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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出书热

目前，图书出版界出现了“自媒
体出书热”。博客、微博、微信等平台
的自媒体中，活跃着一大批自媒体
人，他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粉丝
量后，“我要出书”便成了首选。

在知名自媒体人咪蒙的微博
上，新书的宣传图被放在了最显眼
的位置。这本名为《我喜欢这个“功
利”的世界》的图书，在几个月前的
预售中，曾创下1分钟卖出1000册、4
小时卖出5万册的成绩。时至今日，
此书仍然活跃在多家图书电商的热
卖榜上。

与咪蒙一样，越来越多的自媒
体已经或正在出书。从较早的罗辑
思维，到六神磊磊、深夜谈吃、二更
食堂等微信公众号，结集出版已然
是象征自媒体“江湖地位”的标志之
一。

对出版社而言，要考虑图书的
市场需求、图书的内容和质量是否
符合读者的需要，而成功的自媒体
经历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读者群
体相当可观和稳定，因此，出版社可
以预估图书的出版前景，并有针对
性地进行推广和宣传。这是出版社
选择自媒体出书的主要原因。

故事类、励志类图书虽然在图
书市场上已成俗套，但在现阶段，故
事、励志等“心灵鸡汤”类的内容仍
然会得到出版社和读者的青睐，而
自媒体人出书的内容主要也是以这
类通俗的、大众的、流行的、有粉丝
支持的图书内容和快餐化、消费化
文字为主，这其中涉及励志、情感、
社交、娱乐、旅行、DIY、理财、美食、
养生，甚至有广告软文等。

但是，如今的自媒体出书热中，
利益驱使下的复制、雷同、重复出
版，制造快消品式的浮躁化、泡沫化
的现象也越发严重。有文化评论说，

“在自媒体迅猛发展、写作和出版高
度普及的时代，写书的人增加的速
度无疑超过了看书的人。但我们要
清醒地看到，其中不少人只是用一
些书来制造另外一些书。这需要看
书人有一双分辨良莠的明亮眼睛。”

自媒体出书的内容，主要来自
于其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的阅读
素材，但是，目前博客、微博、微信公
众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带上了营
销、推广、宣传、盈利的功利色彩，而
且大都流于浅层次碎片化阅读，原
创力匮乏。读者订阅自媒体是希望
看到书写日常经历、生活感悟、大众
关心的话题，但现在好多微信公众
号的内容基本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模
式，选择一个热点话题，复制几篇文
章，再粘贴一下，改个格式，一篇微
信推送就完成了……

据报道，一些靠阅读量挣钱的
娱乐类、美食类、科技类自媒体不仅
充斥着许多软文和软广告，也存在
着严重的“注水”“刷量”现象，甚至
公众号的阅读量可以“网购”……这
样的公众号的内容，让人根本无法
从中获得阅读快感，更不要谈什么
领略文字之美了。应该说，自媒体写
作者自身就十分浮躁，钻的也是当
下社会文化浮躁情绪的空子。

如今自媒体人扎堆出书，如果
联系微信公众号阅读中的种种问题
来看，这些自媒体人出版的图书，在
文化品质、精神含量、思想格调、审
美趣味、艺术特色等方面究竟怎样，
不能不让读者和评论界产生大大的
疑问。这些书在图书市场将持续畅
销，还是昙花一现，都是未知数，读
者期待不必太高。

【所谓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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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各家电视台
和网站纷纷亮出2017年电视
剧菜单。伴随着大剧频现，
2017年电视剧的购剧价格一
路飙升。

据了解，2016年江苏卫
视投入15亿元用于购剧，浙
江卫视的购剧预算达到20亿
元，较此前翻了三倍，而东方
卫视影视剧中心对外公布采
购 经 费 较 前 年 增 加 了
35%……

伴随着买剧大战，2016
年，国内影视演员片酬呈爆
炸式增长，其中一线演员以
单剧5000万元打包价起步，
而有的当红明星片酬更是突
破亿元大关，以至有人戏言

“如今能跟房价涨幅比拼的
只有一个，那就是演员片
酬”。

为什么购剧价格一路飙
升？为什么演员片酬疯涨？这
主要是源于广告商家在其中
的强势话语权。广告商家看
重的是明星的号召力和可以
直接转化成购买需求的可能
性。因为大明星参演，他们有
市场号召力，会让剧的卖相
更好。还有，视频网站推崇

“IP剧”模式，青睐年轻明星，
这些年轻明星虽被冠以“面
瘫演技”，但却被视频网站视
作“流量担当”，由他们主演
的电视剧，往往都能赢得超
高点击量……

应该说，电视剧制作是
有其自身内在规律乃至规则

的，即使生产电视剧需要考
虑艺术和商业的关系，需要
考虑市场和受众，但在商业
利益面前，它们便都不再是
规律、规则，市场的逻辑和原
则取代了一切，成为艺术的
决定力量，而当艺术的力量、

艺术的需求和艺术的属性被
消解之后，则只剩下赤裸裸
的商业文化的特性，于是，商
业利益、市场原则就成了规
律和通则，有的电视剧制作
者就直截了当地说：“说到
底，做剧、卖剧是一门生意，
而并非只是为了艺术。”

针对电视剧市场这种疯
狂的“烧钱”模式，有评论说，
这是一个充满病态的电视剧
生态圈，有人受益，有人失
意，有人悲哀，有人在投机，
有 人 想 改 变 ，却 总 是 无
奈……那么，对于烂剧横行
的电视剧市场来说，这真的
是一剂良药吗？

我们知道，这几年，我国
生产的电视连续剧每年都在
一千集以上，尽管各种类型
的作品数量众多，但它们大
都是重数量轻质量、内涵空
洞乃至虚假繁荣。究其原因，
与当下文娱圈、电视剧制作
圈中流行的这种“烧钱游戏”
有很大关系。

这使笔者想起近日李安
和冯小刚在清华大学进行的

“我们的第一次”的对谈，他
们两人与观众分享了自己对
电影矢志不渝的初心。从《一
九四二》开始，冯小刚的创作
开始关注现实题材，冯小刚
说：“现在有一句话叫做顺势
而为，好多人劝我，市场这么
好，要顺势而为。我现在想的
是要顺心而为，不是顺势而
为。顺势而为的话，我觉得

9 0%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
情，不缺我一个。”李安曾批
评中国电影“抢明星而不是
在内容上做好的发挥和追
求。久而久之，市场已经把这
个明星定了，你只需要交货
就可以了，不管他好坏。然后
就是人工分配不均，把钱都
花在了明星身上，把电影的
制作和场景做得都不够好。
明星吸引人，无可厚非，这样
做会把电影炒热，这是好事。
但是作为电影人自己心里面
要有数，最后看的是他们打
动人心的品质，思想也好，感
情起伏也好。”“把钱都花在
了明星身上”，虽是电影圈中
的现象，却与电视剧“烧钱游
戏”中的“明星片酬飙涨”如
出一辙！

电视剧陷入烧钱游戏的
病态乱象，让我们看到了市
场逻辑、商业价值和金钱标
准，这些物质的力量已经完
全主宰了艺术本身。在对金
钱的追逐中，我们已经感受
不到艺术给我们带来的精
神、情感、性灵的感受，艺术
审美对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意
义与影响，我们看到的只是，
在这种资本逐利的游戏中电
视剧不断攀升的商业价值、
金钱价值，已经“疯狂”了的
金钱数字，被激发和膨胀起
来的占有欲望，少数人可以
对艺术进行生杀予夺的金钱
游戏……这一切已经与社会
大众无关，与艺术本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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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佩小姐的奇幻城
堡》，很喜欢。这部电影依然
是典型的蒂姆·波顿风格。他
的电影，讲述的都是“甜蜜的
噩梦”，画面明艳，充满奇思
怪想，像一颗五色斑斓的棒
棒糖，但不论故事还是细节，
往往又非常暗黑，小甜蜜和
小恐怖、小残忍搅拌在一起，
形成一种特别的味道，制造
出一个特别的世界。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也
是这样，少年杰克的爷爷被
怪物杀死，临死前，爷爷要杰
克去找佩小姐的“儿童乐
园”——— 爷爷无数次在床边
故事里讲述过的人和事。杰
克和父亲一起去了爷爷故事
里的小岛，才发现那个乐园
的确存在。那里天空碧蓝，绿
草如茵，鲜花盛开，佩小姐带
着一群有异能的少年住在那
里，有的少年可以让植物生
长，有的少年身体非常轻，穿
着很重的铅鞋才不至于飞到
天上去，有的少年可以控制
空气的流动，有的少年隐身，
有的少年可以让人偶获得生
命，有的少年可以把自己的
梦境投影出来。

这些异能，和X战警式的
异能是有区别的，有些有用，
更多是没用的。但这些异能，
就让这些少年和别人不一样
了，可想而知，他们必然会被
嫌弃、围观，或者用来做实
验。

而佩小姐等女巫们负责
在世界各地寻找合适的地
点，寻找合适的时间，制造时
光圈，让时间停止流逝，让这
些少年们住在那里。

蒂姆·波顿的电影，成年
人可以看，少年人也可以看。
少年可以看懂并且喜欢的部
分，就是上面这些部分，特别
温馨，特别可爱，特别能满足
少年的愿望——— 任何一个少
年，都会想要得到这样一个
乐园，美丽悦目，有不用费力
就可以得到的食物，有属于
自己的房间，也有小伙伴，小

伙伴们白天在一起嬉戏，晚
上围在炉火边看电影或者电
视。乐园里还有佩小姐这样
的大人，很美丽，很有主心
骨，负责照顾大家，做出各种
决定，让这个小小的乌托邦
永远持续下去。

这个乐园是有门槛的，
能够进入乐园的，都是保持
着童心还有点小异能的孩
子。普通人不但没法进入这
里，甚至都发现不了这里的
存在。所以，生活在同一个小
岛上的居民，根本找不到通
向乐园的路，也看不到少年
们，反而常常被少年们的恶
作剧侵扰。这实在太容易让
少年们产生代入感了，哪个
少年不觉得自己是独一无
二、无所不能的精灵神怪啊？

乐园里也有一些小小的
不和谐，少年们有些小小的
怪异嗜好，例如制作人偶并
且赋予它们生命，让它们厮
杀；少年们有时也会被噩梦
侵袭，噩梦里有各种不可知
的恐怖形象；少年们也会看
见一些朦胧的未来，这些未
来并不都那么令人愉快。也
正是这些小噩梦和小恐怖，
让这个乐园更有魅力，伙伴
们之间的情谊更加牢固。

成年人看到并且有所触
动的，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
个故事里，人不能在乐园里
沉溺下去，必须要离开乐园。
因为外面的大千世界在召
唤，也因为人必须要尝试不
同的生命，承担必须要承担
的责任。杰克的爷爷亚伯在
刚刚成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这
个乐园，进入俗世凡尘，当
兵，上战场，结婚，生育孩子，
有了自己的生活，并且活到
了八十岁。

离开乐园，就意味着要

放弃永远年轻的可能，接受
成长，接受衰老，也接受死
亡。但亚伯还是离开了，再也
没有回头，只把自己对乐园
的眷恋放到讲给孙子的床边
故事里，他细细讲述乐园里
的一切，还不停地给佩小姐
写信，并且在远处守护着乐
园，但他始终没有再回去。

离开乐园，还意味着要
放弃自己的异能。亚伯的外
形是最接近普通人的，他的
异能也不是时时要爆发的，
所以他可以被俗世接纳，可
以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下
去。被俗世接纳的同时，他的
异能也没有用了，生活在人
群中，他不需要识别怪物、让
空地上长出巨大的胡萝卜，
更不需要在天上飘飞，即便
有，也必须要收敛。

但他还是没有回头。
这也是这个故事被放在

二战时期的原因吧。据说，佩
小姐和少年们都有现实中的
真身，佩小姐是一个好心的
护士，从纳粹手下救出了好
多孩子。更重要的是，在二战
的背景下，亚伯的离开就有
了更坚定的理由。他要去承
担责任，去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

所以，故事里的城堡最
后被炸掉了，只有炸掉城堡，
只有失去庇护所，孩子们才
有可能去过另一种人生，这
种人生里有衰老、有死亡、有
不被接纳，但也更真实、更有
力、更丰富。

我们都是从某个被佩小
姐庇护的城堡里跑出来的，
再也没有回头，投入命运的
熊熊烈火，投入长路的颠簸，
投入数不清的难堪和龃龉，
打各种战役，攻破各种堡垒，
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平
凡 ,只在讲述床边故事的时
候告诉孩子，从前，有个地
方，一年四季树木碧绿，鲜花
怒放，少年们聚在一起，无忧
无虑，有的少年会飞，有的少
年会让萝卜长大、枯枝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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