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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旭东：“我承认，
我串联了他人的观点，但
我都有指明观点的主人
为何人，要说我抄袭，我
认为这是诬陷，我书中每
一处引文，都有注明来自
何处。”

7 月 10 日 《北京
日报》

孔乙己不是偷书是窃
书，同理，这一位不是抄
袭是抄书。“串联”的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你不能
侮辱我的人品，但可以侮
辱我的智商。”

2.陈嘉上：“内 地 票
价 竟 然 比 香 港 还 贵 ，我
觉得不可思议。我希望
快 点 把 电 影 还 给 群 众
吧。把电影变成中产阶
级 的 消 费 方 法 ，老 实 说
我不太爽。我最享受的
时候是发现我的电影在
影 响 老 百 姓 ，他 们 也 因
此生活和观点得到了改
善，比如不再挺黑社会，
我多爽。”

7月 10日 《南方人
物周刊》

回到家乡小城时发
现 ，老 百 姓 自 己 的 影 院
已 经 被 拆 掉 建 楼 盘 了 ，
但老干部举报市领导成
了 地 产 商 马 前 卒 ，毁 了
老百姓的设施。于是那
块 地 几 年 来 一 直 在 荒
着，你们建不了，我们也
看不上。

3.陈嘉上：“我也知道
网上对于《画皮》这类片
子 的 争 议 ，可 你 在 内 地
拍戏是绑着手 在 打 的 ，
所 以 我 一 直 佩 服 中 国
导 演 ，框 框 太 小 了 。 我
的 戏 好 不 好 我 心 里 有
数 ，你 跟 我 过 去 比 较 ，
不 合 理 呀 ，我 过 去 没 有
这 些 规 范 ，我 过 去 能 拍
的 能 写 的 ，这 里 不 行
啊 。 我 从 一 个 完 全 放
任 的 世 界 来 到 一 个 非
常 规 范 的 世 界 。 还 好
这 个 空 间 在 慢 慢 扩 大 ，
尽 管 我 希 望 这 个 速 度
能快一点。”

7月 10日 《南方人
物周刊》

对鬼的规定：要拍出
一个弘扬真善美鞭挞假
丑 恶 的 鬼 ，要 塑 造 一 个
满怀人间正道是沧桑的
鬼 ，要 刻 画 一 个 广 大 老
百姓喜闻乐见催人奋进
的鬼。

4.高群书：“人 人 都
想 得 奖 ，我 也 答 应 过 老
六 不 得 奖 ，我 们 就 自 己
颁发一个。并且我觉得
让 文 化 名 人 们 做 评 审
团 ，给 演 出 电 影 的 文 化
名 人 们 颁 奖 ，是 一 件 很
靠谱的事情。”

7月10日 搜狐
鉴定书：高群书在远

离主流的邪路上越滑越

远，他已经自绝于中国电
影界了，钦此。

5.郭德纲：“ 好 多 人
不理解。昨天还有人在
微 博 上 骂 我 ：你 现 在 相
声 说 好 了 ，就 有 时 候 转
去 做 主 持 了 ，你 这 个 人
间败类！好多人说我必
须呆在小剧场。那反问
一 句 ，你 天 天 去 吗 ？ 你
明 天 去 喝 酒 了 ，后 天 去
打麻将了，我也要吃饭，
我受罪的时候你们都到
哪儿去了？”

7月 10日 《楚天都
市报》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
斗，让郭德纲回来的唯一
办法，是让他的小剧场跟
现在楼盘似的，空置率超
过一半。

6.某制片人：“ 新 闻
打码基本原则之一是编
导认为播出内容可能影
响 美 观 、有 伤 风 化 或 对
观众造成严重的负面情
绪。央视的当值编导可
能认为大卫裸体会对部
分观众的情绪产生负面
影响。”

7月10日 东方网
前些年四大傻是“给

长城贴上瓷砖，给赤道镶
上金边，给珠穆朗玛峰装
电梯，给太平洋安栏杆。”
现在新四大傻是：“给二
奶 买 好 车 ，帮 干 爹 发 围
脖，给维纳斯戴文胸，给
大卫打马赛克。”

7.陈凯歌：“就像我这
次拍现实题材，其实现在
中国电影中关于这种当
下 的 电 影 就 非 常 缺 乏 。
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
和获奖的电影，大部分都
是关于当下的，战争的、
历史的很少。我觉得现
在中国电影界有点集体
逃避。”

7 月 9 日 《都 市
快报》

中国导演都改行说
书了，皮里阳秋，指桑骂
槐 ，含 沙 射 影 ，两 面 三
刀 ，口 蜜 腹 剑 ，围 魏 救
赵 ，抛 砖 引 玉 ，笑 里 藏
刀，声东击西，把三十六
计 讲 得 活 色 生 香 ，关 键
是，您得拍呀！

8.范晔：“但也正如
《百年孤独》的中文译者
范晔得知老马罹患老年痴
呆所感叹的，或许他不像
别人以为的失智，而是脱
去尘俗缠累，终于进入吉
卜赛智者梅尔基亚德斯的
境界。”

7 月 9 日 《东 方
早报》

马尔克斯得了老年痴
呆，一则充满了魔幻主义
色彩的消息。

□潘采夫

“大卫的马赛克”一出，
各种民众想象也活跃起来。
不过与以往无论民意如何汹
汹，我自岿然不动不同，这次
央视及时一副和蔼可亲的模
样，在节目重播中还了大卫
像一个真相——马赛克消
失，众看客终得一睹为快。

不过，仔细看看新闻，这
次到中国来的“大卫”，并不
是我们熟悉的那位，而是“大
卫·阿波罗”。中国观众熟悉
的那尊，在 1873 年被迁移到
佛罗伦萨艺术学院画廊。而
对比下这两个不同的作品，
无论是身材还是这次新闻的
焦 点 ，似 乎 都 不 可 相 提 并
论。在习惯了大卫像之孔武
有力之后，再看看去掉马赛
克的阿波罗像，实在是有些
婉约可爱路线了。如此，似
更显出央视对民众承受能力
和道德水准，有些操心过度。

不过，央视此举真是毫
无价值？我却想唱唱反调。
实际上，电视屏幕中何种形象
可以出现，何种不可以出现，
一直存在争论。固然大卫像
被强行穿上的铜质无花果叶
最后被摘掉，朝着最后的解放
一路狂奔，可是社会发展的诡
异之处恐怕在于，反对者亦有
价值。革命并非永远正面，而
有保守者参与博弈，方能确保
社会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事实上，敏感部位被打
马赛克，未必意味着就是色
情，可能仅仅是因为不合时
宜。比如在全家老小吃晚饭
的时候，出现此部位是否引
起人们的不适？即便可以证
明，这种“不适”毫不合理，是
愚昧落后的，不过你总不能

剥夺人们表达自己真实感受
的权利吧？

1994 年，香港淫亵物品
审裁处把雕像大卫像评为不
雅，理由是该雕像裸露男性
性器官。此评审引起社会舆
论强烈抨击。香港最高法院
及后推翻有关裁决，而法官
判词中亦表明任何有理智者
都不会将大卫像视为不雅。
这件事，自然被拿来作为诟
病央视的证据，不过我们也可
以从另一角度想想，即便在我
们视为开放之地的香港，也有
一股社会力量试图给大卫像
打上马赛克。不过到最后，
各种观点、各种诉求都有个
讲道理的地方，并有一个最
高法院作出最后判决，这才
是一个社会应有的状况。

不过那些画面应该给什
么人看，能给什么人，这还真
是个问题。据美国学者研
究，电视暴力和少年儿童侵
犯性行为之间确有因果关
系，而在社会压力之下，1996
年 12 月 19日，美国借鉴电影
分级管理的成功经验，正式出台
了电视分级管理办法。以性、粗
口和暴力等内容作为评判的
主要内容，以是否适宜少年儿
童观看为标准，将电视节目
分为多个级别，而如央视这
样的公共电视台，又是在暑
假期间中午时分，恐怕应该
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执行吧。

话说回来，就民众而言，
为什么打上马赛克，又为什
么去掉马赛克，都不得其解。
这种打上你想看也看不着，不
打你不想看也得看的状况，才
是真正要改变的状况。

□谢勇（广州 媒体人）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儿童文学博士谭旭东的理论
专著《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
重构》最近爆出被指抄袭的
风波，作者本人则辩称并无
抄袭，而且书中虽然有大量
引文，但已经按照学术规范
进行了标注。而在是否抄袭
的争议之外，一部包含大量
引文（引文数量甚至有可能
达到 70％）的论著，是否有
资格获得鲁迅文学奖，则成
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争议的基础，当然应该
是作品本身。争议爆发之
后，谭旭东呼吁读者仔细阅
读原书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作为一部理论作品，
普通读者即便真的把谭旭东
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也未
必有能力就此判断它是否有
抄袭的嫌疑，是不是有资格
成为获奖作品，甚至是不是
足以通过博士答辩。

稍稍翻阅一下谭旭东的
作品，“媒介又称媒体，在英

语里为‘medium’（复数 me-
dia），其含义是使事物之间
发生联系的中介体、手段和
工具等”，类似这样的句子比
比皆是，这自然谈不上什么
创见；而书中“第二媒介时
代”、“难度写作”，包括书名
中“儿童文学重构”这样的术
语，又与大部分读者的日常
阅读经验相去甚远。可以
说，这是一部混杂了学院语
言 和 日常叙事的“综合作
品”。如何评价这样一部作品
的学术价值，可能需要专家的
介入，可能需要中国作协回顾
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并成
立相关的独立的学术委员会
对此重新进行评估。但有些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年非常
活跃的儿童阅读推广群体，高
校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包括中
国作协，那些最有发言权也最
应该发言的人士，到目前为
止，基本都选择了沉默。

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读过谭
旭东的书吗？从目前的新闻报

道来看，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
上谭旭东的书在网络上已经可
以读到全文，相关领域专家们的
沉默，除了对作品的陌生，另一
个原因，或许是对作者的熟悉。

对大部分读者来说，谭
旭东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对
主流的文学界包括文学批评
界，可能同样如此。但在儿
童文学研究与推广的圈子
里，除了方卫平、朱自强、梅
子涵、王泉根等一批前辈，谭
旭东早已是年轻一辈中大名
鼎鼎的佼佼者。看看他的履
历，截至 2010年的不完全统
计，他有理论作品12种，文学
作品7种，编著图书30种；他
不仅仅得到鲁迅文学奖，之前
还获得过全国优秀少儿图书
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冰心儿
童文学新作奖……（以上资料
据百度百科“谭旭东”条目）。

这当然是一张光鲜的成
绩单，而在这样一张成绩单
后面，作为专业儿童文学圈
子中的一分子，谭旭东与圈

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也
不难想象。然而这样一个主
流认知之外的，不为人熟知
的群体对我们的下一代却产
生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在主流的文学评价和评
奖体系当中，儿童文学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由此造就了
这个领域的巨大资源；而因
为还不具备足够强大的主流
影响力，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
得到的关注度又相对较少，甚
至参与到这一领域的学者也
屈指可数。两相结合，圈子
化几乎不可避免。这可能是
专业界对谭旭东这场风波暂
时失语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
面，谭旭东的作品可能真的离
鲁迅文学奖的标准有距离，但
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界，能不
能拿出一部真正有分量的同类
理论作品呢？就像谭旭东大量
引用的那本《童年的消逝》一样。

消逝的，或许不仅仅是
童年吧。

□涂涂（新京报评论员）

大卫的马赛克很委屈？【文化谭】

“大卫像被央视打上马赛克”。这则新闻一播出即被广泛传播。艺术品除了艺术
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尤其是一些知名度非常高的作品。那么，大卫该不该打马赛克？

【焦点话题】“抄袭”争议下，应引入专家评定
如何评价这样一部作品的学术价值，可能需要专家的介入，可能需要中

国作协回顾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并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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