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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代笔是又一潜规则则则？？？

这两天，方舟子质疑韩寒作
品“代笔”之争如火如荼，在这场
纷争中，金牌编剧海岩不幸“躺着
中枪”，有人爆料这位文学多产的
大饭店老总，其作品《五星大饭
店》竟然是找人代笔。

日前，有实名认证用户“田
博”发微博称“本人及编剧赵立
志”是海岩《五星大饭店》的代笔，
同时公布了“海岩修改本人电子
剧本的笔迹”的照片。田博表示，
自己此举，是“为呼吁影视行业枪
手实名化”。26日，海岩通过媒体
发表声明，对《五星大饭店》的创
作始末进行说明，否认曾找人代
笔。海岩在声明中称，“《五星大饭
店》的创作，是我听人建议，第一
次尝试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写作剧
本，即由我把故事、场景、细节及
台词一一口述出来(每集剧本内
容大约需要口述三小时)，找个大
学生用电脑做记录，我再在记录
稿上修改。”声明中说，制作公司
当时选择了田博和赵立志记录海
岩的口述。这种方法试验一段时
间后感觉效果不好，海岩就改为
自己直接写了。

真是不“扒”不知道，一“扒”
吓一跳，身兼数职的海岩，竟然能
有时间创作出那么多的文学作
品，本来就很让人怀疑，《五星大
饭店》代笔人出来爆料，将疑团揭
开。联想到韩寒代笔之争，让人不
由打了个寒战：有多少代笔，还在
迷惑着我们？

针对此事，有同行不以为意
地说：娱乐圈代笔，已经是潜规则

了！韩寒的才气，一直为我所崇
拜，刚刚还拜读了他的新书《青
春》，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位青
年才俊，所出俊文，皆为其父代
笔。方舟子之“韩寒系包装的产
物”，起初更令俺不齿。但按照潜
规则的理论，谁是真正的韩寒？也
许犹如海岩，是田博和赵立志等
一些陌生的名字，韩寒也不是韩
寒了！

娱乐圈代笔现象，也不是什
么新鲜事。早年一拥而上的明星
出书潮，很多就是找人代笔，据说
催生了一群职业代笔人，让一群
文学青年以文养文，挣点外快。一
线艺人哪有时间写书？读者们起
初还引发“亲笔”还是“代笔”的追
问，后来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
怪：明星请人代笔，要的是有文化
的光环，读者买明星的书看，是看
八卦，也不是看文学作品，还算各
取所需。明星出书，是一种应景的
产品，成为书市的“速朽品”也就
在情理之中了！

如今，代笔之风大有蔓延之
势，竟成了娱乐圈的又一个潜规
则。作家可以是找人代笔包装出
来的，著名编剧也是别人帮着编
的，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就海岩

《五星大饭店》来说，“代笔”确有
其事，虽说是口述实录，但咱这些
码字的都心知肚明，口述和写作，
差了远去了！为什么一个如此优
秀的作家，会走向“代笔”之路？究
其原因，娱乐圈之功利和浮华，似
乎促成了“代笔”的现象：试想一
下，《五星大饭店》如果不冠上海
岩的名字，会有多少人关注？会卖
出高价吗？我一直觉得海岩近年
的作品，少了很多精彩，早年的

《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永不瞑目》《玉观音》是多么精

彩，多么扣人心弦！而近年，不论
是《舞者》还是《五星大饭店》，尽
管有海岩的金字招牌，却难以打
动读者。

由此看来，被“代笔”所害的，
不仅是消费者，还有作者本人，就
像海岩声明中所说的：“当时选择
了口述这种方法，感觉效
果不好，就改为自己直接
写了。”这哪是效果不好的
问题，简直是毁了海岩的一
世英名！如今，娱乐圈动辄
冒出个高产的金牌编剧，
是不是“代笔”咱不下结
论，但水准在下降是不
争的事实，鱼龙混杂，
严重注水。不难想象，
如此下去，创作者不是以
好作品打动读者或是观
众，而是以人名糊弄大
众，只会导致行业水准
越来越劣质。

代笔是娱乐圈又
一潜规则？但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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