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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自放

自去年12月开始表现平淡
的电影市场，低迷状态一直持
续到现在，相比去年同期，票房
跌幅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元旦三天假期内地票房8 . 49
亿元，2017年元旦三天假期内
地票房6 . 53亿；2016年1月上旬
周一至周四每日票房基本在
6500万至8000万，2017年1月上
旬周一至周四每日票房全部在

6000万以下，2017年1月上旬周
末票房也低于2016年同期。

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电
影市场的低迷，是因为全国多
地持续的雾霾天气 ,春运也将
进一步加剧影市的低迷。那么，
电影市场的平淡是不是雾霾和
春运导致的呢？

认为票房受雾霾影响的
观点，提出了所谓的数据支
持，比如某日北京雾霾严重，
在网络平台购票但未取票观
影的比例，比天气良好时提
高了4倍。但反对这一说法的
声音也有数据支持。从近期
票房冠军影片《情圣》的城市
票房贡献来看，雾霾严重超
标的北京仍然牢牢占据着第

一位。黑龙江、吉林、辽宁中
较多城市《情圣》的票房份额
均占据三成以上，这源于影
片中东北明星占绝大多数，
但同期东三省也是雾霾重度
污染的“重灾区”。综合正反
方面的数据，无法证实雾霾
对票房有太多负面的影响。

对于说春运影响票房，貌
似有一定的道理，一年一度的
春运导致大量的人口在路上，
观影人次肯定会受到影响。据
以往的统计数据，北京、深圳等
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春运
期间票房在全国的占比会出现
逆差，但逆差只有1％左右，但
同时，一些三四线城市在全国
的票房占比反会出现数量不等

的顺差。两相对比，春运对全国
票房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

雾霾和春运，都不是票房
平淡的主因，电影市场表现不
理想，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生产
的不力，也就是说，电影本身不
够好看，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大
才是导致影市平淡的主因。数
据显示，今年元旦至今，市场表
现最好的两部影片《情圣》和

《星球大战前传》两部影片票房
总计约8亿。而去年同期，《星球
大战：原力觉醒》《唐人街探案》

《老炮儿》表现抢眼，三部片归
属2016年1月15日前的票房超
过15亿。电影不够好，却埋怨雾
霾和春运，这种说法不专业，也
很不厚道。

有声音认为，好莱坞大制
作《星球大战前传》元旦后上映
一周多票房不到3 . 5亿，没能
起到提振市场的作用。相对
去年的《星球大战：原力觉
醒》上映6天票房过5亿，今年
的《星球大战前传》表现确实
不太亮眼。但不管是华语片
还是好莱坞影片，能获得三
四亿票房的作品，都属于市
场理性表现下的产物，那种动
辄影片票房就过10亿的想法，
是不现实的。所谓爆款影片，
是超出市场预料的作品，其
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产物，一个
很少出现爆款的市场，才是正
常、理性的市场。2017年，爆款
电影也会越来越少。

本报记者 师文静

翻着花样抄袭，
让甄别“原创”好难

《锦绣未央》涉嫌抄袭为何
能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因其是
一部非常典型的“拼凑”文；另一
方面则因作者和相关利益方对
读者反抄袭诉求的漠视甚至傲
慢，引起了大众的反弹。因这一
事件具有典型性，通过对《锦绣
未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网络
小说是怎么抄袭的。

从“言情小说抄袭举报处”
所做的工作来看，270万字的《锦
绣未央》与200多部小说的内容
高度重合：故事的框架抄《长歌
天下》；女主人设抄《身历六帝宠
不衰》《祸国》等；女主进宫后抄

《甄嬛传》《步步惊心之庶女皇
后》等；朝堂情节则抄《官居一
品》等；谋权和宫斗抄的是《帝王
业》《军师联盟》……如此抄袭，
也让该小说作为“样本”进入了
反抄袭志愿者的视线，以上是几
十位志愿者花费3年多时间逐字
逐句甄选出的该小说抄袭部分。

其实，网络文学中很多抄袭
小说大多是这样操作的，这也是

“低级抄”。高级的抄袭则是抄原
作的故事主线、人物设置，换成
自己的语言，加入一些细枝末节
后再推进一遍情节。大量雷同的
类型小说都是这样“创作”出来
的，比如种田文、重生文等，有着
相似的套路和思路。

据悉，一些抄袭者还可以借

助一些软件从资料库里调取需
要的文字，组合出自己需要的内
容。更为复杂的抄袭则需要专业
的知识产权律师经过大量论证
才能判定，如于正抄袭琼瑶作
品，一般浅阅读的读者不会在
意。网络小说中大量抄袭的存
在，靠反抄袭志愿者举报并不容

易，因为志愿者的力量往往是薄
弱的，很多作品仍然被光明正大
地改编成影视、动漫，甚至其作
者出了名之后还被授予“原创先
锋”称号，颇有讽刺意味。

行业自盗，
成为网络文学毒瘤

其实，几年前的《甄嬛传》
《花千骨》等大剧，都曾经被指涉
嫌抄袭。在网络写作群体中，确
实存在很多版权意识淡薄的写
作者，其中不乏大牌作者。一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尤其是一些
早期写作者，看到别人的故事情
节、创意很好或者文字描写很
美，就会拿过来“借用”，很多作
者都是互相“借鉴”的。也有很多
作者借鉴《红楼梦》《金瓶梅》，导
致网文中不少作品似曾相识。当
作品出名、人红了之后，涉嫌抄
袭的事情就盖不住了。

有网络写作者透露，其实不
少网络文学平台都有反抄袭措
施，如签协议约束作者。经读者
举报，对比后发现抄袭属实后，
网站会将抄袭部分删除，如果抄
袭很多则会要求作者修改后继
续连载。

有些网站和作者也有应对
“借鉴”的措施：如果想借鉴原创
者的故事梗概、人物设置或者小
说世界观的架构，要出资向原创
者购买这部分内容。不过这种情
况是少数，普遍情况是，很多写
作者抄袭了，打死都不会承认，
直到被法律判罚抄袭仍不道歉，
如于正、郭敬明等。

不过，这两年一些被网友举
报抄袭的超级大IP，仍然能被平
台和作者联手卖出影视版权，这
说明网站平台对不同作品标准
是模糊的，能赚大钱，哪怕是抄
袭，网站也会包庇的。记者了解
到，甚至有的网站联合抄袭作者
打压、恐吓原创者和举报者，也
有网站通过修改原创作品的首
发时间力挺抄袭作品上榜，赚取
打赏资金和改编版权费等。据反
抄袭志愿者爆料，有抄袭者会用

“黑水”给原创者扣上抄袭的帽
子，由于“吃瓜群众”不会深究，
一些被错打的原创者会因此翻
不了身，从而掷笔离开网文圈。

嚣张的抄袭者、文学网站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资本的庇护
等因素，让抄袭已成为网络文学
的一颗“毒瘤”。

法律与监管联手，
让抄袭者不敢下手

《锦绣未央》明目张胆抄袭
被爆后，仍有不少粉丝为其洗
地：“能抄200多本，说明作者博
览群书”“被抄袭的人应该感谢
它，如果不是这部剧让他们出
了一次名，我都不知道还有那
些小说”。网上这类言论比比皆
是。一些网友版权意识的缺失，
甚至本末倒置的现状，不禁让
人感到心寒。

从很多网络文学侵权案例
可以看出，漫长的证据准备和申
诉程序让原创者维权困难重重。
动辄几百万字的网文，抄袭几十
部甚至上百部小说，搜集证据的

确很难。走上法律程序，还需要
经过大量的论证、举证，只有在
法院认为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原
创者才有可能胜诉。从一些侵犯
著作权官司来看，即使原告最后
胜利了，但对侵权者一方来说，
赔偿数额不过是所获收益的九
牛一毛，因为无论是抄袭者还是
根据抄袭者网文改编的影视剧
制作方和播出方，他们都已经赚
足了钱，赚足了名，所以，很多侵
权官司都是原创者“惨胜”，虽然
胜诉了，但因维权等状况反而赔
进去好几万块钱。

著名编剧余飞将涉嫌抄袭
之作却被影视行业热捧的现象
称为“盗墓文化”。“因为不是你
的东西，是你偷来的。用最邪恶
的方法做电视剧，最终它也是邪
的，它是带着原罪来的。”余飞对
这种“盗墓文化”深恶痛绝，“‘盗
墓者’往往以正宗文化和先进文
化自居，并自我催眠说服自己，
没有任何作恶的心理障碍，遇到
有人质疑还会发自内心地哀叹
自己是‘清白的’，年青一代以这
样的价值观为标准，不仅会让创
新乏力，陷入自我复制或者互相
抄袭的怪圈，而且会阉割整个产
业的原创能力。”

对网络文学存在的这种抄
袭乱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刘志全认为，不能出现了抄
袭再法律维权，诸如作家协会、
出版业协会、影视行业协会等，
应该有独立的诚信调查机构，并
尝试建立联动的诚信黑名单制
度。“面对抄袭泛滥的境况不作
为和沉默，才是最大的失责。”

大IP背后有一堆被举报的“雷同”

网网络络文文学学，，到到底底还还有有多多少少原原创创

天天娱评

最近两年《锦绣未央》被指
涉嫌抄袭闹得沸沸扬扬，但却
没能阻止其改编为热门剧。在
电视剧热播过程中，又不断有
网友指责原著作者抄袭，一些

“看不下去”的编剧众筹10万诉
讼费将其原著作者告上法庭。

有业内人士将网络文学抄
袭泛滥却被影视行业热捧的现
象称为“盗墓文化”，网络文学
抄袭背后到底深藏什么不为人
知的事情？抄袭泛滥难道就治
不了了吗？

《甄嬛传》也被指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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