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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著名名抄抄袭袭小小说说拍拍成成热热播播剧剧，，呵呵呵呵
我省报告文学再添力作

《信信仰仰无无价价》

引引发发热热议议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11月21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和
省作协共同举办了长篇报告文
学《信仰无价》研讨会。《信仰无
价》是省作协专业作家杨文学
根据“时代楷模”赵志全的先进
事迹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优秀
企业家赵志全生前勇于创新、
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信仰无价》是省作协重点
策划扶持打造的一部优秀长篇
报告文学。2016年，作家杨文学
到临沂深入生活8个月，潜心采
访创作而成。报告文学再现了
赵志全用27年时间将山东鲁南
制药集团建设成为年缴税10亿
元的现代化企业，带动老区群
众脱贫致富，这位“齐鲁时代楷
模”艰苦朴实、高风亮节，在身
患重病的情况下仍呕心沥血执
着于事业。山师大教授、省作协
副主席李掖平认为，这部作品
与《哥德巴赫猜想》和《南京大
屠杀全纪实》一样，最接近于报
告文学的本质。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报告
文学屡获佳绩，推出了《中国民
办教育调查》《国家记忆》等反
映时代重大主题的作品，先后
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鲁迅
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师文静

近几年，网络小说改编剧
成为影视产业的重头戏，但不
少火得无以复加的超级大IP
都被爆出涉嫌抄袭，从《花千
骨》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再
到《庶女有毒》无一幸免。这些
小说的作者少则抄了数十部，
多则抄袭200多部小说。其中

《庶女有毒》尤甚，能把多部小
说的精彩文字为己所用，不禁
让人怀疑，网络文学造假产业
链之严重，难道它存在方便抄
袭的技术手段？要不然一个每
天更新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
写手，怎么能有时间阅读几百
部体量庞大的网文，且还能从
中摘取自己想要的精彩文字
呢？

涉嫌严重抄袭的《庶女有
毒》，在网上早就声名狼藉。从
三年前开始，就有很多眼里容
不得沙子的网友举报该小说
的抄袭章节。截至今年7月，网
友陆陆续续鉴定出该小说除
第9章不是抄袭以外，其余章
节基本靠照搬其他小说片段
拼凑而成。但就在网友举报的
过程中，这部小说却被顺利售
出版权，顺利投拍，顺利播出，
一路畅通无阻。对无数网友抵
制抄袭的呼声充耳不闻，这种

无视知识产权法的事情就是
发生了。

《庶女有毒》涉嫌抄袭事
件被网友举报多年了，出版
商、电视剧投资制作方也应该
有所耳闻的，但却被视为珍
宝，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

金来打造超级大剧，并随时热
炒该剧，这些人对著作权的漠
视程度让人吃惊。据称，很多
制片方甚至认为抄袭小说自
带热点话题，可以省不少宣传
费，这是何等无耻！

在这些抄袭小说风光无

限的背后，却是无数写作者劳
动成果被剽窃的痛彻心扉。实
如编导张洲所说：万箭穿心。
那为何被侵权作者不诉诸法
律呢？告状成本太高，是很多
写作者维权难的主要原因。
据报道，编剧李梅状告“三月
暮雪”小说抄袭其作品《红颜
沧桑》，在大面积抄袭证据确
凿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抄袭1
万余字，共判赔1050元。李梅
搭进去一年多时间和无数财
力，最后所获赔偿寥寥。正是
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多看不
下去的网友开始众筹资金为
被《庶女有毒》抄袭的作者打
官司，一些业内大咖也助力维
权，希望能推动著作权保护有
所进展。

本月11日，国家版权局发
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
版权管理的通知》，被认为在
保护著作权方面意义重大，能
从源头上防范网络文学侵权
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被侵权作者能有底气
为自己的著作权打官司；那些
出版商、影视投资制作方不被
暴利遮蔽双眼，断了抄袭者的
后路。法律能够真正保护网络
文学，才能让网络文学走出抄
袭、复制、雷同的现实怪圈，真
正提升文学的原创能力。

天天娱评

近日，古装剧《锦绣未央》开播，原著小说《庶女有毒》涉嫌恶意抄袭事件再次被推至前台。根据
“言情小说抄袭举报处”统计，《庶女有毒》竟然抄袭了200多部网络小说，很多为整章节复制，且故事
主线和支线框架都在照搬其他小说，可以说是一部网络抄袭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一部拼凑作品能
被改编而播出，甚至该小说作者秦简在被网友扒皮后新作仍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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