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7日晚， 马克华菲旗下男装
品牌Fairwhale Shake 在北京的
LOFT花园创意空间———竞园举办

2011秋冬发布会。 李庚伟摄

这一部“植入了婚礼”的广告剧
陈 方

阳光沙滩蓝天白云， 3月22日， 海
南三亚， 艺人大S被 “商二代” 汪小菲
感动得一脸梨花带雨。 这一场婚礼场面
之奢华 、 所谓 “偷拍事件 ” 引发之喧
嚣， 甚至超过了娱乐圈的一些大型颁奖
礼， 此前当事方一再声明的 “低调 ”、
“家庭婚礼” 被消解殆尽———不， 准确
说， 应该是自行瓦解。

当一名艺人和 “商二代” 结合， 声
色名利必然一网打尽。 如果真想低调也
并非没有可能， 几年前港星梁朝伟和刘
嘉玲山长水远跑到不丹去结婚， 就是为
了防止媒体和粉丝过度干扰。 反观大S
和汪小菲的婚礼， 早有舆论指出这是一
场彻底的 “植入性” 商业活动。

自从大S和汪小菲恋情公开以来 ，
汪小菲的妈妈经营的某餐饮品牌就一直

被媒体提及， 曝光率大增。 在3月22日
的婚宴上， 该餐饮品牌包办了所有宾客

的酒席。 深谙 “眼球经济” 的其他广告商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婚礼的广告植
入项目从喜饼到首饰再到饮品， 几乎无所
不包。

婚礼上植入广告， 大S和汪小菲虽然
将其发挥到极致 ， 但并不算是先河开拓
者。 2008年10月， 港星陈慧琳的婚礼上，
广告植入便无孔不入， 从婚纱摄影到嫁女
饼乃至金饰钻饰， 陈慧琳从外到里被广告
商全 “包”； 2010年12月， 港星杨千?的
婚礼举办当天， 媒体收到新人结婚行头的
清单足足有四页之多， 整本清单犹如一份
新品宣传单， 婚礼也成了 “广告联合国”；
2010年1月， 内地演员罗海琼与华谊兄弟
公司高管的婚礼， 也成了内地明星广告婚
礼的范例。

明星玩 “隐婚” 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新生代明星们的婚礼越来越高调越来越张

扬。 明星 “隐婚” 的时候舆论感慨 “娱乐
压制人性”， 明星只是娱乐工业化流水线
上的 “商品”。 而如今， 当明星婚礼愈来

愈商业化的时候 ， 他们何尝又不是 “商
品” 呢？ 他们的婚礼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
见证爱的仪式， 只是披着爱情的外衣在上
演一出独特的商业秀罢了。 喧闹的浮华之
外， 冷静的看客们心底会为他们滋生些许
悲哀： 在见证人生历程中最珍贵的这个时
刻， 还不得不充当某种道具的角色， 主动
或被动地配合着商业化的策划与炒作， 那
神圣的爱情就这么被无情地营销着。

明星为何热衷于营销自己的婚礼？ 一
场 “成功” 的婚礼更有利于打开他们事业
的 “窗户”。 有人注意过， 在大S和汪小菲
公布恋情之前， 她曾被大陆的娱乐媒体评
为 “烂片女王”， 事业发展遭遇瓶颈。 从
相恋到闪婚 ， 这一场婚礼也是大S试图
“咸鱼翻身” 的一张牌。 利用婚礼营销自
己或者炒作自己， 这在娱乐圈里几乎是人
人心知肚明的看家本领。 围绕婚礼明星们
制造出种种话题吸引媒体关注， 围观者一
方面急不可待地参与其中充当话题泡沫的

推动者， 另一方面又会看似超脱地抨击明

星们的婚礼炒作。
在任何一种业界环境中， 没有需求

就不可能有市场。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厌
恶明星们的炒作、 厌恶他们把爱情当作
营销的工具， 可是， 真正托起炒作的人
又是谁呢？ 当婚礼变成 “广告联合会”，
赞助商们之所以敢一掷百万， 那是因为
他们知道明星婚礼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

媒体关注的热点。 婚礼上明星穿什么婚
纱、 戴什么戒指、 喝什么饮品———媒体

身后又是众多“信息饥渴”的受众，明星
热品也将成为热销品。 在这条营销链条
里， 谁的心里都有小算盘， 没有媒体关
注，赞助商不会投钱，没有受众需要，媒
体也不会投入精力报道。

可事实上， 明星婚礼上大大小小的
庞杂信息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吗？没有。
也许这只算是一种缓解受众 “群体无聊
化”的解药吧。明星、商家、媒体、受众等
一起炮制着一场场无聊的游戏， 而在这
些游戏中，受众自己消费着自己。

12岁的“天涯”寻找网媒创新路
本报讯（记者陈娉舒）网络热点事件是

怎样炼成的？ 网络流行词的流行密码是什
么？社会化网络公益的创新之道在哪里？日
前，天涯社区（www.tianya.cn）邀请部分知
名传统媒体和网友就此展开研讨。

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 越来越多的社
会事件经由网络披露，传统媒体步步跟进，
影响力由网络一步步扩散到现实生活中。
仅去年就有 “宜黄事件 ” 、 “我爸是李
刚”、 “湖南常德抢尸案” 直至兔年春节
前后的 “微博解救被拐儿童” 等， 在这些
事件报道进程中，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
性互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件解决的进
度和力度。

《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在去年深
入报道过 “宜黄事件”、“湖南常德抢尸案”

等，在邓飞看来，媒体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
问题及时披露， 努力实现信息最大程度的
公开。传统媒体正确利用互联网上的社区、
论坛、微博等新工具，有助于联合起更多力
量推动问题改善。

长年供职传统纸媒的著名杂文家、时
评家鄢烈山坦言， 传统媒体确实越来越有
意识地从网络上寻找新闻线索 ， 尤其从
2010年起， 网络的力量越发不可小视，“宜
黄事件”、“湖南常德抢尸案”等都是通过微
博实时跟进，事件推动速度相当快。在新媒
体的平台上，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信息
源，每个人也是社会化媒体的受益者。时事

评论人“十年砍柴”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2010年 “一起迈上一
个高峰，二者产生‘1+1>2’的聚集效应”。

网络公益也是与会者饶有兴趣的关注

点。 传统的公益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更
多是富人或精英的事，存在高门槛。而通过
互联网，越来越多的“草根”加入公益大军，
做慈善“门槛”越来越低，网络公益更强的
互动感、参与感，让帮助与被帮助双方更有
情感关联，慈善行为也成为一种情感体验。
邓飞说， 在新媒体平台上表现真善美的人
很容易得到喝彩， 这种鼓励和信任要比批
评有力得多，这也是“微公益”正在被更多

网民接受的原因。
去年4月玉树地震发生后，天涯社区与

浙江卫视迅速开展“网友盖楼，我们捐款”
活动，在短短24小时内，该帖吸引了数万天
涯网友前来“盖楼”，被点击600多万次、收
到100多万条回复， 最终募得80多万元善
款。“这一案例证明，网络公益的创新，出路
正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和合作。”天
涯社区副总裁马娜说。

本次论坛是天涯12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12年来，天涯社区参与并见证了互联网
人际关系的每一次变迁。 几乎在每一次时
事热点、国计民生、公益爱心的探讨或行动
中，都不乏天涯网友的身影。天涯700名员
工和300多位知名网友此番济济一堂，也创
下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一次网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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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作家奋起，百度喊冤，谁给谁生路
本报记者 张黎姣

“如果百度文库下线了，你会难过吗？”
在人人网的百度公共主页中， 赫然写着这
样一条状态。

“文库如果下线，也许，我再也不会看
那些所谓的好书了。因为，如果买回来发现
书本身不好，会有种被骗的感觉，至少文库
可以让我知道一本书的好与坏。”一位人人
网用户这样回复。

也有网友表示：“百度别偷换概念，作
者们并不是要求关闭文库， 而是希望百度
能够获得授权后再发布。 文库是个好的分
享平台，但是请别让它变质！”

无论大家意见如何，出版业、作家群体
与百度文库僵持了近半个月的版权之争，
截至记者发稿时虽还未有最终结果， 但着
实已经触动了往日“我自巍然不动”的高傲
的百度。

3月26日， 百度方面发表三点声明：１、
百度文库产品在前期的运营过程中伤害了

一些作家的感情，对此表示抱歉。2、预计在
未来3天内百度文库中文学作品类别的文档
凡未获版权方授权的将得到彻底处理。3、百
度文库作为免费文档分享平台，此前没有任
何广告或盈利。 我们尊重版权方的权益，正
在积极推进与作家、出版社的合作，通过用
户付费阅读和广告分成等模式获取收益，
百度将把大部分收益回馈版权方。

声明一出， 曾参与就侵权一事同百度
公司谈判的出版人沈浩波在3月27日通过
微博表示，将推迟发布作家的联合声明，并
暂停原定于３月２８日进行的维权行动。

尽管行动暂停，但对百度声明的诚意，
作家们仍存有疑虑。

作家王海在微博中这样说：“百度向
遭盗作家致歉中说是伤害了作家的感情，
伤害的明明是利益嘛！ 正是这用心缜密的
措词让我瞬间深刻理解了同行们的愤怒。”

据凤凰网报道， 百度CEO李彦宏在3
月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百度公司内部态
度明确，如果管不好，就关掉百度文库。但
他还是希望与版权方、 作家达成一个满意
的解决方案。

百度文库与出版业、 作家群体的争端
究竟源于何处？

百度文库，“分享”平台涉侵权
在百度百科中搜索“百度文库”这一词

条， 你将会看到这样一句话———上传我的

文档，分享知识，分享快乐。百度也许想通
过百度文库实现“普天同乐”，但结果似乎
有点“乐极生悲”。

自2009年12月正式成立以来， 百度文
库一直未撇开“侵权”的帽子。它的定位是供
网友在线分享文档的开放平台。网友通过注
册百度账号，便可上传或下载多个领域的文
字资料。在这些文字资料中，含有大量文学
作品，而这些文学作品却大都未被授权。

早在2010年1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简称文著协）与盛大文学就曾联合召开发
布会，指出百度文库侵权。同年12月，作家
陆琪征得上百位作者联合署名， 呼吁成立
行业维权组织，起诉百度。此后，文著协、盛
大文学与磨铁图书公司共同发布了 《针对
百度文库侵权盗版的联合声明》。

可见，对百度的讨伐，是一场持久战。
真正的转折点，是3月15日，近50名作家、出
版人联合签署的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
书》。 这封公开信引起百度公司的重视，随
即，百度方面表示，希望能尽快同出版业、
作家群体进行谈判。于是，由文著协牵头组
成的6人谈判小组成立， 并于3月24日与百
度方面正式谈判。

然而在4个半小时的交涉中，出版业代
表提出的，包括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停止
侵权等基本诉求被百度方面逐一驳回。谈
判终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而宣布破裂。

“百度代表始终认为百度文库就是一
个平台，是网民自由上传和下载的地方，如
果要告侵权应该去告广大网民。”文著协常
务副总干事张洪波认为：“流量是互联网广
告收益的一种方式， 如果没有网民的上传
和下载，就没有流量更不会产生广告收益。
百度文库利用网民的点击率和流量赚取广

告费， 反过来把侵权的风险和责任推给网
民，十分险恶。”

百度之所以能够规避自己侵权的风

险，还有赖于“网络避风港原则”，即《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网络存储及
搜索提供商在接到权利人申请通知后，断
开侵权的相关链接，即可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侵权有巨大的商业目的。现在是
电子书和传统纸媒竞争的时候， 双方各有
优劣，可以对抗也可以共赢。百度等于是要
把双方的劳动成果都抢走，这不行，牵涉了
太大的利益。”作家路内认为，中国出版业
的产业链很成熟，比音乐行业厉害。所以音
乐界出来抗议收效并不大， 但出版界抗议
或许会有用。

作家维权，需关注灰色产业链
虽然现在出版业、 作家群体大规模抗

议，但在最初，并非人人都有如此警醒。
王海就举出一例。 在下部队生活去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 有人拿叠网上打印
的《中国式离婚》(全本)请王海签名 ，她
签了，她想，沙漠里购书困难。那书22元，王

海拿12%版税，卖出一本可得2.64元。
“一是习惯了，二是没在意那钱，我有

工资和电视剧本收入。此刻想，一是我严重
落伍，二是我有一些自私。”王海坦率指
出自己没关注反网络盗版的原因。

张洪波也介绍， 在当初组织50位作家
发表公开信时， 没有任何一个传统出版业
的代表站出来说要加入。

“我认为可能是由于转企改制的时候，
一些传统出版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

杂性和严重性。”张洪波希望作家能关注和
重视自己作品的网络版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权，并对侵权盗版行为进行维护。
“百度文库模式的存在，对公众的版权

意识是一种错误的教育。”事实上，可能仍
有许多人不了解网络侵权的危害， 也并不
了解网络文学盗版的灰色产业链条。

中国作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张抗
抗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坚决遏制对网
络文学作品侵权的建议》的提案。该提案中
就分析了这条灰色产业链的运作过程：首
先，专业盗版网站通过技术手段，获取成熟
的文学网站每日更新的正版内容， 原创作
品上传更新后5-10分钟即可被疯狂盗播。
然后盗版网站以“搜索引擎”为推广途径，
大肆赚取网络流量；再以 “广告联盟”为盈
利途径，赚取巨额广告收入，而搜索引擎、
广告联盟则与盗版网站按照一定比例共享

“收益”。
在这条灰色产业链的扩张下， 整个图

书行业都将受到巨大影响。 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担忧。

“电子媒体的劣势主要是没有成熟的
编辑团队， 优质的编辑团队仍然存在于传

统纸媒。 做电子媒体的人大部分都是学IT
的， 比较在乎赢利模式， 而非做的是什么
书。像百度这样，随便拿来的文本就能贴到
网上，其结果就是：随便谁都可以成为作家
的编辑，只要他能拿到你的文本。”路内认
为最有可能先消失的是编辑团队。

王海则叹：有知识的人都饿死了，知
识将无以为继。

电子版权，法律与机制应共建
据记者调查，百度提出声明后，确实删

除了一些链接，但并非全部。截至记者发稿
时，输入《幻城》、《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
名称，仍能发现其文档。虽然目前作家一方
的行动暂停，但维权却不会停止。

张洪波认为，文著协作为本次维权活动
的组织者，期待百度公司能提出实实在在的
解决方案，不愿意认为此番声明是貌似诚恳
但实为平息广大作家讨伐的声音和媒体压

力的文字游戏或缓兵之计。因为道歉应该有
实际行动， 删除链接也应该公布相关数据。
“三天之后， 我们会根据情况实施下一步计
划。我们也做了相关的法律准备。”张洪波不
排除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可能性。

出版人兴安却担心， 取证的过程未必
简单。“即使在网上搜集到侵权的证据，如
果网站将证据删除，在法庭上，该证据也未
必有充分的说服力。网络本身是新事物，而
且网络经常出些新的招数， 法律未必能跟
得上。所以这是一个难题。”

对于法律相关条款存在的不足， 特别
是被多家网络公司当作“挡箭牌”的“网络
避风港原则”， 张抗抗就曾在提案中指出：
建议明确“立即删除”的时间界定；建议以

技术措施限制侵权作品的再度上传； 建议
对“避风港原则”进行补充。

“打击任何一种侵权盗版行为不是说
要把它打死， 我们希望让他们认识到侵权
要负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张洪波希望利
用新技术、新媒介更好地传播文学作品。百
度文库并非一无是处，但它在经营过程中，
首先要解决版权问题。

短期内， 法律的制约或许能解决侵权
问题， 但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电子版权
归属也需要一个健全的管理机制。

作家贾平凹的《古炉》就是一例，因对
电子版权归属不了解以及疏忽，导致“一女
二嫁”的情况出现。而现在仍有许多作家并
不清楚自己的电子版权落在谁家。

“中国应该有一个健全的版权代理机
制，让代理人帮助作家处理版权问题，可能
会减少同类事件的发生。”兴安希望我们能
像国外的出版行业学习， 让版权代理人去
为中国作家解决版权之忧。

目前， 文著协正在着手策划另外一种
数字版权处理机制。 文著协与一些大型数
字出版商、数字出版集成商合作，建立一个
较为合理的数字版权付酬结算方式，即“预
付保底版权费+分成”： 作者加入文著协，
并将作品在文著协注册， 数字出版商在选
用其作品后， 作者可得到一定数额的保底
版权费及分成。

下一步的规范还是后话，目前，最重要
的，是让百度停止侵权行为。

“请大家给中国的出版行业和作家们
留一条生路。在你们为了石油的道路上，请
放过我们的食油。”作家韩寒在博客中如是
说。

百名音乐人联手向百度维权

深度链接滋养盗版网络音乐？
本报记者 王晶晶

3月23日，出版业、作家代表与百度公
司就文库侵权一事谈判的前一天下午，音
乐人高晓松与出版人沈浩波在微博上遥

祝：“互相祝福一下吧。我们明天就要谈了。
祝你们成功。”“祝文学界战斗到底！”

就在出版界联合向百度维权时， 音乐
界也同时开始了行动。3月15日， 中国音像
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针对百度音乐为盗版

音乐网站提供深度链接发布抗议公开信。
一周后， 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又
发布了《致音乐界同仁书》，其中写道：在抗
议百度公开信发布后， 包括高晓松、 朱哲
琴、黄燎原、沈黎晖等在内的百余名音乐人
公开响应， 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
呼吁音乐界同仁， 收集盗版网站的犯罪证
据， 通过行政诉讼和法律诉讼进行反盗维
权，“血战到底”。

据文化部发布的 《2010年网络音乐年
度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网络音乐总体
市场规模达到23亿元 （以服务提供商总收
入计），我国在线音乐总体用户规模已达到
3.6亿，使用率达79.2%。然而 ，版权依然是
困扰网络音乐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 这也
造成了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单一，赢利困难。
网络音乐虽然作为网络文化产业使用频率

最高的应用形式， 但其原创音乐创作者却
在逐渐减少，纷纷转行作影视或其他行业，
唱片公司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导致其出
歌数量逐年减少。

“数字音乐产值不断攀升，然而，中国
原创音乐人并没有迎来一场数字音乐的春

天， 反而发现自己的权益更加无法保护。”
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文化部已经开始分批整治违法网

络音乐网站，但在一些音乐人看来，盗版的
源头并没有解决。“盗版网站都很隐蔽，我
敢说，如果离开百度的深度链接，80%的盗
版网站都生存不下去， 你甚至都不知道它
们的名字。”公开信执笔人、国家音乐创意
产业基地总裁、 华纳唱片中国公司前总裁
许晓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音乐界业内人

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了盗版网络音乐

的产业链：“中小型音乐网站靠盗音乐赚流
量，卖广告；网站获取广告费后，又去百度
买竞价排名，排名越高流量越大，广告收入
越多。 音乐界免费滋养了一个非常不健康
的产业链。”

据CNZZ数据中心提供给中国青年报
记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在音乐行业
网站的访客中， 有24.81%来自于百度搜索
引擎， 其中有51%的关键词是与具体的歌
曲、歌手或者专辑名称有关的，访客通过在
百度上搜索这些关键词， 进入音乐网站进
行在线听歌或直接下载； 由百度进入音乐
网站的访客总量实际只占其产生的总访客

量的0.94%，百度自身获得了最大量的对网
络音乐有需求的网民。

百度也并非第一次面对音乐人的抗

议。2005年，上海步升音乐传播有限公司诉
百度网站上46首歌曲在未经授权许可的情
况向公众提供下载服务， 要求赔偿46万元
经济损失， 最后经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调解，百度公司同意向原告支付3万元赔偿

金。同年，百代、华纳等7家国际唱片公司联
合起诉百度提供未经授权的MP3下载链
接；2008年，环球唱片公司等三家公司起诉
百度要求法院裁定其删除其音乐传输服务

上未经授权的mp3链接，均被法院驳回。今
年1月，包括“十三音乐唱片”在内的27位音
乐人向百度公司发出律师函， 要求就MP3
侵权赔偿685万元，但该唱片公司总监制卢
中强告诉记者，尽管百度公司派了法务来，
但他们“能拖就拖，实质性进展完全没有”。

近年来唯一胜诉的， 是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起诉百度MP3歌词搜索侵权一案。
2010年，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维持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宣判， 判处百度停
止通过快照等形式提供相关50首歌的歌
词，并赔偿音著协经济损失5万元。

在许晓峰看来，维权之所以困难，首先
是因为音乐人精力有限而百度擅长拖拉，此
外相关法律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法院驳回诉
讼请求，大多因为“通过试听和下载向互联
网用户提供歌曲本身的是第三方网站，而非
百度。百度网站通过其搜索引擎服务，只是
提供了试听和下载过程的便利，并不构成复
制或者通过网络传播涉案歌曲的行为。”

根据2006年7月1日施行的 《信息网络
传播权保护条例》 中提到：“网络服务提供
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
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 根据本条例规定
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又被形象地
称为“避风港原则”。在那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音乐界业内人士看来， 这无疑增加了
维权的成本。“首先要书面通知他们， 如果

在48小时内去掉，就不用付法律责任，所以
取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去掉了，过几天还
有可能再出现，又要去书面通知。所以这么
多次，赢得不多，就算赢了还不够付律师费
呢。”

实际上， 在深度链接之外， 百度与百
代、 环球等60多家唱片公司进行了正版合
作，在其MP3界面上提供视听服务，并进行
广告分成。 但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百度
获得音乐收入的利益和支付给版权方的相

差太大。 百度音乐流量占其总量的五分之
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把这部分
广告很便宜地包给一个广告公司， 分成就
少。但据我所知，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
于音乐网站的竞价排名， 而这部分收入是
不告诉我们的， 只是把MP3页面上的广告
和我们分成。希望他们拿出一些诚意，最重
要的不是分成，而是商业模式，要有明确的
方式。”

目前， 我国音乐网站的盈利模式主要
包括正版付费下载、 与网络社区结合提供
音乐服务、提供免费视听靠广告盈利分成。
“如果通过这次， 能谈成基本的游戏规则、
收费模式，这个行业还是有希望的。”卢中
强说。

多位音乐人同时表示， 希望获得政府
支持。2009年，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
曾表示，网络音乐搜索向网民提供的结果，
应当是经过文化部审查、 其他合法单位提
供的合法产品。

出版界与百度公司谈判破裂后， 高晓
松的微博上写道：“接下来且看音乐界如何
比划！”卢中强在微博上表示：“清明后第一
周， 会组织一些音乐人去百度门口搞搞普
法宣传，有报名的吗？”许晓峰告诉记者，目
前百度公司方面尚未与协会接触， 也并未
回应这两封公开信， 很多音乐人和音乐公
司正在取证过程中， 中国音像协会将组织
大家进行有序维权活动。

林 蔚

“玉婆”谢幕
3月23日， 好莱坞著名女

星、“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病
逝，终年79岁。泰勒被认为是
最具传奇色彩的好莱坞女星

之一。 在60多年的演艺生涯
中， 她一共出演了50多部电
影， 代表作包括 《小妇人》、

《玉女神驹》、《埃及艳后》等。泰勒五次获
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两次收获奥
斯卡小金人。 她的美貌曾虏获了几代人
的心，但更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她跌宕
起伏的八次婚姻。3月25日， 泰勒入土为
安，与生前好友迈克·杰克逊葬在同一个
陵园，网友感叹“玉婆”去世：她去陪好友
杰克逊了。

点评：哪部戏里，惊为天人的女主角
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孜孜不倦地在情
场冲锋陷阵？ 有人说玉婆的人生是一部
加长版好莱坞大片，我说啊，她的人生比
戏精彩一万分。

麦家封笔谍战剧

金牌编剧麦家宣告不再

写谍战了。3月22日， 麦家在
微博上称 ： “再写等于没尊
严 ，所以就此封笔 ”。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麦家表示，其实
他两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
“可还是身不由己地写到了
现在”。痛下决心的原因是如

今谍战剧火爆到不可理喻， 简直是在上
演最后的疯狂。“现在打开电视不论哪个
台都是谍战剧。 且不说这其中滥竽充数
的有多少， 就算都是精品观众也会觉得
厌恶。无论是从商业，还是从艺术来说，
再写下去就是自寻死路。”麦家的宣告引
发粉丝们的强烈反应， 网友感慨其断臂
求生的勇气令人叹服。

点评：假设一下，天天给您上燕翅鲍
大餐，别说一个星期了，三天就能马上腻
死你吧。可国内荧屏就有这个魔力，一拥
而上，日复一日，不仅吃怕你，还能把厨
子都吓跑了，厉害吧。

越雷越想看

央视索福瑞日前提供的收视数据显

示，正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回家的欲望》
以4.88的收视率和23.44的收视份额，位
列 27城市“上星”电视剧收视榜首；江苏
卫视独播剧 《女娲传说之灵珠》 位居第
三。两部剧的共同点是“倚雷卖雷”，在网
络上遭遇网友狂扔板砖，称之为“天雷滚
滚”。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雷剧”往往
创出意外高收视， 是因为观众的收视心
理从最初的不待见，转化成 “雷中找快
乐”。此外“雷剧”还能制造话题，相关讨
论容易引起周边人群的共鸣， 让观众体
验到参与感的快乐。

点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中国观
众真的是最好的观众，再烂的雷剧，我们
也能当做娱乐综艺，当做“大家来找茬”，
且看且骂且笑。这种逆来顺受、自娱自乐
的精神，堪称世界之首。

编剧奖缺席遭炮轰

大学生电影节近日开幕。 编剧汪海
林在开幕前发微博炮轰电影节不设编剧

奖，认为是不尊重编剧、边缘化编剧，并号
召编剧一起刷屏抗议。 其实早在2009年，
汪海林就对百花奖和大学生电影节不设

编剧奖表示遗憾。 去年百花奖颁奖期间，
汪海林还写了长篇博文，批评百花奖将编
剧排除是“集体的忘恩负义”。但此类呐喊
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大学生电影节方
面回应称，组委会已经意识到编剧奖在大
学生电影节的缺失，也一直想推动此奖项
的增设，不过，由于涉及诸多方面的工作，
“编剧奖”在本届尚无法设立。

点评：在编剧整体弱势的环境下，光
靠几声呐喊， 不解决问题， 光设几个奖
项，也不解决问题。中国编剧维权已经叫
喊了好几年，从目前形势看，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还需努力。

《流浪者之歌》舞进国家大剧院

3月24日， 台湾云门舞集舞团掌
门人林怀民向媒体宣布，在世界上18
个国家和地区52个城市演出了160多
场的《流浪者之歌》将于4月1-2日亮
相国家大剧院。

1994年夏天，林怀民带着德国作
家黑塞根据佛教传说故事改写的小说

《流浪者之歌》 飞往印度菩提伽耶游历
印度归来后，林怀民创作出“关于苦修，
关于河的婉转，关于宁静的追寻”的舞
作《流浪者之歌》，并且一演就是16年。
该剧除了舞团一如既往的肢体舞蹈外，
舞台上抛撒三吨半“黄金”稻米的场面
也是一大看点。“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只
能留下一个作品，我希望就是《流浪者
之歌》，希望它在喧嚣的时代里，继续
带给观众安慰与宁静。”林怀民说。

本报记者 刘占坤摄

麻辣一周

批评

第十一届“相约北京”融入流行元素
本报讯（记者王晶晶）4月27日至5月

27日，第十一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将
举行。 本次活动以 “浪漫春天里的艺术
节”为主题，分为音乐、舞蹈、戏剧、广场
联欢、展览等板块。为吸引更多年轻人，
今年“相约北京”的活动融入了更多流行
时尚元素：流行音乐方面，滚石30周年北
京演唱会、 李健作品音乐会将在5月举
行；戏剧方面，赖声川、王伟忠、林兆华均
带来了作品；此外，草莓音乐节、北京电
子音乐节等活动也将在此期间举办。

作为国家级大型综合国际艺术节和

亚洲地区最大的春季艺术节 ，“相约北
京” 联欢活动已经举办10届， 来自世界
11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艺术团体
和3万余名艺术家先后在这个舞台上亮
相。据主办方介绍，“相约北京”在节目上
将保持“国际精品，国内原创”、在剧场演
出中实行低票价的原则。 为满足观众需
求， 保利剧院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两个
主要演出场所都设置了低票价区域，最
低票价分别为80元和20元。

该活动由文化部、广电总局、北京市
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北京
市文化局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