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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冀图讲坛”被誉为城市教室

文学作品植入广告是共赢，还是伤害？
本报记者 张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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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

引入市场机制 演绎“身边的感动”
本报记者 洪伟成 实习生 黄思宇

一度盛行于影视界的广告植入风

潮，近年来正在向文学领域挺进。如石

康在其作品《奋斗乌托邦》中植入 3 个品

牌广告，为他带来百万元收入；畅销小说

《藏地密码》曾以书签的形式“嵌入”3 幅

广告；一本名为《踢踢兜丽江之恋》的书

更是将植入广告做到了极致，女主人公

“踢踢兜”就是服饰品牌 TTDOU 的谐

音。围绕在文学作品中植入广告这一现

象，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企业、出版社和

作家，对这一新鲜事他们做出了自己的

评判，可谓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有。

趋势：合作形式更加多元

当下文学作品中的广告植入形式

可谓多种多样，有的在文章中直接引用

品牌，有的直接以广告主品牌命名书名

或主人公名字，有的则是在作品后记或

鸣谢中指出“赞助方”，有的是在序言的

落款中点出“写于某地”……

据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编审邓永标

介绍，在对都市题材类作品进行审稿的

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有广告植入的现

象，涉及药品、服装、饰品等类别，“出版

社对这种情况会进行严格审核，如果广

告植入过于明显会予以退稿或修改。”

邓永标告诉记者，大部分这种合作都是

企业主动出机，寻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作家进行协商，协商成功后，或直接支

付作家一定报酬，或由企业搭台举办作

品推介会等形式的营销活动，以使作

者、出版商、企业都能从中受益。

当然，作家主动联系企业的案例也

有。据作家沈星妤透露，在其小说《爱

情下一秒》中就植入了一个韩国化妆品

品牌的广告，因为该化妆品品牌的会所

环境特别适合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于是

她就与对方主动联系并达成共识，在不

影响作品的情况下植入广告，而该商家

则负责提供新书发布会场地以及随书

附赠一些化妆品。《亲爱的，我们一起怀

孕吧》的作者之一韩雅君也告诉记者，

她在书中推荐了她产子的妇幼保健院

和服用的维生素品牌。作品完稿后，她

分别与这两家企业取得联系，企业也表

示愿意负责后期的图书宣传并采购部

分图书。

正方：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尝试

“广告是文化外衣包裹下的营销活

动，自古至今都有，因而文化与广告结合

并不奇怪。大家之所以会对文学作品植

入广告感到诧异甚至提出质疑，是因为

以往在纯文学领域广告较少出现的原

因。”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宋红

梅说，“文学作品是广告的一个探索领

域，是在一定时间段找到的文化外衣，这

应是合作双方实现共赢的方式。”

作家出版社编辑郭汉睿也认为，文

学作品本身也需要赞助，这是在市场经

济之下一种降低风险的措施。如今作

家已从原来单纯埋头写作到必须面向

市场，文学作品植入广告的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也折射出了当下部分作家的生

存状况。作家丑丁说：“大部分搞文学

创作的作家都是出于对文学和生活的

极大热爱，但一般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写

出一部作品，与他们得到的稿酬相比，

价值完全不对等。”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李常庆认为，

人们反对在文学作品中植入广告，是因

为其中有许多不科学的滥用，是技术层

面的问题，不是植入广告本身的问题。

出版物是商品，就必须要考虑市场，但

是广告的植入要不违背作品背景，具备

可植入性，其最高境界莫过于“润物细

无声”的植入。他说，文学能带给人们

力量和希望，如今一些作家收入低微，

在文学作品中植入广告应客观对待，只

要经过合理设计、不违背创作本身的规

律，植入得巧妙、自然、合理就可以。

反方：可能会变成
“在广告里插播文字”

“在电影中植入广告受画面、时间

等的限制，在小说中植入广告则是在情

节或细节上下功夫，于字里行间鼓捣点

小动作。倘若作家或广告方、出版方不

吭声，很少有人能从密密麻麻的文字中

品出广告味儿来。”一位作家告诉记者。

在文学作品中植入广告，作家除了

可以获取版税和稿费，还能获得不菲的

广告收入，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确

实是一种成功。但多位作家、读者表

示，在文学作品中植入广告的做法不利

于文学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作家个人

形象与品牌的树立。

“电影、电视剧是大众文化消费品，

植入广告可以，但文学作品是妈妈做的

饭，要有营养。”编剧于雷感慨地说，身

边的一些作家纷纷接受赞助，于是将较

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商业品牌的描写上，

“这样作品就不纯粹了，我对此非常不

赞成。”丑丁认为，在当下作家生存条件

并不乐观的情况下，高额的赞助费相比

微薄的稿费是诱人的，但他强调，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作家不能毁了读者对

文学的期待。

一些作家认为，商家的逐利逻辑、作

家的名人效应，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

实现了利益勾兑，看似皆大欢喜，实则危

机重重。一方面，这会让读者对作家的

写作初衷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文学作品

的广告植入虽然看似“含蓄”，但一些作

者往往丧失了对度的把握，违背了文学

创作的规律，使作品很难流传久远。因

此，很多业内人士表示，文学作品植入广

告的趋势值得警惕，否则，文学作品很可

能会变成“在广告里插播文字”，作品也

难免变得浮躁肤浅，让读者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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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上海市长宁区委宣传部、

长宁区文化局、长宁区文联联合举办的

“身边的感动”——2013 年度长宁区“树

好人、学好人、做好人”文艺原创汇演在

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剧场举行。

该项活动于去年 2 月启动，围绕近

两年长宁区评选出的“道德模范”和“十

大新闻人物”，通过公开招标、市场运作

的方式，组织区域内外文学艺术创作团

队，通过多样的表现形式，把这些先进

典型搬上舞台。整个活动历时近一年，

除了进行汇演，这批原创作品去年底已

在长宁区进行了 7 场巡演。这些节目生

动地再现了一批先进人物的感人故事，

起到了感染人、激励人的社会效应。

不论出身，剧本好中选优

不同于以往直接交派任务给专业剧

团，长宁区此番另辟蹊径，首先由主办方

通过媒体公布新近评选出的 16名先进典

型人物的事迹，并在全市公开募集创意

大纲。主办方收到提交的创作大纲后，

经专家筛选，从最初的 80多个创意大纲，

到后来近 50个剧本，再到 22个作品进入

排演环节，最终甄选出了10个节目入围。

在全市“招标”的做法吸引了各路

团队积极参与，层层筛选、好中选优的

淘汰机制令节目质量普遍提升。长宁

区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孟鸿说：“无论

体制内外、专业还是业余的团队，参与

机会均等。此举也保证了节目质量，有

助于文艺团体焕发活力。”孟鸿递给记

者的汇演节目单显示，登台演出的原创

节目既有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长宁

沪剧团、上海左邻右舍文化艺术传播有

限公司等专业文艺院团的，亦有来自新

华路街道、虹桥街道的草根文艺团体。

为了争取节目入选，长宁沪剧团在

定下创作大纲后即邀请国家一级编剧

徐正清担当编剧、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生

导师吴汶聪担当导演，紧锣密鼓地开始

了节目创作。在此次汇演中，民营企业

左邻右舍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入围

了两个节目，该公司总经理纪晓兰说：

“ 民 营 并 非 业 余 ，我 们 的 优 势 是 有 创

意。”他们创作入选的街舞剧《自行车医

生》就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作品。在这个

表现瑞士小伙子和上海修车大爷因自

行车建立起情缘的故事中，他们引入了

说唱、街舞和自行车特技等多种元素，

使节目更有吸引力。

对节目的资金支持是与筛选过程同

步的。从创作大纲入选环节开始，主办

方便向参与团队支付稿酬或制作费，全

程跟进、及时建议，并对最终获奖的节目

给予资金奖励。据孟鸿介绍，这笔钱来

自于长宁区政府去年设立的文化专项扶

持资金，“我们起初提供保障性支持，最

后给予肯定性奖励。这样下来，走到最

后的团队一般都略有盈余，皆大欢喜，其

他没能入围的团队也能达到收支持平。”

群众上舞台，演员下基层

素日就在身边的人物被搬上舞台，

大家都愿一看究竟，因而 7 场社区巡演

吸引观众超过 4000 人次。而这些作品

之所以生动感人，与入选剧团在创演过

程中的脚踏实地、深入生活不无关系。

《好人就在你我身边》是一个将 16

名 先 进 人 物 事 迹 囊 括 其 中 的 朗 诵 节

目。为弥补朗诵形式上的单一，创作方

把实地拍摄的 16 名先进人物的日常生

活和事迹的视频作为舞台背景，使原本

遥远的人物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为了表现好社区基层干部的日常

生活、丰富沪剧《小巷总理》的故事情

节，长宁沪剧团团长陈甦萍多次走访社

区取材。“虽然只给我们 10 分钟的发挥

余地，但一点也马虎不得。我们如果马

虎了，怎么让老百姓认可台上演的就是

他们身边的事呢？”《小巷总理》唱词的

字里行间道出了基层工作的繁琐和不

易，陈甦萍对这些人十分钦佩：“车棚倒

塌、车辆乱停、水管老化，这种在我们印

象中属于物业管辖的麻烦事，老百姓都

会找到社区干部，他们的工作量惊人，

甚至承担了很多分外事。随着与角色

原型相识、相知，表现好他们逐渐变成

了我们的强烈愿望。”

从小舞台到大舞台

为了使这台汇演节目显现持久活

力，长宁区政府不仅在运作机制上推陈

出新，在演出规划上也颇费心思。孟鸿

说：“下一步，我们会鼓励社区文化中心

对获奖剧本、演出录像进行观摩学习；

另外，我们也考虑进一步听取意见，对

作品精雕细刻，让好节目走出长宁，走

向更大的舞台。”

“我们很看重，也很期待政府将这

些节目在全市推广。”纪晓兰称，团队一

开始就为这个公益项目投入了很多人

力和财力，“社会效应远大于我们对经

济成本的考虑，政府搭建了好的平台，

我们就要靠自己的能力创作能走得出

去的作品。”沪剧《小巷总理》虽然节目

只有 10 分钟，但有故事、有情节。故事

原型人物朱国萍看了两场之后感慨道：

“我看了两场，掉了两次泪，这就是我们

居委会干部的真实写照。”1月 15日，《小

巷总理》专家座谈会举行，陈甦萍称这

是一次重新把脉，“下一轮演出结束后，

我们会根据专家的建议再调整故事结

构。用上海地方戏写上海故事再合适

不过了，既能弘扬正能量，又能接地气，

我们何不将目标定得更远一些呢？”据

悉，《小巷总理》将在春节期间持续演

出，借着年味继续传播中华美德。

近日，广西梧州市群众艺术馆

在该市市政广场举行了“和谐文化，

携手共创”群众文化基层活动点授

牌仪式，市群众艺术馆向当地新华

社区、潘塘社区、中山小学等合作单

位授予了“文化活动基地”“未成年

人文化活动基地”“外来务工人员文

化活动基地”等牌匾。该市群众艺

术馆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该馆计

划与更多社区、学校、企业等建立合

作机制，提升区域公共文化服务质

量，拓展文化服务内容。

近几年，随着政府部门加大对

文化的扶持力度，梧州市各地的群

众 文 化 活 动 日 趋 多 样 化 且 各 有 千

秋，为群众津津乐道。

健身舞：成为当下最时髦的活动

又逢周末，40 岁的外来务工者

黄强像往常一样，来到市政广场大舞

台，观看了一场电影《我是中国人》。

不远处，活跃着好几支跳健身舞的队

伍，电影结束后，黄强也加入其中，跟

舞友们跳上一场“最炫民族风”。在

梧州，跳健身舞成为当下最时髦的活

动。“既有益身体健康，又愉悦心情，

一举两得。”黄强对记者说。

为了更好地引导、鼓励群众参

与，梧州市定期举办广场健身舞大

赛。如今，全市广场健身舞蹈队已

达 60 多支，参与群众 2 万多人，遍及

全市城乡。

“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是老百姓

最基本的一项权利。”梧州市文化新

闻出版局副局长潘康进说，近年来，

梧州市推出了“璀璨广场”群众文化

品牌，开展了健身舞大赛、社区文艺

汇演、免费电影“周周播”等系列公共

文化服务。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全市

业余文艺团队协会，使许多文艺队伍

得到了统一、规范的管理，健身舞等

文艺活动的开展也愈发井然有序。

粤剧：一张富有底蕴的城市名片

粤剧是岭南地区的代表剧种之

一，很多唱段唱词都与市井生活息

息相关。粤剧在梧州也同样有着广

泛的群众基础，许多不同年龄段的

群众，张嘴就能来上一段《荔枝颂》

或《分飞燕》。

而今，粤剧在梧州已走进寻常

百姓家，粤剧“私伙局”也是随处可

见。据介绍，现在活跃在当地的粤

剧粤曲类业余文艺团队有近 20 支，

这些粤曲发烧友们自发地聚集在一

起，“天天练，周周演，乐趣多多”。

“粤剧已成为梧州一张富有底

蕴的文化名片。”潘康进说，今年梧

州 计 划 举 办 优 秀 折 子 戏“季 季 演 ”

“月月演”以及把外地优秀粤剧团体

“请进来”等系列活动，让群众过足

粤剧瘾。

诗人：农民的新角色

夜幕降临，在苍梧县石桥镇被当

地人称为龙岩的地方，当地农民老李

与诗社社友们正陶醉于吟诗作对的

快乐中。作为石桥镇东安诗社的活

跃分子，老李经常与社友们相聚龙

岩，或是交流新作品，或是举行赛诗

活动。

成立于 30 多年前的东安诗社如

今已有成员上千人，社里目前已自

行筹资出版了 60 多期《东安诗词》等

刊物和诗集。在诗词文化的长期浸

润下，当地一些学校的围墙、农家院

墙上都题满了社员们的原创诗句，

这里的民风也越发醇厚和谐了。

到诗社“以诗会友”如今成了石

桥 镇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活 动 形 式 之

一，当地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也会邀

请诗社成员以创作诗词的形式帮助

宣传政策和产品，一些企业还与当地

诗社结成了合作“对子”。由于能写

能唱还能即兴赋诗，诗社的名气渐渐

传开，每逢诗社成员登台表演，一大

批粉丝便会早早来到舞台前占座。

2011 年，石桥镇被评为“全国诗

词之乡”。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影响着

邻近的村镇以及藤县、蒙山等县区的

农民。如今，这些地区也相继发展了

“易安诗社”“蒙江诗社”等 10 多个诗

社，诗词作者发展到近万名。在这些

地方，诗人成为农民的新角色。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实习记者杨国勇）由河北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等单位共同举办的 2013 年度

河北省全民阅读先进典型表彰活动

日前在石家庄市举行，河北省图书馆

创办的“冀图讲坛”系列公益讲座被

评为河北省全民阅读优秀读书活动。

去 年 以 来 ，河 北 省 图“ 冀 图 讲

坛”本着以公益化方式服务社会的

原则，先后举办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专题讲座、大学生创业就业培训讲

座、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专题讲

座等多项主题鲜明的活动，受到社

会大众的广泛好评。作为全国公共

图书馆讲座联盟成员，河北省图“冀

图讲坛”目前已开设河北乡土文化

讲堂、健康养生课堂、大众阅读等多

个系列讲座。

“冀图讲坛”创办于 2011年 7月，

至今已策划举办现场讲座 130 多期、

播放“视频讲座”200 余场，接待听众

万余人次，被市民誉为“城市教室”。

镇江成立文化网络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日前，江苏镇江文化

网络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来自当

地教育、电力、金融等行业的 26 名网

络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成立仪式，成

为通过网络、有组织地向外宣传推

介镇江文化的新生力量。

镇江 文 化 网 络 志 愿 服 务 队 由

镇 江 市 文 广 新 局 、镇 江 文 旅 网 联

手 组 建 。 镇 江 文 旅 网 现 有 会 员

2000 多 名 ，其 中 很 多 会 员 是 关 心 、

热 爱 镇 江 文 化 的 摄 影 摄 像 爱 好

者 ，当 地 文 广 新 局 因 势 利 导 ，成 立

了 文 化 网 络 志 愿 服 务 队 。 今 后 ，

他 们 将 以 此 为 基 础 ，吸 引 更 多 网

络 志 愿 者 加 入 ，不 断 壮 大 文 化 宣

传服务队伍。

为更好地发挥网络志愿服务队

的作用，镇江市文广新局将通过手机

短信平台，不定期地向志愿者推送重

要活动信息，以便志愿者及时获取信

息参加活动，并通过拍摄图片、视频

的方式传递镇江文化。 （苏 文）

临近春节，宁夏银川市青少年宫举行“新春送福”活动。刚放寒假的孩子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市内多个社区，亲手写下“福”字，并赠送给社区居民，

向他们送去新春祝福。图为银川市青少年宫的孩子在为居民写“福”字。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街舞剧《自行车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