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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3·15”了，娱乐圈也该打打假

谁来收了那些造谣的妖孽
本报见习记者 李婕

引发“金方之争”

刘福洋希望金星

看到舞蹈里的真诚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
婕 ) 3月10日东方卫视播
出的《舞林争霸》炫舞大结
局中，浙江歌舞剧团团长刘
福洋的出现引发了方俊和
金星的一番争执，他的表演
甚至一度难以进行。回忆起
当时的状况，刘福洋仍感觉
有些不可思议：“这件事情
像做梦一样，我不知道他们
会吵起来，觉得莫名其妙。”

刘福洋的“大腕”身份，
让他成了金星与方俊冲突
的导火索。方俊体谅他作为
一团之长还能来参加《舞林
争霸》实属不易，金星却觉得
方俊此言给她造成了负担，
很不开心。对于两位导师针
锋相对的观点，刘福洋称自
己没有资格评论：“两位老师
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不管他
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我都会
虚心接受，我只要跳好自己
的舞就可以了。”

此前刘福洋一直希望
金星能为他站起来，他觉得
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但最
终没能如愿。记者问刘福洋
是否觉得遗憾，他只是笑了
笑，说：“我没有遗憾，那支舞
跳得对得起自己。虽然场地
有些限制，但在那一刻我跳
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他表
示，相信金星能够明辨是
非，看到他舞蹈里的真诚。

李宇春恩师

登上《妈妈咪呀》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
婕 ) 3月12日晚东方卫视

《妈妈咪呀》的舞台上，来了
一位“幕后造星人”——— 四
川音乐学院通俗演唱专业
的老师毛甦。她的学生有从
真人秀里脱颖而出的李宇
春和何洁等人，现在，她也
走进真人秀一展歌喉。

毛老师一直以来都很
羡慕李宇春等人能有“冒
头”的机会，“我真的非常羡
慕我的学生有那么好的机
会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很
多人都觉得唱流行歌是年
轻人的事情，但我是一直喜
欢唱歌，虽然没有舞台。”毛
甦表示，看着学生们一个个
成名，十分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站上舞台。

参加《妈妈咪呀》时，毛
甦碰到何洁，何洁说，毛甦
还是印象里那个毛老师，但
在这个年龄敢于走上舞台
令人感动。

本报讯 (记者 师文
静) “3·15”前夕，中国文
字著作权协会启动向教辅
侵权出版单位的维权行
动，接受作家委托，帮助监
测文字作品被教辅非法收
录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
维权行动。

近年来，众多教辅图
书选用文字作品未经作家
授权且未付酬的侵权现象
比较猖獗。文著协负责人
表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
定，教辅图书不同于教科
书，不属于“法定许可”，不
能“先使用后付酬”、“先斩
后奏”，而应该遵循“先授

权后使用”的基本原则，否
则，即构成对入选作品权利
人著作权的侵犯，出版单位
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不能单方面确定稿酬标准
要求作家接受，也不能对侵
权行为遮遮掩掩，故意回
避侵权责任。

为方便受理作家对教
辅侵权的投诉，文著协专
门设立了维权热线和邮
箱 。维 权 热 线 ：0 1 0 -
65978916、65978917；维权
邮 箱 ：w e n z h u x i e @
126 .com；新浪微博：@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文著协帮助

被教辅侵权作家维权

六小龄童在网上“被去世”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死于谣言”的明
星。眼看“齐天大圣”都被造谣的“妖孽”摆了一道，这娱乐圈的生态也太恶劣了点儿。都
说“人红是非多”，可遇上说假话中伤人家的，就没人来打假吗？

明星“被去世”几乎成了
“月经”消息，而且开始跟国际
接轨。今年以来，1月尼古拉
斯·凯奇“意外身亡”了，2月摩
根·弗里曼“因心脏病去世”
了，3月则轮到了六小龄童。每
次的消息都写得有鼻子有眼，
新闻要素里的“五个W”几乎
一个不少，因此使得很多网友
都上了当。

也许是目睹了太多明星
利用谣言提高曝光率，现在一
有“造谣—辟谣—发现明星最
近在宣传新作品”的现象，很
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明星在炒
作。不能否认，这种花招的确
存在，但该辟谣的时候还得出
手，而且方式很重要。

如果是关于整容或恋爱
这些无伤大雅的谣言，大多数

明星都一笑置之，或是发个声
明、声称“追究法律责任”，然后
就没了下文，此类谣言一般对

“星途”影响不大，甚至会越抹
越黑，于是“点到为止”；而对分
手、出轨、离婚等有损个人形象
的，一些明星就选择“秀恩爱”
辟谣，比如陈奕迅前几天为
徐濠萦庆生，便是用行动
回击情变传闻。

谣言惑众，辟谣有道

还有一种辟谣方式是用
调侃来化解，近日“被怀孕”的
谢娜在微博上改编了《西游降
魔篇》里的儿歌：“孩子，孩子，
为何你那么坏，造谣！欺骗！你
为何做出来，学会做好小孩，
诚实可爱，千万别编谣言，会
抓起来……”

对于爱造谣的“坏小孩”，
你对他唱儿歌有用的话，还要
法律干什么？这次，听到自己

“死讯”的六小龄童就不干了，
不光发动网民“人肉”出了造
谣者，还委托律师将其法律责
任追究到底。记者就此事采访
六小龄童时，他表示：“我很喜
欢上网，平时经常写博客，看

到网络反腐的新闻也觉得网
络真是个好的平台。但是我不
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利用它来
造谣，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来
管！”

出了名的“大嘴”宋祖德，
遇上愿意花时间跟他打官司
的人，也输了好几场。但面对
铺天盖地的谣言，真正用法律
维权的明星却少之又少，造谣
者几乎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甚
至能因此获利。而网络作为谣
言传播最重要的渠道，在监管
上仍然存在很多疏漏。因为没
人想较真，就没人把造谣和传
谣当回事，造谣和辟谣越来越
像一个游戏，既然当事人都无

所谓，
围 观
者 便
也乐得
看个热
闹 ，信
任 则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被
侵 蚀 和
消解。一
个悟空打
不 了 这 么
多“妖孽”，那
么我们能否都帮
帮忙，净化一下网
络环境？

就怕遇上较真的

11

22

 面 对 谣
言，六小龄童拿
起了法律武器。

本报见习记者
李婕 摄

尼尼古古拉拉斯斯··凯凯奇奇

摩摩根根··弗弗里里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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