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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过剧本演出来的摆
拍视频，到底有没有规定加以
约束？

在记者看到的儿童摆拍视
频中，有些虽然披着搞笑的外
衣，但内容上却是编造家庭矛
盾吸引眼球。比如一个视频，
开篇爸爸就问女儿“你妈要跟
我离婚，你以后跟谁过？”小女
孩则当起了调解员，说起话来
一套一套的，最终把父母劝了
回去。但离婚这件事，根本就

是账号杜撰出来的情节。
一家短视频平台的社区

公约中，明确写道，“不能让未
成年人从事与其心智不符的，
有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表
演或行为”。然而视频里那些
孩子，能说出大量远超该年
龄认知的话语，甚至有三观不
正的嫌疑，显然已经违背了这
条公约，但平台并未对其进行
监管。

缺乏监管的后果，就是有

些流量大的摆拍视频，还会被
其他自媒体账号掐头去尾截
取，再加上虚假的日期和地点，
视频摇身一变成了“新闻视
频”，仿佛这个不是演出来的段
子，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真
事。处理过的视频被转发于其
他视频平台之上，因为孩子的
言语过于出格，还遭到了网友
的言语攻击，造成的影响十分
恶劣。

据《北京晚报》

说“大人话”的孩子成赚钱工具

一些短视频把小孩子带歪了

CFP供图

现在一些拍短
视频的人，不断编出
一些剧本让小孩子
来当主角。有些剧
本内容三观不正，把
孩子带歪。

“我的人生规划是，让我爸
把我养到20岁，让老公把我养
到60岁，让我儿子把我养到
80岁，我啥也不用干！”短视频
平台上，一个看起来也就几岁
的小女孩，大谈自己的人生目
标，这些话绝不是她这个年龄
段能说得出口的。

这番话语并非原创，网上
早就有了类似的段子。

另外一条视频中，爸爸想
让小女孩帮忙倒杯水，遭到小
女孩拒绝后，爸爸嘟囔了一句

“养你有啥用啊？”可没想到，
这句话遭到了小女孩的连珠
炮还击：“你能把我从医院抱
出来，我也能把你从火葬场
带回来。你给我买大房子，
我给你买小盒子……”评论

区里，有网友表达了不满，“这
样的话教给孩子说，别把孩子
带歪了”……

类似的摆拍，在网络平台
上并不少见。又一则视频中，
爸爸表面上正在给女儿照相，
但本该聚焦到女儿身上的镜头
却慢慢往旁边的一个妙龄女子
身上转移。从整个视频的拍摄
手法来看，这显然是一个策划
好的段子，内容则有些低俗。
孩子在其中，只是充当一名演
员而已。

很多摆拍的“亲子搞笑”视
频，虽然表演痕迹很重，传递的
也并非正能量，但因为孩子说
的话听起来很逗，在涨粉引流
上很有成效。大谈人生规划的
小女孩，一年下来拍了100多

条视频，所属账号也积累了10
万多粉丝。

还有的账号，已经到了流
量变现的阶段。一个同样以父
女段子为主题的短视频账号，
粉丝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
有的视频刚点开看，还像是父
女之间在闲聊天，可聊着聊着
就引入了广告。或是按摩椅，
或是护眼仪，或是购物平台的
优惠活动，隔一两个视频就会
有一个广告视频，内容完全是
为广告而量身定制。

这些能吸粉的孩子，最大
的特点就是能说会道。有的
孩子即使不那么会说，视频博
主也能用后期处理的办法，营
造出孩子在镜头前滔滔不绝
的假象。

张口闭口“段子”，只为节目效果

这些利用儿童摆拍的视
频的更新频率惊人，很多都是
日更，内容还不带重样，都是
怎么做出来的？记者搜索发
现，网上专门有一批短视频剧
本写手，以网店的形式接单，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剧本，他们
就写什么。

网店中，无论是短视频剧
本，还是舞台剧、微电影、脱
口秀的剧本或文案，店家都
能代写。

记者询问客服，自己想开
一个短视频账号，内容是家长

和孩子在一起时的搞笑段子，
能不能帮忙写剧本？对方则回
问了孩子的年龄、性别、大人谁
参与出镜，随后开出了1条1
分钟剧本100元的价格，如果
觉得剧本效果好，长期合作还
能优惠。

记者又咨询了另外几家网
店，发现1分钟长度的剧本的
售价都在100元左右1条。

除了单独的网店，记者还
在网上找到了专门买卖短视
频剧本的平台，上面售卖的
剧本也有很多是家庭亲子主

题，售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
等。记者看到，这里有不少剧
本都是用“小孩讲大道理”“小
孩调解大人矛盾”作为视频
的卖点，和之前那些摆拍剧
本的套路如出一辙。其中一
个剧本，编剧先炮制了一场
婆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在
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孙女闪
亮登场，狠狠回击奶奶，达到
让观众解气的效果，编剧还特
意在剧本特色一栏写道“情节
跌宕，母女俩的反应符合观众
期许”。

视频背后有套路，剧本抓人眼球

久违了，百亿暑期档。
这个夏天，比气温更火热的
还有影市。126 部影片逐
鹿，40 多部新片，鏖战正
酣。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
破150亿，时隔4年后重回

“百亿”级。

情绪共鸣
国产电影票房的新灵药

《消失的她》《八角笼中》
《长安三万里》稳坐7月票房
榜前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
均非头部大作。

一切似乎早有预兆。6
月27日，《消失的她》票房破
十亿，打响了暑期档腰部电
影领跑的第一枪。数据显
示，该片的观影高峰是上映
一周之后。随着电影引发的
女性话题在社交平台发酵实
现逆跌，单日票房曾一度达
到3.35亿，总票房目前已超
过35亿。

随后的现实主义电影
《八角笼中》在上映前采取
了“超长点映”的新玩法，至
今也斩获超21亿票房。该
片真实呈现了底层人的生
存状态与奋斗精神，与《消
失的她》属“同类项”的是，
它们击中了当下很多年轻
人的情绪。

以唐诗为题材的动画电
影《长安三万里》是一匹实实
在在的“黑马”，它胜在与观
众在文化上达成深度共情。
豆瓣评分8.3，超16亿票房，
位列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
榜第二。上映前，无论是从
制作班底到题材设置，再到
叙事节奏来看，业界都很难
预测到它会取得如此亮眼的
成绩。

东方美学
缔造中国叙事新范式

“东方美学”是今年暑期
档成功者的另一大密钥。
无论《长安三万里》，还是
《封神第一部》，构建出的中
国电影新美学及叙事范式广
受好评。

十年磨一剑的《封神第
一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追溯与
提炼。在最被观众乐道的服
化道和置景上，导演乌尔善
坚持“复古不泥古”，融合了
元末明初的水陆画，商周青
铜器元素和宋人山水的美学
风格。

《长安三万里》同样如

此。电影主创从唐俑、壁画、
古籍文物里汲取灵感，尽力
还原盛唐时期的文化、服
饰、风俗等方面的细节，最
终呈现出一个充满瑰丽想象
的故事。

高度且成熟的电影工业
化令“东方美学”得以完美实
现。事实上，工业化不仅指
电影制作技术层面，更在于
流程与管理。

《封神三部曲》拍摄期
间，据称剧组登记在册的工
作人员有8000多名，拍摄时
间长达400多天，制作和管
理难度可以想象。但导演郭
帆探班时却发现，“偌大的影
棚里几乎听不到声音，大家
井然有序，到点下班吃饭，再
准备第二天的内容。”正是剧
组探索出了制度化和流程化
的科学管理方式，确保了各
工种环节之间高度顺畅地协
作、配合。

情怀难卖
好莱坞大片“钱途迷茫”

暑期档历来是好莱坞大
片的必争之地，今年，好莱坞
大片却集体“哑火”。口碑整
体低迷，票房断崖式下跌。
在参与暑期档角逐的电影
中，目前引进片票房占比仅
15%左右。

以《碟中谍7》为例，该
系列引进内地迄今已27年，
几乎每次都会掀起观影热潮
与话题。这次，阿汤哥也不
灵了！上映半个多月录得3
亿多票房，可谓惨淡。而5
年前，《碟中谍6》在中国还
曾以12.45亿票房创下了同
系列的最佳成绩。

其他经典IP如《变形金
刚：超能勇士崛起》，6.53亿
票房不及巅峰时的三分之
一。《速度与激情10》首日票
房虽破亿，但后劲不足，最终
收于9.83亿，相比《速度与
激情8》已经腰斩。哪怕是
上映前院线人士较为看好的
《闪电侠》《银河护卫队 3》
《蜘蛛侠：纵横宇宙》，表现也
均不理想。

不少观众吐槽，“老 IP
反复嚼，配方和味道还那样，
真的没胃口。”确实，剧情老
套、人物扁平、特效审美疲
劳，“吃老本”的好莱坞大片
似乎很难再燃起观影热
情，观众不会次次都为情怀

“买单”。
据新华网

久违了，百亿暑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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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平台缺监管，导致恶意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