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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想到，一场“假杂志”跑路事件在娱乐圈掀起了

轩然大波。林心如、古力娜扎、马思纯、谭卓、林允、许魏洲

等数十位明星竟齐齐陷于骗局，成了这场荒诞闹剧的主角，

让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时尚娱乐行业的灰色地带。

ODDA，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相当声誉的时尚杂志品

牌，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高质量的内容输出，一直备受业界

推崇。正是这份美誉度成为别有用心人眼中的香饽饽，有

人为此精心伪造了一份所谓的“ODDA 中文版”，吸引了众

多明星及摄影师的青睐。只不过，这些明星和摄影师未曾

料到，自己踏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事情的曝光始于几位摄影师的讨薪行动。在长时间未

收到应得的报酬后，有人决定采取行动，试图通过联系

ODDA 官方来解决问题，从而意外揭开了“假杂志”的真面

目。原来，他们所合作的“ODDA 中文版”竟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冒牌货！从头至尾未获得过任何官方授权或版权登

记。

事实上，这类未经版权登记的假杂志往往打着“中文

版”“官方授权”等幌子，以低廉的成本复制或模仿正版杂志

的版式与内容，甚至不惜伪造合作证明，以吸引广告商、赞

助商及读者的注意。它们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行业内浑水

摸鱼，不仅损害了正版杂志的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更

对公众造成了误导。

对于林心如、古力娜扎、马思纯等明星而言，此次事件

无疑是一次意外的“躺枪”。此等情形反映出明星团队在品

牌合作选择上的疏忽，一些团队在追求合作机会时，过于注

重品牌效应和曝光度，而忽视了对合作方资质的审核，才使

得骗局在多位明星身上屡次得逞。

“假杂志事件”绝非孤例。有圈内人士揭露，类似的“某

某中文版”假杂志其实屡见不鲜，这背后折射出行业内部管

理的松散与监管机制的不到位。一方面，部分杂志出版方

缺乏足够的版权意识，对版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

方面，相关监管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上的力度不足，给

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假杂志”销号跑路，几十个明星上当受骗，绝不能当一个

笑话来看。当下，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但相应的审核机制却未能跟上步伐。因此，加强行业自律，建

立起健全的版权保护机制与监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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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江苏一位有 41 万粉丝的网

红“娟子爱吃”在直播期间，把“9·18”调侃成

“6·18”之后还大笑不止。当网友指出问题

严重性后，反被“娟子爱吃”怼“管得太多”，

她甚至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关注这些，

还说自己没上过初中，没有文化不懂历史。

虽然该场直播被当场中断，事发后该主播账

号已被平台永久封禁，但这个无聊之徒的行

径还是触痛了大家。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 1931 年

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的开端。每年的这一天，警钟长

鸣，中国各地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个特

别的日子，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振

兴中华。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一样，都是

民族苦难与耻辱的象征。只要是中国人，怎

么可能有人不知道？而这个网红不仅恶意

调侃，故意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还说自己

不知道“九一八事变”。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作为一个普

通人，应该有最起码的敬重和缅怀，绝对不

应以此为乐，如此不知廉耻的调侃，如此卑

劣的行径，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民族情

感的伤害。

拿国难开玩笑，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爱国

心的问题，爱国心和是非观一点都不能含

糊。可以说，网红“娟子爱吃”的行为不仅引

起了众怒，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近年来，网络主播拿特殊的历史事件日

子随意调侃也有先例，2023 年，东方甄选某

主播在直播带货时，称“9·18”是个好日子，

因为这个数字很吉利：“就要发”。该言论当

即受到了网友的批评。后来在提醒之下，该

主播马上进行了道歉。

由此可见，网红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树

立正确的“三观”，传递正能量，而不是为了

博眼球、追求流量，更不能听骂声不知羞，装

作无所谓，甚至陶醉其中，做出违背公序良

俗，乃至践踏民族尊严的行为。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调侃的对象，屈辱的

历史事件更是留下了先辈们的血与泪，承载

着国家和民族的伤痛和记忆。没文化不是

理由，不了解历史更不是借口，记住“九一

八事变”这道民族的伤疤，不是为了追索和

复仇，而是为了警醒自己、警示未来，不能让

历史重演，要让和平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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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国庆假期，“泰山陪爬”订单量增长，有陪爬人员从9

月中旬一直到10月中旬已经全部排满。

与黄山上出现的人力轿子一样，泰山上的“陪爬”也面临

了不少质疑：爬山还需要人陪，是不是太矫情了？花费不菲

的“陪爬”被认为是一些人秀优越感的方式。其实这样的指

责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从提升游客旅游体验角度看，

“陪爬”的出现有其合理性。

泰山山高险峻，请个“陪爬”，一路上有人陪着聊聊天，鼓

励一下，打打气，旅途会愉快轻松不少。另外，“陪爬”身兼数

职，既可以提供导游服务，帮助规划最合适的线路，介绍沿途

的风景、名胜古迹，也可以在爬山过程中给予专业一点的指

导，还能帮忙照顾一下老人小孩。

“陪爬”为什么会在泰山出现并受到游客欢迎，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泰山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游客来爬泰山

是在表达对这座象征中国文化的雄山的敬意。可以说，

“陪爬”的出现减少了爬山的风险，让那些原本犹豫不定

的游客下定了爬泰山的决心。特别对于孩子、女性更是

如此，一个可靠的爬山伙伴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给旅行

加分。

从这个角度说，“陪爬”其实更像是导游与极限运动的一

种结合，是传统导游职业的一种深度演变。现在的游客已经

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光，更注重旅游的品质，追求沉浸

式的体验。相比于传统导游与游客间浅尝辄止的互动，“陪

爬”对游客旅游过程介入得更深、更全面，也更容易获得好

评。临近假日，泰山上“陪爬”生意火爆、订单排满，可见这一

新型旅游模式受欢迎的程度。

正因为是新生行业，“陪爬”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需

要及时纳入规范化管理。安全问题首当其冲，预约“陪爬”的

游客中，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占很大比重，此外，老人小孩也

不少。这就要求“陪爬”需具备相当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

养，不是什么人都适合从事。其次，“陪爬”鱼龙混杂，存在安

全风险。另外，双方大多口头约定、私下交易，由此，“陪爬”

的服务质量也无法保证。

如今，“陪爬”的社会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从业人员越来

越多，问题开始凸显，“陪爬”服务的隐患需要尽快消除。景

区和旅游管理部门有责任加强管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保

障游客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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