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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里寻找模仿的影子
——— 漫谈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模仿秀”

□ 王文珏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并不喜欢黑暗和寒
冷。但有人却专门寻觅而去，在极度黑暗和
寒冷中，作着自我的探寻，也许还顺便探寻
了宇宙的秘密。这群人就是年复一年，在离
北极最近的小镇朗伊尔城住下来的科学工作
者，以及那些为了与寒夜极光相处而至的普
通人。他们一起，在北纬78度的北极，抱团组
成了人类最寒冷、最北的社区，一个科学严
谨，又充满诗性的乌托邦。

纪录片《光语者》，是中国北极科考队
的“副”产品。影片的清冷、安宁，对于周
边细腻的观察记录，迥异于一般的热血叙
述。它像是沾染了北极的气息，空谷静音，
不曾高声语，恐惊寒夜人。一切记录，都以
北极圈极夜时负责留守黄河科考站的队员刘
杨的视角展开。

零下27摄氏度，24小时黑暗，朗伊尔将度
过漫长的120个极夜。这里曾有过矿业，在
1962年的一场矿难后，矿井逐渐封闭，慢慢演
变成一座只为科考驻扎的小城。来自十多个
国家的科考站、研究所，都在这里设有驻扎
机构。波兰的极地海洋研究专家皮奥特收集
了25年的大气资料，缓慢又扎实；德国的气溶
胶专家用时间和激光的分配，测算着空气最
精微的变化……这里的人们慢慢都活成了一
把钻头，寂寞而专注。

人们无法使用手机，唯有彼此间直接
交流，社交媒体在这里失灵了。极端环境
让人抱团取暖，科学家们形成了数据共
享、坦诚交流的社区，一个科学部落就这
样隐匿在北极荒野，与世隔绝。刘杨感受
到某种对抗孤冷的温暖，也是人理想中的
交互——— 尊重别人，也就获得更多理解包
容。旷野中，很多无人居住却一应俱全的
小木屋，供在外行走的人取暖、歇脚，它
的门是不上锁的。极夜带来的人际文化，
与别处完全不同。

有人前赴后继从世界各地来此，开始一

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满头银发的版画家，在
这里最细致地观察暗影；音乐装置艺术家，
捕捉着空气极静状态下的颤栗；驯狗师夫
妇，为来观光的人们提供雪橇犬，也轻声抱
怨着客人与游客的区别——— 谁真正关心着北
极，谁只是欲望驱使下的破坏者。

甘愿居住于此的人们是城市的叛逃者，
自然的敬畏者，严肃的思考者。至暗至寒的
光阴，是某种生活的临界点，自然严酷的外
在与灵魂深邃的内在彼此磨合。镜头跟随刘
杨记录下一张张平凡却富有哲思的面孔，观
众也试着了解，为什么有人愿在这里生活？
他们得到了什么？有意思的是，越寒冷，人
的表达就越内敛，永夜城的每个居民都在集
体生活和个体之间找到了舒适的平衡。羞涩
的人在这里无比适应，没有人误解沉默，所
有人带着某种特别的平静温柔。也许这些结
果，本身就回答了追寻的动因。

除了记录朗伊尔的人，影片也用丰富
的细节，追录着极致的黑暗、寂静、极
寒。这种语言类似于故事片里的空镜———
去记录某种“没有”。细粒感的风声，是

一粒一粒聚合在一起的，在无限寂静的时
分，风还原为无数气缕，彼此划过，人们
听到动与静的摩擦。黑暗也完成了对光的
淬炼——— 北欧传说中，极光能把人的灵魂
吸走，代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镜头记录
的珍贵极光，是大自然刻意展现给人类的
一点点密码，有时像宽大的软流星缓缓撩
动黑暗空气，有时如紫气东来，天空中忽
然竖立一道灵魂的弦。细密的光屑，冷焰
流光，极夜里各种最普通不过、寻常不过
的一切，全都重新赋形，这像是一种剥
夺，更像是一种赋予。影片用外来者沉静
而享受的视角，完成了近乎无声的记录。

对主人公刘杨来说，一个人，度过一整
个没有太阳的冬天，如同在寂寞中探索自己
和天气的极限。而当他环顾并记录周遭，观
影者就在他的引领下，完成了从普通生活到
极地光阴的大型转场，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数字影像的普及，让人们能追随在场者，感
受罕见的生命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光
语者》提炼出某些极致的镜像，完成了关于
自然的洗礼。

《光语者》：空谷静音

据中国新闻网，易观分析近日发布的《中国网
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
学市场规模达288 . 4亿元，盗版损失规模达60 . 28亿
元，版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根据白皮书数据，2020年中国数字娱乐核心产
业规模达6835 . 2亿元，其中网络文学市场规模288 . 4
亿元，行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用户付费和版权运营。
特别是通过IP全版权运营，网络文学间接或直接影
响了动漫、影视、游戏、音乐、衍生品等合计约
2531亿元的市场，即网络文学及其IP运营对数字娱
乐产业的影响范围超过40%。

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也给盗版侵权带来了可乘
之机。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盗版损失
规模达60 . 28亿元，同比上升6 . 9%，新技术滥用、
传播途径杂多和盗版在全产业链实现覆盖是规模上
升的主要因素。截至2020年12月，重点盗版平台整体
月度活跃用户量达到727 . 4万，月度人均使用时长接
近19小时，月度人均启动次数高达115次。

白皮书指出，绝大多数创作者将网文写作看作
收入来源，其中33 . 1%为全职作者，网文写作是其
主要收入来源。调查发现，网络文学作家频繁遭受
侵权的比例高达42%，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传播
原作品、抄袭、未经授权将原作品制作成有声书是
最常见的3种类型。

据北京日报，近日，国内权威第三方数据机构
QuestMobile发布《2021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大报
告》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移动网民整体规模趋
稳，随着时间呈现阶段性波动变化。不过，与2019
年相似的是，移动网民规模在2020年9月份回落到
低点之后再度呈现增长态势，只是增长规模较上一
阶段同期有所缩小。

80后、90后依然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主要用户
群体，规模达7 . 24亿，城际分布随市场变化呈现一
定程度变动，但整体比例已趋向稳定，三线及以下
城市占比达57 . 9%。

随着生活及出行恢复常态，相关人群规模也逐
步恢复。2021年3月，观影娱乐人群相比去年整体
增加近1 . 3亿，同比增长48 . 5%。差旅人群也恢复出
差节奏，较去年整体增加 6 4 0 0万，同比增长
54 . 9%。

与此同时，服务性行业实现快速增长，社会消
费迎来全面性复苏。报告显示，2021年3月出行服
务行业增长规模最大，净增用户1 . 59亿，金融理财
和移动购物也呈现大规模增长，净增用户分别为
8942万、8114万。

《中国网络文学版权

保护白皮书》发布

据安徽日报，最近，有媒体报道，在数字音乐
领域出现一个奇特现象：同一个用户重复花钱购买
同一个作品，重复频率从数十次到数十万次不等，
甚至有的消费者在一首歌上花了几十万元。

进入了数字时代，包括体育、电影、综艺等在
内的数字版权产品，消费者都可以一次购买重复收
看，但一般情况下，消费者购买之后原先的付费页
面就已不存在。但在音乐类App上，消费者花钱购买
版权后，音乐可以播放，但付费的界面仍在。不仅如
此，在一些歌曲的付费菜单里，数量一栏下出现了
“520”“1314”等默认选项，页面上还根据重复
购买的数量多少列出冠、亚、季军榜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粉丝”
的非理性消费，在粉丝经济和流量经济的助推下，
不少“粉丝”为自己的“爱豆”疯狂打榜，以求拉
升“爱豆”的作品成交量和热度，维持“爱豆”的
高曝光率；另一方面，音乐App也在煽风点火，诱
导重复消费。这样的数字音乐行业，看起来“版
权”得到了维护，市场也红红火火，实则充斥着大
量泡沫。如果不及时预警，将带来多重负面效应。

理性付费畅享音乐之美

移动互联网用户

城际分布比例趋稳

据新华社，国家版权局近日通报，2021年2月
至3月，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宣部电影局、公安
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联合部署开展打击院线电影
盗录传播集中行动，严厉打击春节档院线电影盗录
传播违法犯罪行为，规范电影市场版权秩序。各地
执法部门积极部署预警保护、加强巡查监测、快速
处置侵权、深入查办案件，取得显著成效。

集中行动期间，各地版权、电影主管部门以7
部春节档院线电影放映传播情况为检查巡查重点，
出动执法人员3 . 65万余人次，检查影院、点播影院
等场所1 . 18万家次，巡查网站（App）2682家次，
督导各电信运营商、社交平台、网盘、电商平台等
网络服务商删除涉院线电影侵权链接3万余条，查
办涉院线电影侵权盗版重点案件39件，关闭侵权网
站（公众号）45个，有效遏制了院线电影盗录传播
势头。

通报称，下一步，各地执法部门将深挖盗版源
头，加大对影院偷拍盗录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销
售、传播盗版影片的网站（App）、微信公众号、
电商经营者，督促各网络平台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并对权利人反映强烈、社会危害较大的盗录传播院
线电影行为依法从重处罚，营造尊重版权、尊重创
作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电影产业繁荣健康发展。

（□记者 张依盟 刘一颖 整理）

加大影院偷拍盗录打击力度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开玉畅

大型模仿类综艺节目《百变大咖秀》阔
别七年再次回归大众视野，依旧火爆荧屏。
这档综艺，由明星来模仿重现经典角色，留
下了王祖蓝版“葫芦娃”、谢娜版“王熙
凤”、贾玲版“梦露”等一系列“名场
面”，这些“秀”平衡了经典与趣味，也用
综艺手段巧解了“模仿”与“创新”的关
系。不夸张地说，一切文化的创新，都有模
仿的影子；而优秀的模仿，本身都隐含着对
模仿对象的竞争与挑战。我国古代，对于如
何“用模仿来致敬”“在传承中创新”，各
领域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说来也蛮有
趣味。

诗词领域的“追星”

唐人葛清，堪称大诗人白居易的“挚爱
粉”，痴迷到为了表达强烈的敬慕之情，竟
将脖子以下的身体全部刺上了白的诗作，这
就是放到当下，也能惊掉一众人的下巴。落
到古代诗人们“追星”上，方式也挺直
接——— 他们发挥专长、巧妙构思，在创作里
灵活化用词句、在风格上搞“一脉相承”，
甚至干脆拿出饱满的情感，一字一句地真挚
表白……

山东大学教授唐锡光说：“中学时我们
学过曹丕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
实，文人间的相近、相互夸赞，大概也是他
们的一种社交方式。古代文人通过赞扬、模
仿、敬仰，也是在打造一个特殊的、甚至穿
越历史的公共文化空间，构成他们的文化共
同体。”举个例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
水共长天一色”，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王
勃所作《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很多人不知
道，这句自成对偶的千古绝唱，实际是“化
用”。原版来自大文学家、南北朝诗歌骈文
的集大成者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
（并序）》。其中写道，“落花与芝盖同
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年少成名的王勃，
本就对庾信十分欣赏。而在写《滕王阁序》
时，他先是磨墨数升，而后酣饮，再拉过被
子蒙头大睡，醒来后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
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中觅得灵机，写下
千古名句。二人的诗句使用相同的结构，均
呈现出动静相宜的美感。不过，显然王勃描
绘的场景更加开阔、气势更加恢弘。宋代学
者陈善在《扪虱新话》里评价这两句“句调

雄杰，比旧为胜”。

诗圣杜甫也视庾信为“偶像”。据统
计，杜甫本人一生评价过80余位诗家，“好
评”最多的就是庾信。他把十二分的崇敬表
达得极为直白———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
健笔意纵横”。庾信初仕梁，而后奉命出使
西魏，其间西魏发兵灭梁，庾信被迫留在北朝
长达27年。亲睹故国灭亡，亲历改朝换代，相似
的悲苦遭遇，令杜甫对庾信的作品心有戚戚，

“哀伤同庾信”。这深刻地影响了杜甫的诗歌创
作。在立意、用词等方面，都能找到仿作、升华
的痕迹。如庾信的《任洛州酬薛文学见赠别
诗》中有“熊耳对双峰”，杜甫的《房兵曹
胡马诗》中有“竹批双耳峻”。如庾信的
《哀江南赋（并序）》中有“青袍如草，白
马如练”，杜甫《至后》中有“青袍白马有何意”。
如庾信的《侠客行》中有“惊花乱眼飘”，杜甫
《朝雨》中写“江云乱眼飘”……

我们山东老乡李清照在创作上有一贯的
坚持。傲娇的她，有篇《词论》，把柳永、
晏殊、欧阳修、苏东坡等十几位词坛大咖的
创作，批评了个遍，可唯独对晚唐诗人韩偓
的诗作，颇为欣赏。韩偓的诗多辞藻华丽，
悲而能婉，柔中带刚。李清照的著名词作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和《点绛唇·蹴
罢秋千》，正是巧妙化用了韩偓的诗句。先
有韩偓《懒起》中的“昨夜三更雨，今朝一
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后有李
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
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妙笔改造后，词作更加曲折
委婉、层次鲜明，将伤春惜花、感叹年华之
情表达得摇曳生姿。还有《点绛唇·蹴罢秋
千》写道，“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
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也是模仿了韩偓的诗《偶见》——— “秋千
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
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这是李清照模仿
韩偓描写少女避开客人娇羞的模样，在李词
中描写得更调皮灵动，可见李清照对韩偓诗
作的喜爱。

有珠玉在前，这些“追光”的后来者，
往往实现了突破，甚至完成了情境、情感的
重塑，在借鉴、仿作中，开一派新气象，成
就流传千古的佳作。

“同人”作品

时下，同人小说十分流行，指的是利用
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中的人物角色、故
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小
说。

广义的“同人”，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
中，屡见不鲜——— 白居易写下千古名篇《长
恨歌》之前，民间就已经在流传唐明皇杨贵
妃的爱情故事。与《长恨歌》一起流传下来

的，还有唐传奇的《长恨歌传》。到了清
代，洪昇的《长生殿》又被改编成多个剧
种，演出经久不衰，还有《惊鸿记》《彩毫
记》《磨尘鉴》等等。此外，《三国演义》
算得上《三国志》的“同人”，《水浒传》
可以说是《大宋宣和遗事》的“同人”，
《西游记》也能讲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
记》的“同人”……

再扩大“同人”的外延，“梁祝化
蝶”，与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深厚的渊
源。《搜神记》是由东晋史官干宝搜集编纂
而成，与写人的小说不同，这本书以描绘
鬼、怪、神为主，记录人神、人鬼情，故事
短小且耐人寻味，深受百姓喜爱。其中一则
“王道平妻”故事讲述了一对男女暗生情
愫，私定婚约，后受父母逼迫嫁到别人家，
最终积怨而死。这情节与“梁祝”传说十分
相似。再有“韩凭夫妇”的故事描述了一对
夫妻被拆散，去世后二人坟墓上长出两棵大
树，树枝、树根相互交错缠绕，树上有两只
鸳鸯鸟在悲啼，这一结局与“梁祝化蝶”有
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梁祝”升华得精
巧，改变了前人过于悲伤的结局，传递出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狐狸精”的故事在《搜神记》和《聊
斋志异》中都有记载，其形象远不同于当下
的说法。《搜神记》中，“狐狸”的“人
设”较为丰富，既有身材面容姣好的美女
狐，也有“预言家”狐狸，还有能助人或害
人的狐狸，还有有学识有文化的狐狸……创
作者的脑洞大开，令读者啧啧称奇。而清朝
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中，狐狸的形象
更近似于人，在《搜神记》塑造的基础上，
狐狸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能够像人一样生
活，主导自己的情爱和行为。有专家认为，
《搜神记》给了《聊斋志异》很大的启发，
后者正是在致敬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
虚无缥缈的小说引向现实社会。

《红楼梦》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最高峰，
如此伟大，同样少不了对前人的“致敬”。
《金瓶梅》中，潘金莲要除掉与西门庆有染
的眼中钉蕙莲，挑唆孙雪娥对已处于困境中
的蕙莲破口大骂，直接导致了后者的自寻短
见——— 这个桥段是否有些眼熟？不错，这明
显就是《红楼梦》里凤姐隔岸观火、借秋桐
之手杀尤二姐的灵感来源嘛。如果对照两本
书里的这两段描写，可以清楚地感到，曹雪
芹这里对《金瓶梅》的亦步亦趋，不亚于今
人张爱玲刚出道黄莺初啼时对《红楼梦》的
无条件折服。

“延续到今天，连影视作品里也有大量
的致敬和模仿。”唐锡光说，比如昆汀·塔
伦蒂诺在作品里向李小龙致敬，陈凯歌会在
作品里向科波拉致敬，张艺谋的电影会向黑
泽明、新藤兼人或一些其他他所
景仰的导演致敬。“怀揣敬

意、赋予创意、取其精华，就能收获自我，
甚至更上一层楼。”

技艺集成

我国是当之无愧的技艺大国。洋洋大观
的技艺宝库，正是踏历史的前浪而来。不论
玉器、瓷器、古建筑，其所携的文化元素，
展现出的超群技法，不过是无数次模仿、创
新、升华的阶段性集成。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历朝历代的
玉器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同时也采用前代
的纹路加以装饰，更在模仿的基础上为之添
彩。济南收藏爱好者杨国庭给记者介绍，春
秋战国时期的玉器以阴刻线著称，多呈龙、
凤、虎形状。汉玉则继承了这一前朝特点，
加以镂空细琢，既精美又豪放。明清之际是
玉器发展的鼎盛时期，皇家甚是爱玉，此期
间仿古玉的数量也空前的多，兴起“做旧”
之风，大量模仿前朝的玉佩等，但相比前朝
做工更为精细，玉器也更精巧。

说到青花瓷，或许大家立即想到其盛于
明清，但其兴起于唐朝，在元代发展成熟。
唐朝的青花瓷是受到了丝绸之路的影响，引
进外来原料再供给外方市场，当时的青花瓷
色彩过浓，白瓷也不够清透。元代则提高了
白瓷技术，也有了后来著名的“元青花”。
明清时期则继承了青花白瓷的基础，在青花
上加以水墨技巧，更加潇洒飘逸，青花瓷的
形态也更多样，常用于尊、盘。

宏伟的宫殿，展大国气象。我国宫殿始
于周代，盛于隋唐，建筑上多刻有龙凤、鸟
兽等形象，其材料有木石铜铁等。历史更
迭，修建宫殿的技艺也在不断传承、提升。
这就不得不提“样式雷”，这是对清代主持
皇家建筑设计的雷氏家族的誉称。我们熟知
的清代重要宫殿、皇陵、御苑等，几乎都出
自雷氏家族。之前的热播剧《鬓边不是海棠
红》，也提到了雷氏家族的精湛技术。雷氏
家族对历代工匠技艺“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修建东陵、西陵时雷氏运用了明代十
三陵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工艺；此外，雷氏家
族对宋代以来沿袭的“斗拱”技艺进行改
造，使之更加合理。曾有英国电视台在故宫
专家的带领下，按比例复原故宫模型并模拟
地震实验，当震级高达10 . 1级时，模型依旧
屹立不倒，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斗拱。同时，
雷氏家族也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技艺。修建圆
明园时，雷家运用了大量西方的建筑理念和
技术。正是通过博采众长、不断创新，“样
式雷”的技艺誉满天
下 ， 成 为 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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