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吕 晗

电话:(0531)85193305 Email:wtzx@dzwww.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昨日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据上观新闻，2020年一季度，不出门的“宅生活”
打乱了国人的正常生活节奏，也给线上文娱行业带
来更多机遇和挑战。阅文集团发布数据，2020年第一
季度，平台新增作家数量33万，环比增长129%；其中，
广东、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人民最爱网文创作，湖
北省则首次跻身排行榜Top6，当地人民网文创作热
情空前高涨。

大量新增作家涌入平台，直接带动内容创作进
一步多元化。阅文集团表示，一季度新增作品数量超
52万部，同比增长约1 . 5倍，玄幻类依然是大多数作
家创作的“心头好”。但“短内容”也呈现了快速崛起
的态势，“短篇小说”数量同比增长近5倍；以往偏小
众的“短篇小说”、“轻小说”两种题材，在第一季度新
增入库作品类目上，分别攀升至第二和第四。

数据显示，年轻用户创作积极性最高，30岁以下
作家占比超过七成。结合热门创作品类，不难看出大
多数新增作家此前并非职业作家，短小精悍的内容
成试水首选，网文行业已成“斜杠青年”的重要创收
渠道。

“封城”期间，阅文集团旗下湖北写作者新增数
量近万人，湖北地区新增作品总量超1 . 3万部，环比
增长17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在创作题材
方面，“短篇小说”题材也是湖北新作家的首选。

《文学的日常》

用文学照亮生活
据光明网，近日，由优酷视频、海峡卫视联合出

品的一档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借由影像的方
式，打通了与文字媒介的沟壑，以一位朋友拜访知名
作家的形式，展现了当代作家的精神风貌，加深了观
众对文学的认识。

人文纪录片是纪录片类型之一，主要关注的是
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文化。《文学的日常》秉持着人
性化的视角和人文关怀的理念，以现实为出发点，聚
焦作家的日常生活场景，带领观众走进马原虚实交
织的姑娘寨、马家辉所思所念的湾仔、麦家一直想要
逃离的故乡富阳等地，探寻作家与作品之间的碰撞
与奇妙际遇。而通过作家与朋友对谈、走访、体验、观
察的方式，让节目内容更加客观真实，让气氛更为舒
缓和放松，作家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在这样的氛围下
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兼具烟火气和
超然物外的真实立体的作家形象。

《文学的日常》还通过作家和朋友的对话，展现
作家对时代及生活的认知与解读，包括对生死观、世
道人心、故乡、青春叛逆等当下热点话题的看法，体
现了纪录片深刻的时代观照，给予了观众更为深层
的思考与体悟。

经典名著仍受青睐
读者付费阅读意愿提升

据中国新闻网，近日，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亚马逊中国连续第七年发布“全民阅读报告”。报
告显示，经典名著仍是最受读者青睐的图书类目，不
同年龄段的读者呈现出各自的阅读偏好。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大众对阅读的热情持续攀
升，六成读者将阅读列入了自己的年度计划，更有
25%的读者认为阅读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阅读量看，近五成读者的年度阅读总量达10
本以上，年阅读量超过3本的读者占比达94%。阅读时
长方面，46%的读者每天都会利用30分钟至1小时进
行阅读，逾三成读者的日均阅读时长超过1个小时。

从图书选择上看，总体来说，经典名著仍是最受
读者青睐的图书类别，而中外文学、社科人文、历史
传记等类目同样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从年龄段来
看，不同代际的读者对阅读内容也呈现出各自的偏
好及特点。50后、60后读者选择经典名著、历史传记
的占比更高，70后、80后读者偏爱社科人文、经济管
理等类别的书目，而90后、00后读者则对中外文学、
特别是科幻及网络文学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

在数字阅读的带动下，与阅读量一同提升的还
有读者的付费阅读意愿。近八成读者愿意为自己喜
欢的电子读物付费。

“高龄少年”王蒙

出新长篇《笑的风》
据北京日报，2019年夏季，86岁的“高龄少年”王

蒙先生完成了中篇小说《笑的风》，年底在《人民文
学》刊出后，他将这部“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
说”升级改造，增加了五万余字。日前，作家出版社推
出王蒙长篇小说《笑的风》。

《笑的风》是一部内涵丰富视角多变的小说，时
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2019年，空间跨度
则从中国的北方乡村到省城到上海到北京，从海外
的德国到希腊到匈牙利到爱尔兰。主人公傅大成上
高中时因一首诗《笑的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之后
经历了包办婚姻、婚外恋、离婚、再婚与离婚，从青涩
少年的情感萌动到耄耋之年的自我拷问，作者将他
的情路文路心路历程和盘托出。藉由傅大成的经历，

《笑的风》活现了中国六七十年间社会生活的发展变
化；写了中国人在社会风尚飞速变化中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也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婚姻与爱情。

《笑的风》的语言极具王蒙特色，密集排比、活泛
酣畅，大量的信息与知识排山倒海，盘点中国六十余
年的历史生活信息、社会风尚与人心变化，充分体现
了作者的饱学多识和丰富阅历。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 王文珏

【关键词】英国BBC最新纪录片 新华社
人民网等推荐

杜甫忽然又“红”了。这次，是因为疫情
期间各类综艺娱乐节目欠缺，而英国BBC推出
了介绍中国诗人杜甫的纪录片。人们的注意力
一下就聚焦了——— 杜甫，他们怎么看？杜甫是
我们的，当然也是世界的，但问题是老外真能
理解吗？

“在当代，往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离我们
远去。但寻旅者仍然可以在中国当代找到古中
国文化的价值。”一句不凡的开场，荡开历史
学者、主持人迈克尔·伍德踏寻杜甫生平足迹
之旅。

纪录片在历史中观察着杜甫。从西安到成
都，到长沙，到平江……从出生开始，杜甫所
到之地像一部书卷，缓缓展开在眼前。出身书
香门第，年轻时壮游山川结交知己，科举失
意，长安意外得见帝王，入仕后因耿直谏言屡
不得志，遭遇安史之乱开始漫长的流浪……在
所有的时光里，诗人不停地写诗，意气风发的
时候，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时候，难得悠闲的
时候……浓缩版一个诗人的一生，就这样在现
代风物里重新流淌。成都的草堂依然馥郁，顺
流而下的长江烟波浩渺，诗人在不同际遇中写
下的诗，成为对自己最好的注脚。

杜甫是谁？杜甫因何而伟大？纪录片出色

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西方对于杜甫成
就的定义，也给出了另一种视角对杜甫的解
释。它始终体会着杜诗中挥之不去的沉郁，把
诗人的一生溶解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刻度里，感
受巨大的失落。自己以及周边人间的苦难凄
惶，化作痛苦的记录、悲愤的慨叹，他渴望这
个世界好起来，却永远只能在命运拨弄下身不
由己。痛苦从哪里来？自己的遭遇。痛苦向哪
里去？杜甫的痛苦，最终化作了对人间所有痛
苦的体察与悲悯，内心一面滚烫，一面苍凉。

用历史的变迁注解诗人的一生，也用诗人
精神的变迁，标记历史每处符点。这种情景交
融，夹叙夹议在倒推中理解一个人精神世界的
成型。“诗歌是唐朝的敲门砖，但仕途是死胡
同，杜甫试着融入，但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其
中。他太真实了，陷入了完全的无助”。“活
着意味着什么？他不再是书香门第的儿子，而
是千万苦难老百姓中的一员，生活变得更加沉
重现实。公元756年，杜甫被叛军捉住，他与
家人远离甚至成为一个搬运工，充满一个小人
物对大事件的无助”。公元759年，杜甫去天
水，仲冬，穿越秦岭抵达成都。逃离战乱，南
方的温暖湿润抚慰了他的心，“他的诗歌反映
并转化了自己的经历，这种经历也成为中国文
化中情感词典的一部分”……百年歌自苦，未
见有知音，影片在杜甫痛苦沉郁的灵魂中，触
摸着心怀天下的悲悯。BBC完全没有猎奇或者
点到即止的轻巧，他们用另一种通俗易懂，抵
达了共通的核心精神理解。

为了引起英国观众共鸣，影片常用联系比
较的方式表达。比如描述李白和杜甫，如同希
腊神话里的“酒神”和“日神”，一个物我两
忘，一个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成都，
杜甫像一个农民诗人，在自然和日常中寻找到
简单的生活乐趣。但相对宽裕的生活中，诗人
依然会感受到痛苦。为什么？影片借用弗洛伊
德写下的一句话进行了类比：“一个人为了一
种理想或者一种文明而感到的深深悲恸，类似
于对一个爱人的情感。”看到这里，人们对杜
甫的理解忽然更加切肤——— 对他来说，这是一
种文化的哀伤。全片用这种模糊的准确，抓住
了杜甫的神韵。

影片请来81岁的“甘道夫”，麦克莱恩老
爵爷诵读杜甫的代表性诗句。的确是太会找人
了——— 老爷子是英国的“焦晃”，一样的沧桑
入定，声音里自然地带着无边落木，萧萧而
下。对诗的翻译，BBC更注重意义的传递，韵
律和用典都难免有所牺牲，但在全片自成一
体、对杜甫作为“人”的还原中，这一点并不
妨碍甚至有助于英国观众更好地理解诗人。

纪录片《杜甫》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
介绍一位东方诗人。关于这一点，很多国内著
述可能比这部短片更高深准确。但它提供了一
种独特的，相互联系的角度，表达着西方对于
一个诗人如何、为何伟大的理解，形成了中西
映照、独特的互参模式。这种奇妙的观感，像
是远足之后重新感受自己的家园，足以让人在
思考过后，重新拿起那些古老的诗集。

《杜甫：最伟大的中国诗人》,百年歌自苦

“封城”期间

湖北写作者新增数量近万人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22日，山东草根明星“大衣哥”通过媒体
直播回应家门被踹一事，再次上了微博热搜。

根据单县公安局2020年4月18日警情通告
显示：4月15日16时许，单县公安局郭村派出
所接报警称，朱某文家中大门被人强踹。值班
民警立即出警，到达现场时嫌疑人已离开。经
查，董某伦酒后慕名欲见朱某文。到后，见朱
某文家中大门关闭，便与同在现场的周某鲁用
脚踹开大门。董、周两人非朱某文同乡，且互
不相识。

目前，两名涉嫌寻衅滋事的嫌疑人董某
伦、周某鲁均已抓获归案，分别被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十日。

大衣哥，自媒体时代的“流量王”

“大衣哥”原名朱之文。2011年，朱之文
在一档选秀节目中穿着军大衣，唱了首《滚滚
长江东逝水》，初崭头角。紧接着，他在央视
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中获得第5名，随后又
参加了春晚，“大衣哥”从此红遍全国。

“大衣哥”出名后，仍住在朱楼村。对于
不愿意搬家，朱之文有自己的逻辑：朱楼村是
自己的根。他在22日的直播中再次直言，“故
土难离，我50多岁了，我看着我的小院高兴，
我看着我的村庄高兴，我看到我从小在南边小
河边练歌的地方，我心里高兴，我看着和我一
起长大的小伙伴，我心里更舒服。”这次新冠
疫情，“大衣哥”先后向武汉和家乡捐款共计
40万，“给大家买点口罩、消毒液”。 不
愿搬家的朱之文，显得有些尴尬，原本安静的
家不再安静，被围观成为常态，“合影的，拜
师学艺的，求助的，看病的，还有打官司的，
天天都有很多人”。

“富在深山有远亲”，不管怎么说，朱之
文像极了某些人的“摇钱树”，只要有机会，

一些人就上前摇一摇这棵“树”。
网络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兴盛后，“大衣

哥”成了“流量王”，围观有了更多过分之
举。朱之文家一度每天涌入几十人，拍视频、
做直播，甚至他上个厕所都有人想要挤进去。
2019年11月，央视栏目《热话》做了一期关于
朱之文的节目。在家中，他指着院墙上的仙人
掌对记者说：“有这个东西，它就防止人爬墙
过来。”但仙人掌不管用，他又在门上焊了一
排铁钉。从“焊了一排铁钉”来看，说明他内
心并不欢迎这些行为，但又好像无可奈何。

对此，朱之文也心知肚明：“我不知道想
的对不对，人家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
家乡就靠那一亩三分地。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
了我，家乡的人那么支持我，必然还是好人
多。（我）能招招人，给我们家乡带来招商，
带来人气，为家乡作点贡献，再困难我也能承
受得了。”

朱之文心地宽厚，家门被踹之后，他在门
口发现有人拽着踹门者，他要求把人放开，说
门踹坏可以再修，别吓着人。

追求“流量”背后的道德拷问

各处涌来的大量自媒体直播者，为了拍
“大衣哥”，爬墙，甚至想跟着上厕所，这些
行为都面临道德的审视。与此同时，之前两次
回应男子踹门事件的“朱之文”已封号，朱之
文在22日表示，他只知道微博这个名词，不懂
怎么下载、注册。网上那些“大衣哥朱之文”
的微博是冒名抢注的，他认为这样明明不是他
却替他说，一是欺骗他，最重要的是欺骗了粉
丝，“是不道德的事”。

由朱之文的境遇，记者想到了孔子。朱之
文的家乡单县和孔子的先祖之国宋国都城商
丘，仅60余公里，亦曾属于先秦诸侯国鲁国地
盘，受儒家学说影响深厚。

追求经济上的富足，也是人的天性。孔子
在《论语》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
士，吾亦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财富
可以求得，即使要我去做一个手拿鞭子赶大车
的人，我也愿意去做。

连孔子都赞成挣大钱，拍个视频短片，赚
点流量钱，改善一下生活，似乎也不是不可
以。但孔子的财富观有红线思维，所谓“不义
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富与
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

为了追求流量，让朱之文正常生活受到严
重干扰，事实上已经踏破了道德底线。

不符合道德的钱，不能赚，强调获得财富
要符合程序正义，在市场和法治规则相对健全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孔子思想的前瞻性魅
力，这对于今天人们的行为仍是一种警戒，围
观朱之文的自媒体拍摄者们是否应该好好反
思？

追求“流量”背后的法律思考

“大衣哥”被围观事件中，不只是道德的
问题。

比如，“大衣哥”家门被踹，已经上升到
违法的层次，而且违背的是我国的根本大
法——— 宪法。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
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董某伦、周某鲁
因踹门被行拘十日，受之有据。

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孟翔指出，“大衣
哥”虽是公众人物，相比于普通民众而言其个
人生活的领域界限是要小一些，但其享有的住
宅安宁等隐私权、财产权、肖像权及名誉权等
权利仍旧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容他人无底线侵
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
“隐私权”的概念，隐私权是指公民对其个人
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
动，私生活安宁等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收集、
利用、公开等干扰的权利。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隐私被泄露的问题，这
也是当今自媒体时代加之于普通人的困惑和困
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加深认为，
“大衣哥”被围观，并成为追求流量的素材，
既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大

衣哥”因唱歌而成名，因公益和本色而受人尊
重，然而成为草根公众人物之后，意想不到的
麻烦来了，生活被打扰，隐私藏不住，一个不
惜拿出大量收入做公益的民间网红的自我防御
措施，不过是最为原始的仙人掌和被焊成一排
的铁钉。这位自己很节俭，却对公益挺大方的
“大衣哥”，无论如何也不该遭遇如此的难
堪。

杨加深说：“本属于‘大衣哥’自己隐私
的一言一行，如今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被用来赚
取流量乃至不正当方式的生财手段，他的初衷
正在被一种极不正常的外力改变着，这与他不
想改变初衷的理念相矛盾，所以他很苦恼。这
些手段之所以存在，说到家就是因为有市场。
真不敢想象这些不合常理的言行，最终会把大
衣哥逼上一条怎样的未来之路。”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每天被“直播上
网”，“大衣哥”是公众人物，但也是一个普
通人，保护“大衣哥”的隐私权益，其实也是
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

孟翔表示：“法治社会下没有法外之地，
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尤其在当前我国优良
的法治环境下，公众人物更应当勇敢拿起法律
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值得深思的是，行为之恶后边是资本之
恶。如果没有一些网络媒体为流量付钱，肯定
不会有这些恶意的争拍、抢拍行为。自媒体和
网络媒体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是不是应该有一
种明确的尺度。

我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
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
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不过，除规定通信和住宅权益法定不被侵
害之外，我国还没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擅自披露个人信息、擅自
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

“大衣哥”被围观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我
们要从这面镜子里，找到更文明的生活和处事
方式。

“大衣哥”被踹门和孔子的财富观

纪录片海报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赵连友 报道
日前，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伏里土陶原产地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伏里村

传出喜讯，伏里土陶传承人甘信祥抢救发掘的伏里土陶(灰陶)技艺获得成
功，首窑600余件灰陶作品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伏里土陶烧制成功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