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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偶像文化
　　通过选秀的方式，将普通人变成明星，这是最
常见的造星综艺形式。过去十多年，中国的造星综
艺经历了技术层面上的不断革新，粉丝投票的方式
从发短信变为微信投票，舞美也融合了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在流水线般的“造星”模式下，催生了一
批又一批“人造明星”。很多青少年把这些“明星”
当作崇拜的偶像，穿衣戴帽、举手投足、言谈举止，
处处模仿后者。

　　偶像文化如火箭般蹿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
会现象。偶像是社会风气的指向标，其背后隐藏的
是社会价值取向。那种主打“颜值”“炒作”“绯
闻”“拜金”的偶像加工手法，很容易将观众尤其
是青少年带偏，让价值观尚未成型的他们深受其害。
一些青少年，为了追随自己的偶像而应援、打榜，
耗费了时间金钱，荒废了学业人生，偶像原本的正
向示范意义完全无从谈起。

　　当然，偶像文化也不是洪水猛兽，对待偶像文化，
我们也不宜一味地制造焦虑、宣泄偏见。非理性的
偶像崇拜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发展，而引导青少年
理性对待偶像，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因此，建立健康积极的偶像文化氛围，应该是当下

社会的迫切需要。

　　偶像大都是媒体包装和塑造出来的。大众传媒
为什么样的人提供舞台，制作什么样的节目，其实
就是在推什么样的偶像、传播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有的节目，让嘉宾在舞台上肆意炫富、卖丑；也有
一些节目，将镜头对准广大青少年身边的榜样。媒
体不同的选择，会塑造出不同的偶像，进而对社会
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的当然是能提供正
向示范的偶像。比如，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让
当时的中学生武亦姝刷爆了朋友圈，同时也引发青
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捧。浙江卫视《少年国学
派》中的李国仕，让观众看到了“活”起来的国学，
向人们展示了少年可期。

　　偶像让人崇拜，但崇拜的不应是媒体赋予他们
的各种标签，而应是他们内在的品质、能力。同时，
时代需要的是那些真正能启发人、鼓舞人的偶像。
相较于明星的遥不可及，身边的偶像，也许能给人
带来更大的触动和改变的决心。因此，健康而又可
持续的偶像文化应该建立在对人们身边偶像的不断
发掘上。就像浙江卫视的《铁甲雄心》，紧紧围绕
青少年“燃”的内核，把镜头对准校园里着迷于机

甲科技的青少年，不仅让观众在唱歌跳舞这些综艺
节目惯常的内容之外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风景，也
为社会进行了一次机器人知识的科普。更重要的是，
节目塑造的都是“硬核”偶像——那些孩子，个个
身怀硬科技，比如三位年龄不到 11 岁的小朋友共同
设计出了非气动弹射类铁甲“海浪花”，来自哈工
大的李蕴洲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勇敢挑战
国外的冠军铁甲，所有这些点燃了无数少年的科技
梦想，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科技未来的力量。

　　偶像是粉丝的榜样，是粉丝想要成为的样子。
粉丝喜欢自己的偶像，就会在偶像的身上寻找前行
的力量。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没有站在聚光灯下，
却依然勇敢拼搏的人。当他们成为社会的偶像，偶
像和粉丝才能真正携手前行，共同成长。我们希望
更多综艺节目能够将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却不平凡的
偶像，多讲述一些他们的故事，多彰显一下他们的
激情，无数个他们，就会汇聚成引导青少年向上、
向善、向前的巨大力量。

　　 （作者：贾磊，系资深媒体人、文化评论员）

（来源： 光明日报）

影视股业绩集体疲软 八成预报净利润下滑
　　近期 , 影视相关股陆续发布 2019 年半年报预告。
据新快报记者梳理 , 在 16 家已公布上半年预告的影
视股中 , 有 14 家企业预亏 ,1 家扭亏 ,1 家略增 , 影视
股的业绩表现令人忧心。细看之下 , 影视股业绩下滑
与电影项目、市场环境密切相关。
　　■新快报记者 许轩语

　　华谊兄弟净利预亏 3.3 亿元

　　在 16 家发布中报预告的影视企业中 , 有 13 家净
利润同比下跌 , 占比达到 81.25%, 其中有 7 家跌幅超
过 100%。具体看 ,ST 中南跌幅最大 , 中报预告净利
润收入为 -1.3 亿元 , 同比预降 440%; 其次为北京文
化 , 净利润同比预降 253.7%; 华谊兄弟预告期内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近 3.3 亿元 , 同比预降
218.9%。唐德影视、当代东方、华策影视净利润同
比分别预降 186%、154.4%、120.7%。
　　被电视剧《巴清传》拖累的唐德影视业绩预告
也不尽如人意。数据显示 , 上半年唐德影视业绩首次
预告亏损 , 净利润亏损在 7250 万元至 7750 万元 , 同
比下降 180%-186%。
　　此外 , 北京文化、华策影视、ST 中南、当代东
方等影视相关股也都预告“首亏”。在《流浪地球》
票房提振下录得业绩增长的北京文化 , 上半年净利润
却预亏 4800 万元至 6800 万元。
　　在一片“亏”声中 , 万达电影以上半年预盈利 4.8
亿元至 6.2 亿元的业绩脱颖而出。不过 , 虽然净利润
录得正数 , 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却依旧是下降了 55%-
65%。处于类似状况的还有光线传媒 , 今年上半年预

盈利 8500 万元至 1.05 亿元 , 但净利润同比依旧下降
了 95.02% 到 95.97%。
　　“期中考试”的“优等生”是奥飞娱乐和华录百纳 ,
分别预报“略增”和“扭亏”, 维持了盈利态势。其中 ,
华录百纳上半年净利润预计 6100 万到 6600 万 , 同比
增长 123% 至 125%。

　　电影项目影响业绩

　　在业绩预告中 , 华谊兄弟是净利润预亏最大的一
家。对此 , 华谊兄弟表示 , 上年同期上映的影片《芳
华》《前任 3: 再见前任》等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入 ,
今年报告期内上映的电影《云南虫谷》及《把哥哥
退货可以吗 ?》, 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存在较大程度
的下滑。
　　优质影片的缺失 , 是华谊兄弟业绩折戟的关键因
素。除了爆款影片产出能力下滑 , 华谊兄弟今年还遭
遇了上映前影片被撤档事件。如被看好的电影《八佰》
上映前突然撤档 , 导致公司股价一度跌停。
　　北京文化也在公告中指出 , 业绩下滑主要受电
影项目收入确认周期影响。去年同期有《英雄本色
2018》《芳华》等影视作品确认收入 , 而今年上半年 ,
大热的《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尚未计入业绩。
　　无独有偶 , 万达电影同样表示 , 业绩下滑受电影
项目影响较大 ,“2018 年上半年电影《唐人街探案 2》
取得较高票房 , 本报告期内万达影视主控电影上映较
少 , 票房收入与利润同比下降 , 导致公司业绩同比变
动较大。”

　　影视行业“寒冬”依旧

　　影视股“遇冷”与行业政策与市场环境脱不了
关系。自天价片酬与偷税漏税事件发酵后 , 影视行业
迎来了“严监管”时代。
　　今年 7 月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再次点名“宫斗
剧”“翻拍剧”, 要求加强对宫斗剧、抗战剧、谍战
剧的备案公示审核和内容审查 , 治理“老剧翻拍”不
良创作倾向。
　　从市场表现看 , 受到电影票房影响 , 整个影视行
业都很疲软。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 , 今年上半
年 , 我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为 311.64 亿元 , 同比下降
2.7%; 观影人次则从去年同期的 9.01 亿人次下降到
8.08 亿人次 , 降幅高达 10.3%。
　　电影观影人数及票房下滑 , 使得院线股业绩也颇
为难看。如幸福蓝海 , 预计上半年净利为 0 万元 -1000
万元 , 同比下降 88.42%–100%, 其在公告中提到 ,
受全国电影票房下滑影响 , 公司自营影院票房收入有
所下降。
　　在此背景下 , 不少影视企业打起了“自救”战。
其中 , 出售资产或采用多起手段融资为影视企业的新
方向。7 月 3 日 , 华谊兄弟拟以拥有的 4 家影院放映
设备及附属设备、设施 , 与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从而拓宽融资渠道 , 盘
活存量资产。再如长城影视 , 其在影视“寒冬”中拟
将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创意园 100% 股权出售给优
创健康 , 交易价格为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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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白俄罗斯维捷布斯
克 7 月 13 日 电 通 讯： 中 国 杂
技在白俄罗斯讲述丝路故事
　　新华社记者魏忠杰 李佳
　　13 日晚，在白俄罗斯北部
城市维捷布斯克举办的“斯拉
夫巴扎”国际艺术节上，中国
杂技演员表演的《丝路彩虹》
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
　　当晚的演出在维捷布斯克

市中心的音乐厅举行。早在演

出前半个多小时，音乐厅外就

已排起长长的队伍，还有一些

没有买到票的人在剧院入口处

等待退票。演出票多日前就已

售罄，白俄罗斯民众对来自遥

远东方的杂技艺术满怀期待。

　　《丝路彩虹》以杂技为载

体，加入故事情节，通过音乐、

舞蹈、造型、服饰与杂技的有

机融合，配以声、光、电等表

现手法，利用美轮美奂的舞台

效果演绎丝绸之路故事，讲述

古丝绸之路沿线独特的风土人

情和文化传统，表现了“丝绸

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友谊

之路”的主题。

　　“斯拉夫巴扎”国际艺术
节总经理拉皮茨基对表演赞不
绝口。他说，如此高水平的中
国杂技亮相今年的“斯拉夫巴
扎”国际艺术节，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艺术节的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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