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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书商炒作天价
小说作者发文声讨

同一本书售价相差几百上千倍

《纽约时报》 近日曝光亚马逊书商在作者不知情的

情况下， 以炒作天价的方式赚取巨额利润。

网络书商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正在于低廉的价格，

公众直观感受其主要以薄利多销的方式来应对竞争激烈

的图书市场， 但亚马逊的一些书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爱情小说作者底波拉·麦吉利夫雷上月在社交媒体

发布 “檄文”， 指责亚马逊定价混乱。 底波拉发现， 有

亚马逊书商将她 2009 年的平装本小说 《雪骑士》 炒出

了 2630.52 美元的高价， 而这本畅销书在其他地方的售

价仅为 0.99 美元。

亚马逊是欧美当下最大的书籍交易市场。 书籍作为

亚马逊的第一款商品， 也是其庞大商业帝国崛起的根

基。 亚马逊最初用低价几乎打垮了实体书店， 控制了美

国新书市场的半壁江山， 对市场的垄断程度超过了美国

历史上所有书商。 但随着亚马逊的发展， 目前书籍的收

入占比已经微不足道。

很少有人关注到， 书籍目前已成为亚马逊最混乱失

序的市场之一。 一家为亚马逊零售商提供定价软件服务

的公司透露， 第三方书商会瞄准一些较为冷僻的书籍，

操控定价和库存， 制造书籍 “稀缺” 的假象。 早在十年

前， 他们就为超过 15000 家进驻亚马逊的商家提供相关

定价服务。

亚马逊前品牌顾问彼得·安德鲁斯表示： “如果要

以 610 美元的价格出售一本 10 美元的书， 卖家只要等

到一个顾客就可以了。” 亚马逊本身也为读者比价设置

了障碍， 同一本书可能会被归入几种不同的商品列表，

而能找到正常售价还是要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的高价，

顾客搜索时只能 “听天由命”。

不少亚马逊第三方书商动辄将书价定在 600 美元以

上。 在某好评率达 100%的亚马逊书店， 畅销书 《厨房

秘事》 定价为 614 美元， 而亚马逊直属零售商的定价仅

为 6 美元。 已发表八本小说的底波拉表示， 她会继续在

亚马逊平台观察书籍定价乱象。 “亚马逊的书商没有违

反法律， 即使他们在手头没书的情况下把书籍炒出天

价。 但作为平台的亚马逊不能纵容扰乱市场的行为。”

亚马逊则继续熟视无睹。 在作者发表对亚马逊的质

疑后， 《雪骑士》 在某亚马逊商店的价格再次跃升达到

2800 美元。 此前 《泰晤士报》 就曾爆出有亚马逊书商

将某学术研究著作炒至 3204 美元 ， 超出正常售价 32

倍， 亚马逊随后下架了这本书籍， 并在声明中表示 “我

们积极监控并删除违反定价政策的商品”， 但亚马逊拒

绝说明其政策的具体规定。 而随后的报道揭露了目前第

三方供应商在亚马逊平台的书籍销售基本处于 “零监

管” 状态。 （本报记者 吴钰编译）

英剧《唐顿庄园》
电影版今夏开拍
英国 ITV 电视台出品的英剧 《唐顿庄园 》 电影版

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开拍， 剧本目前已进入筹备阶段。 电

视剧导演布莱恩·派西维尔将执导该片， 原创作人朱利

安·费罗斯担当编剧， 演员方面包括 “伯爵夫人” 玛吉·

史密斯、 “伯爵长女” 米歇尔·道克瑞、 “格兰瑟姆伯

爵” 休·博内威利等一众剧集原班人马将参与电影版的

制作。

从 2010 年第一季开播至 2016 年第六季剧终， 《唐

顿庄园》 曾多次获得金球奖和艾美奖等各类奖项。 作为

在全球风靡一时的英剧， 第六季最终令人百感交集的结

局至今令观众记忆犹新。 《唐顿庄园》 的故事背景设定

在 1910 年代英国约克郡的一个虚构庄园中， 讲述了由

格兰瑟姆伯爵家族家产继承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向观众展现了当时英国上层贵族和与其仆人们在森严的

等级制度下的生活百态。 据统计， 六季 《唐顿庄园》 共

获得了艾美奖的 69 项提名并赢得了其中的 15 项， 成为

史上获得艾美奖最多的国际剧集。

此次电影版将由焦点影业联合嘉年华影业联合制

作。 “电视版结束时， 我们就想要为全球数百万剧迷们

制作一部电影。 现在， 我们终于和主要演员达成了共

识， 电影将很快投入制作。 精彩紧凑又不失娱乐性的剧

情将为观众在大银幕上献上一台好戏。” 电影制作人加

雷思·尼姆接受采访时表示。

享有 “21 世纪最伟大英剧” 的美誉， 《唐顿庄园》

以制作精良、 历史还原度高、 情节曲折精彩吸引了全球

剧迷的瞩目， 甚至还创下了单集百万英镑制作费的纪

录。 与其他以大家族为背景的剧集不同， 电视剧并没有

把大量笔墨放在权力与金钱上， 而是细腻刻画了家庭成

员之间的点点滴滴。 朱利安·费罗斯曾表示他创作该剧

的灵感， 正是来自于普通的英国家庭。 庄园的大门打

开， 喜欢看家庭剧的观众可以看到剧中生活的日常和温

情， 而热衷职场剧的观众则能在仆人间的明争暗斗中找

到满足。 剧中无论是庄园里尊贵显赫的伯爵一家， 还是

举止得体的管家和心怀鬼胎的仆人们， 每个人物都有饱

满且丰富的个性。 不同人物之间的故事各自独立又相互

交错，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令人遗憾的是， 在目前公布的演员名单中并没有

“伯爵长女婿” 丹·史蒂文斯的身影。 作为 《唐顿庄园》

的男主角， 史蒂文斯所扮演的马修·克劳利是最受剧迷

欢迎的角色之一， 但这一角色在第三季中就因为史蒂文

斯前往好莱坞发展而与观众再见。

（本报记者 王筱丽编译）

英剧《唐顿庄园》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和精良的制作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剧迷，该剧在 2016 年年初迎来

大结局。 图为《唐顿庄园》第六季剧照。

“综艺”新空间要以原创模式来打开
———《朗读者》第二季、《同一堂课》等节目近期热播的背后

从上周日开始，“96 岁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吴孟超”的话题在微博热搜栏全天置顶。 起因

是新一期《朗读者》节目里，这位鲐背之年仍

不舍一线的国之大医“打开”了三封信、一段

读本，从中，他的医者父母心、师者公允心、为

人之玲珑心，轻轻叩击观众的心门，而后回响

在了万千新媒体终端；

这个暑假， 一些小学生收到了特殊的语

文作业：看《同一堂课》节目，写一篇“阅读”笔

记。 老师看重的是节目里教授语文课的不同

“姿势”，孩子自己试写五言，在田间地头讲陶

渊明，借魔术剖析《疑邻盗斧》，用戏剧表演感

受蒲松龄笔下《狼》的天地，不一而足。 语文特

级教师黄玉峰的话很有代表性：“教无定法，

教是多术的。 本质上讲，一篇课文有一篇的教

法。 ”

两档节目虽在受众面和影响力上并不处

于同等量级，但有一点异曲同工：皆由看似简

单的文本开始， 终点却落在了不同圈层———

一个覆盖了全年龄段、各行业人群，另一个从

部分青少年的作业本上抵达了更多成人观

众 。 都说文化类综艺 “风正劲 ”，2017 年和

2018 年该类型节目分别突破了 50 档和 60

档，其中不乏雷同者。 什么样的节目可以穿透

不同圈层抵达更多受众？ 在专家看来，从《朗

读者》和《同一堂课》入手或许能得到一些启

发。

语文也是全科教育， 文字里
承载的世界无远弗届

《同一堂课》已播出了八期，每期摄制三

天。 三天里，受邀的文化界人士化身临时代课

老师， 面向不同地方的孩子教授不一样的语

文课。 比如京剧演员王珮瑜给上海宝山的孩

子拆解 《空城计》， 普及 “京剧表情包”， 传

授京剧里蕴藏的价值观； 学者于丹去往台湾

台东， 带着当地小学生读 《归园田居》， 下

稻田插秧， 再回课堂讨论 “写下 ‘种豆南山

下， 草盛豆苗稀’ 的陶渊明究竟是不是一把

农活好手”。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贾秀清把节

目比喻为“很微观的空间”，这空间只是一堂

语文课，“却包容了同文同根同脉的整个华语

世界”。 她用“以小博大”来评价，“小”即文本

普通，都是今天孩子语文课本里的内容；“大”

则是文字承载的范畴，文以载道，文字背负着

古往今来、地理天文、人心人情，无远弗届。

跨界而来的“老师”教得怎样？ 上海戏剧

学院音乐剧中心主任王洛勇说， 有个赧于和

人对视的孩子终于在第三天抬起头露出了他

的眼睛，并且用普通话大声说了“谢谢”。 王珮

瑜讲，短短三天相处，一个孩子郑重宣布，“我

长大了想当一名京剧演员”。

语文是门全科教育。 它最大的魔力便是，

借着有光的文字， 在人心里播下真善美的种

子。 对这一点，教了 50 多年语文的黄玉峰深

信不疑。 巧的是，他的暑期前两周也是在“户

外语文课”里度过的。 师生共 40 人“跟着苏东

坡的足迹”踏上旅程，一路走一路写，收获了

1000 多首诗。 在他看来，语文教学自有规律，

“首先是阅读、积累，有积累才能通往博学多

才。 然后逐步理解、评价、创新”。 《同一堂课》

正是尊重了语文的规律、看到了文字的力量，

所以才让“一堂课”包蕴了三堂课：注重阅读、

积累的普通语文课， 让孩子带上文字去认识

家乡、自然和人的语文户外课，以写作、排戏

等手段调用文字记忆与所有感官来传递情感

的语文表达课。

文化综艺跨越 “十个界别”，

做真世界真英雄的“真人秀”

若单论文本的“小”，吴孟超院士在《朗读

者》里的相关文本，也可谓之“小”，里面都是

朴素至极的话。

节目公开的几封信中， 一封来自病患甜

甜，她写：“后来我选择了 9 月 24 日———让我

获得再生的日子， 和我心爱的人携手走上红

毯。今天我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谢谢您。 ”一

封来自与吴老合作了 30 年的护士长：“在很

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

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

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 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

微颤抖。 您叹口气说，‘力气越来越少了，如果

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 你知道我

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

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

文学层面的“小”文本却推动了巨大的情

绪，不仅节目里读信的董卿当场落泪，视频传

遍网络后，数不清打动了多少人。 究其原因，

吴老本人朗读的段落里藏着答案：“孩子们，

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

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 某些医生永远只能

收到医疗费。 我愿你们收到的更多———别人

的感念。 ”一位用自己一生成全了万众之“生”

的医者，在他身上，人物精神的辉芒远远胜过

文字本身。

事实上， 挖掘人物自带的光， 是第二季

《朗读者》 围绕 “者” 深耕的文章。 在已播

的九期节目中， 嘉宾构成几乎跨越了 “十个

界别”。 有演员、 作家、 导演、 编剧、 音乐

人、 体育人、 企业家 ， 也有器官捐献者的

父母 、 放弃高薪工作而投身动物保护事业

的年轻人 ， 更有许多学科大家 ： 艺术家黄

永玉 ， 中科院院士 、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

坤 ， 冰川地貌学家崔之久 ， 科学植物画家

曾孝濂 ， 中央美院老院长靳尚谊 ， 中科院

院士、 物理学家潘建伟， “竺可桢野外科学

工作奖” 获得者谢又予， 世界上享有极高声

誉的动物学家珍·古道尔， 古脊椎动物学家、

中科院院士张弥曼， 数学家、 中科院外籍院

士丘成桐， 为国家航天事业 “备飞” 20 余年

的航天员邓清明， 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程

不时……

于一档节目， 这样的人物谱足够宽广 ，

几乎能在同类型中称 “最”。 但真世界里的

真英雄册 ， 才刚刚掀开了一角 。 在立意层

面， 《朗读者》 最大的价值在于， 它示范了

电视节目应有的眼界和情怀： 打开观众紧跟

时代、 认知广阔世界的视角， 为大众尤其是

青年人树立真正的时代偶像。 如许多观众所

说， 节目很 “珍稀”， “让我们抬头仰望星

空， 看到了比物质更珍贵的东西”。

在 “真人秀 ” 三个字常遭诟病的语境

里， 《朗读者》 做到的， 是在文本的母题之

下， 力推真世界的真英雄。 如是， 人物之光

与文字之光相互叠加， 光芒万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文化类电视节目如何从1.0升级到2.0
曾于里

日前央视正式宣布，《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二季将于7月23日在纪录频道首播。 在此之

前，该系列第一季于今年1月1日播出，在年轻

人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2017年至今， 文化类节目集中涌现并

接连走红。 有评论人士感慨：文化类节目“火”

了，文化类节目的春天到来了。 不过，是不是

所有的文化类节目都叫好又叫座？ 是否也存

在什么问题，面临某些困境？

“去高冷”与“过度娱乐化”的边界

回溯2018年第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文化

类节目，当央视《国家宝藏》莫属。

在公众的直观印象中，文物小众、沉寂、

高冷，许多人对文物的态度是隔膜的。 《国家

宝藏》总导演于蕾就曾说：“常有人问，为什么

我选择这样一个沉闷的题材？ 把这样的主题

讲得有趣，是不是很难？ 其实在我心里，博物

馆和博物馆里的文物从来不是沉闷的， 如果

人们觉得它无趣，那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够，没

有一个与之匹配的表达。 ”

没有沉闷的文化， 只不过是没有与之匹

配的表达，而《国家宝藏》找到了文物的表达

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去高冷”，内容依旧是严

肃的，但节目形态娱乐化、年轻化。 比如节目

尝试起 “混搭风”“文化+明星”“文化+小剧

场”。 节目对文物的展现分为“前世”和“今生”

两部分。 在前世部分，明星守护人的设定，让

严肃的节目有了娱乐的外壳， 公众更容易亲

近；而明星小剧场的演出，则通过生动、有趣

的表演， 有效传递出了文物的历史背景。 除

此，无论是舞美效果、配乐还是节目编排，都

令年轻观众啧啧称奇。

《如果国宝会说话》依旧是“年轻化+娱乐

化”的策略，节目一改旁白曲折而高冷的学术

性叙事，而是在每集5分钟的时间里，让文物

开口说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诉说”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传奇， 实现与观众的平等交流。

《如果国宝会说话》也选择在以年轻人为主体

用户的视频网站投放， 还一本正经地制作了

表情包，成功地在年轻人群体中圈粉无数。

打破文化高冷的刻板印象， 让文化走下

令人敬而生畏、望而却步的神坛，而获得一种

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并实现与现代生活、现代

观众的顺畅对话，无疑是必要的。 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为文化包裹上娱乐化的外衣，让文

化“去高冷”、接地气，这种娱乐化的边界是什

么？ 这个度该如何把握？ 笔者注意到，在这两

个节目走红之后， 一些地方台以及视频网站

也推出了类似的文博科普探索类节目， 却是

打着文化的旗号，行选秀娱乐之实，有的甚至

弄虚作假，欺骗观众。 如此，非但弘扬不了传

统文化，还会拉低文化类节目的品位和格调。

因此，如何“去高冷”，让文化“化”更多人，又

要避免媚俗和娱乐至死， 仍是文化类节目亟

需探索的议题。

跟风与同质化之弊

观众对于文化类节目的热情，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对这几年来扎堆的明星真人秀的审美

疲劳，这就像是吃惯了油腻的大鱼大肉或者重

油重盐的快餐，终于端上了一碗平淡味甘的清

汤。 应该说，文化类节目的崛起本身是一件好

事。 但笔者注意到，在央视推出几档颇受好评

的文化类节目之后， 一些地方台是在准备不

足、思考不充分的情况下，按照别人的模式匆

忙制作同类型节目， 导致这一类节目目前有

跟风与同质化的倾向———看一下从去年至今

各地出现的文化类节目，“中华”“诗词”“汉字”

“国学”在名称上频繁撞车，相似程度颇高。

另一方面，自从央视在《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中采用了晋级赛+

专家讲解的模式， 不少地方台也纷纷效仿；

《朗读者》的朗读+故事模式，也被复制到了一

些地方台的同类节目中。 这些做法，都造成了

节目在形式上创意单一，看点单一，虽然细节

上各有差异和侧重，但总体上大同小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 既有许多

优秀的思想和理念， 也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

上古神话、经典古籍、文学作品。 如果制作节

目像“做菜”，那么文化类节目有着得天独厚、

丰富多彩的珍贵食材， 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做

法。 如果每一样食材都是同一样的炒法，同量

的盐分同量的味精同样的配菜， 那么再珍贵

的菜肴也会有让人腻味的一天。

文化类节目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它

能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传

播，不断丰富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内涵，为

观众提供新的精神指引， 也能够丰富观众的

业余生活。 当下文化类节目已经走过了“有没

有”的1.0阶段，现在就得好好琢磨如何向“好

不好”的2.0阶段迈进。 “好”不仅仅是有更优

质、更具独创性的内容和形式，“好”也在于拥

有更广泛的受众和更强大的传播力。这是文化

类节目亟需应对的挑战：如何在保证文化品位

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节目形式、制造新的看点，

让更多人喜欢并接受，让文化“化”更多人？

（作者为文艺评论人）

荩 文

化 类 节 目

《 国 家 宝

藏》找到了

文 物 的 表

达方式。

（均资
料图片）

荩新一期 《朗读者 》节目里 ，

96 岁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打开” 了三封信、 一段读本，从

中， 他的医者父母心、 师者公允

心、为人之玲珑心，轻轻叩击观众

的心门。

《同一

堂 课 》 里 ，

作家张悦然

带 着 她 的

“学生们” 走

过田野。

荨 《同 一 堂

课 》 每期摄制三

天 ，受邀的文化界

人士化身临时代

课老师 ，面向不同

地方的孩子教授

不一样的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