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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外学者“中国文

明到底够不够五千年”的疑

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今

已开展十年有余。近日，在

“2012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

坛”上，专家们表示，牛河梁、

凌家滩等年代在距今 5000

年左右，随葬精美玉器的高

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和簋，

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

现，反映出早在距今5000多

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

已经相当严重，当时已经出

现了王权或其雏形，这证明

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

中华五千年文明获证

点评：能在安徽发现凌

家滩遗址、在浙江发现良

渚遗址，都是这几十年非

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但这

些遗址目前也没有出土证

据，证明它们和尧、舜及夏

朝的关联。

把神话当作神话，把考

古当作考古，才是真正的科

学态度。没有必要用考古

的方式，来证明神话的存

在，这样反而会让人们怀疑

一些信史的真伪。中国文

明够不够五千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考古发现，所

能彰显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与阐

释。

文化速写 特约点评人

七嘴八舌

城市词典

《西游记》作曲家没钱办音乐会

点评：词曲家的稿酬低，

缺乏版权保护，已不是什么

新闻。这也是导致中国原

创音乐衰落的原因之一。

这些年虽说唱片业在走

下坡路，但数字音乐的蛋糕

却越做越大。去年中国各

种形态的数字音乐的总产

值，据说超过了300亿元，但

让音乐人绝望的是，这个快

速发展的市场，却与他们关

系不大。

当音乐人生存都变得困

难时，专注投入音乐创作的

人也会越来越少，原创力只

会越来越弱，中国音乐界目

前已经陷入这样的恶性循

环。如果法律和经营者再

不保障音乐人的生存与权

益，最终损害的是与音乐相

关的这些企业的整体利益。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几乎人人都会哼唱。这

首歌的曲作者许镜清而今

已年过70岁，很想为自己的

作品办一场纪念音乐会，却

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老人家

只得发微博求助。

当听说歌唱家蒋大为参

加演出的出场费达25万元，

《敢问路在何方》作为每月

至少有二十场演出的必唱

曲目，许镜清很愕然，他几

乎没收到过此曲再次被使

用的版权费。

作家选择性“触电”

点评：认为只是“不会讲

故事”，显然对于中国电影

困境的理解过于片面。随

着影视剧的市场化，其实讲

故事的高手越来越多，核心

是讲的这些故事，并没有什

么价值坚守或历史发现，所

以很难打动观众。

电影技术的落伍，导致

中国电影的视觉想象力贫

乏，正成为中国电影成长的

又一大障碍。

人 们 如 今 看 电 影 ，已

不 仅 仅 是 看 一 个 好 故 事

那么简单，而是要获得一

种 在 现 实 中 无 法 体 会 到

的视觉冲击，这显然已经

不 是 作 家 的 强 项 了 。 依

靠作家来提升电影品质，

在 今 天 已 是 一 个 过 时 的

话题。

被观众骂了多年“不会

讲故事”之后，中国电影界

终于洗心革面，决心抛弃

草台班子，转而向专业写

故事的人“求”故事。每年

开拍的电影很多，好故事

却难求。

这样的市场供求关系

下，写出好故事的作家突然

发现自己多了很多选择：像

温瑞安那样既可以出售改

编权，自己做甩手掌柜；也

有作家编剧一身兼的刘震

云，可以参与电影剧本改

编，最大限度地保证电影忠

实于原著；甚至连麦家也想

跨界做导演，把自己的小说

搬上大银幕。

学者起诉纪连海再起风波

点评：从新闻披露细节

看，纪连海可能掉进别人设

置的陷阱中了。原本是“被

邀请”内部讲座，讲的也是

别人提供的资料，哪知最后

竟遭“剽窃”起诉。这也提

醒一些学者，不是自己的研

究和发现，坚决不讲，其实

也是一个学者应坚守的学

术底线。

无 论 如 何 质 疑 ，相 关

的 商 业 机 构 都 是 受 益

者 ，不 管 何 时 拿 此 话 题

炒 炒 ，比 做 广 告 成 本 低

廉 多 了 。

今年4月间，山西晋城

学者马甫平以涉嫌剽窃其论

文为由，在晋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起诉知名学者纪连海。

此后，在皇城相府的调停下，

马甫平和纪连海达成和解协

议。皇城相府一次性支付马

甫平各项损失1万元。

7月 5日，晋城广电网刊

出一篇名为《还原纪连海‘剽

窃’事件：是被‘邀请’不是剽

窃》的文章，以山西皇城相府

的口吻，首次公开透露事情的

来龙去脉，还原事情真相。与

此同时，纪连海在私人博客

中及时转载了文章。

对此，马甫平称本来事

情已经平息，“没想到纪连海

又在博客中转载文章对我横

加指责，所以才决定直面媒

体，披露事实”。

点评：文学奖“阴盛阳

衰”并非日本独有，各国文

学界都开始出现这种特征，

包括中国。

文学专业只是近代的一

种文化和商业建构。19世纪

中期，牛津大学第一次出现

“文学”专业时，英国人就认为

这个专业是不适合男性学习

的妇女专业，男性天地应当在

政治或历史。在很多现代国

家，由于女性接受的教育程度

越来越高，各种电子产品的出

现，也让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来

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

上周，第147届芥川奖和

直木奖在东京筑地的新喜乐

高级餐厅揭晓。70后女作家

鹿岛田真希以小说《黄泉巡

游》荣膺芥川奖，现年32岁

的人气女作家辻村深月则凭

借《没有钥匙的梦》摘得直木

奖。而入围两大文学奖的男

作家全军覆没。

日本两大文学奖“阴盛阳衰”

方舟子担任首席科学顾问

互动百科近日宣布聘请方舟子

作为首席科学顾问后，引发了一些网

友的质疑。对此，方舟子21日在互动

百科用户大会及“科学顾问团”启动

仪式上回应称：“我认为自己有资格

担任首席科学顾问一职，我的本职是

科普，打假仅是业余爱好。”

@ 哈勃ddg：“首席科学顾问的

工作是什么呢？况且，涉及到科学的

内容极多，方先生有时间和精力来审

查把关吗？”

@@陆子野：听说方舟子开始担

任互动百科首席科学顾问，并称赞互

动百科是国内同类网站中做得比较

好的。很感兴趣，连忙去研究互动百

科，搜索的第一条就是方舟子。搜索

结果显示，方舟子果然没说错，互动

百科信息“客观公正”，不禁令人“击

肘赞叹”。

香港书展的低调名家
在每年的香港书展，都会有众多

作家推出新作，他们会以演讲或图书

推介会的形式露面。但有两个比较

特别，那就是曾写出《青蛇》、《霸王别

姬》等小说的香港本地作家李碧华，

以及“言情大师”亦舒。

在本届书展上，她们都各自推出

新书，但却一如既往地没有任何与公

众交流见面的活动。据称，亦舒移居

加拿大已经几十年，每年她接受一次

邮件采访，连哥哥倪匡也已逾二十年

未通音讯。而李碧华自从事创作以

来，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家媒体的当面

采访。在书展期间，她离开香港，留

下一纸给前来寻觅的记者，“人生追

求不外‘自由’与‘快乐’，作风低调，

活得逍遥。”

@Evelyn_Liang：张爱玲、亦舒、

李碧华是我读得最多受“毒害”最深

的三个人。常有人对比后二者,其实

她们风格迥异,硬要挖掘相同点,就是

都犀利现实,绝非普通言情,又有点离

经叛道,重要的一点是从她们书里都

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当然张爱玲书

里也常有《红楼梦》的痕迹。张小娴

的书也能引得我一本本追,但跟那三

位师太比就觉得淡了。

@逸叶菩提：亦舒，我基本是看

着她的书长大的，并且把她书中每个

独立自强的女性当作自己前进的目

标。

橙领
继白领、蓝领、金领、粉领等一

系列工作人群代名词之后，橙领作

为一种电子商务相关从业者的新称

谓开始流行，意指那些通过淘宝联

盟获取收入的人，如淘宝联盟站长、

淘宝客以及所有淘宝相关从业者。

由于淘宝主色为橙色，他们因而被

称为橙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