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电影的

疆界，改写着电影产业的基因和格局。从

《小时代》《后会无期》《熊出没》《老男孩之猛

龙过江》等一系列影片的热卖来看，国产电

影已进入到“电影+互联网”的产业融合时

代，呈现出电影生产网络化、电影营销社交

化和电影传播多屏化的多元立体型格局。

毋庸置疑，国产电影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确实产生了爆发性产业增量，使电影作

为产业的商业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

但由于过于强调观众的市场主体地位，太

过看中电影产品尊重消费者的服务意识，

导致一些影片出现过于迎合观众、依赖互

联网等问题。

比如当前不少票房过亿的影片常常营

销大于制作，主题先行，以网络营销为手段，

抢占舆论高地，“逆袭”主流话语的生产终

端，最大化地掠夺注意力经济。它们颠覆了

传统电影产业的生产、创意、营销、发行、衍

生产品及服务链运营模式，甚至打碎了故事

的叙述性，割裂了剧情的连贯性。这种所谓

的“互联网思维”，实质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短

视行为，它不仅有损观众对影片的品质预

期，更透支了公众对国产影业的信赖，这正

是当前部分重娱乐、轻质量的“网生代”作品

之所以引来观众集体“吐槽”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移动互联网时代似乎改变

的只是电影的发行渠道和放映终端，并未改

变电影产业的本质。但从目前“网生代”下

的电影品质令人堪忧来看，“互联网思维”正

在影响和改变部分电影的产业链上游，也就

是说电影的内容和品质也被网络市场主导

和钳制，这将导致“网生代”电影因盲目迎合

市场而走向低俗。互联网是影像传播、发展

的有力武器，但它同时也为“网生代”电影提

供了野蛮生长的契机，衍生出一些伦理虚

无、美学粗鄙、急功近利的行为，给人们的审

美和价值标准造成“混乱”，因此，理性借助

和运用互联网乃当务之急。从另一层面来

讲，电影和互联网的关系问题也应理清。电

影提供的是只是软件，互联网等移动终端提

供的是硬件和渠道，移动互联网时代改变的

只是电影的手段，只是将观众从过去的离线

状态变为在线状态，而电影的品质却不宜受

其左右，尤其是电影的思想，以及电影产业

背后的人文精神不能随技术的发展和媒介

形式的更替而颠覆。

在移动互联网诞生之前，电影的传播平

台绝大多数在电影院，“网生代”来临后，一

部分人担忧网络最终会抢走影院的观众群，

使城市影院再度陷入低迷。在这一点上，既

然 90 年代的家庭影院没有令实体影院倒闭，

今天的互联网、手机、IPAD 就一样不会让电

影消失。互联网的硅谷在美国，而美国的好

莱坞依然存在，所以说互联网和电影的关系

是融合与互助，而不是取代。从目前来看，

“网生代”电影面临的根本问题倒不是互联

网和影院谁取代谁，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

的国产电影如何在量的积累后做到质的提

升。当下，国产电影已拥有庞大的网民群

体，其中相当数量的群体正在朝二、三线城

市蔓延，小镇青年将成为未来电影的主力，

且观影的人群正越来越年轻化。大批“网生

代”观众成为决定电影市场权利的支配者，

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亟须一批有灵性的高

品质文化产品予以补给和填充，这正好给网

络时代下的国产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

总的说来，无论传播介质和渠道资源如

何改变，电影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

不会改变。不论是互联网 IP+粉丝经济，还

是影院社交+O2O 营销，种种花样翻新的宣

传策略和信息技术都是配角，唯有电影的内

容品牌建设是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好

比文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一样，“网生代”

电影也不能沦为互联网的奴隶。当前网络

时代的文艺作品之所以存在抄袭模仿、有数

量缺质量、有高原而缺高峰的现象，就是因

为创作者过于迎合市场、取媚观众，生产出

的大多是一些可供娱乐的快餐式消费品，而

不是富于灵性、有文化底蕴的艺术商品。这

种消费量很大的作品固然能在短期内赢得

市场、牟取暴利，但能在电影史上留名的更

多的是那种创造观众的作品，只有心中怀有

市场，又不受市场牵制的有诚意的电影人才

能实现这一目标。

“网生代”，拿出诚意看看
就好比文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一样，“网生代”电影也不

能沦为互联网的奴隶

□ 赵凤兰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用国产手机的

朋友变多了？除了苹果三星这样的“宇

宙名牌”之外，小米、魅族、HTC、

甚至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国产手机正在

登堂入室。

几个数字可以证明这个现实并非幻

觉。小米在去年“双 11”促销中，一

天卖了 116 万台；官方定价 2999 元的华

为 Mate7 手 机 在 淘 宝 上 要 加 价 400 到

600 元还一机难求。在 2014 年 6 月，国

产品牌手机出货量达到 3426.5 万部，占

到了当月手机总出货量的 80.7%。

几家欢喜几家愁，和国产手机的风

生水起相比，国际巨头们的日子却是

“王小二过年”，三星在华的市场份额被

小米超越，索尼干脆宣布不再针对中国

市场开发新款手机，只有苹果还在一枝

独秀，靠果粉们的忠心耿耿撑起台面。

国产手机到底做对了什么？对于一

心想要“国货当自强”，言必称“从中国

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其他产业来说，了

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能让它们通往

明天的道路变得更为平顺。

答案之一是拿出性价比的产品来应

对消费者变化了的消费需求。在2014年

采访“两会”时，好几位农民工代表带

来的建议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纷纷表

示 ， 希 望 在 工 厂 宿 舍 中 提 供 WIFI 网

络。这些代表告诉记者：“从找用工信

息到跟家里人语音通话，再到听歌看

剧，年轻一代农民工在手机上网这件事

上，每个月支出基本都在百元以上。”

随着智能手机的风潮向三四线城市和农

村地区拓展，国产手机推出了各种“便

宜又大碗”的千元产品，曾有市场预测

分析，千元 4G 手机要到 2015 年才能上

市，但仅仅2014年，国产厂商拿出的千

元 4G 手机就占 4G 手机整体市场份额的

65%。

伴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

低线市场的消费者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

大的“消费升级”，在他们之中蕴含着

巨大的消费潜力，传统企业往往习惯于

将眼光盯牢“高大上”的北上广深，但

国产手机的攻城略地证明，为三四线特

别和农村地区的“小伙伴们”也同样愿

意为了“价廉物美”的先进产品“买

单”，谁能先赢得他们的心，谁就能为

自己开拓一片“广阔新天地”。

答案之二是通过创新进行差异化竞

争。低线市场之外，对于一二线大城市

的消费者来说，已经开始考虑第二部智

能手机的更新换代问题。记者有一位刚

把三星换成国产手机的朋友所言：“其

实 现 在 从 2000 元 到 4000 元 的 智 能 手

机，感觉都差不多，就看你喜欢什么样

子，看重什么功能。”

国产手机因此在“拼脸”上颇下了

一番功夫，从金立的“全球最薄手机”

到锤子的“全新图标设计”，把手机从

外到内的“打扮”了起来。而从功能上

来看，拿手机拍照这件事来说，后置摄

像 头 1300 万 像 素 已 是 国 产 手 机 的 标

配，再加上电动旋转摄像头、前后翻转

摄像头、仿生平行双镜头⋯⋯种种创新

功能目不暇接，手机厂商无非是希望靠

着这点“不一样”打动消费者，“总有

一款适合您”。

这两个答案看似平凡无奇，但真正

想要做好却不是“吆喝几声”就能解决

问题，一方面，实打实的技术创新让他

们在竞争中将国际品牌抛开几个身位。

国产手机厂商纷纷自主开发芯片或者与

芯片厂商合作开发，无论是 5 模 10 频还

是 5 模 13 频的高水平融合芯片，都是国

产手机“便宜又大碗”的基础所在。

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思维”体

现出的巨大能量。作为本土品牌，一大

优势就是有条件积极和本地消费者互

动，根据他们的建议对产品进行改进。

2014 年以来，包括华为荣耀品牌、酷

派旗下的大神、从 OPPO 中独立的一

加，诸多主打互联网渠道的手机品牌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都充分学习了

“前辈”小米，一手抓粉丝经济一手抓

电商渠道，甚至开始用大数据技术来真

正理解消费者，将年轻人的市场牢牢抓

在手中。

在拿下国内市场之后，诸多国产手

机品牌已经琢磨着“驾船出海”，到新

兴市场国家一展拳脚，它们又将拿出什

么“杀手锏”？未来不远，让我们拭目

以待，那些“国产手机教我们的事”。

在行走的路上，给生命留

一条希望的通道

□ 王颖君

国产手机

不仅是“拼脸”

□ 陈 静

国产手机到底做对了什

么？对于一心想要“国货当自

强”的其他产业来说，了解这个

问题的答案，也许能让它们通往

明天的道路变得更为平顺

我第一次对“素质”这个词有深刻体会

是在 2013 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坐在曼谷的一

辆出租车里，被堵在长长的街道上。作为泰

国的首都，曼谷不可避免成为“堵城”。区区

十公里的路，愣是开了一个小时才抵达目的

地。而在路途中，后方有一辆鸣笛的救护车

驶来，霎时间堵成排的私家车、出租车，全

都依次尽可能地往路边停靠，即便是对面方

向的车道，也自觉让道，为救护车让出了一

条通行道路。直到鸣笛声渐渐远去，所有让

道的车辆才又回到原来位置，继续排队等待

前方的红灯。

那一刻，我震惊大过所有，而随后又化

为感动，缠绕在心头久久无法散去。曾经也

听说过一些新闻报道，一些乘坐救护车的急

救患者由于被堵在路上而错过最佳抢救时

间，最终不幸罹难。当时的我只是感慨交

通的拥挤与繁忙，却未曾想过是否有那种

可能——所有人尽全力为生命留下一条希望

的通道。直到那一刹那我才明白，原来礼让

与车或人的多少没有关系。即便马路再堵人

群再拥挤，若是能有序相让，空出一条通行

道，也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唯一

能困住现状的，只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想法。

殊不知，这或自私或无私的举动，可以葬送

又或挽回多少鲜活的生命。

2014 年的夏天，我去了美国。那里的高

速公路有许多盘绕在山间、有不少横跨原

野，有的公路车流量较多，修成多道，也有

不少只有两道通行。而不管通道多少，美国

人开车都遵循着左道超车，超完车便回归右

道的原则。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左道属于

较为自由的状态，若是前方一旦出现问题，

需要警车及救护车急速赶至，左道便是这样

一条给生命留下的通道。相比之下，我所生

活城市的许多持证驾驶员，行驶在高速上

时，通常是哪道空就开哪道，想从哪边超车

就从哪边超车。这样的高速行车，其实危险

至极却鲜有人知晓。因为许多驾驶员从未听

说过这样的规则——大多数司机在考取驾照

时，教练只教会他们通过考试的技巧，很少

会告诉他们这些道理。这样一来，发生交通

事故的频率增加不说，一旦发生了危险事

故，整片道路立刻瘫痪，警车、救护车、消

防车都被堵在老远开外，无法在最短的时间

内到达现场。殊不知，对于伤者来说，这堵

塞着的一分一秒都是决定生死的关键。

细细想来，似乎从小到大，我们都没

有、或者是很少系统地接受过类似的教育。

乘坐自动扶梯应该单排靠右站立，以给赶时

间的人留出左边的行走空间；当后方鸣笛，

有紧急车辆需要通行时，自觉地以最快的速

度靠右停车，给他人争取宝贵时间等等。拥

挤，其实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不可避

免的。只是，若人们都能接受最普遍的礼让

教育，便不会有在出口处想进去的人群与

想出来的人群猛烈冲撞，也便能够避免这

样的悲剧在美好的跨年之夜吞噬三十多条

生命。

在行走的路上，给生命留一条希望的通

道吧。为他人，也许有一天，是为你自己。

给生命留条通道

□ 程 刚□ 程 刚

我们不能因为不适

应而放弃“生存”或进步

的欲望，要学鲮鱼，努力

“活着”，并且活好

近日，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与百度

知道联合发布了 《2014 年十大生活谣言》，其

中“白皮鸡蛋更有营养”、“木耳猪血等是清肺

食物”、“自来水中的氯可致癌”按网络搜索次

数位列谣言传播前三名，搜索人次依次为1096

万、829万和650万。其余7条分别是“自来水

中的氯加热可致癌”、“秋葵能治糖尿病”、“豆

芽含激素可致癌”、“喝富氧水能补氧”、“水果

酵素排毒养颜”、“湿纸巾有毒”、“手机辐射烫

伤皮肤”。

无独有偶。在此前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等单位共同发布的 2014 十大“科学”流言榜

中，有关健康的就占了九条。

谁的微信朋友圈里，没有几条健康养生

贴？比如“蜂蜜的十个令人震惊的真相”、“生

姜堪比还魂药，可惜 99%的人只当佐料”、“千

万别吃XX了，我是认真的！”、“一位蜂农的忠

告：珍惜生命远离草莓!”、“酸性体质是百病之

源”等。形形色色的养生贴，标题吸睛、图文

并茂，有贴心提示，有内幕揭露，更有当头棒

喝，可谓是吃喝拉撒睡，处处可养生。如此简

便易行又经济的养生知识，似乎不转发共享一

下，都对不起朋友们。有网友戏称，朋友圈中

最流行两种“鸡汤”，一种是“心灵鸡汤”，一

种是“养生鸡汤”。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和微信曾合作发

布一份调研数据，在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0 日

期间，被微信用户举报为“诈骗和虚假信息”

最多的 255 篇公众号文章中，65%都围绕着人

身安全、食品安全和疾病养生这三大主题，许

多生活健康类谣言中包含“毁容”、“有毒”、

“致癌”等词，使人们出于自我保护和保护亲

友的心理，扩散谣言。

各种看似科学的养生谣言，你跟没跟？

别不好意思，反正我跟过，还不止一次。

比如雾霾天里，会特意多吃猪血和木耳；又比

如，听说指甲上月牙是健康“晴雨表”，我曾因

为指甲上一个月牙也无而深深担忧健康状况。

健康养生类谣言为什么容易传播？从笔者

个人的经历来看，利益相关和信息不明是主要

原因。奥尔波特曾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

出谣言发生的两个特点：一是谣言通常围绕人

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发生；二是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

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小

道消息”来寻求信息。谣言在传播变异中，会

经历简化、强化和同化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

康饮食日益关注，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又

放大了这种焦虑。许多年轻人由于工作生活压

力大，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对养生知识的需

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上有药食同

源的观念，提倡“治未病”，大多数普通人健康

素养不足，对养生知识缺乏基本的判断，抱有

“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各种“标题党”的养生

贴迎合了人们快餐式的阅读心理，微信等新媒

体的熟人传播方式，更使得谣言易发难辟。

绿豆走了有茄子，养生谣言层出不穷，

我们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健康的人生，来自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心态。以后遇到养

生贴，得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来源可靠吗？

真的合理吗？是不是促销卖东西的？而加强

对养生理念和医药常识的普及，提高科学素

养，才是长久之道。

火眼金睛看养生

以后遇到养生贴，得先问自

己几个问题

□ 徐 行□ 徐 行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有

一个湖泊，这个湖与众不

同，由于靠近火山，火山

频繁活动，湖水温度长年

保持在 60 摄氏度左右。按

理说，这种温度下鱼儿无

法生存，但湖里却有一种

热 水 鲤 鱼 生 活 的 非 常 好 ，

为什么这种鱼能在如此高

温 的 湖 里 生 存 呢 ？ 原 来 ，

这是长时间适应和进化的

结果，热水鲤渐渐适应了

高 温 环 境 。 然 而 一 年 冬

季，骤寒的天气使湖泊首

次出现了结冰现象，湖水

温度骤变，结果，造成了

这 个 湖 里 热 水 鲤 大 片 死

亡。热水鲤经过长时间适

应后，能很好地生活在热

水里，但当水温突然下降

以 后 ， 却 无 法 适 应 而 死

亡，这不得不让我们叹息。

大自然总是这样奇特。

秘鲁高山上有一种鲮鱼，这

种鱼专门在冷水湖里活动，

经测算，它能够在 3 度至 6

度的水温中很好地生活。鲮

鱼生活的高山地带，每年 7

月份，总会在某一天突然袭

来一股暖湿气流。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在这股暖流的

刺激下，湖水温度骤然升

高。但令人称奇的是，鲮鱼

并不像热水鲤那样突然大片

死亡，只见它们拼命地游向

水底，找到阴暗的岩洞躲

着，并尽量减少活动。尽管

这里的温度也有所升高，但

基本还是保持着一种冷水的

状态，就这样，鲮鱼通过自

己顽强的生存，最终挨过了

这股暖流刺激，当水温渐渐

恢复的时候，鲮鱼又会回到

原来的状态。

热 水 鲤 鱼 和 鲮 鱼 都 经

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最

终能够在各自的环境里生

存 。 但 当 环 境 突 然 改 变

时，它们的抵抗力却截然

不 同 。 生 活 中 、 职 场 上 ，

我们长期习惯的生活或职

场环境也可能骤然发生改

变，我们不能因为不适应

而放弃“生存”或进步的

欲 望 ， 要 学 鲮 鱼 ， 努 力

“活着”，并且活好。请记

住，你所努力的，正是你

所要的。

做条鲮鱼

长 沙 市 政 协 委 员 陈 树 坐 公 交 车 忘 记 投

币，下车后跑一公里追上后补交 2 元钱的事

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有人点赞“诚信值得

表扬”，但也有不少网友质疑他作秀。我觉

得，只要能提升和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规

则意识，诚信意识，即便被人看做是作秀，

甚至被质疑，那也无妨，且多多益善。不是

吗？如果你想这么作秀，欢迎。

这种秀，多多益善

□ 李甘林

许滔/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