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咋说

他现在应该做的，或是承认

自己的抄袭，只有这样才能

从阴影中走出，真正“成为叶

永青”。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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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价值扭曲的“流量正确”必须

杜绝，否则社会积极向上的

风气势必会遭到破坏。

据红星新闻报道，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

蒂安·希尔文近日通过多家比利时媒体指称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永青抄袭。眼下，这在

国内成了一出不大不小的“国际事件”。和通

常意义上的抄袭某件作品不同，叶永青被指

控长期抄袭，希尔文第一次发现被抄袭，是

1996 年叶永青作品在欧洲展出，而实际上，

叶永青的抄袭行为还要早得多。

绘画和音乐领域，借鉴别人创作也是常有

的事，但是叶永青的行为，很难再用“借鉴”来辩

解。据媒体报道，其中一个拼贴画系列，希尔文

的创作灵感来自自己的童年以及与自闭症儿童

的交往，这种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重合

的可能。叶永青的作品，主题和构图都和原

作高度相似，难怪西尔文那么愤怒。

这是相当让人吃惊的“国际文化艺术交

流”，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叶永青一直盯着希

尔文的创作，然后略加变通，就成了自己的作

品。由于中国过去 30 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艺术品的繁荣，叶永青的作品价格不但要比

希尔文的原作要高很多，自己也名利双收，成

为艺术圈的大佬。即便是国际影响力，叶永

青也可能要超过希尔文。

这不仅是涉嫌剽窃别人的艺术创作，甚

至也入侵了原创者的人生。希尔文在接受中

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并不想在法律上追

究叶的责任，只是想在道德层面来质证，要求

拍卖机构停止拍卖叶永青那些涉嫌抄袭的作

品。在内心深处，这恐怕也是他的个人存在

之战，一个艺术家就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如

果长时间被人如此抄袭，就像自己的整个人

生被人剥夺了。这么长时间、大规模抄袭他

人作品，良心不会痛吗？

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可能

抄袭另一个人的作品这么久？改革开放后，

中国艺术家从 80 年代开始，大量向西方同行

学习。在文化艺术领域，受到西方某位大师

的影响，并转而成为大师的“中国版”，也是经

常发生的事。有些人甚至因为仅仅率先翻译

了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就成为该流派的代言

人，在中国的大学当上教授博导，也是常态。

这种单向度的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必

然造成信息传递上的时间差，有条件的人可

以先看到外国的作品，当他们模仿、借鉴甚至

照搬的时候，周围的人所感受到的只能是满

满的创新。要等到大量西方作品被译介过

来，甚至到了信息沟通成本大大降低的互联

网时代，这样的把戏才有可能被揭穿。

或许叶永青最初的动机，也就是“借鉴”

一下，但是当他发现这种“借鉴”是如此容易，

为自己带来如此大的好处，而风险又是如此

之低，就难以抵挡持续“作案”的诱惑。对叶

永青来说，这是真正的危机，如果国际艺术圈

最终形成共识，认定这就是抄袭，他又有何

颜面待在艺术圈？他现在应该做的，或是承

认自己的抄袭，只有这样才能从阴影中走出，

真正“成为叶永青”。

专业抄袭成“大师”，良心不会痛吗

近日，一段男女老少聚在郑州中牟县一

处郊区荒地“尬舞”的视频火遍网络。视频

中，多名尬舞者被大批围观群众围在中间，忘

情地扭动着身体，个别衣着比较“清凉”的女

尬舞者甚至站到了音箱和设备架上舞蹈，借

此吸引观众。据说，这就是曾火极一时、后来

又被禁了的“郑州尬舞团”。

早在 2017 年，“尬舞”就被郑州当地下了

禁令，原因是“扰民、低俗、涉嫌商业行为、践

踏公共绿地”，但是一直禁而不绝，只不过转

换了阵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尬舞”不光

是一项运动，还是一门“生意”。尬舞者通过

在网络平台直播，吸引粉丝和流量，以此获取

较为可观的经济利益。

我翻看了一些此前的“尬舞”视频发现，

不少“尬舞”的直播者动作轻佻下流，比如摸

胸、掀裙子、男扮女装互撩，甚至为吸引眼

球而不惜跳河。之所以如此，我想肯定不是

为了好玩，更不是舞蹈的规定动作，这样做的

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吸粉、引流。用他们自己

的话说，只要能爆，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有流

量就什么都正确的想法，显然是一种极其扭

曲了的流量观，是必须加以纠正和批判的。

由于流量的背后是金钱利益，这种“流量

正确”的观念流毒较广，成为部分想一夜成

名、一夜暴富的网络“新生代”的致富经。他

们不惜以各种审丑、低俗、猎奇，甚至暴力色

情的内容来迎合一些网友的“低趣味”需求，

为的就是其背后的巨大流量。在他们眼里，

流量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只要能吸引到流

量，就是王道，至于社会的公序良俗，甚至法

律法规，都可以置之不顾。

只不过，流量为王，更要小心流量为

“亡”。以直播平台来说，为了流量，有人直播

吃蛇、吃玻璃，甚至还有人直播拿一坨屎在某

快餐店恶心就餐人员。而在其他网络平台，

比如微信公众号里，也是充斥了虚假、低俗、

危言耸听、情色暴力的内容。但是，类似大连

男子直播喝酒猝死、绍兴快手小哥直播跳河

遭遇不幸的悲剧还少吗？又如咪蒙，绝对的

流量“女王”，到头来还不是因触碰底线而“阵

亡”了？

现在是粉丝经济时代，只要拥有庞大的

粉丝，就能带来巨大的流量和超强的变现能

力。但这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引导好了，可

以成为创造奇迹的富矿，引导不好，则会变成

危害极大的“毒瘤”，导致网友的价值观错

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价值扭曲的“流量正

确”必须杜绝，否则社会积极向上的风气势必

会遭到破坏。

在工业时代，企业不仅有提供优质产品

和服务的要求，更要担负起引导社会文明和

进步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商业文明延续的基

石。同样，在网络时代，这些以提供精神产品

来获取流量从而实现利益的主体，也必须担

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

从自身发展来说，不管是个体也好，还是

平台也罢，如果一味追求“流量正确”，肯定不

是健康发展的长久之计。这就好比一家企

业、一款产品，要最终赢得绝大多数人的认

可，靠的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实实在在的质

量。毕竟，只有符合多数人的价值审美的事

物，才有可能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流量为王，小心流量为“亡”

退还顾客7500元早餐钱
老板娘卖的是良心馄饨

凌女士在湖州仁皇山街道爱山小学仁

皇校区对面经营着一家馄饨店。2 月 25 日

当天忙完早餐生意的她，突然发现微信账户

里多了一笔 7500 元的“巨款”，上面没有顾

客的微信号或联系方式。凌女士尝试了各

种办法寻找这位粗心的顾客，2 月 27 日下

午 3 点 08 分，在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公安

分局仁皇山派出所的办事大厅内，凌女士终

于找到顾客并将 7500 元转账退还。（钱江

晚报）

@红红火火：凌女士，这是一位真正的

好心人，她卖的馄饨不用尝是良心馄饨，所以

放心吃，愿好心人的生意越做越好！

@岁月静好：我做生意也会遇到这种情

况，也会还回去，我觉得静态二维码设置一个

上限比较好，粗心的人太多了！

@xjdj：真应该发给那些黑心商家，卖天

价水、天价面的商家看看，这才是做生意之

道。

@笑笑笑：此天价却让人暖心！希望多

报道这样的正能量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国际数学竞赛中国队险被团灭
题海战术不灵了？

25 日，第 11 届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闭

幕，中国队无一人获得金牌，最好成绩是拿到

银牌的第 15 名，总成绩排名第 6。尤其是比

赛的第 3 题，满分 7 分，参赛的 6 名中国选手

几乎被“团灭”，只有一人拿了1分，其余全是

0 分。这次比赛，美国队获得了 3 块金牌，俄

罗斯队拿到2块金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以

及波兰队各获得 1 块金牌。对于曾经的“奥

数大国”中国来说，这个成绩无疑可以称得上

是惨败。

@sunny：兴趣是走到最后的关键，开

头很多人并不突出，因为兴趣而坚持下去，但

就因为开头的不突出，结果就被那些硬拔上

去的给挤掉了。关键挤上去的，拿到这个当

敲门砖，回头就扔了。

@amber：现在的小学奥数就是在培养

解题机器，对类型题用套路解决，学生不明

白也不需要明白解题方法的由来，学习缺乏

启发性。我的孩子就深受其害，但悔之晚

矣！

@地地球：题海战术束缚了创造性思

维，正在不断禁锢我们的想象力！

称打工“一辈子挣不了18万”
国土局职工被停职冤不冤？

近日，山西娄烦县一女子教育孩子时称，

不要羡慕别人家有车轱辘，要羡慕人家考上

研究生大学生，打工的一辈子也挣不了18万

元。这段疑似在家族聚会时拍的视频随后在

网上热传。26 日，娄烦县委宣传部表示，该

女子为县国土局职工，传播不当言论，影响单

位形象，已停职检查。（北京时间）

@抗战史讲解员：真是口无遮拦，看样

子是平时嚣张惯了。

@迹迹迹迹迹先生：你是分不清私人与

公共场合吗，私下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曝光

在网上就等于在公共空间发言。

@请别问我科科是谁：别人在家里说有

什么问题吗？ 整理 姜安琪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