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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旸 影评人

人们为六小龄童打抱不平了几
天之后，事主出来表示，央视春晚根
本就没有邀请他，何来的节目被毙
呢？公众没有偃旗息鼓，而是转换
了角度从另一个侧面继续攻击，他
们说，“节目没被毙，但真相更令人
心酸。因为你连邀请都不邀请
啊？！”如果说，前两天，公众为这件
事营造出的基调是悲愤，那么现在，
基本上有点搞笑了。

以目前的观点来看，无论怎样，
央视春晚几乎都会被骂。春晚现在
的地位基本上等同于中国足球，属
于可以引发全民弹幕的超级大IP。
提到央视春晚，每个人都轻蔑地摇
摇头，但现在发现六小龄童没有被
选中，又都萌发了一股为其自发蒙
冤叫屈的热情。这泄露了我们虽然
都在表面上对春晚表示轻蔑和不
屑，但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中，仍然
认为那台庞大而冗长的晚会具有一
种“封圣”的功能。能够站在那座舞
台上，是一种“被认可”。

我们批评着春晚缺乏娱乐精神，
但我们更缺乏娱乐精神，某种程度
上说，仍然没有真的把它当做一个
娱乐事件。它的用途不仅仅是让公
众在大年夜得以欢笑与消遣，更是
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和“价值”。一
系列需要被歌颂、赞美和顾及的群
体都要生发出一个节目。

这个时代，是一个严重分众的时
代，娱乐又是一项最为分众的事
情。在娱乐这个事件上，想要做到
老少咸宜，就是自取其辱。

同样，分众的道理也适应于六小
龄童本人。初版电视剧《西游记》很
好，但不代表我们需要圣化其中的
演员。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孙悟
空，你的是六小龄童，我的可能是至
尊宝；你觉得那版水墨款《大闹天
宫》动画片是经典，没准我还觉得国
外拍的那部沙僧没事就挖沙子淘金
的版本更有趣。这只是一部作品，
我们没必要用自己的审美互相绑架
对方的记忆。

为六小龄童打抱不平的这件事
本身，流露出我们潜意识中太多的

“强迫”。真的做到放松，这件事其
实并不如这个词本身这么轻巧。什
么时候我们可以让晚会的归晚会，
意义的归意义，什么时候，一切才会
有趣起来。

其实，网民喊大圣上春晚，并不
是真的在乎央视春晚播什么，他们
在表达对春晚霸权的抗议。

毛开云 时评作者

甘肃3家报社驻武威记者站的3
名记者被抓事件持续引发关注。1
月30日晚11时55分，甘肃省人民
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根据
省委政法委要求，由省检察院对“武
威记者涉嫌敲诈勒索被捕案”进行
审查，省检察院已派出工作组赴武
威开展工作，审查结果将及时向社
会公布。

3名记者几乎同时被抓，如今已
有约20天，案情却仍不明朗；而今，
一封网传公开信以“揭露内情”的方
式掀起质疑波澜。尽管说，媒体对
公开信来源的披露和有关报社“未
曾在网上发表”的表态之间，字面上
存在某些歧义，但这并非问题重点，
重点是，信中所述内容属实吗？抓3
名记者是否经得起法理拷问？

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这不宜妄
断。倘若真坐实了敲诈勒索罪，那
该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很正常，被
抓3人即便拥有记者身份，也应被依
法处理。而是否真正违法犯罪，应
由法院“定夺”，旁人也不必急着挥
舞舆论之鞭去影响司法判案。

恕我直言，“3名记者武威被抓”
确有蹊跷。第一，3 名记者为啥失
联？近年来失联流行，飞机失联、女
大学生失联等，但这些失联主要是
由客观因素造成的，而3名记者失联
完全是人为因素，为什么？第二，从
1月7日和8日3名记者失联，到1
月25日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3
家报社的3名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罪，
分别被批捕、移送起诉、继续侦查，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不
及时公布事件真相？第三，兰州晨
报社写的、网上流传的《致武威市凉
州区委政法委的一封公开信》，当地
官方为啥不对《公开信》提出的质疑
作出回应？特别是公开信中指出的
该报记者张永生的案情存在诸多疑
点，武威当地公安或“钓鱼执法”，当
地公安为啥不回应？

种种疑问集结，直击办案“四大
谜团”的《公开信》又被带进春秋笔
法式处理中，令事件俨如“罗生
门”。而涉事记者涉嫌的罪名中途
变更，关于其被抓地点、事由的官方
版本不下四种，有关方面又语焉不
详，这也给人再增浮想空间。

说到底，法治社会，对违法行为
的打击和对舆论监督权的保障，都
应被纳入法治轨道中，而不应任由
任何一方僭越法律之上。就眼下
看，这起个案的真相亟需在多重信
源和权威说法下得以廓清，以消解
公众不明真相下的焦虑。

西坡 评论员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微信之父张
小龙：希望每个用户都能尽快离开
微信》，然后点赞、转发、继续往下
刷，真是一件诡异的事情。与这件
事的诡异程度不相上下的是，在手
机上阅读一篇告诉你手机依赖症如
何有害的文章。

每到此时，我都会想到那些口头
减肥爱好者的名言，“不吃饱怎么有
力气减肥？”我们终将和手机结婚，伴
随着我们对手机的抱怨、抵抗，以及
抵抗无果之后的屈服。正如大多数
人终将和同居已久的另一半结婚，同
样离不开争吵、哄骗、难得糊涂。

假如人和手机办一场婚礼，结婚
誓言应该这样写：无论苹果还是安
卓，四寸还是五寸，金属还是塑料，
指纹解锁有与没有，你愿意吗？事
实上，许多人没有回答的机会就迫
不及待地把自己嫁给了手机。调查
显示，有近一半的日本人愿意为手
机放弃性爱，65%的美国手机用户起
床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机，只有12%的
人每天查看智能手机次数低于10。

有一种距离，叫做夫妻同床却在
手机上互道晚安。这当然是少数，
可是5分钟不看手机就心慌意乱，是
许多人共同的体验。一个人如果上
午没拿起手机，就会怀疑地球离开
自己还能不能正常运转，然后很快
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

不过有时候手机也有奇效，比如
缓解尴尬。以往电梯里碰到陌生
人，会微笑，聊聊天气。现在只要一
个人先掏出手机，就可以把对方当
透明的了。掏出手机就好比QQ状态
写上“陌生人勿扰”。

手机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与朋
友联系上，但聊什么却成了大问
题。偶尔会怀念写信的年代，可以
享受小小的仪式感。展开信纸和打
开对话框，挥动钢笔与点击屏幕，本
质含义都是一样的。但人是一种买
椟还珠的动物，会对工具产生感情。

经过数千年的演化，纸和笔都进
入相对稳定的形态，这给我们安全
感。而科技公司每天都要重新发明
一次手机，另一拨人又随时准备用
新玩意淘汰掉手机。所以这个我
们手上有史以来最有技术含量的物
件，一点安全感都不提供。它就像
那万能的金鱼，而我们都成了欲求
无尽的渔夫老婆。

唯一的不同是，这条金鱼永远不
会离我们而去，给我们一个大梦初
醒的机会。

（本版文字均有删节）

记者武威被抓，不能成“罗生门” 嫁给手机，你愿意吗？真的猴王，根本不屑上春晚

肥罗君 娱评人

随着节目进入第3期和踢馆赛
的进行，也许芒果台必须开始接受
一个事实：本季《我是歌手》收视率
将难以恢复到上季水准。

但收视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尽管苏运莹排名第五踢馆失败，可
本期《我是歌手》却收获了部分观众
久违的好评，有网民说，“感觉大家
都使出大招了”。那么，《我是歌手
4》能重启爆款模式吗？

《我是歌手4》第3期从节目形式
上可以说是不动声色，相比1、2期
的节目规则变化显得低调了很多。
但是这次不变的背后，其实是洪涛
团队在节目细节上的全面改良，其
中不乏互联网时代的交互思维，即
节目对于用户——观众的响应。

首先，从音乐产品本身来说，《我
是歌手 4》第 3 期远比 1、2 期要优
秀。在节目标配不变的基础上，这
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歌手选歌和音乐
表现的变化上。此外，还有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是：洪涛终于不再折
磨观众和歌手了。可以说，这是节
目组终于响应了互联网民意的一次
必要改良。

对于当下的《我是歌手4》来说，
为节目注入新意是最迫切的事情。
在本期节目中，苏运莹的活泼、火
辣，和其说话的频率和可爱的口音，
都和《野子》一起，成为节目新意思
的一部分。对于《我是歌手》踢馆歌
手来说，踢馆失败远不是结束，从互
联网话题看，苏运莹踢馆本身带来
的话题热度，已经对节目产生了良
性效应——为僵化的赛局注入活
性。而对于《我是歌手》来说，就像
一场体育比赛一样，如何利用现有
的换人规则尽快激活整个节目，是
接下来的关键出牌。

平心而论，洪涛团队把《我是歌
手》做成了国内的现象级爆款，已经
呈现出了极强的产品创造力，然而
《我是歌手》面对的其实是三重困
局：华语音乐萎靡的困局、音乐综艺
过度挖掘的困局，和《我是歌手》自
己阵容不整突破乏力的困局。前两
个问题芒果台都解决不了，能解决
的只有节目产品本身的问题。观众
时刻在选择，节目环境时刻在变化，
从产品角度而言，《我是歌手》需要
改进产品的缺陷，同时听取用户的
意见，实现产品的结构升级，完善消
费者——观众的消费体验。

改变已经在发生。在本期节目
中，我们看到了变快的洪涛，回归港
乐的李克勤和充满生气的苏运莹，
可是用户想要的永远更多。节目

“产品经理”洪涛必须再“快”一些。

《我是歌手4》能重启爆款模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