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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追逐流量泡沫，无异于“饮鸩止渴”

放眼图书市场， 在书名、 选题或是营
销方式上趋同化、 套路化， 成为业内为人
诟病的现象。 一本富含创意的图书畅销后，

其他一些出版机构蜂拥而上， 迅速推出创
意相似的图书， 与知名图书一起分享市场
份额 。 “选题战 ” “书名战 ” 愈演愈烈 ，

“抢跑” 也发生了。

尤其是社科类畅销书， 成了 “跟风伪
书” 的高发区。 一旦书名及书中话题制造
出传播热度， 就成了众人垂涎的 “流量担
当”， 一个热词或概念火了， 立马引来一些
出版商模仿， “撞脸” 书名乃至全盘 “复
制” 热门图书版式或内容框架。

许多粗制滥造的 “山寨书” 是一种低

劣创意抄袭， 蚕食注意力的流量泡沫， 欲
从市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 有资深出版人
提醒， 流量年代， 畅销书就像夺目的明星

IP， 但一窝蜂同名同类书蜂拥而上， 泥沙
俱下， 不仅容易倒了读者胃口， 也稀释了
图书与出版机构品牌。

一旦被 “挣快钱 ” 的心态主宰驱使 ，

书商在惯性惰性的思路下， 从常态的借鉴
演变为恶性的模仿 ， 便无异于饮鸩止渴 ，

对出版社的发展有害而无利。 而这对以优
质内容安身立命的图书出版业， 所带来的
负面效应不言而喻。

书名与作品， 都是著作权人思维创作
的成果 ， 但目前书名并不在 《著作权法 》

保护范畴。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 出版界书
名 “搭便车” “蹭热点” 行为， 打擦边球

钻 “法律空白” 的空子， 极易造成读者的
误认混淆 ， 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 ， 在客
观上也影响了独家版权出版社图书的正
常销售。

出版业的乐趣与源泉是什么？ 就是要
不断发现、 挖掘并推出优质内容。 选题策
划是图书出版的关键环节， 也是运作一部
图书的切入点。 真正有创意、 有洞见、 有
辨识度的图书永远稀缺 。 在资深出版人 、

评论家潘凯雄看来， 出版虽不是写作， 但
选择与发现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创造、 一种
创意， 这才是出版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意义
与价值。 “一旦离开了这 ‘双创’， 作为个
体的出版者毫无出息可言， 作为产业的出
版界其结局绝不止于自取其辱， 更是自取
其没。”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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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轮会出现赛制原因造成的争议，

这几乎不可避免。其实在 10 日塞尔维亚

与日本一战中已露出端倪。 此前七战全

胜且一局未丢的塞尔维亚队突然不会打

球了，以 1 比 3 不敌东道主。这场惨败对

塞尔维亚并无影响， 却对巴西女排大为

不利， 如果今天的第二阶段小组赛末战

巴西让日本队赢一局， 就将被东道主淘

汰出局。

意外的不是比分，而是场面。塞尔维

亚的绝对核心蒂亚娜·博斯科维奇只首

发打了几分钟就再未出场， 而主攻布兰

基察·米哈伊洛维奇也明显不在状态，颇

有些“佛系”打球之感。 塞尔维亚主帅特

尔季奇赛后称， 博斯科维奇在热身后感

觉身体不适， 因此不想拿她冒险， 这位

21 岁的接应很可能打不了对荷兰之战。

果然， 在11日下午举行的塞荷之战

中，博斯科维奇高挂免战牌，而这次塞尔

维亚输得更惨，三局总计只得48分。 博斯

科维奇或许确实有伤在身：在第一阶段小

组赛最后一场同波多黎各之战中，她整场

未登场； 而在两个阶段小组赛遇到肯尼

亚、哈萨克斯坦、墨西哥等弱旅时，也均在

第三局下场休息。 塞尔维亚已经在第一阶

段小组赛最后一战中损失了另一位主力

主攻博哈娜·米伦科维奇， 这支只剩13人

的球队肯定会在用兵方面更谨慎一些。

但同样不可回避的是赛制造成的某

些必然性。根据世锦赛规则，第二阶段小

组赛每小组前三出线， 而第三阶段小组

赛的分组抽签只有 “同名次球队不在一

组”和“分组不得与前一阶段一样”两条

原则， 这意味着争小组第一几乎没有任

何实际价值。 如塞尔维亚这样在已经出

线的情况下连输两场， 对本队没有任何

损失，虽然不能选择未来的对手，却可以

有招将一个潜在的对手逼入被淘汰的悬

崖边。 这次受伤的是巴西队。 在 11 日的

E 组末战中， 巴西队第一局在 22 比 17

领先时被对手日本队连追 6 分，竟以 23

比 25 遭逆转，仅战一局就宣告出局。 其

实早在两年前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末轮

中， 塞尔维亚与荷兰就如同精心算好一

般战成 2 比 3， 令尚未比赛的中国女排

提前落位小组第四， 不得不在淘汰赛首

轮出战当时风头正盛的东道主巴西。

E 组充满了算计，而 F 组的形势同样一片混乱。在今天的下

午场中，美国队以 1 比 3 不敌意大利，这就将一小时后才出战俄

罗斯的中国女排置于一个有趣的位置中———无论胜负， 自己都

将是小组第二；但若胜俄罗斯，美国出线，反之则俄罗斯晋级。郎

平依然派出了全部主力首发，并在比赛中段陆续让曾春蕾、李盈

莹、姚迪、刘晓彤等替补出场。 最近状态明显起势的中国队最终

以 3 比 1 击败了俄罗斯队，四局比分为 25 比 22、21 比 25、25 比

23、25 比 15。 六强赛中国女排被分入 H 组，同组的是 E 组第一

荷兰队和老对手美国队。

“虽然没有胜负的压力，但还是要争取胜利。 对阵欧洲劲旅

对我们也是锻炼，每次都要尽力打，适应她们的风格和打法。”郎

平坦言， 目前中国队状态还不错， 第三阶段小组赛不管抽签如

何，都只有一个原则：全力以赴。 第三阶段小组赛之后还有半决

赛、决赛，对于目标冲冠的强队，无论暂时躲开了谁，要冲击巅峰

总会遭遇强队。比起会算计的对手，或许这就是郎平和中国女排

不同于他人的气度。 （本报大阪 10 月 11 日专电）

尚长荣和言兴朋获“京都国际电影节最受尊敬大奖”

主演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 ———

本报讯 （记者王彦 ） 当地时间 11 日 ，

2018 第 6 届日本京都国际电影节红毯及颁奖

典礼在京都举行。 经评委会多轮评选， 在上

海出品的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

中出色扮演曹操和杨修的尚长荣、 言兴朋双

双获得 “京都国际电影节最受尊敬大奖”。 这

是此片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

据悉 ， 京都国际电影节给出的评语是 ：

“年度最受尊敬大奖， 是日本京都国际电影节

为了向世界级的电影演员表达敬意的重量级

奖项， 两位主演在电影 《曹操与杨修》 中演

技精彩 ， 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 在颁奖仪式

上， 尚长荣登台领奖并发表致词， 迎来 2000

多名现场观众一片掌声。 他还代表远在美国

临时无法赶到的搭档言兴朋领奖并致谢。

上一次在京都获得这一奖项的是美国著

名电影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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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落叶里藏着“这里是上海”的时代考题
———从人民的获得感看“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②

晓彦

一叶落而知秋。

今天，当我们这座城市 GDP 迈上 3

万亿台阶的时候，“梧桐落叶不扫” 如神

来之笔， 挥就了其发展史上一个令人心

动的细节。 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从

清扫到观赏， 从满足平平淡淡的生活到

追求诗意的栖居， 这是一道关于品质生

活的时代考题。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如此，城市亦

然。 比如音乐之于维也纳、 时尚之于巴

黎、建筑之于罗马、文学之于爱丁堡……

在“富起来”的中国，美好生活更多地体

现在人们对文化、 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

上。在上海这个高颜值的“容器”里，文化

给我们带来的是满满的获得感。

黄浦江两岸， 一座座崛起的文化新

地标，正是人文之城的颜值担当。浦东滨

江大道上 ，156 岁的上海船厂旧址老船

坞变身为“1862 时尚艺术中心”；黄浦江

边， 巍峨壮观的 8 万吨粮仓码头变身艺

术秀场；陆家嘴，“最美公共文化空间”融

书房静悄悄地盛开着， 上海中心大厦则

藏着观复博物馆； 广富林文化遗址内，

“明代高房”变身“朵云书院”；遍及城中

的“最美书店”传递着最是书香能致远的

城市文脉；现代戏剧谷、西岸传媒港、环

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覆盖全市的一

流场馆以文化温润着一座城。 再看看未

来， 亚洲演艺之都的新标志———上海大

歌剧院，“第三代图书馆 ”———上海图书

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等等，诸多对标

国际一流的文化设施也将如约而至。 20

年前，刚刚建成的上海大剧院，是要买门

票才能参观的。如今，人们对殿堂级的文

化设施已经习以为常。

如果说这些雨后春笋般拔起的文化

设施，是一副静态的文化地图；那么令人

目不暇给的上海文化节庆、会展、赛事，

就是对城市文化的生动诠释。 春天有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初夏有上海国际电

影电视节，夏秋之交有上海书展，秋冬时

节有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此外，F1 中

国站、ATP 网球大师赛已久负盛名，上海

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海国际小提琴比赛、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声名鹊起……在这

个文化大“码头”上，“打飞的来看演出”

已经不是新闻。 比如，法语音乐剧《摇滚

莫扎特》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时，就有从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乌克兰赶来的观

众。 笔者几位江浙的朋友也自驾来沪，

极致癫狂的审美体验着实让他们过了一

把瘾。

爱默生曾言， 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

知。然而，人们也清楚，城市文化的发展，

相对易得的是“物”的建设，难的是精神

培育、品质锤炼和境界的升华。 今天，人

们不但要“看戏”，还要“看好戏”；不但要

欣赏“大师的表演”，还要“看首演”；不但

要“阅读”，还要求“有品质的阅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码头”，更

要打造文化“源头”。 借“码头”之利开掘

“源头”活水，久久为功。

思想有多远，目光就有多远，脚步就

能延伸多远。 曾经，“文化搭台、 经济唱

戏”是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 如今，文化

本身成为产业转型的方向所在， 成为区

域经济竞争的新空间所在。 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总产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

12%。 从上海市“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

到上海“文创 50 条”，再到全力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擦亮文化金名片，促进文

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软实力，已成为上

海面向未来发展的根本战略。

秋意梧桐， 一抹苍黄标示着季节的

轮换。 今天的上海也正经历着历史性的

嬗变。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面

对世界、 面向未来， 我们的信心出自何

方？ 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的文化中。

昨日，中国队以 3比 1战胜俄罗斯队，以第二阶段四战全胜的

成绩晋级六强。 图为中国队球员龚翔宇（中）在比赛中接球。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同题“撞脸”，热门书跟风现象几时休
图书市场惊现同一作者的“同一本书”

日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两本著作的

中译本， 在图书市场竟然以同一个书名出

现，都叫《低欲望社会》。这样的“撞脸”，让图

书市场跟风蹭热点的风气里出现了一个极

端的案例，引发业内强烈热议。有专家指出，

出版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样的情形非常遗

憾，若频频出现，将会坏了图书市场的良性

循环。

记者比对后发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

本与日本小学馆出版社日文版原书封面排

版、设计风格一致，腰封上注明“大前研一独

家授权唯一完整中文版”； 而另一家出版社

的同名图书，则在大大的相同的书名后，“巧

妙”地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

之道”，也“巧妙”地注明译自大前研一在日

本 PHP 研究所出版社的另一本书 《让我们

赶走老后不安》，一切似乎天衣无缝。

最后的情形是，后者在国内上市铺货早

了一个月，上海译文社的中译本自然遭遇了

“发行阻滞”。

蹭热点、 搭便车，“多胞胎”

书名频现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陈飞雪告

诉记者， 她在朋友圈里刷到另一本同名书

时，“瞬间惊呆，大脑一片空白，第一反应是

日方会不会重复授权了”，她和团队 2017 年

7 月向日本小学馆提出版权申请，后邀请旅

日学者姜建强担纲翻译，中译本根据日文版

原书 2016 年修订本翻译而成， 获得了大前

研一的独家授权。因另一本同名书已于今年

8 月上市，国内实体书店、网络电商等发行

渠道都已全面铺货，“不少发行方无法理解，

为何又跳出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我们

费了大量口舌，反复向各平台方解释，但效

果甚微。”赛道被占，这令上海译文社大为困

扰和无奈。

近年来，“搭便车”“蹭热点”现象在国内

市场屡见不鲜，“多胞胎” 书名频现。 比如，

《谁动了我的奶酪》当年引进国内后，在短短

几个月里累计上百万册发行量， 随之而来

的，是争相涌现的《我的奶酪谁动了》《我动

了谁的奶酪》《谁的奶酪动了我》《谁和我一

起动奶酪》《谁敢动我的奶酪》， 让人眼花缭

乱；到后来甚至出现《谁动了我的稀饭》《谁

动了我的肉包子》等“衍生品”，令人啼笑皆

非。《水煮三国》卖火了，一时间挂着《煮酒品

三国》《水淘三国》《烧烤三国》等“花式烹饪”

的书名，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书商在书名上可

谓是下足功夫， 有时通过增删更改个别字

词或采用相同句式 ，达到 “以假乱真 ”的效

果 ，混淆读者耳目 ，搭 “顺风车 ”扩大发行

量 ，而实际上书的内容与 “被跟风者 ”大相

径庭。 这甚至形成了一类起名体，如“那些

事儿体”———《明朝那些事儿》《老北京那些

事儿》《水浒那些事儿》《幼儿园那些事儿》；

“那些年体”———《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

孩》《这些年， 我们一起谈的钢琴》《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男人》；“好妈妈体”———《好妈

妈胜过好老师》《好妈妈胜过好医生》《好妈

妈就是好医生》等。

“攒书”“伪书”急功近利，速
食快餐不断复制

一本书的畅销，证明它的选题迎合或满

足了读者内在阅读需求，趁热打铁推出高度

相似选题的书，在市场上分一杯羹，是不少

跟风书的原始动力。出版商对热点的捕捉可

以理解， 但高度雷同的书名与文案策划，甚

至还有恶意“攒书”“伪书”乱象，则搅乱了出

版秩序，混淆了读者耳目，这种炮制速食快

餐背后的浮躁心态更值得警惕。

有出版人直言， 拙劣模仿者接踵而至，

往往根本顾不上图书的质量。 比如，央视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炮打响后，图书界很

快诞生一个庞大的“舌尖家族”———《舌尖上

的江南》《舌尖上的故乡》《舌尖上的城市风

味》《舌尖上的餐饮店》 等美食图书一拥而

上，但细细梳理，其中大多为资料整理汇编，

东拼西凑一些食物图片， 内容几近广告，模

式化、复制化生产痕迹明显。 这就是出版界

的“攒书”现象，通常是出版机构找一个作者

或工作室，在网络上寻找相关资料，“剪刀浆

糊”一番后成书，出书速度极快，且成本低。

还有“伪书”，多采用无中生有、张冠李

戴、“影子译者”等花式“手法”。 有些书部分

借用已有知名度的书籍或作者名，但其实作

者和内容都是假的，譬如《哈利·波特与黄金

甲》等；《执行力》及其作者———所谓著名哈

佛教授保罗·托马斯， 竟是书商凭空制造出

来的噱头。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

类简史》名噪一时，市面上很快出现署名“亚

特伍德”的同名《人类简史》，很多读者奔着

“人类简史”的名气而来，却买错了书籍，大

呼上当。

■ 一本书的畅销， 证明它的选题迎合或满足了读者内在阅读需求，

趁热打铁推出高度相似选题的书， 在市场上分一杯羹， 是不少跟风书
的原始动力。 出版商对热点的捕捉可以理解， 但高度雷同的书名与文
案策划， 甚至还有恶意 “攒书” “伪书” 乱象， 则搅乱了出版秩序，

混淆了读者耳目， 这种炮制速食快餐背后的浮躁心态更值得警惕

■本报记者 许旸

荩京都国际电影节称，“两位主演在电影

《曹操与杨修》中演技精彩 ，获此殊荣当之无

愧。 ”图为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

剧照。

日本小学馆出版社 《低欲望社会 》

日文版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