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钱与名声，究竟如何
毁掉人世间的悲欢喜乐？资
本运作，为何会让他们彻底
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在欺骗
与杜撰的背后，是什么邪恶
力量支持着这一切？一场令
人震惊的权利游戏，一场令
人扼腕的沉沦故事。”———才
华横溢的网友以“知音体”写
就《“知音”上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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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由六六编剧的医务
剧《心术》在浙江卫视、东方卫
视等开播。六六说：“如果你喜
欢《白色巨塔》《豪斯医生》或
《!" #$%%&'》这样的美剧、港剧，
你一定会喜欢《心术》。张嘉译、
吴秀波去查房时的运动镜头，
整洁洋气的医院环境，完全跳
脱了过去内地医务剧的沉闷色
彩。”
她说，自己是陪母亲看病，

才“潜伏”医院深入生活近半
年，这让她收获颇丰。六六说，
她那时每天去医院报到，《心
术》剧情因为涉及多个科室，她
也经常去不同的科室，去医务
处了解如何处理医务纠纷，采
访患者，了解医生私人生活等。
通过《安娜与王贵》《双面

胶》和《蜗居》，六六将婆媳关
系、饮食男女、都市情感等一幅
幅鲜活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在
荧屏上。对于《心术》，六六表
示：“我没觉得这一题材敏感。
我有困惑，我通过这样一种方

式去寻找答案。我的
母亲早上被诊断是
癌症，下午就通知开
刀，这个过程跟我想
象的完全不一样，不
同的医生给出的答
案也不一样。我意识到医学里
有伦理道德的成分，不是纯理
科的问题。”
六六说，自己并非追着热

点写，她只是敢于把生活中的
普遍问题放大：“饭馆里很多菜
的作料都是家常能买得到的，
为什么饭馆做出来的味道就会
不一样？我只是以艺术形式把
生活放大，就像平时素颜的女
孩化妆上镜，但她还是本色
的。”至于《心术》前，国外已有
不少成功的医疗题材电视剧，
六六表示自己并不需要刻意回
避：“社会环境不同，人物架构
不同，风格不同。我只写我要说
的话。衣服不是还有撞衫吗？但
是不同的人穿上气质就不一
样。” 本报记者 俞亮鑫

凭杜撰故事就能
铸就资本之船？
———“知音”计划上市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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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知音》()*+年靠湖北省妇联拨
付的 &万元开办经费起家，在大量时
尚刊物的包围中，坚持 ,-年风格不
改，通过大量复制悲惨曲折的爱情故
事以及名人轶事，以泪水作为催化
剂，赢得了市场，甚至形成了所谓“知
音体”。面对知音传媒集团计划上市
的消息，有作家和学者认为，《知音》
长期传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
缺乏媒体的社会担当，不应该被批准
上市；也有专家指出，一家合法传媒
企业按程序谋求上市之路，符合资本
市场的逻辑，无可指摘。

质疑一 缺乏道德底线
据《知音》官方网站称，《知音》

（旬刊）现月发行量达 '.'万份，居世
界综合性期刊最新排名第五位、全国
各类杂志排名第二位。然而，一直把
名人八卦当作袭人眼球之重磅武器
的《知音》，其被作家、明星告上法庭
的频率与其发行量一样，在国内期刊
中位居“老大”。

听闻“知音传媒”即将上市，最气
愤难当的要数著名作家毕淑敏。“这家
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
能上市呢？”毕淑敏极不情愿地回忆起
往事：,//)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
((0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
面世，署名为毕淑敏。“这完全是一篇
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
的儿子。”毕淑敏至今难掩气愤。最终

《知音》杂志赔偿原告 (/1(万元精神损
失费，遗憾的是 (2个月之后，作家才
见到一块口香糖那么大的道歉声明。
毕淑敏认为，《知音》杂志缺乏道德底
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家的尊严，
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

质疑二 过分加工编造
《知音》的崛起倚靠了二三线城

市、城乡结合部、农村读者群的群众
基础，得益于这些地区不发达的媒体
现状。然而，其赢得读者青睐的“杀手
锏”却是利用千字千元的高稿酬，引
诱一些写手加入，编造了大量关于坚
贞爱情、负心汉以及说不清理还乱的
名人故事，并形成一个混淆新闻真实
与文学虚构的独特文化符号：知音
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所
谓“知音体”实际上是用一种带有抒
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
边界，“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
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那些生活
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
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度
日。”

翻开最近一期《知音》杂志，“知音
体”依旧拂面而来。在“围城风景”栏目
中，登载了《于和伟漂泊南北，还有一
个爱妻躲在树后》一文，为影视演员于
和伟和妻子的浓情写足 +-//多字。但
于和伟的经纪人说：“文章的作者从未

采访过于和伟。有一部分内容是从网
上搜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杜撰的，并带
有‘诽谤’意味，可笑至极。”

支持者 市场自有逻辑
时评人邓海建在《中国青年报》

撰文指出，抛开语体与叙事上的“农
村烙印”不说，一家合法传媒企业，按
程序谋求上市之路，十分正常。据新
闻出版总署网站披露的数据，知音集
团总资产达到 -1), 亿元，净资产
312,亿元，年经营收入 .1+)亿元，净
利润 /1--亿元。论经济效益，《知音》
是杂志行业中的佼佼者。评论人舒圣
祥说：“现代企业永远是以利润作为
最大追求，并以适应市场的自身特色
取胜，根本无关品味与档次。只要能
给股东带来回报，它就会受到资本市
场的追捧。”但是，“知音”是精神产
品，评价精神产品不能光强调经济效
益，还要担起社会责任，首先，必须明
确新闻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的界线，
不能靠混淆以吸引读者。
“知音”是否能进上交所，成为中

国期刊第一股，目前尚不可知。北京
大学教授夏学銮就观点鲜明地表示，
就中国现阶段来说，还存在城乡差别
大的现象，《知音》拥有二三线城市和
农村读者群的庞大资源，理当利用好
这个丰富资源，更多地负起媒体的社
会责任。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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