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张艺）!""#年，根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电
视连续剧《孽债》，在沪上创下了 $%&'()的超高收视率；(**"年，
梁山导演的《孽债 (》重拾珠玉，用超级 +,呈现当代热门话题。

时隔 -年，延续前两部内容的电视剧《孽债 .》终将启动。
近日，在上海松果极映影业举行的开幕仪式上，作家叶辛宣布
将于今年开始《孽债 .》的小说写作，并将携手松果极映公司，
最快于明年开拍同名电视剧。
叶辛表示，《孽债 .》，描写的是当今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故

事。留学、创业、出国，舞台从中国延伸向了世界。叶辛透露，《孽
债 .》将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观众的接受习惯
和观影特点，对内容进行扩充和拓展，反映这新的 /*年中婚
恋、爱情、价值观的变化。目前小说的基础架构已经完成。

松果极映影业的创始人，就是叶辛的儿子、上影青年导演
叶田。叶田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导演。叶辛说，此次小说中
诸多对于 "*后的描写，自己会多多听取叶田的建议。

!!孽债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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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暑期临近，各种艺术展览在全
国各地遍地开花。北上广等城市因
观展氛围良好，成为商业展览的首
选之地。不过，也有些展览宣传时调
门高，展出时摆噱头，而内容却严重
注水，引起了较真观众的反感：人傻
钱多，但也不能这么忽悠大家啊！

!十亿估值" 实为注水
昨天，有公众微信号吐槽北京

民营博物馆举办的“毕加索大展”宣
传时夸大其词。主办方既说这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展出数量最多、价
值最高的毕加索精品原作展，又说
该展是大师作品最后一次在中国集
中亮相，还大言不惭地说，该大展是
对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伟大贡
献，是一个“国际大事件”。

据了解，“毕加索走进中国”的
主办方是一知名房地产商，广告宣称
0.幅毕加索原作来自 /个国家的 0

位著名收藏家，覆盖毕加索早、中、
晚期的创作，艺术形式囊括油画、版
画、素描、手稿、雕刻、陶瓷，有数不
清的明星大腕为这场展览站台。
宣传还称，此次 0.件“真迹”价

值 1*亿欧元，约合 -.&-亿元人民
币。因展品来自私人收藏，所以部分
作品并没有在专业文献中出现过，
也不能在专业出版物里找到记述。
更让人吃惊的是，充斥于展览

现场的 .*多件版画作品，竟来自于
两家类似租赁公司的工作室，而这
两家工作室据说拥有很多艺术家的
作品，想办展览的话，可以从他们那
里租，这显然与宣传所说的藏品来
自私人藏家不符。

哪怕按封顶的拍卖价格来估

算，所有展品的标价加起来也只有
几千万欧元，那么，主办方吹嘘的
“1*亿欧元”作品总价值又是怎么
算出来的？

该展览的票价为 1%*元一张，
与此相比，有 .*1件毕加索真迹的
展览，门票为 1$欧元（约合 !"#元

人民币），有两百多件毕加索真迹的
展览，门票为 "美元（约合 #$元人

民币）……

没有真迹 照样吆喝
类似的现象在上海举办的展

览中也并不鲜见，一脸正经地办注
水的展览，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去年 /月，没有一件真迹的“不
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大展在沪举办，
有观众在参观完毕后“不买账”，他
们冲着梵高的大名而来，却连一件
真迹都没看到，而票价还比莫奈特
展更贵。去年 $月，上海举办“伦勃
朗的时代———十七世纪荷兰素描
展”，整场展览以“荷兰巨匠”为卖
点，却只展出了 1 幅伦勃朗的绘
画，其余作品都是同时期其他画家
的作品。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 +,展览以

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型城市，如“哈
利·波特”“泰迪熊”“哆啦 2梦”“小
羊肖恩”等等。几个月前就有读者向

本报反映，在虹口区某商场举办的
小羊肖恩特展上，大约 1**多平方
米的空间内，只安放着几十个小羊
彩绘雕塑，令参观者失望而归。

夸大宣传 不该提倡
%**0 年，国家文物局发出通

知，要求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向
公众开放，因为博物馆是陈列、展
示、宣传人类文化和自然遗存的重要
场所，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条政令的出台，使作为公益性
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得以充
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同时也为商业机
构举办商业展览创造了条件。

从海外引入的商业展览，无法
在中国的博物馆里进行经营活动，
于是只能选择与商业机构合作，而
民营机构（民营美术馆!商场!画廊

等）在举办商业展览时，更看重的是
经济利益，专业过滤和学术把关工
作往往缺失。
展览评论人梁克刚指出，此次

在北京举办的毕加索展览，“挂着公
益的名号，却要卖 1%*元门票，这么
水的展览很明显是一个投资项目，说
穿了3不就是场注了大量水分的拙劣
商演吗，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显然，他
们是在用夸大的宣传唬弄人。”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本报讯（记者 俞亮鑫）昨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最新裁定，
维持此前对于“中国好声音”汉字
节目名称的行为保全裁定，禁止
灿星和浙江卫视制作和播出《中
国好声音》。灿星制作表示尊重法
院决定，并将于近期公布全新的
节目名称。

据悉，此次裁决仅针对唐德申
请的诉前保全令，暂时灿星制作不
能以《中国好声音》为名制作节目，
但该中文节目名称属于谁目前并
无定论，灿星制作与唐德影视必然
会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确定其最
终归属。裁定认为，“中国好声音”
中文节目名称权益的最终归属确
定属后续侵权诉讼中实体审理的
内容；浙江唐德公司是否确实拥
有”中国好声音”中文节目权益，属
于后续实体审查内容。
今年早些时候，45675提请香港

仲裁庭就《89: ;<=>: <? >9=@5》节目
的相关包装、ABCB 和《中国好声
音》的中文节目名进行裁决，并要
求禁止星空传媒、浙江卫视、灿星
制作继续制作及播放中文名为“中
国好声音”的节目。但香港仲裁庭
作出明确裁决：驳回 45675对其拥
有“中国好声音”五个中文字节目
名称的宣告要求，明确指出 45675

不拥有“中国好声音”汉字节目名。
尽管灿星制作向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递交了这一证据，但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依然维持了原先的诉前保
全裁定。

灿星总裁田明指出：“我们尊
重 45675 关于‘89: ;<=>: <?&&&’的知
识产权，但不能忽略的是，《中国好
声音》节目名称和商誉，是由浙江
卫视创造的。”田明认为，观众们收
看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创作，节
目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传递

了中国梦，节目核心是它的价值观，
根本不是一个转椅可以替代的。
“外国人怎么能拥有一个咱们中国
电视节目的中文名称？D<=>: <?

E9=@5的直译就是《中国之声》，根
本就没有《中国好声音》的意思，这
完全是浙江卫视原创的。“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灿星制作
暂时无法使用“中国好声音”制作节
目，但从广电行政管理层面来讲，唐
德也无法制作《中国好声音》。在总
局备案的“好声音”品牌属于浙江卫
视，管理上不能有两档名为“好声
音”的节目同时存在。这意味着唐德
即使禁止灿星使用“中国好声音”，
其制作的《89: ;<=>: <? >9=@5》也须
另外取名才能播出。由于真人秀筹
备周期都在半年以上，今年唐德已
不可能制作。明年因受引进模式节
目规定的限制，《89: ;<=>: <? >9=!

@5》也不可能进入黄金档。

“好声音”名称纠纷裁定
灿星不能使用 归属仍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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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门高 花头透 注水多
! ! ! !艺术机构引进艺术展览"

在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的同时

谋取商业利益"本也无可厚非"

但必须遵从底线" 而底线就是

要讲诚信#

商业艺术展览是新生事

物"为此买单习惯的养成"得益

于市民艺术兴趣的提升$ 近年

来" 不少大中型城市里商业艺

术展览已渐渐形成了良好观展

氛围" 而引入没有含金量的展

览" 就会逐步消解观众的观展

热情"也会给自己的品牌抹黑$

对于想赚一票就离场的无

良艺术机构" 三个板块的业内

人士应当发挥作用" 以维护公

众的权益$ 监管部门应核实办

展机构的资质" 查验宣传和实

际内容是否相符" 避免出现闹

剧%宣传时"相关人士也应核查

展览内容是否名副其实" 避免

为注水展览鸣锣开道% 而来自

博物馆& 艺术学院的权威人士

则应为公众甄别展览的优劣$

良好的观展氛围形成不

易"而赚快钱的功利心态"无法

让商业艺术展览走得更远$

乐梦融

底线

引进艺术展览不应夸大宣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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