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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映电影票房注水“无一例外”

截至 11 月 13 日，2016 年中国内地总票
房突破 400 亿元大关，比去年破 400 亿元提
前了 19 天。

在电影市场票房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
“票房注水”现象却变得相当普遍。国家电影
专项资金办公室副主任李东表示：“目前热映
的所有票房比较高的影片几乎无一例外都有
票房注水。”

去年上映的《捉妖记》和今年的《叶问 3》，
成为两部最受“假票房”质疑的国产片。后者
仅仅放映两天，就因为涉嫌票房造假，受到国
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调查。最近，
冯小刚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也被媒体爆出

“幽灵场”消息，指其票房作假。
点评：这是以票房为导向的电影市场的

必然结果。当评价电影的唯一标准是票房时，
当一部部烂片都有 10 亿元以上的票房时，无
论是投资人还是电影人，眼里就只有票房而
看不到其他了。

冯骥才批“乡村趋同化”

“还有比糟蹋自己的文化更可悲的吗？！”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近日谈到“传统村落”的话
题时，直斥如今的中国乡村出现同质化、趋同
化。虽然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有了名录，仍然阻
挡不住传统村落的濒危和破坏，冯骥才称，现
在的两大问题是空巢化和旅游化。

只用了 20 年，中国 600 多个城市基本变
成一样了。而当下村落也有旅游为纲、迁走原
住民、开店招商、化妆景点、公园化、民俗表
演、农家乐、民宿、伪民间故事、红灯笼等十大
雷同。冯骥才直言，“如果这么发展下去，再过
十年十五年，五千个村落就会跟六百多个城
市基本一样了”。

“‘我们要留住乡愁’这句话是对的，但考
虑的应该是‘怎么留得住乡愁’，而不是‘怎么
留得住游客’。”冯骥才提出，一是不能让传统
村落的规划都交给旅游部门做，二是地方领
导要谢绝投资和旅游部门的规划。

冯骥才表示，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就
是在时代转型的时候，保证文明不中断，保证
文化得到传承，保证前一代留下的财富能够
完整地交给后人。

点评：本末倒置的乡村旅游，需要改变观
念的不仅是当地人，游客的观念也要改变。除
了晒照片，我们还能晒点别的吗？冯骥才的提
醒针对的不仅是村落，更是现存的所有传统。

蒙古族音乐软件全球“吸粉”150 万

“Ehshig”蒙古音乐 App 是在加拿大留学
的蒙古族女孩舒妮每天都要打开的软件。“这
里收录了几乎所有蒙古语歌手的作品，听着
熟悉的语言和乐器演绎的歌曲，特别亲切。”
舒妮说。在她的影响下，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
同学渐渐接受并喜欢上蒙古族音乐。

“Ehshig”汉语译为“韵”，由蒙克和他的团
队研发。2012 年上线至今，已有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万用户，平均每天在
线活跃用户 14 万人。

蒙克介绍，目前该 App 收录了 1000 多名
歌手的 3 万多首歌曲。该 App 的上线和成功运
作，基于蒙克团队研发的一项全球首创技
术———将竖写的蒙古文字显现于智能移动平
台。“‘Ehshig’是一个纯蒙文软件，我们不仅提供
搜索、分享等功能，还将蒙古文歌词滚动显现。
传统蒙古文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竖写文字，我
们攻克了它在智能移动平台的显现技术，实现
了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立体传播模式。”

点评：对于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新媒体
会是一剂良药吗？至少这款蒙古音乐 App 提
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锦绣未央》被指抄袭 219部作品

自 11 月上旬开播以来，围绕古装剧《锦
绣未央》原作涉嫌“抄袭”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这部改编自小说阅读网站“潇湘书院”作者秦
简小说《锦绣未央》（原名《庶女有毒》）的作
品，早在 2013 年前就被指涉嫌抄袭。数十位
志愿者，经过三年时间一章章整理比对，发现
这部 294 章的小说，仅有 9 章为原创，其余章
节涉嫌言情、科幻、历史等 219 部书目的抄
袭，其中包括二月河的《乾隆皇帝》、琼瑶的

《梅花烙》、江南的《九州缥缈录》等。据推测，
这样大量抄袭是用了“写作软件”。

一位志愿者认为，整本《锦绣未央》的框架、
人设、主线支线都扩写自一部 2008 年的小说

《长歌天下》，“甚至人名、地名都懒得改”。
不过，当《锦绣未央》首次被读者爆出涉

嫌抄袭时，秦简称网友列出的证据“根本就是
修饰性词语，在任何一个作者文中都能找到
类似的话”。许多网友将小说和被抄袭作品对
比内容做成“调色盘”后，秦简坚持声称全书
情节基本原创。

点评：过去是网文被盗，作者大吐苦水，
现在有了“写作软件”，读者成了“受害者”。剧
情反转之快令人瞠目。

西洋镜

最近，如果走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的爱知县丰桥
市的大街上，你也许能看到一辆特别的电车，电车
内大红灯笼摇曳，车厢里一片欢腾，乘客们端着大
杯啤酒，大口吃着热气腾腾的关东煮，如同一个“行
走的路边摊”。

这就是丰桥市每年冬天都会运行的关东煮电
车，今年已经是它运行的第十个年头了。电车内装
饰有暖色调的窗帘、红灯笼。除了关东煮外，还提供
啤酒、下酒菜等多样食品。在冬季的丰桥市，它早已
成为大街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今年运行的关东煮电车将一直持续到明年 2
月 28 日，平日里每天一班，出发时间是 18 点 25
分，但在周三、周六、周日和其他节假日还将安排一
趟 11 点 57 分出发的午间班次。电车往返一次大约
花费 1 小时 20 分钟。要想搭乘这趟电车，花费可不
便宜，每人需要支付 39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239
元。电车也可以团体租用，只要不超过 28 人即可，
费用为 10.3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320 元。虽然价格
不菲，但关东煮电车还是一票难求。到目前为止，今
年年内的名额都已售完。明年 1 月至 2 月的座位，
需要打专线电话预定。

2007 年，为了吸引新乘客，丰桥市在短短四五
公里的市内线路上开通了关东煮电车。这个想法是
受到此前开通的夏季啤酒电车的启发。夏季啤酒电
车于 1993 年夏天开始运行，也是丰桥市每年的固
定节目。当时，乘客中有人提议：“冬季里也搞点什
么活动吧！”说到冬天，当然就是关东煮了。于是，关
东煮电车便诞生了，此后一直火爆至今。

这个月，国内刚刚经历了“双十一”的剁手狂
欢，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是一片热闹的购物景
象。今年，除了传统的“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之外，紧随而来的“网络星期一”（Cyber Monday）也
同样引发了人们的网购热潮。美国时间 11 月 28
日，全美各大零售商展开网络优惠，让消费者抓住
感恩节购物季的尾巴，继续享受购物的乐趣，也使
得今年“网络星期一”的打折力度、民众参与度和成
交额均创历史新高。

根据 Adobe Digital Insides 的报告显示，今年的
“网络星期一”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网络购物成交额
最高的一天，单日成交额至少达 33.6 亿美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 9.4%。报告显示，从美国时间 11 月
28 日凌晨到早上 10 点，网上购物的成交额就迅速
攀升至 5.4 亿美元，其中有 38%的网购消费者是通
过手机来购物的。

大型连锁超市沃尔玛在“黑色星期五”当天，就公
布了“网络星期一”的促销活动。免费邮寄、无须排队
等候、足不出户就能货比三家、优惠的打折力度，这都
是吸引越来越多消费者加入网购大军的原因。但同
时，仍有不少美国消费者认为，买东西还是要看得到、
摸得到才放心，网络购物带来的网上支付和物流退货
等环节也让他们感到陌生，所以还有一些人对“网络
星期一”持观望态度。美国一家网站的调查问卷显示，

有接近 50%的民众表示，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的购
物是为了给亲友赠送礼物，“网络星期一”的购物则是
为了给自己挑选心仪的商品。

为何在“黑色星期五”仅仅过去两天后就设置
“网络星期一”活动呢？维基百科上对此的解释是，
一家调查机构 comScore 发现，人们在“黑色星期
五”后回到工作中，依然会在网上继续购买商品，并
在周一达到顶峰。于是，商家开始抓住这个机会促
销，并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网络星期一”。

（栏目主持：艾林）

美国民众“网络星期一”买买买

日本民众乘坐关东煮电车吃吃吃

《锦绣未央》剧照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年末的大
屏幕终于恢复了一些生机。但是，今天
笔者要推荐的不是《奇异博士》《神奇
动物在哪里》《海洋奇缘》，也不是《我
不是潘金莲》，实际上，它并没有出现
在大屏幕上。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有必
要先讲一讲一位老人的故事。

他是英国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
登堡，今年 90 岁，1985 年被授封为爵
士。60 多年来，他一直战斗在制作自
然历史纪录片的最前线，见证了地球
历史上变化空前的一个时期。他也因
此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长
的人，几乎亲身探索过地球上已知的
所有生态环境，对自然世界直接深入
的观察要多于任何人。可以说，有很
多人是看着爱登堡的纪录片长大的。

自 1979 年起，他策划、撰稿并实
地实时主持“生命三部曲”，成为了自
然历史纪录片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此
后，他的每部作品都标示着其极为鲜
明的风格———它们都有着有趣的故
事和精美绝伦的影像，再加上老爵爷
充满热情、妙趣横生的实地解说。

10 年前，老爵爷执导的《地球脉
动》在 BBC 首播，它也是当时 BBC
设置成本最高的一部纪录片。《地球
脉动》对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作了一次
权威性观察。动用高画质摄影，革命
性的超高速摄影机，以及细腻的空中
卫星定位，使镜头能够捕捉到地球上

最瑰丽神奇的画面。正是运用了这些
尖端拍摄技术，摄制组才能将视野扩
展到这个星球上最难到达的区域，并
与那些最可爱、最野蛮、最难得一见
的动物亲密接触。

10 年之后，中国的观众和全世
界所有老爵爷的粉丝一起，同时收
看到了《地球脉动》第二季。在技术
上，《地球脉动 2》 同样采用了超前
思维，在 3 年的拍摄过程中采用了
超高清 4K 摄影机拍摄，同时使用
了无人机和远程控制拍摄技术。

在豆瓣电影，网友们奇迹般的给
出了接近满分的评价———“没有特
效，没有常见的剧本，没有大牌明星，
只有生猛的自然与勇敢记录这生猛
自然的人类！这是迄今为止我看过的
最精彩的动物纪录片。”“每一秒都不
愿意错过，美到不能呼吸。”

所以，这才是 2016 年年末献给
观众的最大惊喜。

老爵爷曾经说过：“自然世界是澎
湃激情最大的源泉，是视觉之美最大
的源泉，是智慧兴趣最大的源泉。她是
一切丰富壮丽的生命之源，正因如此，
她让我们的生命值得体验，不枉此
生。”也因此，尽管了解、喜爱自然纪录
片的观众依然数量有限，我们仍愿意
将大自然最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最大
程度地推荐给屏幕前的你。 （朱香）

（相关图书报道见第 6版）

“网络星期一”同样引起网购狂欢

日本爱知县丰桥市街头的关东煮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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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2016 年被看作智媒元年，智媒时代由此开
启。11 月中旬，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与腾
讯网·企鹅智酷联合共同发布了《智媒来临和人
机边界：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2016）》（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主张，以人为主导的媒介形态开
始被打破，各种智能物体及新技术的交互融合，
推动传媒产业链的新变革。传媒业原有边界正
在被消融，一个极大扩张的新版图在博弈中逐
渐形成。

面对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媒体生态环境，
你准备好了吗？

机器写稿，抢记者饭碗？

所谓“智媒”，顾名思义，指的是人工智能与
媒体的全新融合与碰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彭兰指出，未来智媒时代包含以下三
大特征：万物皆媒、人机共生以及自我进化。

中国传媒大学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秘书
长、新媒体研究院硕士生导师王昕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媒”指的其实
是一种数字媒体的特征。“智能化的来源被大
多数人认为是数据化，而如何利用大数据成
为了媒体运营的一个重要技术，也就是说，对
智能化的强调，增加了传统媒体的竞争维度，
原来强调的是内容生产能力，现在更要关注内
容的分发功能，所以智媒的核心意义在于将技
术纳入了未来媒体竞争的格局之中，给媒体带
来了一种‘增维竞争’。”

毫 无 疑
问，智媒革命
将给整个新闻
产业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
彭兰解释说，
过 去 新 闻 靠

人工采集，而未来信息的采集有可
能越来越多地通过机器的方式自
动完成，包括新闻的写作这样的生
产过程。

机器写作在过去的两年间已经
不再是新鲜话题，从 Narrative 公司
到美联社、华盛顿邮报、路透社、
Facebook，从 Dreamwriter 到快笔小
新、Xiaomingbot，媒体平台与新闻从
业者都正在对其愈发熟悉。

就目前来看，机器写作仍处于
初级阶段，以写股票信息、天气预报
和体育赛报等数据性较强的事实类
报道为主。就财经机器人写作数据

来看，2016 年度第一季度 400 篇，第二季度
24000 篇，第三季度达到 40000 篇。尽管创作者
及读者对机器写作的判断力及创造力有所担
忧，但其突飞猛进的数量已经证实机器写作的
未来发展潜力。

彭兰指出：“4 万篇这样的稿子可能随时出
现在你的视野中，但是并没有谁意识到它们的
存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写作会在更大
的层面、更广的层面推动人和机器在新闻写作
方面的合作和进展。”

对于智媒是否成为未来媒体的典型样态，
王昕表示目前尚不可定论。他解释说：“媒体的
发展不止与技术相关，媒体还是代表社会的基
本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社会公器，而现阶段智
媒强调的是适应个人需求，追求商业价值；不同
类型的媒体，满足不同的需求，在未来社会中都
是需要的，技术和内容的博弈，永远只会此消彼
长，不能轻言颠覆和替代。所以我认为，只能说
智媒是未来媒体的一种形态，至于是否是典型
类型，目前言之还过于武断。”

个性化和人性化，谁更重要？

报告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81.5%
用户日均使用移动终端时间在 1 小时以上，每
日使用时间在 3 小时以上的用户超过 46.6%。
其中，新闻类网站及客户端仍然是移动用户看
新闻的首选。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应用作为新闻
渠道的比例达到 49.4%，接近半数，超过传统媒

体。更出人意料的是，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用户
对于门户网站、个性化资讯客户端以及社交应
用、自媒体的信任度，超过包括电视、纸媒在内
的传统媒体。

从年龄偏好来看，对热点新闻的偏好程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50 岁以上的群体最爱
看热点新闻；而年轻一代则更偏好自己个人的
兴趣内容，并随着年龄降低这种趋向越明显，19
岁以下用户程度最为明显。并且年轻人更倾向
于使用社交应用来获取新闻。

抓取用户以往阅读习惯，通过算法进行兴
趣内容推送，可以说已经在各大内容平台普及。
个性化的资讯客户端颇受用户欢迎，但同时，关
于定向推送是否会带来视野和阅读面愈发狭窄
的讨论近来也非常热烈，不少用户对此表示不
满。算法的优化和提升会决定未来用户真正得
到个性化的满足。彭兰分析说：“如果算法出了
问题，或者说算法只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层面
上的时候，也许有一天这样个性化的推送会被
我们的用户所排斥、抛弃。”

对此，王昕则强调“人性化”比“个性化”更
加重要。他指出，所谓的信息“个性化”不一定是

“人性化”，“每个人的阅读行为，既有延续性，也
有随意性，本身就非常多元。你每天必须要了解
的信息，与你真正感兴趣的信息很可能是有差
异的。所谓个性化，只能通过分析你的阅读行为
来进行内容分发定向，而其实不能洞察行为背
后的用户心理，所以，也许推送的内容符合个
性，但未必符合人性。”

“与此同时，新闻的价值在于对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社会动态进行大规模传播，其本身是一
个中性词，不一定也不应该仅仅以用户的个人
兴趣来框定传播范围。所以，从这两点来看，个
性化新闻的适用性一定是小范围的，概念大于
实际效果。”王昕说。

VR、AR，是否适用于新闻？

尽管直播新闻已经带给了观看者较好的现
场感，但未来相较于“看新闻”，新媒体对用户更
有吸引力的方式将是进入现场感知新闻，通过
网络直播或者 VR、AR 的方式来获得“临场感”
或“进入感”。

如今，各大网络巨头纷纷布局未来的 VR、
AR 发展空间，而这对于新闻业的影响也显而
易见。彭兰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
可以自主获得看待、分析时间的角度，“AR、VR
技术可以让人 360 度沉浸到现场中，这种沉浸
感不仅仅是身临其境感，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用
户在新闻现场自主地获得观察角度，会产生你
所见即你所得的最终结果。所以，这可能对我们
未来的新闻业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王昕对于 VR、AR 与新闻业的结合则持
保守态度。他分析说，VR 作为一种沉浸式传
播的技术，强调塑造用户的参与感，毫无疑
问，可以在新闻中增加报道的震撼性效果。

“但 VR 本身具有较强的娱乐化印记，在某些
新闻体裁中未必适用，如战争、地震等，过于
身临其境，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恐慌。而且
新闻强调的是真实，VR 模拟的过程本身就是
一个信息加工再现的过程，如果控制不当，很
容易影响真实原则，所以从现在的发展而言，
VR 更加适用于商业和娱乐，而未必适用于新
闻领域。VR 更加适用于新闻纪录片，对尘埃
落定的事件进行精细化勾勒，而不适合强调
效率和准确性的新闻报道。”

郭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