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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网友突然发现堪
称2016第一热度网剧的《余罪》突然
被网友发现悄然下架，与其共命运的
还包括《灭罪师》《暗黑者2》等多部
网剧。现在一批聚焦社会黑暗面的
文艺作品很盛行，先是“黑暗之书”，
然后就是“黑暗剧”。黑暗能如此正
大光明地传播，是值得警惕的。

《余罪》下架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网剧《余罪》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

外。这部犯罪题材的网剧，一度是以
暴力、血腥、黑暗而自我标榜的。有看
过此剧的网友总结称：“这部剧有毒，
看得停不下来；这部剧很野，剑走偏锋
不按常理出牌；这部剧很“污”，不要
face，没有下限；这部剧很暴力，就问
你看了爽不爽；这部剧很黑，再不看就
要下架了！”就是这样一部剧，还拍了
一个系列。感到意外的应该不是《余
罪》下架，而是为什么到现在才下架。

《灭罪师》和《黑暗者2》其实走的
套路和《余罪》差不多，都是具有暴力
和血腥的情节，而且还有一些人对此
津津乐道，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现
在确实有一批所谓犯罪题材的文艺作
品，其重点不在于惩恶扬善，而是那种
黑暗面，之所以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
为一些人将这种黑暗面的表现，看成
是一种酷，一种帅气，一种男人味。这
显然是价值观发生了偏差。

所以国家对这类网剧的监管并
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类剧在一
般的电视频道上是根本无法播出的，
所以大多是以网剧的形式出现，但是
现在网剧和电视剧的审查标准逐渐
趋同，这类犯罪剧也就应声下架了。

应该看到，《余罪》绝对不会是唯

一被查处的。这可能是新一轮监管
的开始。“黑暗剧”受到了限制，有人
推测，这股风潮是不是会向出版界蔓
延，瞄准“黑暗之书”？当然，完全有
这种可能。

“黑暗之书”到底在宣扬什么？
网剧《余罪》是根据同名小说改

编的。网剧拍出来据说作者并不太
满意，因为他认为“把刑侦编成感情
戏”了，言下之意，小说比网剧要暴力
黑暗得多。不过青年报记者昨天在
调查中发现，《余罪》小说的销售并未
因网剧的下架而受到影响，其他类似
网剧的原著小说也在销售，“黑暗之
书”依然很有市场。

在网络文坛，除了玄幻、言情、盗
墓之类，几年前就出过一个流派叫

“黑道小说”。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孔

二狗”的《东北往事：黑道风云 20
年》。“孔二狗”曾经直言：“我可能确
实具有暴力情结。”还说：“中国存在
很多黑社会，我是讲故事的高手。”但
是就是这样的“黑暗之书”，卖得相当
火爆。有人直言：“我读了三遍后，发
现自己也有暴力倾向了。”现在来看，
像《余罪》、《灭罪师》其实走的都是
《东北往事》的一条路子，他们走的是
“黑道”，宣扬的是黑暗，对暴力很热
衷，将此美化为血性和阳刚。

这些小说在社会上公开传播已
经有五六年了，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
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现在网剧
和电视剧的审查标准趋同，但是显然
图书监管更为宽松，于是出现了网上
看不到的，书店里能买到的情况。事
实上，只有统一尺度，才能真正地驱
走黑暗，迎来清风正气。

《余罪》等网剧近日遭下架，原著小说依然销售

统一尺度，不能线上线下两个样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蜚声华语歌坛的“词坛
泰斗”庄奴昨天在重庆逝世，享年95
岁。庄奴走了，《甜蜜蜜》和《小城故
事》却依然温暖着人间。

一生写了3000多首佳作
庄奴原名王景羲，生于北京，其父

是冯玉祥的一位部下。日寇侵华，庄奴
家陷入困境。20岁的庄奴就读中华新
闻学院。国难当头，热血青年纷纷投笔
从戎。庄奴瞒着父母，与同学们一起报
考了飞行学校。南渡黄河时，庄奴被其
一泻千里的雄浑气势所震撼，又感念中
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毅然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黄河”。

也是在那时，庄奴因身染重疾靠
中草药幸运治愈，报考空军飞行员由
于身体太弱被调到地勤，先到重庆铜
梁县训练三个月，后转到成都学校上
课。从此与重庆结下不解之缘。庄奴
一腔热血，一心报国，感怀于宋朝诗人
晁补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有“庄
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他便以“庄
奴”为笔名。他曾说：“庄奴用锄头耕
种，我用笔写词，都是为他人作嫁衣”。

庄奴的词人生涯是在1949年到
台湾之后开始的。庄奴是一位相当
高产的词人，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先后留下了三千多首佳作，其中包括
《甜蜜蜜》、《小城故事》、《冬天里的一

把火》这样的流行歌曲经典。庄奴也
与乔羽、黄霑并称词坛“三杰”。

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
庄奴写词会针对不同歌手的特

点来写，因此不少歌手是唱着庄奴的
歌而成名的。邓丽君就是其中一
位。当年有人给庄奴送来了《甜蜜蜜》
的曲子，是一首印尼民歌。庄奴先问，
是给谁唱的？知道是给邓丽君的，想
起她甜甜的样子，哼着歌，歌词就自然
而然浮现在脑海了。“甜蜜蜜，你笑得
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邓丽君有八成歌曲的歌词都出
于庄奴之手，所以也有人说，没有庄
奴就没有邓丽君。但事实上庄奴只
远远地在舞台上见过一次邓丽君，那
时候她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与

常人“神化”的邓丽君不同，谈起对她
的印象，庄奴却语出惊人。

“邓丽君？她不漂亮。她是很普
通的一个女孩子，是邻家的小妹妹，不
像林青霞是标准的美女，”庄奴说。然
而，庄奴认为正是因为邓丽君“不漂
亮”，才让她得以出人头地——不能
靠相貌“吃饭”，自然要唱得更努力。
即便成名之后，邓丽君还是不忘勤加
练习自己的唱歌技巧，在新老更迭迅
速的流行歌坛，谦逊和勤奋是很好的
品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
最喜欢给她写歌，因为她特别聪明，能
懂得我歌词的含义。古月的歌、庄奴
的词、邓丽君唱，我们是三合一，铁三
角”，庄奴说。不知是不是缘分，《唐诗
三百首》正是邓丽君随身携带的书籍。

庄奴的词给人一种清新温暖之
感。这与庄奴的文学功底是分不开
的。庄奴一直强调要从传统中汲取
养分，庄奴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喜欢
戏剧。在学生时代，他还出演过话剧
《雷雨》中的鲁贵。庄奴爱听京剧与
昆曲，他颇为欣赏梅兰芳、言慧珠的
戏。他认为传统艺术必须传承下去，
因为那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庄奴称：

“昆曲、京剧的词，写得太美了！我建
议喜欢写歌词的年轻朋友多研究那
些唱词，工整而典雅。 ” 对于有
志于投身词坛的青年人，他给出的建
议是：“多读古典诗词歌赋，多了解并
感悟时代生活。”

与时间赛跑的老人走了，留下了《甜蜜蜜》

上海越剧院
有了官方电台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日前，上海
越剧艺术传习所（上海越剧院）携手
喜马拉雅FM等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将共同构建基于“共享+越无限”为
概念的文化产业圈。有着60周年历
史的上海越剧院已创作、改编、移植
400多出古装剧、历史剧和现代剧，
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
《红楼梦》（旧版 新版）、《祥林嫂》被
公认为剧种的代表作。此次签约后，
上海越剧院将借助于合作方的力量
从视频、音频、网络直播等方面多角
度、多元化地实现传统戏曲与互联网
的融合发展，从多个维度合力孵化围
绕于剧院品牌之下的IP矩阵。

接下去将以创新设计的“关注流推
送”方式为上海越剧院及演员创建展示
个性、为越剧发声的个性化电台。据
悉，上海越剧院的官方电台以及中生代
表演艺术家钱惠丽的个人电台将在10
月向所有公众亮相。目前，喜马拉雅FM
平台上有专门的戏曲分类，其中《国粹
京剧》、《黄梅戏名段》、《昆曲之牡丹亭》
等节目均十分受欢迎。

上海越剧院副院长梁弘钧表示，
“此次的合作不单是跨行业的资源整
合，更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戏曲院
团的积极探索，旨在借力更现代、更
快捷的互联网推广普及越剧艺术。
剧院非常期待通过精准的大数据驱
动以及分析报告，了解用户性别、年
龄、职业、地域、收看（听）习惯，为剧
院策划、确立剧目选题、演出形式等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国内资本
直接投资国际片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中国资本参
与国际电影的方式，正在越来越丰
富，除了直接引进以及合拍，还有形
式多样的直接投资，而且不局限于好
莱坞、韩国这些传统的电影合作体
系，俄罗斯电影也成为目标。记者从
投资方获悉，“战斗民族”的性格，似
乎是动作片天然的温床，即将于14
日登陆的3D巨制《暗杀游戏》，就属
于这一类型。

《暗杀游戏》改编自全球盛行的
网络社交游戏，影片在海外上映前已
聚集大量粉丝。据影片导演萨里·奥
德赛耶透露，《暗杀游戏》严格按照好
莱坞电影工业的形式和生产模式，联
合国际顶尖的特效团队CGI斥巨资打
造。影片华丽的特效镜头比比皆是，
并探索了一系列新颖的蒙太奇技巧，
带有强烈的感官体验，画面水准如同

“盗梦空间”的即视感。
已在海外看过成片的专业观众

表示，“影片质感基本符合大家的想
象，但故事脉络复杂了不少。如果影
片叙事完成度较高，《暗杀游戏》极大
可能超越同为俄罗斯进口的视效话
题之作《他是龙》，成为近两年俄语片
在国内的票房冠军。”

这样有特色的类型片，算是国内
资本投资国际“细分市场”影片的尝
试，如果成绩不错，以后国内电影市场
上的国际片题材，估计将极大丰富。

《余罪》中具有暴力和血腥的情节一直有打擦边球之嫌。

庄奴写词六十载，被称为“与时
间赛跑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