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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效应
三亚这几天是彻底火了，海天盛筵被赋予了

别样的颜色，很多那几天出现在三亚的明星人人

自危，纷纷出来辟谣，这几天，海天盛筵和N7H9

一样，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病毒。

一条关于三亚海天盛筵涉淫的微博，如病毒

式爆炸地传播，引发了外围不明真相群众的海量

转发，以及“中枪者”的苍白辩解。网络世界就是

这样，正能量的资讯永远不如一些道听途说耸人

听闻的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辐射面

广，而且中国的网友对坏消息负能量永远乐此不

疲地加以推广。虽然此举也在反腐揭恶上形成

正面效应，但在不少时候，还是给一些事件造成

了不良影响。

最早发微博的网友可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

展得如何严重，她这时候出来辟谣的言论显得如

此无力。而据本人观察，比较早评论三亚海天盛

筵的微博应该是王健林的公子王思聪发的那些

微博，已经给这事定了性。娱乐圈时尚圈一般不

会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事情发生，只不过发生的

事情究竟是风暴中心还是边际行为，那也只有当

事人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只能看个热闹。

就官方的冠冕堂皇的解释，三亚海天盛筵是

高端聚会，与游艇和私人飞机有关，动辄上亿的交

易让人瞠目结舌，这样的一个平台难免给人以纸

醉金迷的遐想。对于金钱的占有量不同，社会也

就开始两极分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活圈子和生

活方式，而当分化非常严重的时候，同一个世界的

人就会筑起围墙来防范另外世界的人，而在围墙

外的人是无法窥探里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

有时候，围墙里的人无论好坏的行为，都被

贴上标签，被围墙外的人唾弃。因为围墙外的世

界里存在着大多数的民众，他们的言论如同夹杂

着沙子的空气砸着围墙里的人的脸，让他们无所

遁形。不要以为所谓的民意或者讨伐都是有针

对性的或者充满正义感的，其实，围墙外的很多

人，只是想挤到围墙内而已，而且挤进去后还会

立刻锁上门，让原本可以窥探的猫眼都无法再发

挥打探的功能。这就是网络世界，恨是次要的，

羡慕嫉妒可能才是主要的。

我想，社会还没有不可救药到随随便便开了这

么一场乱七八糟的派对，竟然没有人能够管得了。

可能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是有的，但也不至

于这样明目张胆。那些大小明星们也还是要在圈

子里混的，不守好自己的招牌，那可是饭碗不保的

事情，都是人精，没有人会那么笨。不过，三亚这个

城市形象，在短时间内想重新塑造，那是难了。

听说主办方已经开始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

任了，病毒效应至此，已经进入清场阶段了，如果

能够拨乱反正，三亚可能会挽回些颜面。如果不

能，也就静等病毒过去吧，总会产生抗体。

樊立慧/文

历经3年的酝酿，央视青歌赛今年

4月1日起再次开播。不过，不光节目

屡屡遭到网友的吐槽：“听歌不如《好声

音》，答题不如《一站到底》”就连人气也

大幅下滑。而青歌赛到底可以参加几

次，细心的网友整理出了一张青歌赛钉

子户名单，并表示：“理论上，一个人这

辈子最多可以参加九届青歌赛，实际

呢，参加九届的暂时没找到，五六届的

还是大有人在”。

央视
青歌

赛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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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
：

点评
如裹

脚布

本届青歌赛为每种唱法的男女选手

分别提供了50首候选歌曲，选手从中随

机抽取。经过几天的比拼，不少80后90

后的网友反映，歌曲实在太老了。细心

的网友还通过央视官网翻看了青歌赛的

歌单。“开胃小黄瓜”说：“《翻身农奴把歌

唱》《愿亲人早日养好伤》《高楼万丈平地

起》《歌唱二郎山》《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

前方》《乡音乡情》……这些都是美声、民

族唱法的歌曲，我就不说啥了，看看流行

歌曲吧，《大中国》《冬天里的一把火》《懂

你》……相比之下，《春天里》算是一首新

歌了。想问问青歌赛，敢整点儿这两年

出的新歌不？”

在主持人方面，本届青歌赛启用了

李思思和尼格买提。李思思的表现被指

没风格，有模仿董卿之嫌。她还被指在

“快问快答”环节语速慢，占用选手答题

时间。网友“dll76”就说：“啥叫快问快

答？人家选手不是回答得慢，是你拖人

家后腿啊！太磨叽了，我都快看不下去

了，建议你去跟江苏卫视李好学学，为选

手争取时间。再不然，把华少那段广告

词打印出来，回家好好练习练习吧！”

主持人语速太慢拖后腿

节目拖沓，
各种受不了

今年的青歌赛分为民族、美声、流行三

种唱法，每期6个选手参赛。按照不同“赛期”，

分为“快问快答”、“金牌主考”和“模唱节奏考核”三部

分。第一赛期的“快问快答”环节，要求选手在90秒内回答

10道选择题，题目涉及文化、音乐和生活常识。不过，整整两个半

小时的节目，6个选手唱歌的时间仅为半小时左右，剩下的两个小时都

是主持人、评委的点评时间。

如此拖沓的安排，遭到网友的诸多质疑。网友“十年之爱你”说：“不小心看了

一会儿央视的青歌赛，评委的点评如裹脚布一样，各种受不了！连知识题也有点评，几位

寂寞老人还一题一题地细水长流地讲解，太可怕了，青歌赛又不是《百家讲坛》。”网友“别怪我

嘴损”则说：“青歌赛变鸡肋，听歌不如《中国好声音》，答题不如《一站到底》。”

“XX之前参加过了，不能再参加了

吧？”根据以往历史来看，参加青歌赛的

次数不是问题，“理论上，一个人这辈子

最多可以参加九届青歌赛，实际呢，参加

九届的暂时没找到，五六届的还是大有

人在”，日前有细心的网友整理出一张青

歌赛钉子户名单，“刘斌：第二届、第三

届、第四届、第五届；雷佳：第九届、第十

届、第十一届；刘和刚：第九届、第十届、

十一届、十二届；姚贝娜：第八届、十一

届、十二届、十三届；曹芙嘉：第十届、十

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冠军是

参加过六届青歌赛的选手吴娜和陈永

峰，屡败屡战的陈永峰现已超龄。

无论这些选手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是成歌坛大佬还是泯然众人矣，网友都

表示被他们的“钉子精神”打动，“钉子户

的梦想信念屹立不倒！” 星报综合

青歌赛盛产“钉子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