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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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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
18 日在京举行伍炳
亮家具作品收藏仪
式，5 套家具作品入
藏国博。

伍炳亮是明清家
具收藏家、鉴赏家、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自
1979年起，他开始从
事明清家具收藏、研
究和设计制作，设计
制作出 1300 多款明
清式艺术家具精品。

此次国家博物馆
收藏的5套家具中，2
套仿清宫御制的七重
檐宝塔分别为越南黄
花梨和小叶紫檀材
质，3套黄花梨微缩家
具器型涵盖案、柜、坐
具、卧具等品种，融技
术与艺术、实用与观
赏为一体。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长王春法代表国家
博物馆向伍炳亮颁发收藏证书，对伍炳亮的
捐赠义举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收藏进一步展示中国传统家具作
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意蕴，阐释师法自然、
守正创新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不着一字、尽
得风流的中华审美风范。同时希望有更多
的文艺创作者，能将精品力作捐赠国家博物
馆，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
作用。 据中国新闻网

越南黄花梨
仿清宫御制七重
檐宝塔。中国国
家博物馆供图

据新华社
电“晋韵华彩
——山西琉璃
艺术展”19 日
在沈阳故宫开
展。展览由沈
阳 故 宫 博 物
院、山西博物
院、鞍山市博
物 馆 联 合 举
办，通过134件
（套）珍贵历史
文物，展示山
西琉璃艺术悠

久的历史，展现我国延续千余年的琉璃烧造
工艺和光彩绚烂的琉璃文化。

沈阳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部策展人栾
峦说，琉璃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附属构
件，主要用于宫殿、寺院、宝塔等建筑装饰，
以表达秩序、宣传礼制、求吉纳福等。山西
自古就是琉璃生产、使用的重要地区，千余
年来，琉璃艺术流派众多、传承有序，留下许
多造型庄重、色彩绚丽的优秀作品。

琉璃的异彩不仅体现在建筑构件之中，
还体现在庙堂之器与明器之中。本次展览
展出了明代墓葬出土的各类家具明器，如彩
釉陶桌、茄皮紫釉陶花瓶、釉陶蜡烛台等，为
研究明代家具的造型、组合、陈设等提供了
重要借鉴，反映了明代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社
会生活，是探究明代丧葬习俗及明器随葬制
度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次展览展出的清代
团龙纹琉璃壁心。

沈阳故宫博物院供图

沈阳故宫
推出山西琉璃艺术展

5套伍炳亮家具作品
入藏国博

您年少时曾有过武侠梦吗？那
身轻如燕、飞檐走壁的动作充满了气
势。此番，融合了功夫、舞蹈、音乐、
戏剧等表现形式的功夫儿童剧《少林
小子》，将给港城观众带来独一无二
的武侠体验。

该剧以小主角“浩林”在少林寺的
成长蜕变为故事主线，以武化舞，用优
美又帅气的肢体表演及造型来展现少
林拳法、少林童子功、象形拳等少林绝
学，让观众在精彩的功夫表演中，感受
少林拳的魅力。

整场演出既有孩童们调皮捣蛋
的情节，也有感人至深的同门之
情，还有功夫与电声融合的动感舞
蹈。这是一部既好看又励志的国
粹功夫剧，该剧以少林绝学为独特

看点，以音乐渲染来表达情感，故
事情节浅显易懂，情感迸发着童真
又直击心灵……

功夫儿童剧《少林小子》的主演团
队是河南省少林武术馆表演团。该剧
曾应邀参加了上海浦东文化艺术节、
成都天府戏剧节、苏州江南艺术节等
全国各地的艺术节，广受孩子们喜爱
及观众好评。

《少林小子》将于3月30日19：30
在胶东剧院精彩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场演出前，胶
东剧院将举办“遇见功夫、遇见少林”
活动，活动包括功夫快闪、合影留念等
环节，凡购买本场演出票的观众即可
参加。详情请关注胶东剧院官方微信
号发布的具体内容。 通讯员 刘津

儿童剧《少林小子》将亮相胶东剧院

为了获取利益，网络上各类虚假
短视频层出不穷，制作和传播手段也
是五花八门。那么，怎样治理短视频
摆拍造假之风？专家认为，需要各方
各部门共同携手一起发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
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张新宝表示，治理假视频的虚假信息
是一项综合工作，需要执法部门加大
执法力度，需要平台加强自律和监督，

也需要受众不断提高自己的识别能
力，需要强化社会监督，提高制作人
(造假者)的违法成本。最根本的是要
从源头治理，切断相关利益链条，使那
些做假视频宣扬虚假信息的人不能获
得经济利益，大家共同来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环境。

张新宝表示，这些内容导向不良
的短视频，冲击公序良俗，甚至违规违
法，必须加以整治。如果纵容这样的

信息泛滥，人们频繁地被欺骗，会对真
实的新闻事件也变得麻木无视。这些
消极负面的影响最终要全社会买单，
受害的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
这种以虚假手段骗取流量的无底线做
法，有关部门、互联网平台以及视频制
作发布者等等相关方，都需要各负其
责。流量经济不能成为造假经济，更
不能脱离法治轨道。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为流量不择手段为流量不择手段

揭开造假短视频的揭开造假短视频的““画皮画皮””
近年来，短视频发展迅猛。截至2023年6月，国内短视频用户规模约为

10.26亿，占网民总数比例高达95.20%，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2.5小
时，遥遥领先于其他应用。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突出。记者发现，继去
年12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问题”专项行动
后，“摆拍制作和技术生成虚假短视频”的违规现象还有不少。这类短视频为
何屡禁不止呢？

央视“焦点访谈”近日播出的一期节目，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为公众揭开
造假短视频的“画皮”。

去年8月3日，某网络平台发布了
一个短视频，除了哭泣声，上面文字打
的是“深夜，外卖姐姐送餐，下楼发现
车被偷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时长
仅10秒左右的视频，当晚浏览量已超
6000万次，并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
进入热榜，随即点赞、收藏量超过10
万次。同样，这个视频也引起了警方
关注。经调查核实，该视频为摆拍，发

布者就是画面中表演的女子，其丈夫
在旁负责道具和指导，而他们当时摆
拍的全过程被大街上的户外监控记录
了下来。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毫无下限的
摆拍博眼球案件不在少数。记者发
现，这些虚假短视频大多以生活痛点
和社会热点为话题，撩动人们的情绪，
利用人们的情感。从婆媳斗争到性别
对立等等，这些虚假短视频以戏剧化
的情节展示、真实化的拍摄手法炮制
热点、制造争议。

实际上，这些虚假内容的发布者
刻意模糊“摆拍视频”和“真实记录”的
界限，目的就是故意让网友信以为

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博取关注，获
得更多的点击率和流量，冲进热榜。
而平台也会根据算法推荐，对这些进
入热榜后流量大的作品做进一步的推
流，给予这些摆拍造假的短视频更多
的流量，因此才会被更广泛传播。

记者发现，这些摆拍、虚构演绎的
短视频文案大多是转载抄袭的，用网
友的话说“都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
方”。以“外卖车被盗”为例，记者查询
到，从2018年开始就出现了相同内容
的摆拍视频，且不断被复制粘贴式地抄
袭演绎，还每每都能收割流量。实际
上，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连视频中的哭
泣声都是一模一样的声效。

无论是处心积虑的编排假视频，
还是简单粗暴的复制假视频，表面上
似乎仅仅是为了博眼球、获流量，实际
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这背后，这
些虚假视频发布者的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将流量进一步变现赚钱。比如，

“凉山孟阳”一开始就是在网络平台上
先发布一些编造的“悲惨身世”和“哭
穷卖惨”假视频吸粉，在粉丝量突破10
万后，开始了带货之路。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套路在视
频造假案中较为普遍。记者在多家网
络平台发现，目前，短视频带货已成为
流量变现的主要模式之一，所谓短视
频带货是指以短视频为载体，利用自
有或第三方货源，通过商品成交获得
收益。

但是，记者了解到，要想在短视频
平台开通商品橱窗，进一步挂上购物
小黄车的链接进行短视频带货或接广

告，至少需要1000个粉丝。而且粉丝
数越多，可以挂出的购物车链接就越
多，相应的收益也就更多。

通过制作优质短视频吸引粉丝并
带货，这本身无可非议，但在利益诱惑
下，一些短视频博主却不惜造假来摆拍
各种博人眼球的视频，获取流量变现。
而有些短视频带货的培训机构推出的
涨粉技巧更是充斥着“颠覆认知”“制
造对立”“抄袭素材”等不正当手段。

以炮制热点、制造争议赚取流量

最终都是为了将流量变现赚钱

怎样治理短视频摆拍造假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