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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找到陈明的，是一名农民工。“他
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是希望我能炒红
他。”在圈子里浸淫多年，陈明已见过太多人抱
着这样的目的来找自己。有些人可能已在“娱乐
圈”闯荡过多年，也上过一些节目、接过一些角
色，但在收入和名望上却依旧不能如愿。“转了
一圈，他们似乎只相信炒作这种方式”。但陈明
自己已轻易不再答应为个人“策划”类似的视
频，他担心这会影响自己与企业合作，那也是陈
明如今工作的重心。“要老拍那种视频，企业就
不爱找你了。”

这是不少拍摄者、策划人所需求的发展轨
迹，陈明说，除此之外一些则会前往视频网站担
任编辑工作，用自己的眼光抓取存在传播价值
的视频。在得知对骂视频中两人演员的身份后，
陈明其实有些理解他们，“在北京打拼这么久，
想要个机会吧。”但即使没有如今的轩然大波，
他仍不觉得这段视频能帮到两人什么，“关于地
域上的争执或许会引起关注，可之后呢？”

陈明自己也曾帮人策划过一段在地铁上的
视频，那是个身手不错的小伙子，上演英雄救美
的一幕。陈明寻思着，视频要是剧组看到了可能
会找小伙子当武术指导。这是一条不变的准则，
想用视频炒红自己，总要展现出来一些特点或
长处。“不然，招来的只有骂声”。（北京青年报）

“北京人外地人”对骂?
视频主角已道歉
自称摆拍视频是为了出名 请朋友帮忙策划

1月9日，一段标题为“北京男子地铁与人互骂：是不是卖早点的？别来北京！”的视频，被疯狂转
发。这段时长1分41秒的视频中，两名年轻男子分别以“北京人”和“外地人”的身份发生激烈争吵。其
间，一些言语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段视频在被传播至网络后，迅速被众多媒体转发，并被冠以与
“地域之争”有关的标题。而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连续多日的调查发现，这段引发众多口水的视频不过
是有人为出名而摆拍的。11日，当事男子公开鞠躬道歉。

1月9日，一段发生在北京
地铁6号线，名为“北京男子地
铁与人对骂：是不是卖早点的？
别来北京！”的视频在网上热
传，且有多家媒体对这段视频
进行了转发，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坐在座位上的“外
地人”反复称对方是“废柴”，

“真是给北京人丢人”。“北京
人”闻听此言立刻大声回应：

“不爱来就别来北京啊。”“外地
人”则称：“我是来搞建设的，不
像你……”随后，“北京人”说

道：“你是不是来卖早点的……
不爱听别来北京……外地人。”
随后，这段视频中多次出现的

“北京人”“外地人”相互争吵的
细节在网上引发热议。

但很快，有不少网友指出，
该视频存在明显的摆拍迹象。
而在采访中，一位目击事件过
程的市民告诉记者，“对骂”一
事发生在 7日下午，两名男子
在地铁上争吵得很突然，且两
人在车上“约架”，但在地铁常
营站下车后并未打架，而是和

另外几个人聚在了一起，“看起
来关系挺好的样子”。

1月 11日，北青报再度对
此事进行调查，发现“北京人外
地人对骂”视频中的两名当事
人系演员，且其中一位当事人
向朋友承认“对骂”一事系炒
作。

11日，视频中扮演“北京
人”的当事人马明（化名）主动
与记者取得了联系。他证实该
段对骂视频并非真实事件，并
当面讲述了视频从策划到拍摄

的整个过程。此外，马明还希望
通过北青报向在此事中受到感
情伤害的人们，进行真诚的道
歉。

马明说他来北京当演员已
经6年了，但是一直没出名。在
拍摄这段“地铁对骂”视频之
前，他也拍过不少带有粗口的
视频，但是一直没火。当他发现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造成很大影
响后，“有点害怕了，想回老家
躲躲”。马明坦言，发“地铁对
骂”视频是为了让自己出名。

11日，记者联系到视频中
以“北京人”身份与“外地人”对
骂的马明。马明介绍称，自己是
山东烟台人，来北京做演员已
有6年。“但演艺事业一直没有
起色，所以想拍点有个性的东
西来推广自己”。

马明告诉记者，像“地铁对
骂”这样爆粗口的视频，他之前

也拍过不少，都上传在网上，但
并未引起关注。当记者询问其
为何要在视频中突出“北京
人”、“外地人”这样的关键词
时，对方回复称这是他们最初
设计在脚本里面的，但是他并
不清楚这会涉及到“地域之间
的矛盾”。

马明告诉记者，7日下午，

他和勇纪（化名）以及其他朋友
一行四人上了地铁 6号线，计
划是由朋友扮作乘客，“偷拍”
他和勇纪在地铁上的一段争
吵。“在这条传出来的视频之
前，我们已经拍过一条，但因为
我和勇纪对台词的时候笑场
了，所以就作废了。”马明还称，
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并不是他

的朋友们拍摄的，“应该是当时
真的乘客拍的”。而“争吵”结束
后，他和勇纪“约架”，只是因为
对完了台词，他们想找个借口
离开。“下车之后，我们还围在
一起看了朋友们拍的东西。”

之后，这段视频在秒拍和
微博上得到多家媒体和网络大
V的转发，引发网友热议。

北青报：为什么想到拍这
段视频？

马明：我这个人匪气比较
重，毕业之接到的都是负面角
色，所以我就想出一个办法，用
手机自己拍自己，拍自己那种
带匪气的视频，包括我自己演
戏的时候也拍下来，然后发到
网上吸引关注。

北青报：拍摄这段视频是
为了炒作自己吗？

马明：不能算是炒作自己，
只是想推广自己，以后可以拿
着这些视频给导演看，然后能
够接戏。

北青报：但你在朋友圈里
承认是“炒作”。

马明：事情发生后第二天，
在网上看到传的都是我自己的
这段视频，我特别兴奋，觉得

“我火了”，有老家的朋友发微
信问我，我当时想“装”一下，都
是发小什么的我就随口一说是

“炒作”。
北青报：那这段视频是摆

拍的？
马明：是的，我和朋友策划

的，有脚本、也会对台词。
北青报：原来就计划是一

个“北京人”和一个“外地人”对
骂？

马明：拍之前没想那么多，
当时角色设定很简单，就是一
个北方大汉欺负一个“南方娘
炮”，其他的东西都是临场说
的，说一遍一个样。脚本大体就
是：我欺负他，骂他，然后他反
抗，我俩就动手，然后看有没有
人来拉，没人拉我们就下地铁，
有人拉就和了。

北青报：事前没想到“北京
人”、“外地人”比较敏感？

马明：之前我没想过。
北青报：那为什么要提到

“卖早点的”？
马明：“卖早点的”这句就

是我当时随口说出来的。
北青报：那什么时候你觉

得不太对？
马明：视频最开始一直在

百度首页顶着，我当时第一反
应挺高兴，“好多人都看见我”，

“我上首页了”，但是后来一看
评论下面都是来骂我的，然后
又说这个什么“外地人”、“歧
视”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坏了，
这事不对，然后就赶紧不说话
了，把电话什么都关了。

北青报：那对于视频传播
之后引发的讨论，你如何看？

马明：我觉得挺抱歉的，想
给全国网友们、给北京人，包括
这些在北京的外地人在内的所
有人道个歉，说声对不起，因为
这件事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北青报：那跟你一起“对
骂”的勇纪你认识吗？

马明：我不认识勇纪，我一
哥们介绍的，他说他有一朋友
演“娘炮”演得挺好，见面之后
一对台词，觉得挺好的，就演
了。

北青报：你们的视频里多
次提到“废柴”等词，是为了宣
传某部影视作品或者与一些营
销账号有合作推广吗？

马明：没有，这段视频是我
和我朋友一起策划的，不是给
影视作品做宣传，也没有和大
V合作。

陈明（化名）是小有名气的职业网络推手，
他也看到了网上那段地铁对骂的视频，他对这
段被疯狂转发的影像评价并不高，“摆拍的痕迹
明显，营销的效果也不好。”

作为早期拍摄类似网络视频“推手”中的一
员，陈明也很难为自己曾经的作品寻找一个合
适的名称，“伪纪录片、仿真街拍……怎么说都
可以。”

但无论怎么称呼，目的却是相似的。陈明
说，来找他做推广的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炒作
个人的知名度，二是为了某个产品进行推广。而
之所以选择以这种“虚构真实事件”的方式，他
觉得，无非就是因为相比“硬广告”，传播效果更
好、花费更低廉。

“如果视频中的情节被相信是真实的，可能
人们会去关注后续的发展、搜索当事人的身
份。”陈明说，在这样的发酵之下，关注度也会持
续更久。

而另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来自于经济方
面。企业找到陈明策划、拍摄一条视频，最高的
价格也不过几万元，而如果是需求炒作的个人，
通常在几千到万余元。还有些人则不会找到陈
明这样的“策划人”，而是直接由朋友帮忙拍摄。

“这比投放一条正式的广告，要便宜太多了”。

在一段“仿真视频”的拍摄过程中，陈明不
只是简单的拍摄者，他还经常需要为前来寻求
合作的人提出可行的策划方案。

“那些需要推广产品的企业，要求通常会高
些。”陈明写出的视频“剧本”还要交给企业更高
层审核，而那些仅仅是为提高自身名声而来的
个人，如果有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策划，往往马
上就能投入拍摄。

之后就是选择拍摄的地点，这当中也会有
经济因素的考量。对于网络上这段对骂视频发
生在地铁，陈明同样深有感触，“省钱呗，好多视
频都爱在地铁上拍，也不需要租金。”

在陈明看来，一个合格的“仿真视频”必须
经过三个步骤。首先是通过拍摄让人们相信事
件是真实的，并且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被大
肆传播。

“这需要一个周期，视频里的内容和人物被
持续关注，甚至被人肉。”但陈明说，在这一过程
之后，不管是被人们发现真相，还是拍摄者自我
曝光，“总归会让人们发现内容并非真实的”。

“但还有最重要的一步，洗白。”陈明说，当
真相被人们发现后，拍摄者必须给出一个合理
的解释。可能是说这是在拍摄一段影视剧，也可
能是说要呼吁人们关注某方面问题。“如果解释
得当，对于个体或产品知名度的提高，或许会效
果明显。”

■对话

“想跟全国网友说声对不起”

■讲述

来京演戏6年没起色 为出名摆拍视频

■事件

视频内演员现身道歉

炒作也需真才实学

地铁上拍摄可省场地费

目的或为出名或为做广告

■相关

网络推手
揭网络炒作的“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