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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牌牌综综艺艺侵侵权权，，傲傲慢慢又又无无理理

师文静

近日，综艺节目侵犯音乐
版权的事情不绝于耳：音乐人、

“维权斗士”高晓松在自媒体又
耿直地对某综艺节目“开炮
了”，理由是节目中徐静蕾翻唱
的《恋恋风尘》未向版权方申请
任何授权。《恋恋风尘》由老狼
原唱、高晓松作词作曲，综艺节

目此番的“傲慢演绎”直接侵犯
了版权方和作者多项权利，高
晓松表示对侵权要“奉陪到
底”。歌曲《儿时》的作曲刘昊霖
也在自媒体维权，称在未获得
歌曲授权的情况下，某综艺节
目播出了由吴秀波演唱的《儿
时》，呼吁给原创音乐人应有的
尊重。

这两年，音乐节目侵权
被原创者讨伐的屡见不鲜。

《默》《弯弯的月亮》《我在人
民广场吃炸鸡》《夜空中最亮
的星》等歌曲的原创者和版
权方都曾出来维权。继音乐
综艺后，近日大火的偶像养成

类节目也成了侵权重灾区，故
意或无意的侵权成了综艺节目
的通病。

高晓松的维权微博一发
出，节目组迅速反应，快速道
歉，并在致歉信中说要尽快解
决版权问题。但这种事后弥补
的做法，还是暴露了综艺节目
对音乐版权缺乏基本的认真态
度，在处理版权问题上缺少专
业性。维权者谁的嗓门大，就赶
紧给谁道个歉，补上版权费的
做法，是很多侵权者流行的处
理方法。但是综艺节目本身不
建立基本的规范流程，很难从
根上解决问题。

其实，当下音乐版权的授
权已很方便，但仍有些大牌综
艺对此既傲慢又无理，既不申
请授权，又随意改编处理歌曲，
这让很多原创音乐人很恼火。
而面对原创者的维权，甚至有
综艺节目看碟下菜，对不知名
音乐人的侵权投诉不予搭理，
直接忽视，已产生了更恶劣的
影响。音乐版权是音乐的根
本，也是音乐人的根本，但不
少被侵权的原创人也只能在
自媒体上摆事实、讲道理，不
产生高晓松那样有影响力，
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或补偿，
维权难度很大。

侵权成本低、惩罚力度小，
但维权成本高，加之版权意识
薄弱、舆论支持力度小等大环
境因素，侵权者才变得有恃无
恐，要想不被侵权，似乎只有看
综艺节目的自律了。但这两年，
歌手、平台方、节目制作方也开
始关注版权，相关版权管理机
构和部门也在发挥应有的职
能；越来越多的原创人和版权
方敢于站出来维权了。环境的
变化以及版权保护意识的提
高，让原创音乐看到了曙光。逐
渐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如果各
方不努力，喊再多“维权”，要求
再多“道歉”也是枉然。

2018“翻拍年”
再增新版《红楼梦》

今年是影视剧的翻拍年。从
由明晓溪原著作品《泡沫之夏》再
度改编，张雪迎、秦俊杰主演的同
名剧《泡沫之夏》热播。再到台湾经
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翻拍首揭“神
秘面纱”，被称“尬出天际”。接下来
还有《金粉世家》《半生缘》《笑傲江
湖》《新龙门客栈》等，据统计，正播
及待播的翻拍作品达到20部以上，
其中既聚集了胡一天、沈月等流量
小生小花，也有刘嘉玲、蒋欣这样
的成熟演员。

曾执导《雍正王朝》《乔家大
院》的“铁娘子”导演胡玫，与《红楼
梦》有些渊源，2006年新版电视剧

《红楼梦》曾举办过“红楼梦中人”
选秀，但因“内定、黑幕、潜规则”等
以混乱和尴尬收场，导演胡玫也

“跳票”，由李少红接盘。然而胡玫
没有断了重拍《红楼梦》的想法，
2009年她就透露要拍摄电影版《红
楼梦》，这一筹备就将近10年。

据悉，电影版《红楼梦》所有入
选演员正以一对一和集体授课的
形式进行为期半年的红楼文化、礼
仪、表演等专业培训。

对于翻拍作品，观众会不由自
主地将其与前作进行比较，苛刻审
视之下，很难再有翻拍的作品能够
实现超越。

翻拍经典自带话题
“造星”成本低

近年来翻拍“事
故”不断，去年翻拍
自日剧的《深夜食
堂》遭遇“水土不
服”，最近主演黄
磊还感叹，“当时
真是枪林弹雨”。
李少红版电视剧
《红楼梦》，从借
鉴戏曲头饰到年
轻演员演绎，也
曾 引 发 很 大 质
疑。

为何“扑街”风
险很大，还要前仆后

继呢？经典剧集的群众
基础不可忽视，若将这种

“先天”话题热度转化为天然流
量，前期宣发则会事半功倍。大多
数资本方对于前期“口碑”争议战
并不反感，甚至“边吐槽边追剧”
也成了营销手段。

此外，起用“新生代”演员，也
是节省成本的最佳路径。去年翻
拍成功之作《射雕英雄传》的导演
郭靖宇曾透露，该剧投资回报率
高达100%，演员费用不到总投资
三分之一，还可顺势推出新人，达
到“造星”目的。

当下电视剧要登陆卫视播出
充满“变数”。尤其对于古装剧而

言，目前上星播出的形势颇为“严
峻”，《如懿传》《巴清传》等之前呼
声很高的剧积压严重。由此，一部
充满话题和流量的作品，至少可以
由视频网站播出“保底”。提前拿回
视频网站回款，缩小投资风险。

故事说不好
可能拍成爱情片

70后、80后的童年乃至青少年
的暑假是属于《红楼梦》和《西游
记》的，所以《红楼梦》在几代人心
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之前多次翻拍
的《红楼梦》，口碑都不尽如人意再
正常不过，毕竟这个经典应该没有
后来者能超越了。现在《红楼梦》又
要翻拍成电影了，刚开始传出消息
就被否定，也是人之常情。

但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一般两
个小时的片长，能说得清《红楼梦》
中庞杂的故事吗？这需要打一个很
大的问号。故事说不好，就是毁名
著、毁经典。是不是要侧重拍某个
部分呢，单说经典桥段，这部巨著
中就得有几十个吧，宝黛初会、黛
玉葬花、探春远嫁、宝钗扑蝶、湘云
醉卧、香菱学诗、刘姥姥进大观
园……非常担心电影最后给我们
整出一个爱情片，这是谁都不想看
到的。

《红楼梦》翻不翻拍不是多大
问题，问题是我们总忍不住跟87
版比较。因为87版太好，所以谁来
翻拍、怎么拍还不知道，大家已经
达成“肯定扑街”的共识。翻拍结
果好坏另说，但绝没有哪个名导
会乱拍《红楼梦》来挑战自己的职
业生涯。即便是争议巨大的李少
红版，仍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片尾曲《飞鸟各投林》就很好
听，可最近微博上有个话题吵上
了热搜：有网友评这首歌歌词“现
代感太强，不古风”，结果被群嘲
了，因为“词作者是曹雪芹”。与其
把经典在记忆深处放成落灰的白
月光，不如让更多年轻人看到《红
楼梦》、讨论《红楼梦》，而不是在
满大街伪古风中茫然地质疑曹雪
芹。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
的世事沧桑。四大名著皆因重要
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景繁复，
导致拍摄难度很大。从红学界观
点到观众接受度，重新演绎面临
的“雷区”不言而喻。当然最困难
的是，87剧版《红楼梦》等经典珠
玉在前。陈晓旭版林黛玉从个人
创作，到因病逝世的个人际遇，给
角色打上很深的个人烙印，这些
都给新版《红楼梦》的创作带来挑
战。老版创作的严肃认真程度深
入人心，观众对于现在的创作团
队能否拿出“十年磨一剑”的精品
意识也持怀疑态度。新版创作，虽
有更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加持，但
中国观众对于古典情怀的期待，
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是
成败关键。 （张楠）

天天娱评

《红楼梦》又要拍电影

翻翻拍拍不不可可怕怕
古古典典情情怀怀谁谁来来满满足足

去年9月启动
演员海选的新版

《红楼梦》电影5月
底开机，“宝黛钗”
全部是海选中挑
出来的新人，整体
制作成本将超过
两个亿。看来，《红
楼梦》真要拍电影
了。尽管今年被称
为“翻拍年”，但胡
玫导演的“胆识”
还是令观众悄悄
捏把汗，甚至有人
已经提前做好吐
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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