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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书书榜榜””，，让让我我们们读读书书还还是是看看脸脸

师文静

最近一个名为“亚洲好书
榜”的榜单揭晓，看榜单名号大
得吓人，怎么也得是代表亚洲
的作家才能上榜。但深入了解
才发现，这是个“粉丝力量引领
畅销”的榜单，卢思浩、苑子文、
苑子豪、沈熠伦等“小鲜肉”作
者们齐齐上榜，获得关注的作

品则是《穿越人海拥抱你》《我
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爱是一
种微妙的滋养》等治愈、励志鸡
汤文。在这种榜单里，“书”或

“文学”已被深度娱乐化了。
这两年“小鲜肉”不仅霸屏，

在图书市场也有不少“崛起者”，
这批作家与传统畅销书作家不
同，后者的畅销确实是其作品符
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他们的名气
是靠作品质量打造出来的。而

“小鲜肉”作家们的走红则复杂
多了，他们在写书之前不少已是

“网红”，博取眼球的方式也是五
花八门，一言以蔽之就是时下流
行的注意力经济———“看脸”。无

论他们的书水平多低，在这个
“颜值”打天下的时代，随随便便
也能卖几百万册。

这批作家的书以青春文学
为主，说得好一点儿是暖心、治
愈系故事，说直白点就是矫情，
大部分属无病呻吟。他们的作
品中标榜的是奢侈品、外貌、享
受甚至刺激混乱的青春等符
号，鸡汤喝多了，有“中毒”的可
能。“鲜肉”们跨越到作家行列
延续了网红的营销特点：书中
全是他们的硬照，与其说是看
书不如说是看人；他们做代言、
卖面膜、出席活动，摆的是明星
气派，不仅化妆，还穿奢侈品牌

炫富；甚至有的作家天天靠“卖
腐”维持关注度；他们的签售其
实是粉丝见面会，被众星捧
月……他们称得上作家吗？很
多人存疑。给他们的作品一顶

“好书”的高帽，进入“亚洲好书
榜”，他们能承担得起吗？

当下，社会给予这些鲜肉作
家们的关注实在太多了，从而也
催生了各种乱七八糟、名不副实
的图书排行榜。他们获得的荣耀
和利益远远大过那些勤勤恳恳、
呕心沥血在创作的作家。那些有
实力的写作者们，一辈子都不见
得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想来挺悲
哀的。最近一段时间，横扫各大

电视节、电影节奖项的小鲜肉明
星们备受诟病，也是因为大家还
没有看到他们有着与这些荣誉
相匹配的作品。

在泛娱乐时代，真是什么
行业都可以造星，图书业造星
也成为文学消费中的重要现
象。随着阅读的粉丝化、娱乐
化，相信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也许会有更多奇葩、标新立异的

“作家”出现，当然也可能会有更
多机构给他们颁发更雷人的奖
项。只能奉劝粉丝们，再怎么被
营销吸引，再怎么追星，在读书
这件“高贵”的事情上，还是要保
留点儿水准、志气和品位。

本报讯 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鲍勃·迪伦表示愿意参加12
月份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其经
纪人表示，迪伦还希望再次到
中国演出。

10月29日，英国《每日电讯
报》刊登了对鲍勃·迪伦的专
访。用这位美国著名唱作人的
话说，“如果一切条件允许的
话”，他“绝对”想参加颁奖典
礼。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
达尼乌斯称，迪伦在10月25日
与她取得电话联系，称他“当
然”会接受这个奖项。文学院网
站发布一份通告称，两人通过
电话聊了15分钟。迪伦表示，获
诺贝尔奖的消息让他一时语
塞，“我感到难以置信。”

当晚，迪伦北美以外地区的
经纪人巴里·迪肯斯告诉《中国
日报》，鲍勃·迪伦想在将来重游
中国。他与迪伦共事长达25年。

“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巨大的殊
荣。他之所以在获奖之后保持沉
默，只是因为他习惯安静、不喜
喧哗，他不想追求名气。”迪肯斯
在电话采访中说道。

这位75岁的音乐家曾在
2011年4月到北京和上海举办
过巡演。他的听众大多数是中
国音乐人，以及那些成长于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听着美国摇
滚和民谣长大的人。

迪肯斯说：“迪伦对中国之
行十分感兴趣。他喜欢在不同
的地方演出，和不同的人分享
音乐。我们也曾到越南进行表
演，2011年的中国之旅令我们难
以忘怀。”他还说，“到中国巡演
意义非比寻常。当你要把一种完
全不同的文化带到一个国度时，
总要面临一定的挑战。如果听过
中国的音乐，你就会发现，它跟
西方的音乐大相径庭。”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每人
可获得800万瑞士克朗（约合629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陈婕）

跨界并购影视传媒
减少到个位数

资本市场向来不缺乏故
事，影视行业的并购也曾精彩
纷呈。据《证券日报》报道，
2014年上半年45起影视并购
案中，跨界并购成为一大特
点，45起并购中有19起为跨界
并购，发起收购的包括食品、
制造、旅游、互联网等行业上
市公司。

然而，这样的风潮逐渐
发生改变。据Wind资讯数据
显示，2015年至今年5月，跨
界定增并购互联网金融、游
戏、影视和VR四大行业的上
市公司只有1 7家，这其中标
的属于影视行业的并购只有
8起。

就在今年10月还接连发生
两起上市公司终止的案例。10
月25日汉鼎宇佑公告的重组方
案就放弃了并购何炅、黄磊、周
迅等明星股东入股的宇佑传
媒。而属于制造业的华东重机
也在10月公告称，拟收购两家
影视传媒类公司100%股权的
条件不够成熟，决定终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在业内资深人士看来，这
些现象与二级市场的监管环境
发生变化密切相关，并购重组
失败率相比过去两年高了，加
之影视行业处于调整期，跨界
并购重组影视标的必然受到牵
连，不过轻资产的文化创意领
域仍会是未来两年上市公司并
购所关注的。

长城证券并购部总经理
尹中余告诉记者，今年6月以
来并购重组失败率明显升高，
跨界并购影视标的遇冷只是
冰山一角。业内研究人士指
出，影视传媒类并购通常具有
高估值、高业绩承诺的“双高”
特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这类并购在监管审核中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尹中余更是
表示，不少跨界并购影视标的
并非是真的“转型”，“在监管
收紧之前，我认为70%以上的
上市公司跨界并购影视是为

了炒二级市场的股票，为市值
管理服务，而这样的动因正是
监管层要严打的。”

艺恩资本管理合伙人肖晗
告诉记者，在2013年—2014年，
一些投机资本进入影视行业，
监管审核趋严是“挤泡沫”的过
程，“现在影视行业处于调整
期，并购也要从投机向专业性
并购转变。”

泛娱乐类文化公司
或成跨界并购热点

上市公司跨界并购影视标
的遇冷，事实上也是资本市场
对影视行业冷暖的感知。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票房
增速放缓，华谊兄弟、光线传
媒等影视龙头股股价承压，此
外，新文化、万达院线等公司
的股价跌幅也不小。业内龙头
华谊兄弟今年上半年净利同
比下滑近四成，三季度更是通
过减持掌趣科技的股份来“撑
场面”。

不仅是跨界并购，行业内
的并购也频频遇阻，唐德影视
收购范冰冰的爱美神公司被叫
停，万达院线中止对万达影视
和传奇影业的并购……

市场低迷，那么在未来的
并购重组中，影视公司价值如
何？知名科技文化投资人曹海
涛表示，他依然看好影视行业
的发展前景，甚至认为现在是
低价布局影视公司的良机，“影
视行业有一定的周期性，有蛰
伏期，明后年仍会冲高。”肖晗
也认为，经过前两年爆发式的
增长，影视行业目前剩下的能
够并购的优质资产较少，“影视
行业公司成长需要过程，但整
合是必然趋势，行业内的并购
会更多。”

对于未来上市公司跨界
并购重组影视标的的趋势，曹
海涛认为，多元化业务发展的
泛娱乐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
争抢的对象，“以前并购纯粹
的影视公司比较多，但未来上
市公司的目标应该是具备一
定生态圈的泛娱乐类文化公
司。” （盖源源）

跨跨界界并并购购影影视视公公司司出出了了““蜜蜜月月期期””
监管收紧“挤泡沫”，并购从投机回归理性

天天娱评

近两年，随着影视行业的飞速发展，影视传媒类资产的并购、
重组成为市场引人关注的现象。然而，从2015年到今年5月，上市公
司跨界并购影视标的数量锐减。就在10月，又接连发生两起上市公
司终止跨界并购影视标的的案例。

鲍鲍勃勃··迪迪伦伦

或或开开启启中中国国巡巡演演


	A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