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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后一天深夜，一个人仿佛从久埋
的雪堆里钻出来，顶着满头雪花说：“我道
歉。”咦？来者可是青年才俊郭敬明？打眼
一看，不像，仔细一瞅，正是那个“小
四”！

郭敬明真会选时候，选在新旧交替的时
刻。“小四”这是要跟过去告别，重新做人
吗？在新的一年，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个新的开
始，但愿郭敬明从此金盆洗手，不再戴着抄袭

的帽子。
回放一下：2006年5月22日，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郭敬明所著《梦
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
构成抄袭，判决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
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要求郭敬明与出版社在
15日内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道歉。

15天后，庄羽并没有等来这个道歉，直到
15年后的新旧年之交。真可谓，一日一年，一
年一日，度日如年。

能道歉，总归是好事，总好过干了坏事一
辈子都不低头不认怂的那些货色。只是，郭敬
明的道歉真诚度有多高？

我们不能忽略两个背景，一个是100多名
网络作家发出关于“抵制低俗、拒绝抄袭”
的质疑，矛头直指郭敬明、于正等，央视还
对此事给予关注；一个是郭敬明导演的新电
影《晴雅集》正在上映。选择在这个节点道
歉，是不是有消解压力和为自己的电影添柴
加热的因素呢？对这个道歉，有人总感觉不
纯粹，有利益纠葛，是算了账的，怀疑有炒
作成分等等。我想，也不能做诛心之论，郭敬
明毕竟道歉了，又据最新消息，新电影《晴雅
集》已经下架了。

郭敬明的东西，我看的不多，作为80后作

家、电影人，郭敬明玩形式，玩时尚，玩
酷。这都无可厚非，艺术贵在探索。郭敬明
不像传统作家，不像传统导演，不像传统演
员，不像传统编剧。我认为这“四不像”很
好，如果太像传统，亦步亦趋，就没有了创
新，就没有了独一无二，而艺术恰恰就是需
要“独一无二”。基于此，我专门去看过他
执导的电影《爵迹》，好像是2016年上映的，
情节忘记了，只记得一个关于电影的小插
曲：片中男演员陈学冬被网友质疑演技，引
发激烈争论。郭敬明转发陈学冬微博，并力
挺陈：“骂电影就冲我来，特效没做好剧情
没弄好表情僵硬是我的事，冲着演员骂算什
么道理。冲着人家的粉丝骂更是莫名其
妙。”感觉这“小四”脾气不小，青年偶像
偶露峥嵘，发发脾气是可以的，只是发脾气
得看对象、看火候。

如今，爱发脾气的郭敬明居然会写道歉信
了，不简单。道歉信不好写啊，比写小说、当
编剧、当导演难度都大。字字不空，句句结
实。上高中时，我不遵守课堂纪律，给英语
老师起外号，把老师气哭了，校长把我喊
去，让我写道歉信，我憋了一晚上，才憋出
二百字。那时也没有网络，没有范文，真是抓
耳挠腮。从那以后，我就有了深刻印象，道歉

信不好写。
我仔细看了一遍，郭敬明道歉信写得还真

不错，开门见山：“在这个对生命有重新认知
的特殊年末，我想做一个迟到太久的道歉。”
通篇起承转合，语气拿捏，剖析所犯错误，词
句、语法得当，字里行间透着诚恳。看来下了
功夫。没有了过去的张狂和火气，有了沉稳和
从容。四十不惑，从道歉信的内容看，郭敬明
有进步。

郭敬明终于明确地说出了“以我为戒，拒
绝抄袭，尊重创作”的话。我给打八十分。
他用道歉信，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犯了错的乖
孩子。这也为明星们写道歉信提供了一个标
准范本。

闲翻《张治中回忆录》，看到张将军的座
右铭，是母亲告诉他的一句大白话：“咬口生
姜喝口醋。”意在一生尝尽辛酸，方能成人立
业。郭敬明15年背着抄袭的污名，一定不好
受，滋味如同咬口生姜喝口醋。“它像一个无
法愈合的伤口，我不敢撕开，更不敢面对。”
他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是真诚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允许年轻人犯错，知
错就改，值得肯定。希望看到郭敬明真正的
好作品，像写道歉信一样，一笔一画，一丝
不苟。

2020年中国电影：

票房前十均为国产片

据新华社，国家电影局近日发布数据，2020年
中国电影总票房达204 . 17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
为170 . 93亿元，占总票房的83 . 72%，全年票房前10
名影片均为国产影片。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电影市
场在全球各大电影市场中率先复苏、持续回暖，主
要产业指标名列前茅。”国家电影局有关负责人
说，“2020年电影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彰显了
中国电影的制度优势、综合实力和发展韧性。”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0年，城市院线观影人
次5 . 48亿；全年共生产电影故事片531部，影片总
产量为650部；全年新增银幕5794块，全国银幕总
数达到75581块。

“2020年，广大电影工作者团结拼搏，砥砺前
行，创作推出了一批优秀国产影片。全年票房前10
名影片均为国产影片。”国家电影局有关负责人
说。

国家图书馆

上线展映48部非遗纪录片
据新华社，日前，随着48部非遗纪录片在国家

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非遗展映专区正式上
线，第三届“年华易老，技·忆永存——— 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
拉开帷幕。

本次系列活动主要以线上平台展映的形式让大
众认识非遗、了解非遗、喜爱非遗、保护非遗，分
为“乐舞·情韵”“腔调·故事”“手艺·匠心”
“吉祥·人生”四个单元，覆盖非遗十大类别，通
过传承人项目实践、传承教学和口述采访等影音内
容立体展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
历和技艺习得、教学、传承历程。

观众可以通过访问非遗展映专区（ich.nlc.cn）
观看影片并参与“观众最喜爱的影片”投票活动。
让我们走近非遗传承人、走进非遗，感受文化力
量，守望精神家园。

首都图书馆举办

“连环画世界里的中国共产党”

主题展览

抗疫题材纪录电影

《武汉日夜》将登陆院线
据新华社，抗疫题材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将

于1月22日亮相大银幕，再现“英雄之城”武汉在
战“疫”期间经历的日日夜夜。

据介绍，影片基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的
真实背景创作，以患者、医护人员、志愿者、一线
干部、社区居民等人物日常生活状态为故事线，记
录下特殊时期普通人的点滴生活，展现了中国人民
万众一心、守望相助、团结抗疫的坚韧和勇气。

“我们想用光影真诚记录波澜壮阔的抗疫斗
争，在这些珍贵的素材里，浓缩了紧张的抢救、焦
急的等待，也饱含着不舍的告别和充满希望的新
生，希望这些真实而生动的细节，能成为影片打开
观众心门的钥匙。”该剧导演曹金玲表示，影片全
部取材于疫情期间发生在武汉的真实事件，为了完
整呈现影像背后的感人故事，幕后团队花费大量时
间对海量素材进行了细致挑选和艺术创作，以此来
致敬平凡英雄。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据新华社，近日，由首都图书馆与中国动漫集
团联合主办的“连环画世界里的中国共产党”主题
展览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开幕。展览主题为“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那些年”“那些地”
“那些人”“那些事”为线索，通过1000本连环
画，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讲述共产党人的事迹
故事，展现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郭敬明终于道歉了
□ 逄春阶

在文登营镇文登营村，约1000户人家却有113个姓，是名副其实的“百姓村”———

“千户百姓”是威海的打开方式

□ 本报记者 陶相银

目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进行
中。今年4月份，我们将得到一个精确的人
口数字。

从远古的极少人口到如今的14亿余人，
祖辈们繁衍生息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国家的历
史。

每座城都有专属的记忆，威海的历史在
哪里？2020年，威海市政协编纂的《威海人
史话》出版，该书以扎实的研究和翔实的记
录讲述了威海与威海人的历史渊源。日前，
《威海人史话》总撰稿人姜明星接受了本报
记者采访，就威海特有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解
读。

建城六世纪，文明七千年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
侵扰，朝廷设威海卫，于永乐元年（1403
年）建城，名寓“威震东海”，威海之名由
此得来。

“很多人以为，古时的威海处于荒远蛮
夷之地，没有什么历史。其实，威海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历代的一些大事件也
与威海有关。”姜明星说，“威海因其所处
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

1973年秋天，荣成市人和公社（今人和
镇）西河口村的村民在整修农田时，在土层
下发现了石器、陶片。后经考古部门发掘，
又出土了陶鼎、石斧、骨针等器物。考古学
者确认这是一处比大汶口文化还早的文化遗
址，时期在距今7000年到4860年之间，将其
命名为河口遗址。

目前，在威海境内已发现60多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据考证，生活在威海境内的
原始人群，演化为东夷族群的嵎夷分支，大
致在春秋时期并入由莱夷分支所建立的莱
国，至莱国被齐国吞并，东夷文明才不再以
独立形式存在。

在威海出土的秦代铁权（秦时全国统一
度量衡而铸造的衡具，全国仅存有两枚），
在西安出土的秦封泥昌阳丞印，均证实威海
在秦朝已有大量人口。姜明星解释：“昌阳
县是威海境内最早的县级政区。昌阳丞印证
明了，昌阳县出现在秦朝，而非西汉。当时
人口达到数万人的量才会设县，可推测威海
境内人口当时至少在万人以上。”

隋唐时期，隋炀帝在3年内三征高句
丽，唐朝也在24年内数度征讨高句丽、百
济，水军便大多是通过包含威海在内的胶东
沿海跨海东征，其中唐显庆五年（660年）
有10万大军在成山（今荣成市成山镇）集结
渡海。战争虽然延滞了胶东区域的社会发
展，但也使得海运更加发达。尤其是唐灭高
句丽之后，威海境内的赤山浦、乳山浦等沿
海港口与朝鲜半岛、日本交往频繁，大批的
使者、僧侣、商人及其他人员来往于此，留
下许多中外友好和文化交融的佳话，新罗人
张保皋与日本僧人圆仁成为交流活动的代表
人物。

从907年五代十国开启，历经宋、辽、
金、元，至1368年明朝建立，威海在这461年
间乱世与盛世相间，为文化领域的思想繁荣
提供了时代背景。其间，儒、释、道三教在
威海境内发展迅速。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
王重阳不仅在华山论剑中夺得武功天下第一
的名号，还创立全真派，并培养出名震江湖
的七个徒弟——— 全真七子。事实上，王重阳

就是在昆嵛山下的文登一带创办了全真教，
全真七子也都是附近人氏，他们在如今的荣
成、文登、乳山一带修炼、传教，并把全真
教发展向全国各地，昆嵛山由此成为中国道
教全真派发祥地。

明代时，威海境内的社会生产得以逐渐
恢复，海防地位得到了充分重视。因沿海倭
患四起，朝廷在今威海境内相继设威海、成
山、靖海三卫，宁津、百尺崖、寻山、海阳
四个千户所。明宣德二年（1427年）又设文
登营，指挥节制上述三卫四所和宁海卫（今
烟台市牟平区境内）。

清代至民国时期，威海所经历的繁盛与
惨痛、耻辱与奋起，使得这里成为中国近代
史的浓缩之地。

千户人家有“百姓”

在文登区文登营镇文登营村，有约1000
户人家，却有113个姓，是名副其实的“百
姓村”。在乳山市海阳所镇海阳所村，有约
1000户，共24个姓。

姓氏的繁多，与村庄特殊的起源有关。
文登营村起源于明代时设置在这里的胶东沿
海的最高军事机关——— 文登营，海阳所村则
起源于文登营统领的千户所之一——— 海阳
所。姜明星介绍，大量官兵调入威海境内各
卫所，入籍当地，逐渐演化为村落，这在威
海很常见，“村名中带屯、寨、营、所的
村，大多与军屯、驻军有关。”

卫所制度是明朝的主要军事制度，官兵
世袭制，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
合”。所以，明代官兵大多是携带家眷参
军，很多人就在卫所的所在地安家落户，繁
衍成村。

“明代是威海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现
今威海人的祖先大多是明代迁入的。”姜明
星说，“威海现存的2845个村（社区），在
明代建立的有1735个，占了60 . 98%。”

姓氏来源与村庄起源相互佐证。据《威
海人史话》编纂委员会考证，威海境内在改
革开放初期有300多个姓氏，有10余姓氏是金
元以前迁入，30余姓氏于金元时期迁入，只
有少数姓氏于清代迁入，在明代迁入的姓氏
却高达220多个。这220多个姓氏中，有50多
个来自省内，170多个来自16个省份，其中安

徽40多个、江苏30多个、河南20多个，浙
江、河北、山西各10多个。姓氏来源地与军
户来源地大致相同。

“试问先祖在何处，路人皆指小云
南。”云南和“小云南”移民之说在胶东广
为流传。但对于“小云南”在哪，专家学者
观点不一，有云南、贵州、山西、安徽、山
东等多个说法。《威海人史话》编纂人员在
多地考证后，认为“小云南”是云南省祥云
县（古称云南县）。姜明星解释，明初期最
早在云南设卫所，当在胶东也设卫所后，大
量官兵从云南向胶东调防，“明初期，不允
许本籍军户在本地卫所从军，所以超长距离
的军籍移民常见。”

明代移民不仅局限于军人，还有分散性
的民间移民。在明代的威海，有近90个村庄
是外省移民建立，200多个村庄有外省移民
迁入。

“在威海有不少村的村志、族谱里记
载，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但人云亦云的成
分更大。”姜明星解释，“都只说是洪洞
县，没有具体地名，不同时期的描述自相矛
盾，吸收的传说内容较多，这个说法很难令
人信服。”

姜明星说，据《明史》《明实录》等史
书记载，明初有18次从山西大规模移民的记
载，“向山东移民只有两次，涉及东昌府和
兖州府，从未涉及威海所属的登州府。”姜
明星认为，明代仅有少量山西移民来威海，
且是分散的、自发的，而非官方统一组织
的。

“我们发现，威海有898个村庄在明代
有迁徙活动，其中754个是省内迁徙，且大
多就是在胶东半岛区域。”姜明星介绍，
“在官方资料中，找不到明政府向登州府、
莱州府大规模移民的记载，反而有着从登州
府、莱州府向外移民的记载。”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居民迁徙活动仍在
持续，但威海的村庄格局已定，大多是本地
居民迁徙，也有少量省内居民迁徙，但罕有
外省人迁入。相反，在闯关东大潮中，有大
量威海人迁徙至东北三省；在英租威海卫期
间，有多批青壮年远赴香港做警察。

历史就藏在生活中

在威海，姜、毕、于、丛等姓氏是“名
门望族”，姓氏古老，且人口众多。

姜氏人为姜子牙的后人。公元前3 9 1
年，田氏伐齐，姜姓后裔隐居于通天岭（今
为乳山市的寨山）后定居峒岭（今乳山市徐
家镇西峒岭和东峒岭两村），其后裔散居胶
东、东北各地。“姜氏族谱的记载和各地姜
姓人的宗亲活动证明，整个胶东区域、东北
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姜姓人，祖先大多出
自峒岭。”姜明星说，“峒岭的建村史可以
追溯到秦代。在姜姓人心目中，峒岭是一种
祖籍文化符号。”

天下丛氏宗文登，这是丛姓人世代相传
的一句话。丛姓，不仅古老，而且还是威海
境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带有土著意义的姓
氏。明万历年间编著的《丛氏族谱》中记
载，祖先原本姓金，为避战乱东迁，于晋泰
始元年（265年）迁居威海境内，改姓为
丛。如今，丛姓人遍布全球，每隔几年就到
威海的丛氏大宗祠举办一次恳亲大会。

山东方言分为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胶
辽官话。胶辽官话已明显异于前两者，属于
其中一支的威海话又与近邻烟台、大连的方
言差异较大。即便是在威海本地，各地方言
也不一样，甚至荣成南部和北部的方言都有
差异。“这还是跟明代的卫所驻军有关。”
姜明星说，来自各地的军人带来了各地的方
言，在卫所及周边形成了不同于原来本地方
言的新的语言特色，威海市城区受威海卫的
影响，荣成东北部、东南部分别受成山卫与
靖海卫的影响，都有着相对其他区域明显不
同的方言特色。

在威海，还有一些词汇有着堪称“特
有”的发音。“趽（音‘旁’，踢）他几
脚”“盳盳（音同‘盲’，看）热闹”“搛
（音同‘间’，夹）菜”这些常见的威海话
令外地人不知所云。“威海三面环海一面接
陆，这种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是对本地人
文环境的一种保护。所以，威海方言里能找
到东夷语言的痕迹。”姜明星解释，比如威
海人把柞树称为“桲椤”，《国风·秦风·晨
风》中有诗句“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如
今的“桲椤”便是“苞栎”因音近演变而
来。

威海的地名也颇具语言特色。具有胶辽
官话方言特色的威海地名中，常见泊、岘、
岚、夼、汪、庵、砬、湾、圈、埠、硼、礓
等字，这些字的字形、读音与词典相同，但
与词典的释义不同。比如，泊在词典中是指
湖，在威海则指近村近河的大片平地，如蒿
泊、大水泊等，共有70余例。

有的地名带有明代移民的印记。比如在
威海村庄名字中常见的“疃”字，也常见于
安徽、河北两地部分地区的村落名称，其他
省份则少见。这与明代驻军中安徽、河北两
地军官大量调任威海境内有关。在威海，存
在大量倒装逆序地名，如岛邓家、所陈家、
圈于家等。《威海人史话》编纂人员在安徽
多地实地调查时，也发现了较多的此类倒序
结构地名。

有的地名仍保留着古汉语发音。威海有
张家产、刘家产等不少带“产”字的村，
“产”字在威海方言中读“闪”，同样的还
有小床村、田家床村、城子村，“床”
“城”分别读作“双”“生”。姜明星说：
“这并非是方言随意发音，而是保留了古代
发音的结果。古代辞典证明，在元代以前，
这些字就是如此发音。”

姜明星总结说：“威海在姓氏、地名、
方言等方面的特色，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威
海历史悠久，且有大量踪迹可循；二是明代
移民较多，对威海人文历史产生了长远影
响。”

成山卫是明代在威海设的三座卫城之一。位于如今荣成市成山镇的成山卫古城，在600多
年的岁月消磨中，仅剩北门——— 武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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