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 旸

图书市场上的那些“跟风套路”
■跟风洗稿，版式山寨

中信出版社引进赫拉利著作版权
后 ， 分别于 2014 年 、 2017 年印行
了两版 《人类简史 ： 从动物到上帝 》

简体中文版， 累计发行了 200 万册，

名噪一时 。 2017 年 6 月 ， 跟风版
《人类简史》 出版， 书名主标题一样，

副标题英文也仅一词之差， 版式分布
和封面风格接近， 不少读者奔着 “人
类简史” 的名气而来 ， 却买错了书 ，

“大呼上当”。

据网友吐槽 ， 跟风版 《人类简
史》 讲述南方古猿、 尼德兰革命等段
落时， 大段抄袭或改写百科内容， 基
本可视为 “洗稿” 之作； 全书鲜少史
料考证和注释， 参考书目简单罗列了
几本国外史学书的中译本， 其中甚至
还包括赫拉利 《人类简史 》。 跟风版
将作者 “亚特伍德” 冠以同赫拉利一
样的 “新锐历史学家” 标签， 且不顾
豆瓣 2.5 分差评 ， 自称 “万千读者
口碑推荐”。

■复制热词，恶意抢跑

去年有个乌龙事件， 图书市场惊
现两本《低欲望社会》，分别为《低欲望
社会：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
之道》《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 ”

的新·国富论》。 《低欲望社会：“丧失大
志时代”的新·国富论》由上海译文出
版社引进出版， 根据日本原书名翻译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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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
危机与破解之道》 译自大前研一在日
本 PHP 研究所出版的《让我们赶走老
后不安》，却采用了“低欲望社会”这个
热词， 在国内上市铺货反而早了一个
月，抢跑发行渠道。

■蹭 IP 热度，生“多胞胎”

《谁动了我的奶酪》当年引进国内
后，短短几个月累计发行上百万册，随
之而来的是 《我的奶酪谁动了》《我动
了谁的奶酪》《谁和我一起动奶酪》《谁
敢动我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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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煮三国》卖火了，一时
间挂着《水淘三国》《烧烤三国》等 “花
式烹饪”的书名，让人哭笑不得。

不少蹭热度的 “高仿书 ”， 模式
化、 复制化生产痕迹明显。 亲子教育
专家尹建莉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走
俏后， 五花八门的 “姊妹版” 育儿书
接踵而来， 一大波 “低仿版” 书名如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大全集 》 《好妈
妈胜过好医生 》 《好妈妈真是好老

师》 《好爸爸胜过好老师 》， 令人啼
笑皆非 。 央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
国》 一炮打响， 图书界很快诞生一个
庞大的多胞胎 “舌尖家族 ” ———《舌
尖上的故乡》 《舌尖上的城市风味 》

《舌尖上的餐饮店 》 等美食书一拥而
上， 但其中多为资料整理汇编， 东拼
西凑一些食物图片， 内容几近广告。

■无中生有，炮制伪书

有些书部分借用已有知名度的书
籍名或作者名， 但其实作者和内容都
是假的， 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 譬如
《哈利·波特与黄金甲》 等 ， “枪手 ”

操刀， 与原著系列毫无关联； 曾引起
热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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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失宠，流媒体视频受青睐
美国电影协会年度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用户购买在线娱乐内容

美国电影协会日前发布了年度报

告， 报告显示包含剧院和家庭娱乐在

内的 2018 年全球娱乐消费创下新高，

达到 968 亿美元， 较 2017 年增长了

9%?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流媒体视频

服务订阅量在去年首次超过有线电

视 ，订阅用户突破 6.13 亿人 ，比前一

年增长 27%?

小到个人休闲， 大到电视网络和

电影工业，奈飞、亚马逊、Hulu 等流媒

体视频服务商近年来都对传统娱乐产

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而随着苹果和

迪士尼都将在今年加入这场混战，未

来的竞争想必会日趋白热化?

去年流媒体视频服务
订阅量首超有线电视

“这是一个内容的黄金时代，在当

下的动态市场中，无论是在剧院、家里

还是途中， 富有创造力的内容总能够

抵达到用户?”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查尔

斯·里夫金在报告中写道?

从 2017 年开始，鉴于流媒体服务

的强势崛起， 美国电影协会将家庭娱

乐数据纳入了年度报告?去年，家庭娱

乐消费增至 557 亿美元? 归功于流媒

体服务商所贡献的数字销售、 租借以

及视频点播和订阅服务， 数字家庭娱

乐消费的快速提高成为了总消费增长

最有力的驱动器? 而与数字内容繁荣

相对的是实体产品如光碟的没落，跌

幅达到 14%?

全球用户愈发青睐购买在线娱乐

内容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5 年，流媒

体视频订阅量首次超过卫星电视 ?

2018 年，轮到了有线电视———流媒体

视频新增订阅用户 1.312 亿人， 总用

户突破 6.13 亿人时，有线电视的用户降

至 5.56 亿人? 不过，虽然订阅量不及流

媒体， 但有线电视仍然是视频内容方面

最大的摇钱树， 全年收入达 1180 亿美

元，卫星电视和流媒体分居二、三位?

电影方面，受到《黑豹》《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超人总动员 2》等影片的

推动， 北美市场创下新高收获 119 亿美

元，全球影院票房收入达到 411 亿美元?

中国仍是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电影市

场，2018 年全年收入达 90 亿美元，2017

年这一数字为 79 亿美元?

苹果进军流媒体视频业
务，能否占据市场一席之位

在如今一众流媒体视频平台中，奈

飞“头号玩家”的身份毋庸置疑，在不少

市场份额的统计中， 也往往将其排除在外

再对其他服务商进行排位?今年 1 月，奈飞

正式加入美国电影协会， 被不少人认为成

功跻身好莱坞“新六大”?在第 91 届奥斯卡

提名名单上，奈飞凭借《罗马》和《巴斯特·

斯克鲁格斯的歌谣》等作品获得了共计 15

项提名? 不过，2019 年，奈飞将遇上一

位野心勃勃的对手———苹果?

在日前的春季发布会上， 苹果一

口气公布了包括新闻和游戏平台在内

的多项服务类产品， 其中最受关注的

还是将于今秋上线的视频订阅服务

Apple TV+?

无论是要在和同行较量中拔得头

筹，还是欲挑战一番传统影视工业，原

创内容已成为流媒体们的兵家必争之

地? 从公布的华丽片单和好莱坞明星

们发布会的现场助阵来看， 苹果显然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前些日子刚对奈飞出品的剧情片

《罗马》 获得奥斯卡大奖表示不满，大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转身出现在

了苹果发布会现场， 表示将为 Apple

TV+量身打造新版《惊异传奇》?此外，

“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现身说

法与苹果的合作； 詹妮弗·安妮斯顿

将与瑞茜·威瑟斯彭共同主演行业剧

《晨间新闻》；《海王》 主演杰森·莫玛

则联手阿尔法·沃德主演科幻新剧《看

见》；“美国队长” 克里斯·埃文斯、“惊

奇队长”布丽·拉尔森等人也都将参与

苹果的新剧 ? 待平台正式上线后 ，

Apple TV+将会一口气推出 10 余部

头阵作品?

不过浩大的声势并不能保证苹果

能够在有力的竞争对手面前顺利分得

一杯羹?据悉，苹果第一年将在原创视

频内容上投入 10 亿美元，虽然数字不

菲，但这仅仅是奈飞的十分之一，也远

不及亚马逊的投入?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款产品? ”苹

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这样形容

Apple TV+? 只是，发布会过后公司股

价的下跌以及业内人士的保守评价似

乎也都暗示着当下流媒体视频市场雾

里看花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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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海外视点

在第 91 届奥斯卡提名名单上，流媒体奈飞凭借《罗马》和《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等作品获得 15 项提名。 图为《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剧照。 （资料照片）

难抵“热搜”诱惑，书名“撞脸”伤了谁

“那不勒斯四部曲”火了之后，国内图书市场又来了个“三部曲”。 业界认为，出版商对热点的捕捉可以理解，

但一味“挣快钱”、炮制“速食快餐”，稀释了优质品牌，背后的浮躁心态更值得警惕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小说

“那不勒斯四部曲” 从欧美火到了中

国， 两年多来中译本加电子书累计卖

了约 130 万册； 出乎意料的是， 最近

书市上出现了 “那不勒斯三部曲 ”，

作者也是意大利作家， 但原版书名和

那不勒斯并不沾边?

两个“那不勒斯系列”激起一片热

议，有资深编辑用“碰瓷式出版”来形

容这一现象?一本书走红畅销后，市面

上随即出现书名、封面高度相似的“双

胞胎”乃至“多胞胎”，无论是“颜值”上

的抄袭，抑或是“内容”上的拷贝，无不

瞄准热门领域和话题， 按畅销书的路

数如法炮制， 蚕食注意力的 “流量泡

沫”，欲从市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 面

对高度雷同， 不知情的读者很有可能

“乱花迷眼”?

从某种程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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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还有恶意粗制滥造

的 “攒书”“伪书”， 则搅乱了秩序，混

淆了耳目， 这对以优质内容安身立命

的图书出版业，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

不言而喻的? 一味“挣快钱”、炮制“速

食快餐”，稀释了优质品牌，背后的浮

躁心态更值得警惕? 在版权代理人彭

伦看来，这种风气是不健康不体面的，

有追求、 本分的出版机构， 精益求精

深耕内容， 才是长久之道?

你的三部曲和他的
四部曲无关？读者迷惑了

针对读者关于两个 “那不勒斯系

列” 是否相关的询问， “那不勒斯四

部曲” 引进方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人民

文学出版社给出了明确回应： 两者并

无关联?

“那不勒斯四部曲” 含 《我的天

才女友 》 《新名字的故事 》 《离开

的， 留下的》 《失踪的孩子》 四册，

讲述了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两个

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千万读者

为小说对女性之间极度真实、 尖锐、

毫不粉饰的情感所打动? 改编自四部

曲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最近在 HBO 播

出完第一季 ， 反响热烈 ， “费兰特

热” 持续升温? “Neapolitan Novels，

这是欧美评论界对小说家费兰特作品

的固定表述， 翻译过来就是 ‘那不勒

斯系列’?” 出版方说?

另一套以 《那不勒斯的萤火 》

《那不勒斯的天空》 《那不勒斯的黎

明》 为名的 “那不勒斯三部曲”， 作

者是意大利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

吉利奥， 但原意大利文的书名翻译过

来与 “那不勒斯” 毫无关系? 比如第

一本 《那不勒斯的萤火》 去年出版，

原书名为 “美国人” （l'americano），

封面宣传语称其为 “近十年来欧美文

坛的 ‘灯塔’ 巨作”， 这本书目前只

有意大利语和中文两个版本?

记者打开多家图书电商或社交平台

发现， 《那不勒斯的萤火》 中译本目前

有千余人评价， 而 “那不勒斯四部曲”

中译本累计获近六万条评价、 豆瓣评分

平均高达 9.0 分? 可以说， 两套书的文

坛地位和市场热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上? 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 读者在搜

索目标图书时， “同名书” 和原版往往

出现在同一页面或相邻位置上， 迷惑了

不少读者， 而 “那不勒斯三部曲” 出版

方就此事态暂无回应?

资深出版人贺圣遂谈到， 畅销书就

是耀眼的明星 IP， 书商很难抵挡住

“热搜” 的诱惑力， 但如果只是蹭热度

蜂拥而上， 更多是泥沙俱下， 倒了读者

胃口? 事实上， “那不勒斯四部曲” 在

意大利本土市场， 也遭遇了 “跟风书”

撞脸现象? 彭伦介绍， 四部曲的第一部

小说 《我的天才女友》 率先走俏后， 意

大利另一出版公司立即出版了一本小说

《L'apprendista geniale》， 中文名直译为

“天才的学徒”， 不仅书名与 《我的天才

女友 》 意大利书名 《L'amica geniale》

几乎如出一辙， 甚至连封面设计元素和

装帧风格也极为近似?

从常态借鉴沦为恶性
模仿，“挣快钱”何时休

近年来， “搭便车” “蹭热点” 现

象在图书市场屡见不鲜， 为了吸引读者

注意力， 书商在书名上可谓下足功夫，

简单更改个别字词或采用相似句式 ，

“以假乱真”， 混淆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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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体”———《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男人》……有不

愿透露姓名的文学编辑直言， 一些模仿

者接踵而至，但更多是书商找个“枪手”

或工作室“剪刀浆糊”一番，“攒书” 速度

极快， 且成本低? 虽有了一时的热度，

却不顾图书的质量?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 书名打擦边球

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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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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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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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众 “撞脸” 书名， 乃至全盘 “复制”

热门书版式或内容框架 ， 书名相近的

“山寨书” 频繁轰炸着读者神经? 但低

成本的获利方式， 依然让书商厚着脸皮

搅浑水， 比如前两年的跟风版 《人类简

史》 至少也印了四五万册， 盈利可观?

在贺圣遂看来， 创意输出与图书策

划能达到什么水准， 检验着出版方的专

业水准和职业操守， “碰瓷式出版” 可

休矣?

左书为畅销全球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右书为

最近书市上出现的“那不勒斯三部曲”第一本《那不勒斯

的萤火》。

左书根据大前研一原书名 《低欲望社会》 翻译而

来； 右书译自大前研一的 《让我们赶走老后不安 》，

书名却采用了“低欲望社会”这个热词。

视觉设计： 李洁

左书为赫拉利《人类简史》简体中文版；右书

书名主标题同赫拉利的书相同， 副标题英文也仅

一词之差，版式分布和封面风格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