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渣渣辉”？张家辉的无奈和商标抢注的暗黑江湖
黄启哲

谁 能 想 到 ，

演员张家辉曾经

最 拒 绝 的 昵 称

“渣渣辉 ” 被他本人注册成了商标 。

而这一注册行为， 不是针对某项产品

的开发 ， 而是涉及45品类商标的全

面覆盖。

不明就里之下， 还以为张家辉要

以 “渣渣辉” 的名义在商业上大展拳

脚， 把 “自黑” 发展成一门生意。 可

圈内 “懂经 ” 人士却从中读出了无

奈———此举最大目的， 只是谨防他人

恶意注册商标。 无奈背后， 是这样一个

现实： 瞅准已经走红的网红IP注册， 并

向对方索要商标转让费， 正在被人当成

一本生意经。

单从商业价值来看， 不管对于当事

人还是普通网友， “渣渣辉” 绝不算什

么热门的优质IP。 原来， 张家辉去年代

言了一款网页游戏， 由于他的普通话太

不标准， 一句 “我是张家辉” 的自我介

绍被讲成了 “我系渣渣辉”。 之后这款

网页游戏做的弹窗广告在网络上着实

“飞了一会”， 不少网友在各类平台都被

其 “骚扰过”。 足见 “渣渣辉” 的背后

多少带着点调侃和不耐烦。

不过 ， 既有流量 ， 就逃不掉被人

动起变现的脑筋。 “渣渣辉” 一词走红

不久 ， 就有游戏公司在与张家辉合作

结束之后上架了一款名为 《我是渣渣

辉 》 的游戏 ， 其广告页面使用了张家

辉的形象 。 张家辉还为此在微博公开

维权。

所谓一朝被蛇咬 ， 十年怕井绳 。

与其把 “渣渣辉 ” 此番全品类的商标

注册看作是张家辉的自我营销 ， 倒不

如看作是对恶意侵权行为的一种自我

保护 ， 难怪网友感慨 “很有版权意识

了”。

如果说张家辉的商标注册问题， 还

停留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 “补救” 阶

段， 那么近期网络红人敬汉卿等人遭遇

的商标抢注困扰， 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

舌的程度。 “敬汉卿” 是一个凭借大量

原创视频内容走红的自媒体 ID， 不仅

被人恶意注册 ， 对方还很快找上门

来———想要继续使用 “敬汉卿”？ 先交

35万元 “转让费” 赎回！ 为了进一步施

压 ， 抢注者仗着拥有注册商标 ， 贼喊捉

贼， 轻松将 “敬汉卿” 微信公众号举报，

导致他目前暂时被平台封号。 让他气愤之

余更感到荒谬的是， 敬汉卿还是他本人的

真名———自己要花钱买回自己从小到大的

名字， 简直是天方夜谭！

像敬汉卿这样面临 “失去姓名” 危机

的网络原创内容生产者大有人在。 正是他

们作为IP拥有者版权意识的薄弱， 给了对

方钻空子坐地起价的机会 。 就像网贷一

样 ， 这些被抢注的商标也被层层转手打

包 ， 催生商标 “讨债 ” 团专门与网红打

交道 ， 软硬兼施迫使网红放弃漫长

琐碎的维权 ， 选择息事宁人 。 要知

道 ， 在维权期间 ， 大量因为商标而

被举报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封 ， 时间

长的可达半年甚至一年之久 ， 其中

间由于无法发布内容维护 IP所造成

的损失无法估量。

因而， “抢注商标” 这个过去实

体产业中就存在的乱象 ， 在网红扎

堆的互联网更是成为一门赚快钱的

“好生意”。 有消息称， “敬汉卿” 遭

遇的抢注公司在成立不足两年时间

里， 已经注册过103个商标， 大部分

都是网红博主账号 ， 从中获利可想

而知 。

看来流量即商机的今天， 不仅要

敬告开发者善用版权、 慎用版权， 更

期待辛苦打造个人品牌的使用者提升

版权意识、 商标意识， 别让法律法规

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 “金钟罩”， 被

投机者抢了去。

■本报记者 张祯希

茅善玉：我的沪剧生涯与《雷雨》紧紧连在一起
从“四凤”到“繁漪”，如今又亲手将沪剧《雷雨》推上大银幕，上海沪剧院院长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如果说沪剧《雷雨》的发展传承几

乎贯穿整个沪剧史， 那么对于茅善玉

来说，她的艺术生涯也与《雷雨》紧紧

连在一起。

第一次与 《雷雨》 结缘时， 她不

到20岁 ， 但已凭借 《一个明星的遭

遇》 中的 “璇子” 一角成为沪上热门

的沪剧明星 。 最初接到的角色是繁

漪， 她自觉阅历不够无法体验角色复

杂性格， 转而选择本色出演天真温柔

的四凤。 直到曹禺诞辰百年， 人生阅历

与艺术沉淀让她决心以繁漪一角， 向这

位与沪剧缘分不浅的文学大师致敬 。

2013年， 凭借对繁漪的精彩演绎， 她摘

得了 “二度梅”。

如今， 她又令这部沪剧经典首度以

戏曲电影的方式与观众见面。这还不够，

眼看着自己的学生洪豆豆也从饰演 “四

凤”走入这部经典，茅善玉对记者感慨：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年轻人配演鲁妈，

这样我的‘雷雨人生’就算是完满了！ ”

《雷雨》盛演80多年，之所以能有如

此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人才的有序传承，

也离不开几代人的发展创造———丁是娥

充分借鉴话剧表演， 让申曲前辈幕表戏

即兴临场的发挥， 沉淀为广为传唱的唱

段；而到了茅善玉这里，她在老师丁是娥

亲授《花园会》的基础上，在《求萍》这一

唱段中， 对过去平稳的中板节奏加以变

化，让演唱快慢随情感起伏而变，展现繁

漪从乞求到威胁再到绝望的心理变化，

凸显角色的戏剧张力。

而此番拍摄电影， 茅善玉最在意的

则是“电影感”。影片一开头，不急着展开

剧情，而是在主题歌的凄美吟唱中，展现

故事落幕后周公馆破败不堪的场景。 这

是茅善玉从《泰坦尼克号》片头获得的灵

感———电影开头，镜头先潜入深海，已然

腐蚀的轮船残骸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

击，为故事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沪剧本来就是特别生活化的剧种，

拍摄不必考虑太多如何用镜头呈现程式

的命题。 加之《雷雨》又是西装旗袍的现

代戏，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代入，我们采用

了实景拍摄的方式。这样一来，从场景效

果到镜头切换，从化妆服饰到视角选择，

都不会给人‘违和感’。”因而剧组特别

选择了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处洋房建

筑，还原了剧中“周公馆”的陈设。而剧

中《花园会》的一场戏，则被安排在其

中一处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后花园

中，假山堆叠郁郁葱葱，让舞台平面化

的处理有层次感之余， 更充分展现了

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之美。

茅善玉说：“沪剧发展始终与城市

同行，与时代同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看到的，是记忆中经典的《雷雨》，更是

今天观众想要看到的《雷雨》。 ”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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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中央红军

从江西于都出发，一路

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

大牺牲，完成震撼世界

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

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的电视剧《伟大的转

折》， 讲述了毛泽东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指挥中央红军转战

黎平 、智取遵义 、四渡

赤水，粉碎敌人围追堵

截，带领红军走向胜利

的故事。

在 “红军将
去往何方” 的疑
问中开篇

1934年12月，寒气

逼人，冷彻沁骨。 被重

兵围追堵截的中央红

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

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

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

山界。前路茫茫，“红军

将去往何方”像阴霾一

样压在红军将士心头。

电视剧 《伟大的转折》

开篇就将观众带入当

年红军面对的艰苦环

境。

电视剧选取这一

真实历史背景，通过几

段故事，为观众铺陈出

人物形象。 剧中，为了

掩护大部队，不少战士

还留在湘江对岸阻击

敌人。因为自己的父亲

还在后方阻击敌人，一

位小战士情绪激动，想

要渡江寻父。了解情况

后，毛泽东对战士们说

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

的红军队伍是有信仰

的队伍 ， 只有坚持信

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

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

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

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

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

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

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

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

大的敌人。”一番话，是

对战士的理性劝慰，亦

道出最终取得胜利的

原因。

总导演李伟说 ，

《伟大的转折》 带观众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军

队曾经走过的艰苦历

程，传递峥嵘岁月中形

成的伟大长征精神。

在视频网站上，不

少年轻人通过弹幕表

达出对这部电视剧的

关注。 “谁说年轻人不

看 ”“要永远铭记这段

历史” 等弹幕评论，传

递出长征精神与当下

青年人的共鸣。

拍摄时老百
姓打出标语 “欢
迎红军再回家”

“在贵州 ，红军可

歌可泣的故事无处不

在。 ”《伟大的转折》总制片人、编剧欧阳

黔森说，要讲好红军战士的故事，就得走

进老区老百姓， 老百姓会告诉你红军胜

利的原因。

据悉，《伟大的转折》 在遵义汇川区

团泽镇卜台村拍摄时， 村民听说拍摄红

军的故事，自发赶来拍摄地慰问剧组，不

仅敲起腰鼓，送来水果、蔬菜、鸡蛋，还抬

来绑着大红花的肥猪， 最前面的大红标

语格外动人———“欢迎红军再回家”。

同样， 长征精神也激励着剧组的每

一位主创。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

摄制组舍弃了配套设施完善的影视基

地，坚持采用实景拍摄。 剧组兵分四路，

在遵义市、黔南州都匀市、铜仁市松桃自

治县等地同步取景。通过肩扛、手提的方

式，把重达几百斤的摄影器材、枪炮道具

一件一件运送上山，拍摄中，剧中每位演

员也都必须穿上草鞋， 通过还原细节尽

量找到剧中角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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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电影《雷雨》：
沪剧经典剧目走出传承传播关键一步

昨天首登大银幕，长三角100多家电影院将同步上映

沪剧最为观众所熟知的经典剧目

之一、 改编自曹禺同名经典话剧剧本

的作品《雷雨》，经由几代传承，由上海

沪剧院院长茅善玉领衔， 首次于大银

幕上与观众见面。 昨天在 SFC 上影影

城新衡山店举行的首映仪式俨然成为

“追星现场 ”，500 多位观众在观影后

拥到台前，与银幕中的角色亲密接触，

足见这部作品是如此深入人心。

茅善玉将沪剧电影《雷雨》引发的

热度归结为文学经典和戏曲经典的双

重魅力。更多的业内人士则表示，以大

银幕搬演进行有序继承和创新发展，

将会成为戏曲经典进一步拓宽剧种影

响力、吸引年轻受众的有效途径。

从流派纷呈到四代
同堂，经典作品在传承中
巩固拓宽剧种的影响力

影片播映至尾声， 彩蛋中出现的

丁是娥与剧作家曹禺研究剧本的照片

让现场发出惊呼。 随后， 当她饰演繁

漪、解洪元饰演周朴园、王盘声饰演周

萍的珍贵剧照一一浮现在银幕上时，

不少老观众感慨万千。这是 1959 年新

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 沪剧界以大会

串的形式所排演《雷雨》的剧照。

沪剧《雷雨》由宗华改编，上演于

人民大舞台， 集结了当时沪剧舞台上

最有影响力的明星，流派争艳，合作默

契，一炮打响，不仅得到原作者曹禺的

认可， 更成为戏迷心中的经典， 史称

“名家大会串版”沪剧《雷雨》。

鲜为人知的是， 作为曹禺的处女

作，《雷雨》与沪剧的渊源已久。剧本发

表仅四年后， 沪剧前身申曲的老艺人

施春轩等就以幕表戏的形式改编演出

《雷雨》， 在全国开创了戏曲改编曹禺

话剧作品的先河。

80 多年来， 经由几代的传承，沪

剧已经成为全国观众心中《雷雨》的最

佳演绎体裁之一， 几乎每一次演出都

爆满。 沪剧也因此剧被推向阶段性的

高峰，丁是娥更是有了“活繁漪”的名

号。时至今日，在上海沪剧院持续三年

的送戏进北大过程中， 最能吸引高校

师生的，还要数《雷雨》。

值得一提的是，《雷雨》 本是一出

业界公认讲述北方家族的故事， 却在

沪剧舞台上，用吴侬软语演绎成江南

故事、 海派风格。 沪剧擅演戏剧冲突

强烈的悲剧故事， 这正是 《雷雨》 文

本的特点， 而沪剧的西装旗袍海派传

统， 更给故事赋予了独特气质。 上海

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胡晓军告诉记

者： “曹禺本人曾表示， 在据话剧剧

本 《雷雨》 改编的所有戏曲里， 沪剧

是最好的。”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周

公馆似乎就该是上海租界上的一处资

本家寓所， 繁漪就该说上海话， 周朴园

与鲁妈就是在江南水乡展开一段孽缘

…… “沪剧有着与上海这座城市一样兼

容并蓄的气质， 似乎就是有着这样一种

魔力， 能够让这些作品最终演变成上海

的故事。 ”茅善玉感慨。

当年“名家大会串”的盛景成为一段

佳话，如今舞台和银幕上的《雷雨》则将

以“四代同台”充分展现着沪剧这个本土

剧种的传承有序：饰演周朴园、鲁妈的王

明达和陈瑜是上世纪 40 年代生人；和茅

善玉一样， 鲁大海的饰演者钱思剑和鲁

贵的饰演者凌月刚是 60 后；饰演周萍的

朱俭是 70 后，而四凤周冲的饰演者洪豆

豆和金世杰则是 90 后。

从走向高校到登上银
幕，借文学经典走向市场、

亲近青年观众

记者现场观看发现， 此番沪剧 《雷

雨》被搬上银幕，尽管时长从舞台两个半

小时压缩至 110 分钟， 但还是尽可能地

将核心情节保留下来。与此同时，“盘凤”

“吃药 ”“花园会 ”“撕支票 ”“四凤独叹 ”

“五重唱”等经典唱段也得到淋漓尽致的

展现。通过电影的拍摄手法，一些舞台上

被虚化处理的原著情节， 例如繁漪雨夜

尾随周萍，也通过画面呈现给观众，更优

化了电影版的观演体验。

昨天首映式现场， 不少阿姨妈妈更

是身着旗袍，带着仪式感来观影，并在观

剧结束后意犹未尽地在《雷雨》的巨幅海

报前合影留念 。 他们中的不少人 ，从

1959 年至今，看过几代传承的 《雷雨 》，

对于其中的唱段剧情更是熟稔在心，可

当大银幕将舞台相对平面的呈现立体

化，通过特写镜头捕捉演员神情变化，还

是给他们留下了全新的印象。

而记者身旁的高校大学生， 则是带

着对曹禺《雷雨》文本戏曲电影改编的好

奇而来的。 相比于舞台呈现， 沪剧电影

《雷雨》让他们以自己更熟悉的欣赏习惯

亲近了一门传统艺术。

据悉，《雷雨》将同步在上海、苏州、

无锡、杭州、嘉兴等长三角城市的100多

家电影院同步上映。 记者在购票网站上

看到，其中不少场次已经显示售罄。如果

说以舞台形式进入北方校园， 是沪剧一

次“圈粉”的小范围试水，那么此次以公

映方式在多地百余家影院全面铺开，可

谓是一次传播推广的大踏步式前进。 茅

善玉感慨，一场演出观众不过以千计，而

进入电影市场其传播效率和影响范围都

提升了几个量级。 首映前，记者就获悉，

由于预售热度比影院预想高， 影院从一

开始清一色的早十点“冷档期”逐渐增设

下午档甚至晚上的黄金档。 就连不少市

中心的双休日档也出现了沪剧《雷雨》的

场次。 这也给了茅善玉信心：“未来我们

可以进一步在长三角更多城市一点点铺

开，循序渐进地走向全国。 ”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荨1959 年沪剧界大会串集结当时舞台上最具有影

响力的沪剧演员， 呈现一版流派纷呈、 演技精湛的沪剧

《雷雨》， 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均上海沪剧院供图）

荩 《雷雨 》 作为

沪剧的 “看家戏 ” 历

经几代传承 ， 演员也

在角色的接力中不断

成长 。 茅善玉从少女

时期饰演四凤 ， 到如

今变成舞台和银幕上

的繁漪 （右）， 她的学

生洪豆豆则成为新一

代的四凤。

▲ 《雷雨》 几乎伴随了茅善玉的沪剧生涯， 少女时

代饰演四凤， 如今成为中流砥柱的她， 凭借繁漪一角拿

下 “二度梅”。 她发愿甘为人梯， 为未来一代配戏饰演

鲁妈。

荨这版沪剧电影几乎采用了当下上海沪剧院最

常演的舞台版阵容， 可谓是 “四代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