当地
百姓，但当地农民听说电视剧的
剧情是关于八路军如何歼灭日
本侵略者时，坚决不要剧组的
钱，“我们当时很惊讶，被这里的
淳朴民风所感动。”最终在摄制
组的坚持下，这户人家收下了赔
偿。

宁海强导演认为山东的影
视素材丰富：“不只是沂蒙老区，
像烟台、潍坊、枣庄这些地方都
有战斗的故事，甚至青岛的红瓦
建筑，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抗争
故事。”

要做导演
不要“演导演”

面对青年创作者，宁海强语
重心长地多次提醒：“‘导演’不
是一个名称和空壳儿，也不是追
求文艺范儿，要做‘导演’不要演

‘导演’。”
导演在影视作品中承担首

脑、指挥官的角色，“千万不要把
你职业、专业的东西，转变成生活
中的‘快感’。”宁海强说，很多人
认为“导演”听上去是一个高大
上、体面的职业，但这份职业需要
有基本的理论基础，还要将历史、
生活、人物融合在作品中，更要将
生活中的感受、感慨、冲动、激情
沉淀下来，去抓取创作那些最生
动的故事，这需要一种内劲儿，而
不是一个“导演”的虚空外壳儿：

“作品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观众的认可，要比别人喊你一声

‘导演’快乐得多。”
宁海强回忆起自己十五六

岁刚入伍时进行步兵训练，看到
老班长动作标准，枪托打在胯骨
上的声音行云流水，节奏感非常
帅气，“我拿起步枪，就想学那个
样子，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个外在

的帅气。”训练的时候也学着打
胯骨，结果把木质的枪托弄劈
了，受到了处分，老班长后来对
他说，“那个功夫不是你能敲出
来的声音，是含在身上的一股内
劲和力量。”宁海强说，无论你做
什么职业，职业的名称有多高尚
和神圣，一定要注重内在的本领
和力量。

宁海强认为所有动人的故
事一定是经过了生活的提炼。谈
起自己执导的金鸡奖最佳处女
作电影《弹道无痕》，他回忆起上
大学之前，在新疆军区文工团的
日子，有一次他们去往海拔较高
的一个军事哨所，那里缺氧严
重，宁海强看到一个哨兵，吃着高
压锅中的粥说：“只要我们站在
这，中国的版图就不会缺胳膊短
腿儿。”电影拍摄之前，他给所有
的领导和同事讲这个故事，“这个
经历让我抓住了一个魂，当时古
装戏盛行，军旅题材不吃香。但我
就想用一个故事展现一个普通士
兵的辉煌，把辉煌通过日常训练
中的点点滴滴展现出来。

宁宁海海强强，，八八一一电电影影制制片片厂厂导导演演、、国国家家一一级级导导演演，，被被称称为为鹰鹰派派导导
演演，，作作品品大大多多聚聚焦焦军军旅旅生生活活。。近近期期，，宁宁海海强强导导演演在在山山东东影影协协承承办办的的

““全全媒媒体体时时代代电电影影创创作作思思路路与与方方向向培培训训班班””上上，，通通过过云云直直播播形形式式，，向向
青青年年导导演演分分享享了了几几十十年年来来导导演演生生涯涯的的故故事事和和经经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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