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人民的名义》获正名
一审判决周梅森没抄袭

本报讯 （记者许旸） 去年， 根据作家周梅森小说改编

的同名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热播， 曾引起全民热议。 作家

李霞认为小说 《人民的名义》 涉嫌抄袭自己的小说， 将周梅

森和出版该书的北京某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至西城法院。 前

天， 北京西城法院经过审理对此案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 两

部小说在人物关系、 情节、 具体描写等方面， 在表达上不构

成实质性相同或者相似， 李霞的主张不能成立， 法院驳回原

告全部诉讼请求。

著有 《人间正道》 《国家公诉》 等作品的周梅森， 小说

《人民的名义》 首次出版于2017年， 当年3月， 根据该小说改

编的同名反腐电视剧播出， 引起广泛关注。

此前， 作家李霞称， 自己根据长期的检察工作经历， 于

2008年6月开始创作小说《生死捍卫》，并于2010年11月由海南

出版社出版。 2017年1月，周梅森撰写的小说《人民的名义》由

北京某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原告称，经对比分析发现，小

说《人民的名义》在人物设置、人物关系、关键情节、一般情节、

场景描写、语言表达等方面存在大量抄袭、剽窃原告的《生死

捍卫》一书，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李霞因此起诉到法院，

请求判令出版社停止对涉案图书出版发行。

今年 5 月 31 日， 该案曾在北京西城法院开庭审理。 在

当时的庭审中， 周梅森的代理律师表示， 两部作品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故事， 不存在抄袭和剽窃的事实， 请求法院驳回李

霞的诉讼请求。

12月11日， 北京西城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西城法

院认为， 涉案两部小说在原告主张的破案线索的推进及逻辑

编排、 角色设置、 人物关系、 情节、 具体描写等五个方面，

通过具体对比， 在表达上不构成实质性相同或者相似， 《人

民的名义》 不构成对 《生死捍卫》 的抄袭， 李霞关于周梅

森、 北京某集团侵犯其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 燕 9

揭秘行业兴衰比“情怀贩卖”更走心
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把“看电视”当成第一主角，熟悉又新鲜的题材赢得收视热度

手扶不扶天线会影响接收效果 ， 画面

上人脸比拳头还小却不影响几十号人挤在

一起看个热闹， 台词已经倒背如流都不会

改变蹲点守候的执著， 唯独每周二下午出

现的满屏彩条才可阻止开机的热情。 电视

机， 可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最熟悉的

家电之一。 看电视， 更是在千家万户催生

过千言万语的特殊仪式。 可关于 “看电视”

这件事， 即便 “电视土豆”， 也可能尚有许

多未知的、 想知的。

今晚在江苏卫视收官的电视剧 《我们

的四十年 》 把 “看电视 ” 当成第一主角 ，

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下， 以电视行业为切

入点， 讲述了这一大众文化如何改变了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百姓生活， 又是怎样影

响了冯都等年轻人的事业与人生 。 面对

“看电视” 这桩人人有发言权的日常事， 该

剧凭什么让观众津津乐道？

揭秘 1983 年央视春晚的制作幕后， 复

刻当年凭票购机的珍贵记忆， 席卷大众 30

多年前观剧的集体情怀 ， 这些都是理由 ，

又都不尽然。 围绕 “看电视”， 比 “情怀贩

卖” 更走心的， 是该剧揭示了一个行业兴

衰荣辱的逻辑———这恰是具有当下价值的

新鲜视角。

从“琼花迷”到“高仓健迷”，

老片单裹挟了全年龄段的粉丝

老北京胡同， 肖家有台12英寸黑白电

视机 ， 在1978年那会儿 ， 绝对是稀罕物 。

每天晚饭后， 肖家小院里必然聚集一大群

街坊邻居。 从奶奶辈到刚会识字的小娃娃，

大家围坐追剧， 哪怕已翻来覆去倒背如流。

对观众而言，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光仍

在记忆里未曾走远， 一台电视机引发的故

事可裹挟全年龄段的人 。 年纪稍长些的 ，

会对剧中喝水用的瓷缸、 二八自行车 、 喇

叭裤等似曾相识， 同样会为剧中人为得到

一张电视机票而各显神通的情形会心一笑。

而作为当时的孩子、 今天的成年人， 70后、

80后会跟随剧中片单， 重温自己审美的变

迁。 这一代人， 几乎都有过 “电视剧主角

穿什么， 我们就流行什么” 的经历。 男孩

子们像剧中的冯都那样， 竖起衣领就想像

自己是 《追捕》 里的高仓健， 脖子上披一

条白毛巾就佯装 《上海滩 》 里的周润发 。

女孩们跟着电视追时尚的风气更盛， “琼

花迷” 会把自己拾掇得英气又利落， “小

鹿纯子迷” 喜欢散下披肩发、 模仿那眯起

眼来如同月儿弯弯的笑容。

剧中图景好比驶向往昔的列车 ， 剧中

人看的片单越来越丰富， 荧屏外搭上那趟

车的观众也就越发多元。 而编剧把1983年

的央视春晚也移植到剧情里， 揭开那年提

前数月就录制 “现场直播” 的奥秘， 更可

谓在收视人群里划出了最大同心圆。

编剧庸人说， 一定要把春晚融进剧情，

是他在创作时坚持的事， “春晚在全球华

人心中影响巨大， 若没有这部分描写 ， 以

电视为中心展开的作品就不成立。” 凭着诚

意满满的细节 ， 观众情不自禁穿越时光 ，

回到那个有些模糊又时常回味的年代。

电视好比“年代说书人”，有些
剧情的思辨在今天仍具启示意义

在娱乐生活贫乏的过去 ， 电视机承载

的功能不只是消遣工具那样简单。 它是获

取知识与信息的途径，流动的画面打开了全

新世界；它也可以是人们的社交工具，一句

“来我家看电视”的邀约，能拉近彼此不那么

亲密的关系。 《我们的四十年》便紧扣小小电

视机，拉开老北京一出众生相。

这出戏里， 每人都扮演无可替代的角

色， 为今天我们回望时代进步时一一作注。

男主角冯都的人生， 俨然70后生人抓紧时

代契机改变命运的缩影。 他上高中时尝试

自己倒腾零件来组装电视机， 成年后又顺

应下海潮流靠买卖电视机赚到第一桶金 ，

此后终于投身影视行业成为真正的电视制

作人， 跟着行业经历兴衰荣辱。

其他角色也都各自承担 “年代说书人”

的使命。 冯都的发小肖战和黑子，一个在大

学里受电视纪录片的影响，有了出国发展的

念头，另一个直接出国闯荡。 再看老艺术家

谢芳饰演的冯奶奶。 老人家执著一桩事———

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她，每晚必追看《海峡

两岸》节目。 原来，冯奶奶盼着节目里更新的

寻亲信息，以期与大儿子团圆一偿夙愿。 跨

越40年的电视时间之旅中，场景和道具固然

是通往当年模样的“捷径”，但基于共同人文

背景构建的情感记忆，才更让人感同身受。

值得回味的是， 《我们的四十年 》 对

影视行业本身还进行了一番内省。 第39集，

片中的影视公司发生了一次内部辩论 ： 做

电视， 谈利润还是谈声誉， 谈商业声誉还

是艺术声誉？ “重社会效益还是重经济效

益” 的思辨， 谁说不是现在进行时？

制片人王锦借此吐露创作的初衷 ：

“生活越来越好， 人们看电视的方式发生了

变化。 但对于内容的要求、 对好内容的需

求、 对价值底线的坚守， 从未更改。 所以，

希望观众能有那么一瞬间的沉思 ， 能从

《我们的四十年》 里看见———时代大潮下个

体奋斗的得失与成长。”

文化

小剧场“大野心”，看海派戏曲开放格局
第四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展演今落幕，创新话题还在持续发酵

作为本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最后

一部参演作品，京剧《青丝恨 2018》今

晚将于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自此，为

期九天的展演告一段落。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由本报与上海

戏曲艺术中心联合主办， 今年正式落

户重新开门迎客的长江剧场。 在既定

的红匣子和黑匣子两个小剧场中，今

年参演的八部作品均交出更符合“小

剧场”实验创新语境的答卷。 这其中，

既呈现出戏曲舞台传统故事的改编演

绎和当代思考，也展示着主创对于舞

台空间、戏剧手法融入传统戏曲的一

些尝试与实践。

如他山之石， 一场演出时长多不

过百余分钟，观众不过百多人，却因另

辟蹊径， 由舞台实践引发直指戏曲当

下如何传承发展的大问题。 八部作品

迈的步子或大或小，完成度或高或低，

手法或繁或简， 但有一点已成为业界

共识———纵有千百种“玩法”，贴合戏

曲本体艺术的创新发展才是正途。

小剧场有“高配置”，名
家名角带来戏曲创作的高
品质

打破过去对小剧场戏曲是年轻人

唱主角的既有印象， 今年参演的不少

作品让观众看到剧种领军人物的身

影， 让观众意识到———小剧场是年轻

人大胆探索的舞台， 也是名角名家谋

求突破的空间。

作为小剧场戏曲节的新面孔黄梅

戏， 此次带来了一出老戏新编 《玉天

仙》。 领衔主演夏圆圆之外，还有年逾

七旬的老艺术家黄新德、 梅花奖得主

王琴、董家林等加盟演出。对于小剧场

来说，可谓阵容强大。 其中，朱买臣的

扮演者黄新德让观众与业界赞不绝

口。在他细腻的演绎下，一个满嘴仁义道

德却不事农桑， 一朝得志便要步步相逼

的形象，鲜活立体起来。

戏曲舞台常演的京剧《马前泼水》和

昆剧《烂柯山》中，朱买臣是妻子嫌贫爱

富的“受害者”。而在《玉天仙》里，也正是

朱买臣空做功名美梦，无法脚踏实地，20

年不曾改变的懒散做派， 把妻子推向了

对婚姻绝望的境地。有意思的是，同一个

题材母本， 此前也有梨园戏残本 《朱买

臣》在小剧场戏曲节亮相。一老一新两个

作品在小剧场语境呼应， 令资深观众咂

摸一番。

梨园戏《朱买臣》体现的是民间智慧

里破镜重圆的难得，用喜剧化、烟火气的

剧种艺术传递爱与宽容的主题。 《玉天

仙》里想方设法羞辱前妻的伪君子，逼丈

夫写休书的玉天仙， 都在荒诞背后透着

人生境遇的苍凉底色。 首次站上小剧场

创新的前沿，黄新德丝毫没有传统的“包

袱”。 “时代变了，完全复古、文物展示没

意思。要让观众靠近剧目，小剧场可能是

一条崎岖小路，我们不妨走走看。 ”在他

看来，不管是传统大戏还是小剧场作品，

最终都是要以戏曲程式表现人物，“凡是

真想进步的演员， 不能在流派中醉生梦

死，而应该在创新中守住本体，同时张开

你的翅膀，拥抱所有的营养。 ”

曾有人质疑“梨园戏有审美滤镜，囿

于 800 年的历史， 沉浸其中便无法客观

评价”。 可作为剧种的独苗，福建省梨园

戏实验剧团年年来沪， 年年都有诚意之

作。 如果说过去参演的《朱买臣》《朱文》

《吕蒙正》还只是场域意义上的“小剧场

戏曲”，那么今年的《陈仲子》让人看到了

站在传统肩膀上梨园戏人的发展与创

新。

在《陈仲子》中，梨园戏领军人物曾

静萍不仅与老搭档林苍晓再度携手演

出，也作为导演参与创作。此次执笔的是让

梨园戏一炮而红的《董生与李氏》编剧王仁

杰。 谁也想不到这部颇有现代派荒诞意味

的戏曲新作，剧本是他 30 年前的旧作。 如

今的观众看来丝毫没有时代的隔膜， 反而

一再细品。一位戏迷感慨，没有花里胡哨的

舞美灯光，没有企图迎合观众的表演语言，

却依旧让人沉浸其中，回味无穷。

小剧场有 “大变化 ”，贴合
戏曲本体才是最好的

如果说顶尖艺术家捧出的小剧场作品

是一种守正之中的变革 ， 那么 80

后 、 90 后戏曲人视野更开阔 ， 步子

也迈得更轻松 ， 将海派戏曲的开放

格局继承下来。

若论舞台呈现的突破， 昨晚上演

的越剧 《再生·缘 》 算是最大胆的 。

这部由上海越剧院创作的越剧， 将时

下最流行的沉浸式戏剧样式引入其

中。 昨晚的黑匣子剧场不设座位， 而

是让观众与演员 “站在一起”， 如同

旁观者参与到戏剧演出中。 这种演出

样式在国外也不过是近两年才真正兴

起的新鲜事物， 如今 “零时差” 被戏

曲人融入创作。 整个空间被反光材质

覆盖， 让演员与观众共同置身于一个

虚幻的时空之中， 演员于观众之中穿

梭表演， 其中 “缘生” 一角还在后脑

勺罩一张面具， 仿佛要用一个身体带

给身前身后观众两种体验。

相比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 这样

的改变无疑是颠覆性的。 可似乎也正

是这种 “颠覆”， 令其接通了与世界

对话的可能性。 该剧自去年入选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 “扶青计划” 后， 于

今年 6 月参演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

剧节， 成为第一支在该艺术节亮相的

中国团队。

作品推出后自然有不同的声音，

不过有专家认为， 创新基因早已深植

越剧发展之中。 小歌班从浙江嵊州一

路到唱到上海， 在这里扎根并发展壮

大成数一数二的剧种， 恰是因为在这

样一个演艺大码头对话剧、 昆曲、 京

剧等各个文艺样式的兼容并蓄。

此外， 镜象、 倒叙、 闪回等叙事

结构和各种创新手法， 也被京淮合演

《新乌盆记 》 、 瓯剧 《伤抉 》 、 京剧

《青丝恨 2018》 等作品所采用； 昆剧

《长安雪》 和越剧 《僧繇》 则试图跳

脱剧种擅演 “才子佳人” 的窠臼， 前

者让向来痴情的昆曲小生转而成为被

欲望吞噬的负心汉 ， 而后者讲述了

“画龙点睛” 一战成名后画师张僧繇

的 “中年危机 ”。 面对这样的探索 ，

业界认为有亮眼之处， 也有尚待斟酌

打磨的部分。 不过， 青年戏曲人这股

生力军在小剧场所迸发出的艺术创

想， 或许能够启发站在大戏创作十字

路口的主力军， 甚至从这里起跑成为

大戏创作的中坚力量， 进而在坚守剧

种本体艺术的同时， 找到属于这个时

代的戏曲创新之路。

上海昆剧团创排的实验昆剧《长安雪》，讲述一段发生在晚唐时期的爱情悲剧。 上海京剧院《青丝恨 2018》中的悲情一幕带来视觉震撼。 （均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供图）

新时代新形势新使命呼唤我们富于创造
（上接第一版）各区各部门都要提振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在实施重大任务和城市更新、旧区改造、“腾

笼换鸟”、提升效益、提高经济密度和经济能级等

各领域不断创造新的精彩。 要支持各路英才在上

海创新创业，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特别要下功

夫培育中小企业成长。 一座城市要有号召力和吸

引力，得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涌现

一批现象级的业界精英，诞生更多的创业英雄。

李强指出，富于创造要“颠覆超越”，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努力实现并跑甚至领跑，更好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科技革命是颠覆性

技术的集中爆发，是跨越赶超的最好时机。 要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努力抢占制高

点，以换道超车的思维、先人一步的行动，在前沿领

域加大突破力度，赢得未来的发展主动。 在“卡脖

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必须跑出加速度，加大投

入、加快转化、加速迭代，强化对首台套设备、首批

次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支持，推动技术从突破走向成

熟。 要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科创中心建设要抓好

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大科学设施和装置建设，

集聚高水平研究机构和高层次人才；金融中心建设

要聚焦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

机遇，加快推动上海金融功能迈上新台阶。

李强指出 ，富于创造要 “脱胎换骨 ”，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城市发展内在功能、

动能和外在形态、格局再创新变化，使各项工作再

上新水平。 要牢牢抓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三大产业，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大力培养产

业集群和龙头企业， 打造成为上海产业转型的核

心标志。 要通过自贸试验区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

发展离岸贸易、国际中转、跨境结算、跨境研发和

产业化、国际中介服务等，增强“五个中心”的全球

资源配置能力。 要科学研究分析不同区块老旧小

区、工厂、楼宇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风貌

保护、建筑修复、结构改造和重新利用，在城市更

新中使之发挥应有功能、焕发新的生机。 要把乡村

振兴的关键核心问题想深、想透、想明白，做好规

划、开展试点，试出成效、探明路子，形成适合上海

超大城市农村建设的模式。

李强指出 ，富于创造要 “精细极致 ”，用心做

事、用情服务，不断提高服务对象的感受度和体验

度。 为企业服务，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

“一网通办”。 根据企业和群众的反馈，瞄准重点环

节，找准问题症结，拿出解决方案。 各级领导干部

要身体力行， 当好无事不扰、 有求必应的 “店小

二”。 为群众服务，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 立足超大城市实际，聚焦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产

品供给。 城市精细化管理要坚持高标准引领，更加

注重在细微处下功夫， 把服务管理延伸到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李强强调，要充分激发全市干部的创造力，每

个干部都要增强内在的创造动力， 努力成为创造

之源。 要充满激情，有一股子舍我其谁、干事创业

的劲头，闯出新天地，实现新作为，不辜负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托，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期待。 要勇于打

破思维定势、路径依赖，多一些独到的见解、独特

的创造，做到“求新”“求特”“求先”“求解”。 要尽可

能不走老路、不走寻常路，敢于另辟蹊径，探索走

出新路子；要着力打造独特优势，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人有我特；要敏锐把握潮流、善于洞察趋势，

努力抢占先机、走在前头；要率先破解难题，找出

症结、抓住要害、拿出高招。 “希望大家在落实重大

任务、推进国家战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上，

都能拿出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勇闯‘无人区’、放飞

想象力、展现大手笔。 ”

李强强调， 全市各级组织要努力营造敢闯敢

创的环境，让大家保持持久旺盛的创造力。 要消除

顾虑，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

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鼓励大家大胆干、大胆闯。

要打破束缚，尽最大努力支持基层干事，切实解决

基层反映的问题。 该放的权限、资源、力量要放到

位 ，该做的培训 、指导 、服务要做到位 ，流程要简

化、办理要提速、响应要及时，加快完善、调整和突

破不尽合理、不合时宜的政策规定。 要强化用人导

向，建立“赛马”机制，围绕重大任务的展开、重点

工作的推进，让大家在“赛马场”上比作为，以实绩

论英雄，在竞争中增强动力、提升能力、激发活力。

应勇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 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 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 紧紧抓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工作主线， 全面唱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

作主旋律。 要把工作出发点放在发展上，把工作的

立足点放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 把工作的着力点

放在抓落实上，在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加快提高城市经济密

度、 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加快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上攻坚克难、创新

突破，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带我们进入更为丰富多样的世界”
（上接第一版）

安徽池州青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方艳

说， 纪录片中描述的老百姓衣食住行上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 ， 她这代人是亲身经历者 。

“现在我给儿子买一罐奶粉都挑花了眼， 而我

小时候家里能有一罐麦乳精， 都是很珍贵的。

国家富强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我

有时候特别羡慕我儿子， 他们这一代孩子真

的生活在蜜罐里。”

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曹建民说， 纪录片展

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让百

姓有越来越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改

革。 “我亲身体会到， 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不断巩固 ， 工作作风不断改进 ，

落实着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中国化工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家龙说， 纪录片展现的 40 年来从恢复高

考到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 映射在他个

人事业成长的每一步上。 “我是一个普通的

农家子弟，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学毕业进入化

三建， 从一线员工逐步成长为分管公司海外市

场等业务的管理者。 多年来， 我去过 50 多个

国家， 见证了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伟大实

践。 知识改变了我的个人命运， 国家和时代给

予了我们这代人用知识和汗水报效国家的机

会。”

中铁四局集团张吉怀铁路项目部总工程

师苏玉宝说， 纪录片生动呈现了祖国以越来

越快的速度向前不断发展， 不断壮大， 中国

桥、 中国路、 中国车、 中国港、 中国网等超

级工程让人倍感震撼， 心潮澎湃。 “很庆幸

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对于我来说， 能够

参与到国家 40 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征程中， 是

十分荣耀和自豪的。”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主任科员何家武说 ， 纪录片中关于政府

“简政放权 ， 便民服务 ” 的做法 ， 现在看似

寻常 ， 实际上转变并不容易 ， 经过几年磨

合， 大家才把心思落在琢磨着怎么把办事时

间缩短、 把办事指南做得更细。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汪小平说， 片中展现

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繁盛和文艺创作的勃

兴， 他正在经历。 “改革开放带我们进入了

一个更为丰富多样的世界， 党和国家越来越

重视文化事业， 创作资源更加富集、 创作环

境愈加宽松， 文艺工作者得以从火热的生活

和改革的一线汲取创作的灵感和营养， 文艺

‘百花’ 开得更艳， 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也

得到了更好满足。”

26 岁的王于航看到片中的部队场景， 不

由想起自己作为武警战士守卫边疆时的经历。

如今，他已转业担任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

永丰村支部书记。“在村里，我要继续以坚韧不

拔的军人精神鞭策自己，值班、备勤、巡逻、走

村入户，不畏严寒酷暑，不计个人得失，更加坚

守自己职责使命，扎根奉献基层。 ”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