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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手稿未经授权遭网拍
作家迟子建 12月 2日在微博上透露，自己一份

1995年的 5页手稿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被拍卖，“当时
稿子是应《中国文学》之约写的，拍卖的是稿签连同 5
页手写稿，昨晚出价到 1200元。如果杂志社都这么
干，像我和王安忆这样用电脑较晚，大部分以手写稿
为主的作家，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

迟子建介绍，这个杂志社现在已消失了。“我在微
博上说这件事情，只是想引起大家对当代作家手稿的
注意，而不是要打官司。只是想提醒杂志社和出版社，
在保护作家手稿方面，能保持相互之间的一种信任关
系。”她还说，“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作家手稿流到
了市场上，但我想，如果进行买卖和拍卖，至少要征得
作者的同意。”

点评：当鲁迅书信拍卖到 3万元一个字时，名人
手稿、书信的“拥有者”能不兴奋吗？可你们也要事先
考虑下有无拍卖权呀。

“限播令”反致中国动画片产业畸形
自 2006年 9月 1日起，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全国

各级电视台的频道在每天 17点到 20点不能播出境
外动画片和境外动画资讯节目及栏目，并要求国产动
画片在少儿频道中每天播出量不少于 70%。此后“限
播令”时间范围延长到 22点。
黄金时间不能播放进口动画片，这是否推动了国

产动画片的发展？近日发布的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
产业发展报告 2013》指出，“限播令”未达初衷，反而
导致产业畸形。

蓝皮书指出，在政策执行后的实际播出中发现，
国产动画片播放时段的收视率比进口动画片差了很
多。这对于本来就经营困难的少儿和卡通频道来说，
可谓“雪上加霜”。

此外，“限播令”并没有促进国内动画发展。很多
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采用了极端方式，例如在假期
里全天 12个小时连续播放《喜羊羊与灰太狼》。

点评：如此护短的保护的结果都不可能更强，只
会更弱。没有良性的竞争环境，没有自主选择，只会导
致畸形。

美国教授花 40年翻译《金瓶梅》
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荣誉退休教

授、年近 80岁的芮效卫曾在 1950年走进南京一家
二手书书店，发现了小说《金瓶梅》，后来他花了近
40年时间把这本小说全部翻译成英文。最近普林
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第五卷，即最后一卷。
芮效卫回忆说：“当年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为
能看到色情读物而感到兴奋。但我认为它在其他方
面同样令人着迷。”

芮效卫的这部翻译作品有近 3000页，尾注多达
4400多个。“它不仅是一部翻译作品，还是一部参考
书。”一位学者认为，“它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
的一扇窗。”他正把芮效卫所作的一些注释翻译成中
文。

学者指出，《金瓶梅》远不仅仅是一部性爱小说。
它是中国首部不以神话英雄或军事冒险为题材，重点
关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记录了有关饮
食、服饰、家庭生活习俗、医药、娱乐和葬殡仪式等最
为详细的信息。

点评：《金瓶梅》在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价值是
勿庸置疑的。尽管这本书在国内面向普通读者的道路
还很曲折，看来不妨碍它走向世界的舞台。

短篇小说“零售”贵过长篇
近日，知名中短篇小说家蒋一谈与当当网合作，

推出作品“单篇销售模式”。即蒋一谈的 24部短篇小
说电子书，可以分别单独付费下载。

小说“零卖”后，短篇小说也就成了独立商品，小
说家随写随卖，再不用为“凑书”而焦虑。业内甚至预
言，小说“零卖”可以破除文坛愈演愈烈的“长篇崇
拜”。

事实上，网售单部短篇小说早有雏形。今年 3月，
京东与天下霸唱、那多和蔡骏签约，读者反响热烈。人
们甚至欢呼，短篇小说的春天来了。

不过有读者发现，小说“零卖”的买卖，并不怎么
划算。蒋一谈“零卖”的 24部短篇小说之一《赫本啊赫
本》，电子书打六折之后要 2.99元，而含了 7部短篇作
品的小说集《赫本啊赫本》电子书折后价只有 6.5元。

据观察，目前一部长篇小说电子书定价一般在 2
元至 5元之间，而现在一部“零卖”的短篇的价格可能
就要超过一部长篇的价格，这个定价实在有点贵。

点评：不是短篇小说“零卖”之后身价暴涨，而是
长篇小说定价太低了。就事论事的话，这种销售方式
直接面对读者，比发表在杂志上更能反映小说的受欢
迎程度。如此一来，定价高的话，读者不买账，也没用。

广场舞大妈占领图书馆前空地
近日，江苏南京高淳图书馆在网上发布公告称，

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以及实际情况，图书馆从 11月
25日起开放时间调整为 9：00～17：30（中午开放）。

但是，就在一个月前，高淳图书馆发布公告称：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让广大市民晚间有一个
休闲阅读的场所，高淳区图书馆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
9：00。”当时，这个决定获得了网友的一致称赞，对于
白天上班的人来说，晚上有时间能去看书了。

为何有这样的变更呢？原来，今年以来，广场舞大
妈们看中了图书馆门口的空地，每天晚上 6点开始，
音乐就响起来了，有跳集体舞的，有打太极的等等。

而且新措施施行几天后，就有网友发帖反映称，
高淳图书馆开放时间不科学。“我们天天晚上在图书
馆门前广场锻炼……发现里面经常一个读者都没
有。”

点评：广场舞是市民文化，图书更是人的精神食
粮，“两种文化”不应该有如此冲突吧？其实，图书馆晚
上开馆的事应该试验半年、一年以上，如果真没有一
位读者，只能说是中国人的悲哀了！ （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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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几家欢喜几家愁
姻本报记者 于思奇

“唐风宋韵”陶瓷展亮相
第三届上海浦东文化艺术节

本报讯 11月 25日 ~12月 4日，平顶山学
院陶瓷研究所所长、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梅
国建的作品“唐风宋韵”亮相第三届上海浦东
文化艺术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
中心东海岸艺术空间展出。

展览是由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主办、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承
办的大型展览活动。展览分为两个展区；第一
展区展示梅国建大师的唐花瓷、钧瓷及海上
钧陶等艺术作品 100余件；第二展区展示陶
瓷烧造技艺及唐宋古陶瓷标本。

（史俊庭曹萍）

“爱为她”文学作品大奖赛启动

本报讯 以弘扬正能量、传递真善美为主

旨的首届“爱为她”文学作品大奖赛于 12月 3
日启动。该赛事鼓励全国各民族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用散文、小说、诗歌（歌词）、报告文学的形
式，讲述他、她、它之间的真情故事和动人感
受，诠释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征集时间于
2014年 5月 30日截稿。活动组委会由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艾炜特
电子有限公司联合设立。据介绍，首届“爱为
她”文学作品大奖赛征文活动今后将每年举办
一届。 （郑培明）

《中国科学报》：2013 年的中国电影为何
有如此高速的票房增长？

饶曙光：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
是存在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即当人均国民收
入超过 3000美元以后，一个国家的消费结构
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这会带来一个文化消费
的高潮。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我
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 2770 美元，接近于
3000美元。因此，在最近几年，中国的观影人
群一直在不断增长，“90后”甚至“00”后和“50
后”也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的观众，增加了电影
的票房。

除此以外，中国电影票房的高速增长还
得益于银幕数的不断增长。现在，国内影院的
银幕总数已接近 18000块，其中今年新增的
就有 4500块，而这些新增银幕主要集中在过
去电影资源不足的二、三线城市。而这些地方
的观众，相对来说，会更偏爱国产电影，这就
为国产电影市场的增长提供了空间。

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电影
本身。可以看到，国产电影在创作数量稳定的
基础上，质量不断提升。比如，之前我们的影
片主要以古装片为主，类型单一，同质化趋向

严重。而目前，国产电影在类型多元化上作了
很多尝试：青春、浪漫喜剧、警匪、古装……很
多类型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在稳定的质量保证下，近两年，一些电影
品牌也带动和保证了后续电影的票房收入。
比如，徐峥的《泰囧》、徐克的《狄仁杰之神都
龙王》等等都是在前面的系列获得较好的口
碑下，由品牌效应带动而获得较高票房的。

还有就是电影公司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从前期的剧本编写直到最后的推广营销都越
来越专业化，进一步保证了电影票房的增长。
《中国科学报》：到目前为止，国产电影票

房收入占总票房收入的比例已由去年的 48%
提升到 55%。国产电影为何能在今年同进口
片过招中获胜？是否存在进口片在排档时为
国产片让路的现象？

饶曙光：其实美国好莱坞电影最近总在
游戏化，并没有太大创新。他们以往利用高科
技，只依靠视听奇观来吸引眼球的做法，对中
国观众的吸引力在下降。而国产电影现在越
来越“接地气”，和中国观众的日常生活联系
越来越紧密，所以才能在票房竞争中得到观
众的肯定。

在满足观众需求的情况下，为国产电影
提供更好的放映空间，这是各国通用的做法，
并不是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
《中国科学报》：能否预测下今年中国电

影市场的最终票房收入？
饶曙光：目前已经接近 200亿元了，我估

计最终达到 220亿元是没问题的。
《中国科学报》：最近几年，中国电影票房

收入一直保持着 30%的复合增长，你认为明
年还会有如此高的增长率吗？

饶曙光：我个人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追求
这么高的增长，只要有 20%的增长率就足够
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着力满足差异化的市
场需求。为艺术电影、儿童电影、戏曲电影、少
数民族电影等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空间，优
化中国电影的生态，建立完善的现代中国电
影产业体系。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电影发展
的关键环节。因为光是有商业电影并不能得
到其他国家对中国电影的认同或尊重，而我
们目前院线比较同质化，所以要对目前这种
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有所警惕。

还有，目前我们的国产电影主要还是依
靠票房收入，大多数电影票房占总收入的
80%~90%。而国外电影票房收入只占其总收
入的 30%，剩下的 70%收入依靠包括电视播
映、版权、DVD发行、主题公园等在内的后电
影产品市场。我们也要转变电影经济的增长
方式，发展电影后产品市场，这也是跟国家十
八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发挥
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相契合，才能让
国产电影的增长更有持续性。

青春片：朝气蓬勃

在 2013年的国产电影市场，由《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代》《小时代 2：
青木时代》共同引燃的青春热潮颇受瞩目。这几部
以“青春”为主题的电影，不论是由老将操刀，还是
由新人指导，都在赚足了眼球的同时成了最让人
惊喜的票房黑马。

4月26日公映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
影星赵薇作为导演的处女作，也是其北京电影学
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作。这部改编自作家辛夷坞
同名小说的电影，讲叙了校园里的青涩爱情和纯
真友情以及时光对它们造成的改变。歌坛天后王
菲献唱主题曲《致青春》，为该片增色不少。在光影
的变动和旋律的起承转合间，很多观众沉浸在“青
春”回忆中，助该片获得7.18亿元的票房好成绩。

将“青春”话题延续的另一个新晋导演，是作
家郭敬明。改编自其小说《小时代》的电影《小时
代》《小时代·青木时代》讲述了四个拥有不同价值
观和人生观且感情深厚的姐妹所经历的友情、爱
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该片虽然被人认为是
“奢华”“脑残”，但因把握住了“80后”“90后”的脉
搏，又选在暑期档上映，因此赚了7亿多元的票房。

与他们不同，陈可辛一直是一个作品市场表
现不俗的导演。但是，《中国合伙人》的票房仍然吓
了大家一跳。这个以“新东方”为背景，讲叙年轻人
创业故事的电影在各大企业组团观影风潮的影
响下，最终拿下 5.39亿元的票房成绩。

2013年“青春”电影的火爆让人们意识到，一
大帮正值青春或在追忆青春的人正在走进影院。

“小妞片”：渐成气候

诞生于 2009年的中国“小妞电影”，在今年
的中国电影市场已然蔚然成风。这种情景比较轻
松快活，多以女性为核心，男性充当配角的爱情电
影大都比较时尚化，用浪漫的爱情桥段满足人们
对爱情的种种向往，所以颇受女性观众青睐。

今年，这类投资成本不高的中小成本电影
却势如破竹地拿下了大笔票房。讲叙“拜金女”
弃暗投明终获良缘的《北京遇上西雅图》斩获了
票房 5.15亿元；讲叙“屌丝男”变着法地追求痴情
女艺术家的《101次求婚》获得票房 1.98亿元；由
“小妞”电影代言人白百何演绎的生死恋《分手合
约》获得票房 1.91亿元。

除此以外，国内“小妞电影”第一人、导演金
依萌指导的《一夜惊喜》、国内“小妞电影”鼻祖《非
常完美》的姊妹版《非常幸运》，以及由失忆引发的
浪漫爱情片《被偷走的那五年》也均收获过亿的票
房。不难看出，随着我国商业电影在类型上不断细
分，这类从好莱坞嫁接过来的“小妞电影”早已在
中国电影市场上渐成气候。

本月末，由 2011年“小妞电影”《失恋 33天》
的导演和编剧再次联手打造的该类型电影《等风
来》将登陆“贺岁档”，或许将会再为火爆的国产
“小妞电影”市场添一把火。

警匪片：逐步回暖

自去年 11月警匪片《寒战》上映，一举拿下
2.56亿元票房并获赞“十年最佳香港警匪片”，似
乎让电影人看到了观众对警匪题材影片的留恋。
今年，出品数量异常可观且不乏大制作、大阵、大
明星的警匪片在国产电影市场上如雨后春笋，不
断涌现。

从缉毒题材的电影《毒战》《扫毒》，到以私家
侦探或者警探追凶为题材的《同谋》《不二神探》
《盲探》，再到演绎警匪纠葛的《特殊身份》和还未
上映的《风暴》《警察故事 2013》……这一年国内
电影屏幕上的警察故事可谓主题、形式风格各异。

这些警匪片大都是在香港导演集体北上淘
金的情况下诞生的合拍片。不过，由于起用的一般
是香港的制作班底，只是加入内地的投资和演员，
因此呈现给观众的仍是一部部“港味”浓厚的警匪
片。但是，观看过这些影片的内地观众只要稍加留
意，还是能发现很多为了迎合自己而作的努力。比
如，香港警匪片“大佬”杜琪峰执导的《毒战》就将
故事的发生地设置为天津，还在片中出现军大衣
和茅台酒等内地观众熟悉的元素。

电影人用尽浑身解数来演绎的“可以无法无
天，但不能无情无义”的港式警匪片，也在内地电
影市场收获了良好的票房：《不二神探》票房2.84亿
元、《盲探》票房2.09亿元、《特殊身份》票房1.54亿
元、《毒战》票房1.47亿元……而目前正在热映的
《扫毒》在上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票房就已破亿。
这些足以证明，观众对今年的警匪电影很是买账。

但在接下来的“贺岁档”中，观众是否会对警
匪电影审美疲劳，其又能否“以量取胜”，让我们拭
目以待。

“三高片”：风光不再

2013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大片情结”渐渐褪

去。曾经广受观众追捧的“三高一长”即高含金量
（高投资和高票房）、高科技、高品味且时长不少于
100分钟的电影大片，如今的关注度大不如前。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上映的国产电影中，
投资过亿的仅有 6部。除去仍未上映的由导演冯
小刚指导贺岁喜剧《私人定制》和由两岸三地“电
视咖”携手打造的悬疑武侠片《四大名捕 2》，仅有
周星驰指导的《西游：降魔篇》成绩不俗。

这部取材《西游记》的电影，在保留了玄奘
降伏流沙河妖、猪妖和猴妖的主干情节外，加入
了许多妙趣横生但意味深长的再创作。既有无
厘头电影鼻祖周星驰的搞笑衣钵，又融入了著
名西游小说家今何在独特的思辩与悲情。其中
的经典台词“承受痛苦，享受欢乐，珍惜当下，一
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甚至成了很多观众的“座
右铭”。最终，在 2013年春节档上映的该剧收获
12.3亿元票房，至今仍稳坐今年国产电影的头
把交椅。
相比之下，与其投资额相当的《一代宗师》就

显得有些不济。讲叙一代武学宗师“叶问”传奇一
生的它，是导演王家卫筹备8年之久的功夫电影，

汇集了梁朝伟、章子怡、张震、赵本山、小沈阳、宋
慧乔等众多明星，却最终仅获得2.87亿元的票房。

而另外一部围绕保卫《富春山居图》而展开
的群星荟萃的大片《天机·富春山居图》更是在“筹
备3年，投资高达1.6亿元，3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参
与创作，横跨迪拜、台北、东京、米兰、杭州四国五
地取景……”的情况下，以2.9亿元的票房收场。
下半年上映的导演徐克大片《狄仁杰之神都

龙王》依靠“狄仁杰”的品牌效应，拿到了 5.99亿
元的票房，但相比于其 2亿元的巨额投资，实在不
足以为奇。

文艺片：败走麦城

虽然 201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一路高歌猛
进，但国产文艺片却在这样的背景下屡遭滑铁卢。

9月 19日公映的《团圆》讲叙了一个独自生
活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晚年重回上海，寻找失散
多年的妻子，在自己对团圆的向往中令妻子现在
的家庭产生剧烈震荡的故事。这部由知名导演王
全安指导的作品曾入围第 60届柏林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成为该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的同时也斩
获最佳编剧银熊奖。但今年，该片在国内公映后，
票房仅为 32万元。

多次入围国际影展，并接连斩获第49届台湾
金马影展“亚洲影评人联盟”奖、包揽第七届
FIRST青年影展五项大奖的《美姐》是一部农村题
材的影片。它讲叙了一个山西“二人台”演员铁蛋
儿和邻居美姐母女四人情感纠葛的故事。虽然打
出“2013最美文艺片”的招牌，提出“200亿时代请
给文艺片一席之地”的口号，还在宣传时不惜刻意
放大“性”元素，但该片10月18日公映后，票房成绩
却仍是让人大跌眼镜，最终票房止步于52万元。

11月 8日公映的《有种》是导演张元记录当
下“80后”北漂一族在都市夹缝里生存和成长故
事的作品，在上映前更是被炒作为“王菲的早期奋
斗史”。然而，这部成功挤进“光棍节”档期的文艺
片，成了这场厮杀中最“没种”的影片，第一个败下
阵来。在上映了不到 10天后，它便从全国多地的
影院悄然消失，票房成绩可想而知。

虽然，国产文艺片在国际上获奖不断，但今
年它们接二连三地“败走麦城”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 11月 29日开幕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说，
截至 11月 25日，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已达 193亿元。这意味着在一年一度的国产电影贺岁档大幕开启
前，在多部吸金大片出场前，全国电影票房已远远超过 2012年全年的 170.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国产电影为今年一路高歌猛进的全国电影市场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从 2012年国产电影

全年票房 82.7亿元，占比总票房的 48%，到截至今年 11月 25日的 107亿元，占比超过总票房的 55％，国
产电影在这一年全国电影文化消费上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

在 2013年走出一波好行情的国产电影中，有毫无悬念的精彩，有令人惊喜的黑马，当然也有逆市下跌
的板块。值此岁末年终，我们对国产电影进行一次回顾和盘点。

票房飘红之后
———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

姻本报记者于思奇

文化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