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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作家叶开遭遇被出书
《走近莫言》出版方称已获杂志授权

《舞林争霸》

迎来残酷“大逃杀”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
婕) 3月17日的《舞林争霸》
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环节———
导师考核，舞者们将面对更加
严峻的考验，选择自己并不擅
长的舞种，并重新进行组合配
对，只有双方都通过导师考核，
才能进入下一环节，时刻考验
着舞者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民族舞出身的骆文博和
帅气的国标舞搭档刘潇共跳
一曲性感拉丁。第一次跳拉丁
的骆文博被金星大赞“完全具
备了当首席舞者的条件”；“肌
肉男”张傲月牵手“爵士女”王
润跳的一段流行舞也收获了
满场尖叫。方俊忍不住拍桌子
叫好，杨丽萍也兴奋地为他们
按下通过按钮。

“新青年”戏剧节

再度启动

本报讯(记者 邱祎)为
迎接十艺节，第二届“新青年”
济南大学生戏剧节正式启动。
戏剧节期间，除剧目演出之外，
还将组织戏剧研讨会、大学生
导演及演员交流会等活动。

去年的首届戏剧节被评为
“2012年影响济南文化事件”，
共有21所高校的166个学生戏
剧社报名参加，直接参与人数
近万人。本届戏剧节组委会负
责人表示，将努力将之打造成
为山东省的新“文化名片”。

17日，作家、《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微博透露其研究专著《莫言评传》疑遭到大量照抄，在其本人不知情

的情况下，一本名为《走近莫言》的新书赫然打着“叶开亲笔撰写”的广告在各大网络书店和实体店销售。叶开称这

样的侵权抄袭太大胆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而《走近莫言》出版方则称，这本结集出版的书获得了文章刊发杂志

的授权，并且向杂志支付了稿酬，这件事儿应该属于误会。

杨炳云

为《止杀令》题片名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在2012年戛纳国际电影节、

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受到
观众好评的电影《止杀令》，是
我省倾力打造的一部“鲁剧”力
作，据悉，连电影的片名也是由
我省书法家、济南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杨炳云精心题写的。

据悉，接下题写片名任务
后，杨炳云不停地查阅历史资
料，随后又去泰山经石峪拜读
了金刚经石刻，继而又临写了
孙过庭的章草《佛遗教经》等
经典法书，始觉有了些底气，
方才饱蘸浓墨，挥腕书下“止
杀”两个擘窠大字。而“令”字
是几个月后根据要求再次书
写的。三个字虽字体不同、形
态不一，书写时间不同，但和
谐统一，体现了电影主题，亦
显示出书法家的深厚功底。

叶开曾出版小说《口干舌
燥》和《我的八叔传》，近两年因
为“向语文开炮”，出版《对抗语
文》而受到关注。作为莫言研究
者，叶开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的莫
言。而《莫言评传》则是叶开写于
2006年的著作，属于谢有顺主编
的“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之一，新
版改名《野性的红高粱》。叶开
称，17日一位出版社编辑给他打
电话，恭喜自己又出了一本新
书，他才发现这本由人民日报出
版社出版的《走近莫言：人生与
文学的奋斗历程》收录了他大量
的《莫言评传》的内容。

记者发现《走近莫言》出版
于今年1月，已经在各大网店和
实体店销售。该书的第一编为

“高密东北乡：莫言的隐秘文学

王国”，下列两个小标题“残酷
叙事”和“浪漫王国”。叶开称，
仅仅从编目和内容简介来看，
有很多他的成果。而“残酷叙
事”、“浪漫王国”都是他在研究
莫言时第一次使用的专有词
汇。另外，叶开称最让他不能接
受的是此书的广告上竟然写着

“由叶开亲笔撰写”。
叶开称，他本人完全不认识

《走近莫言》的主编任瑄，也找不
到任何他的相关资料。“与莫言
研究相关的各地专家学者，我认
识不少，这位是听也没有听说
过。这本书的相关书号都写得很
明白，应该是人民日报出版社正
规出版的。这个问题，我想就要
请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相关负责
人员给我们一个解释了。”

别人恭喜出新书，才知自己被“亲笔撰写”

叶开的微博一经发出，即
引来业内人士和律师的关注。
网友“四重奏的人生”给叶开出
主意：“这时作家应该去书店买
书一本《走近莫言》，而且要在
发票上写书名。二要搜集著作
权材料，尤其是否发表或有声
明未经许可不能使用。三则选
择法院，注意管辖权。四是将书
店、出版社、作者一并加成被
告。五，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
产权，下架销毁、公开道歉、赔
偿。”而律师孙相元称，若经比
对《莫言评传》和《走近莫言》构
成抄袭，应承担停止侵权(停止
销售已经印刷成册的书籍)赔
礼道歉(登报或上网公告道歉)
赔偿经济损失等责任。

18日，记者联系《走近莫
言》的出版方人民日报出版社
获悉，《走近莫言》一书是整理
结集《文史参考》和《环球人物》
的内容出版的，其中所选的叶

开著作大约有4000字，而且已
经署上了作者叶开的名字。该
出版社相关人员称，《走近莫
言》中叶开的文章是原封不动
照搬《文史参考》的2012年第21
期而出版，而且出版社获得了

《文史参考》提供作品授权名
单，并且已经将作者稿酬支付
给《文史参考》杂志。“有可能是
该杂志还没有来得及跟作家叶
开联系而导致的误会。”记者发
现自2013年1月1日起，《文史参
考》已更名《国家人文历史》。

叶开称，汇编作家的文章出
版，即便是先斩后奏也是严重的
违法，更何况这本书都上市了，
也没有任何人跟他联系过，如果
不是别人告诉他，他都不知道。
叶开补充道，《文史参考》杂志无
权授权他的文章给别人，该杂志
也是摘录自他的《莫言评传》，他
将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
权益。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出版方称获授权，已支付相关稿酬

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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