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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让城市更新更可见

    问几个流量明星的“铁粉”，这几天忙啥？

回答不忙了，没地方打榜、刷量，甚至常上的
论坛也禁止发声。为了“爱豆”一掷千金、卡黑

互撕的喧闹世界，突然清净了。这些改变，源
起对失德艺人及其背后“饭圈”文化的大力整

治。近期被拿来当做典型整治的几名艺人，除
了违法违规外，共同点在于：粉丝人数庞大，

长期占据流量榜前列，其言行对青少年有很

大影响。
当个明星，容易吗？在流量时代，答案是

很容易，因为衡量的标准简单又粗暴，即有没
有足够的关注度。有，你就是明星；没有，你只

是路人。说得再直接些，你有没有明星的资
质，不是看戏演得如何，歌唱得好不好，甚至

也不全看长得俊不俊，而是上不上得了热搜。
经常，仅凭一句话，一身打扮，有些艺人就红

了，一个筋斗翻上天，成了能“呼风唤雨”的明
星。为了维持身上的“星味”，流量明星每天要

做的，不是揣摩角色、勤练歌喉，而是制造争
议，生产八卦———这个自然不用他们自己操

心，背后的团队不遗余力，策划各种可以炒作
的话题，将其变成一波波流量。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踏着流量掀起的巨

浪，热搜艺人忙着兑现商业价值，有人片酬数
亿，有人天价代言，这些所谓的“成功”，比花

心思卖力气演绎一部作品要来得容易许多。
而伴随这种自我膨胀，部分艺人甚至凌驾于

法律与道德之上，以为可以只手遮天，做出许
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流量明星“呼风唤雨”，甚至为所欲为，不

禁让人反思：到底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胆
子？是谁，助长了唯流量至上的消费文化？又

是谁，在这背后收割巨大的利益？回答这个问

题，需要跳出流量和“饭圈”的空间，从更广的
视角，审视它的生存逻辑。

今天，我们身处移动互联网的世界，一部
智能手机，让你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信息，发布

信息，而伴随这场变革发生的，是大众文化，
特别是年轻人文化消费的异化。流量时代，信

息的泛滥，快餐式的供给，不少人处理信息的

能力非但没有提升反而下降。拿起手机，随便
点开一个平台，接受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一

篇小说，只剩几行金句；一部电影，光看高潮
段落；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可以被讲述者

浓缩成统治者的情爱史……你点击得越多，

平台算法就推荐得越频繁，久而久之，年轻人

在生活中、在文化上追求的不是美感，而是一
种快感———繁忙工作之余，用最少的时间吸

收最多的信息，获得“饱腹感”；逃避社交之
际，却源源不断窥探他人生活，获得“满足

感”。依赖快感服务的他们，失去自己的审美
标准和敏感力，涉世未深的，很容易就被流量

明星、“饭圈”文化俘虏，臣服于快餐式的“人

造美”。
有进过粉丝团的朋友跟笔者感叹：前些

年在平台为“爱豆”送花打榜，几块钱一朵的
一送就是几百朵，有时忘记签到还得重新交

钱补上会员资格，真是到了败家的地步。借助

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触角，资本、平台和明

星经纪公司合力推动，更多唯“爱豆”至上的
青少年被饭圈虏获，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

同时，接纳和推崇这种极端化、排他化的圈层
文化。不久前的“倒奶事件”，暴露出流量明星

和“饭圈”的巨大危害性，尤其对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造成严重冲击。

今年 6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
70%，网民规模达 10亿之巨，形成全球最为

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一个清朗的网络
空间，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言，愈发

重要。好在，从主管部门到社会舆论已形成共
识，遏制流量炒作、惩处失德艺人、整治“饭

圈”乱象势在必行。近期，某社交平台禁言相
关违规账号 2448个，其中永久禁言账号 665

个，关闭账号 2643个，各大平台热搜榜上不
见流量明星，倒是频现中国运动员的话题。

借助东京奥运会的热潮，中国运动健儿

展现的自信、率真、乐观和上进，让人不由得
感叹：原来中国人的美，不在婀娜细腰，而在

山高海阔。网友总结：“我们的审美，被这届奥
运会狠狠修正了。”据不完全统计，奥运会前

后，中国运动员相关的视频播放总量超过 114

亿次，与粉丝互动达到 3.84亿次，像苏炳添、
张雨霏（见左图 新华社 发）等，体育明星吸

引流量的能力也在增强。这一周，残奥会上拼
搏人生的中国健儿，同样引发流量关注。

流量本无对错，关键在于引导。整治之
余，平台内容更需要激浊扬清，褒优贬劣，这

是生产内容的媒体职责和使命所在。要利用
自身的专业和特长，讲好身边故事，点亮凡人

微光。如果，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视科学家、创业者或

体育人为偶像，用他们的
故事激励自己成长，流量

明星、“饭圈”文化的“恶之
花”迟早会枯萎，凋谢，还

网络空间一片净土，助年
轻人重建精神家园。

◆ 朱光

首席编辑∶李 纬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32021 年 9月 5日 星期日

/ 文艺评论

新时代要有新审美

    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可以像水

一样，在不同的容器里有不同的形状，在方杯
子里，水就是“方”的；在圆杯子里，水就是

“圆”的；与此同时，水也不会被任何一种器皿
约束，它本身依然可以成为各种形状，有着自

由流动的本性。
把“君子”换成“文化”同样适合，当文化

遇到空间这个容器，文化就会像是水一样浸

润这个空间，并赋予这一空间外在的美和内
在的灵魂，交织成由内而外的魅力———建筑、

街区、城市因为被文化赋能而焕然一新。
当下，有文化赋能空间的两大市级活动，

正在唤醒我们对身处城市的美的感知，进而
推进城市更新的美化、文化。一是即将于 9月

25日启动的 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二是
正进入如火如荼的初评阶段的上海市民文化

节公共空间创新设计大赛。
每两年举行一届的城市空间艺术季，于

2015年创建之初，就由市规划资源局、市文旅
局携手各区政府共同主办。2015年 5月，上海

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
法》，当年 9月就在徐汇滨江举办了首届城市

空间艺术季，主题即“城市更新”。2016年《上
海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发布，要对

文化活动室、社区学校、健身点、社区食堂、生

活服务中心等进行品质提升。2019年，长宁区

新华街道成为首个试点，编制了《15分钟社区
生活圈行动规划》，3年来完成 77个项目，基

本建成 15分钟生活圈。如今，这一概念正在
全市推广开来，因而今年城市空间艺术季的

主题，就是“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
目前，绝大部分区都准备在 9月中旬起，陆陆

续续推出代表每个区的宜居、宜业、宜学、宜

游、宜养的美好生活空间。
其间，2017年以浦东民生码头粮仓为主

会场的第二届空间艺术季，以“连接”为主题，
开启了滨江步道公共空间的美化热潮。2019

年在上海造船厂原址开场的空间艺术季，则
以“相遇”为主题，海内外知名艺术家为滨江

休闲空间量身定做的公共艺术作品落地滨
江，与来此游览的市民不期而遇。彩虹合唱团

还为此创作了组曲《相遇杨浦滨江》，让“工业
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的理念开始流传开来，

大家都认识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可以说，城市空间艺术季，就是让市民

关注城市更新的文化橱窗。从每两年的 9月
起，文化，让城市更新的硕果更为显著，更为

夺目。
与此同时，由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

会指导、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文体旅游局）
主办，上海市美术设计公司承办的“美好生

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设计大赛”

也连续举办到第四届。大赛凝聚了建筑师、规
划师等创造美好城区、街区、建筑的专家力

量，旨在发现和推出一批公共文化空间“美”
“好”“新”的典范，发现理想生活的多样可能。

鼓励参赛的空间包括———基层文化空间、公
共阅读空间、商圈文化空间、文博艺术空间、

跨界文化空间等各个品类。在选择形式之
“美”的同时，还关注内容运营之“好”，理念模

式之“新”，且能够满足公众多元文化需求，适

应“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案例……

基于以上两大活动，以及市文旅局致力
于“建筑可阅读”的提质升级，我们可以到武康

大楼一楼刚刚回归的紫罗兰美发厅烫头发，然
后出门买只武康大楼款雪糕细细品。接着拐

到衡山路上，在衡复历史风貌区中漫步，参观
一下衡复风貌馆，了解这一沉淀着海派文化建

筑的街区的历史与文脉。随后，还能漫步到安

福路上的话剧艺术中心，看看这两天开演的话
剧《红楼梦》，在历史与当下中穿越，深根厚植

的传统文化如何以时尚新鲜的当代表达呈现？
像这样可看、可玩、可赏、可买的文化街

区，不仅限于衡复。往东，到江宁路美琪大戏
院、艺海剧院一带；再往东，到中国大戏院、人

民大舞台一带；过江再往东，到东方艺术中心
一带……城市更新，不仅限于硬件装点，更融

于软实力对美好生活的再度装修。

▲ “幸福荟集”里的老胶木唱片展示 郭新洋 摄

▲ 晨曦中的杨浦滨江 首席记者 刘歆摄

▲ 愚园路上的“故事商店”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