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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金睛 西游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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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个名叫电视广告民工的
微博用户在微博上贴出了3月3日到3
月9日和2月24日到3月2日的央视卫
视综艺节目收视率排行榜，令人觉
得诡异的是相隔半个月的两份收视
率报告，前20名的收视率竟然惊人
的一致，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数！博主直言：“ 这是我见到的最拙
劣的数据造假案例，没有之一”。

而这，仅仅是收视率造假的冰
山一角。

去年，有消息称，某沿海影视
频道广告部主任因为收视率造假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内容涉及多
个频道。4月份，央视索福瑞总经理
王兰柱离职。有消息爆出，王兰柱
及其家人曾遭遇人身安全威胁，所
以被迫辞职，而被威胁与收视率造
假有关。

中视丰德董事长王建锋透露，
有电视研究机构以合作推广名义
来游说，称可以以推广费换取收视
率，信誓旦旦表示只要交钱就可轻
而易举帮助拿到至少全国前10数
据。通过王建锋提供的数十页的合
同以及材料表明，该公司为证明自
己能够提高收视率，在指定日期和

指定地区，使某台热播剧场的收视
率从0.11直接飙升至1.14。

其实，人民日报已多次撰文剑
指收视率造假问题。报道中介绍，
某电视台定期为一些用户送大米、
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来收买观众，内
容直指江苏卫视。而在去年，沉积
已久的事件才终于集体爆发。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尽可能杜绝
此类事件的发生呢？目前国内的收视
率调查行业并不成熟，央视索福瑞独
坐龙头，似乎太过“ 霸道”。有专家指
出，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成立第三方有
效机构对收视率调查公司进行监管，
并能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规范条例，对
该行业进行有效的调整和监督。

此外，中国传媒大学刘燕南教
授也在采访中指出，还应该提高造
假成本。“ 一旦发现，一票否决。除
了造假者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外，电
视台相关领导必须辞职。”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聂伟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通
过技术进步也可能一定程度上抑
制造假行为。要加快电视技术升
级，让越来越多具有互动功能的增
强型数字机顶盒进入家庭，追踪记
录每个用户在某个频道停留的时
间。”他认为，把这些“ 即时在线”
得到的海量数据汇总后计算出收
视率，将更为直观而真实。

当然最重要的是电视圈要有
自制之力，能够还观众真实的现
实，从而挽回“ 业内良心”！

收视率原来是个汤圆，可以任人捏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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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索朗扎西将《 姑娘我爱你》
唱红之后，便一直遭到一个原名黄
索南（ 后改名索南扎西）人的四处
冒名盗唱，给原唱名誉带来极大的
损失。

虽然索南扎西因侵权他人歌
曲的词曲署名权而遭到败诉，可是
时至今日依然在娱乐圈享受歌手
待遇，并演唱《 姑娘我爱你》。只因
索朗扎西不够红，不够受人关注，
所以这对于势单力薄的他来说，无
疑是沉重的打击，也让他深感痛心
和无奈。

正值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到来之际，笔者希望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引起大众对于原创人
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娱乐圈这样的
山寨事例实在太多。

像山寨“ 杨钰莹”、“ 谢霆
锋”、“ 韩红”、“ 腾格尔”、“ 周华
健” 等等，各种打着明星旗号的

“ 假货” 肆意泛滥，不但抄袭模
仿，更冒名参加公开活动和代言，
给正牌明星带来极大的困扰和伤
害，连倪萍近日也摇旗呐喊“ 反山
寨宣言”。

其实，山寨歌手的出现，受害
的不仅仅是明星本人，包括众多无
辜的平民，甚至还有那些贪便宜讨
巧的企业。

《 红楼梦》上讲“ 假作真时真
亦假”，在山寨歌手的“ 假货”之
路越走越顺时，真的明星受困那是
必然的事情！但“ 假货”一旦成群、
成气候，必将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取向：为了求利而舍真，对假趋之
若鹜。这样的“ 以假为真”的社会，
还有何和谐可言，还有何法制可
言，而企业还有何利益可说呢？

只希望相关部门，加大监管执
法的力度，将这种恶性行径扼杀在
摇篮里，让其没有可滋长的空间，
也给社会创造树立纯净的风气。

明星被山寨，盗名又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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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读的书到底谁写的？这
原本是一个根本多余的问题，所
读的书当然是书上注明的作者写
的。可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书，根
本就不是封面上的那个作者写
的！

这里面有几种情况：其一，有
人冒用某一位知名作家的名字出
了一本书，作家本人并不知情。其
二，作家知道自己在一本书上只
是“ 挂名”，但因为收了好处费，
便默许之。其三，作家参与了图书
作者造假的整个过程，他目标就
是造假。

几个月前，文坛打假打到了
国外。被《 福布斯》评委世界作家
首富的詹姆斯·帕特森出版的小
说《 伦敦罪》被曝并非出自他本
人之手。事实上，人们一直对帕特
森的“ 高产”保持警惕，2011年他
出了14本书，2012年是13本书，至

今他已出了90多本书。
这个65岁的老人何来如此

充沛的精力？有人揭露，《 伦敦
罪》 其实是一个叫马克·沙利文
的人写的，帕特森将这个名字小
小地列在封面的底部。帕特森后
来承认，他如今的大部分作品都
是由合作者在他提供情节规划
之后完成初稿，再由他修改或润
色而成。

无论如何，帕特森都还算
“ 上路”的，毕竟他将合作者的

名字列出。但在国内很多作家的
创作“ 流水线”上，最后印在封
面上的就只有作家一个人。这种
情况多见于一些图书销售火爆
的青春写手身上。

有的写手还在这条“ 流水
线”上做一些事；有的写手干脆不
做事。可是最后，封面上都只有这
位写手一个人的名字。

有写手还对此觉得理所当
然，谁叫自己那么有名，拥有如此
多只认偶像不认内容的拥趸，说
到底，卖的就是一个名。但他们并
不知道，只卖名而不干活，名字也
是会臭掉的，早晚都会变得一钱
不值，被人唾弃。

我读的书究竟是谁写的？

书是李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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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文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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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顺风车的“ 寄生营销”，借
东风的“ 伪3D”，随着中国电影市
场的飞速发展，国产影片也是乱
象丛生。这个3·15，让我们用火眼
金睛来鉴别这些“ 山寨货”。

月初，《 人在囧途》的续集之
争直接导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

《 泰囧》 的出品方光线集团被告
上法庭，撇开《 人在囧途》出品方
华旗影视与徐峥之间因剧本产生
过的不愉快，《 泰囧》在宣传之初
的确搭了《 人在囧途》的便车，帮
助影片在观众之中迅速找到认同
感。当然，在《 泰囧》大卖之后，

《 x囧》 又将成为众多片商“ 搭
车”的目标。

在电影圈，比“ 二囧”之争更
为残暴的搭顺风车行为也大有人
在，被圈内称为“ 寄生营销”。

就在去年，一部名为《 笔仙
惊魂》的影片就在韩国导演安兵
基提前6月便开始宣传的作品《 笔
仙》 前一个月堂而皇之地上映
了。愉快地“ 蹭”了《 笔仙》打下

的知名度，不少观众入场后才发
现，自己看了另一部电影。更关键
的是，《 笔仙惊魂》正式开拍也是
在《 笔仙》开始宣传之后，是典型
的后来先到“ 寄生营销”。

只要电影好看，搭个顺风车
博宣传也就算了，当下令观众更
难鉴别的是遍地开花的3D电影。

去年，由2D转制为3D的《 泰
坦尼克号》 在内地拿到10亿元票
房，给急功近利的中国电影人做
了一个坏榜样，他们很快发现一
条赚钱捷径———只要把2D电影转
成3D就能赚更多钱。于是，无论
是神话、武侠、翻拍还是改编上映
时都会特别注明：3D版，如此一
来，观众就要比普通电影多掏20
至30元钱。《 画皮2》的票房成功
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去年贺岁档的《 太极》、《 血
滴子》等，乃至仍在热映的《 西游
降魔篇》都因拙劣的3D效果遭到
观众诟病。“ 戴3D眼镜就是为了
看字幕不重影” 更成为观众对

“ 伪3D”电影最精辟的评价。
3D作为电影的一种拍摄制

作技术，是伪了配合故事情节，
为更好地讲故事而采用的拍摄
方式，如今被滥用，被用滥，无异
于杀鸡取卵，令观众失去对3D电
影的信心。

伪3D杀鸡取卵，透支观众信心

伪3D太霸道
为钱想损招
急功又近利
伤人不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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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又是一年3·15打假日。在这个鱼龙混杂
的娱乐圈，过去的一年，有顽痼陈疾如收视率
作假、出书作假愈演愈烈，也有“ 后起之秀”如
伪3D电影这一年来大行其道，伤透观众的心。

我们需要自己有一双火眼金睛，我们更
需要业界的良心，与监管者的责任感。今天，
就让我们盘点一下文娱圈四大怪相，帮助读
者提高警惕，也呼吁这种邪魔早日被降服。上
演一出《 西游降“ 假”篇》。

本版撰文 记者 林艳雯 闵慧 郦亮 杨欣薇

《 画皮2》这样的伪3D，取得高票房也是
杀鸡取卵。

詹姆斯·帕特森高产原来是有人代笔。

索南扎西堂而皇之地山寨索郎扎西，就
是拿他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