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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多家媒体报道，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网络空间

的“七条底线”：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

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

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成为

了与会者的共识。

诸多人都认为“七条底线”有点“多此一举”、

“要求过于严格”，我还是想给他们说说，由于网络

造谣而滋生的“网络炸弹”和“谣言四起”：从

“抢盐防辐射”到“各地将发生地震”，%#*+/的受

访者确认现在社会谣言很多，其中 #(*(/的人表示

“非常多”，呼吁应多一些“信任和理性社会构建”。

由于网络造谣而形成的公共危机：+''$ 年的

“杞县钴 !'事件”。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河南开封

杞县一辐照厂“钴 !'被传泄漏”，于是杞县一些群

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下午 ! 时车过开

封县城后，只见一路上大批来自杞县的群众乘坐拖

拉机、马车等往市区方向来，导致道路堵塞。”我

的乡下亲戚也都到开封避难来了。一个小小的未经

考究的论坛上的帖子，给公共生活、公共秩序造成

了极大的威胁和骚乱。网络不良信息真就是危害极

大的“炸弹”。

我们的一个小鼠标，连接的却是信息大世界；

我们随意转发的道听途说的帖子，却会在网上连续

发酵，成为“信息炸弹”，给网络、自我和社会都

会造成严重威胁。虽然有些转发是无意的。这种互

联网信息安全意识、网络道德的低下，会给社会造

成极大伤害。网络发展很快，如果我们的网络公共

素养以及道德水平不能得到水涨船高的提高，不仅

对网络发展是一个严重抑制，对社会和谐发展都是

一种严重的“负面推动”和蛊惑。

所以，“七条底线”提得非常好，非常及时，

非常必要。网络的传播效率非常高，我们的发言和

转帖，却应该慎之又慎，坚决杜绝过分娱乐和不负

责任的心态；网络的虚拟性激发了公共参与意识，

各种参与却应该和公共责任感紧密相连。网络的信

息呈现海量发展，我们更应该具备一双善于辨别的

慧眼，不轻信传言，不轻易传播未经核实的网络消

息。将“七条底线”当作信息发展的指南。

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互联网虽然是自由的、虚

拟的，但并非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还应该将法

律和法规的缰绳紧攥在手里，让所谓的“自由”在

规范、健康、理性和理智的空间内活动。不能因为

自由而伤害他人，不能因为自由而挑战公序良俗。

物极必反，超出了界限，就容易成为祸端。

最近，新版电视剧 《武松》 因为出现“武
松爱上潘金莲”的桥段，引发了各界热议。除
此而外，该剧还对武大郎和王婆的形象进行了
改动：武大郎不再胆小怕事、逆来顺受，而是
敢爱敢恨，甚至想到了用生孩子和杀死西门庆
的方式留住潘金莲。王婆则不再老态龙钟脏兮
兮，而是既年轻又漂亮，既有爱心又有风月场
味道……

对于如此雷人的颠覆，该剧导演王响伟表
示，所有改编都是基于生活推理，“武松也有
七情六欲，而这种处理是想更细腻地表现武松
的‘人格魅力’以及他是如何面对兄弟情、
‘姐弟’情、朋友情的。”

真是不可思议，武松和潘金莲青梅竹马，
武大郎变得“高富帅”，王婆风情万种……这
些究竟是“基于生活”的推理，还是导演或编
剧的个人推理？如果原著人物形象可以如此
“推理”，那么，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是不是
可以找小三，养情人？花和尚鲁智深，是不是
可以有女相好，甚至是私生子？孙二娘，是不
是可以既卖人肉包子，又搞色情交易……请
问，什么样的颠覆找不到“生活推理”？难道
就因为能找到所谓的“生活推理”，便可以随
心所欲地乱编一通吗？

“硬伤”无法成就英雄

《水浒传》 英雄戏一直是中国民间津津乐
道的内容，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打虎英雄”
武松了。有关武松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多见，
拍得比较早、也比较经典的当数上世纪 %'年代
的 %集电视连续剧《武松》。在这部剧中，祝延
平成功塑造了一个有些憨厚，但更多的是有情
有义、勇猛过人的武松。曾有人认为，祝延平
版武松洋溢着一股凛然正气，是少见的能契合
大众对文学人物想象的荧屏形象，只有 《围
城》 里陈道明的“方鸿渐”、 《西游记》 里六
小龄童的“孙悟空”、 《三国演义》 里鲍国安
的“曹操”等能与之媲美。

在 &$$% 年央视版电视连续剧 《水浒传》
中，丁海峰出演武松，虽不如祝延平的自然流
畅，但同样演绎出了原著的“敢爱敢恨，嫉恶
如仇”。而 +'&&年最新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
中，青年演员陈龙饰演的武松，一开始曾因为
“加勒比海盗”造型等原因，引得无数观众吐
槽。但最终，观众总算勉强接受了这一版本武
松。

现如今，又迎来了台湾演员游大庆版“新
武松”。从形象上讲，游大庆在电影 《赛德克·
巴莱》 中有过出色表现，完全胜任武松一角。
但因为故事内容、角色定位等方面的“硬伤”，
纵然游大庆再怎么努力，怕也难得观众青睐，
想要跟祝延平等人的武松相媲美，恐怕更不容
易。

+'&&版武松的扮演者陈龙日前表示，近些
年名著翻拍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导致后面
的创作者试图通过惊世骇俗的改编吸引眼球。
但他认为，如果想通过雷人桥段博得关注，不
如去创作一个全新的故事，“名著的存在自有
它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尊重”。

陈龙的观点非常正确。名著的存在自有其

存在的道理，容不得后人随便篡改。然而不争
的事实是，现在好多人在乱改名著，而且已经
到了肆意糟蹋的地步。林黛玉“裸死”，唐僧床
戏，曹操、周瑜玩起三角恋，孙悟空和白骨精
产生感情……这些岂止是改编？分明是颠覆，
是恶搞。这样下去，叫名著情何以堪？我们的
下一代又该怎样去理解名著、传承名著？

当“武松爱上潘金莲”的桥段堂而皇之出
现在公开播出的电视剧中，我们不能不表示痛
心和呐喊，传统的英雄主义一再被抹杀，到了
该保护名著的时候了！

名著保护立法势在必行

名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
遗产，极具传承价值。 《水浒传》、 《三国演
义》、《西游记》等名著，不仅历史悠久，丰富
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好多还流传
到国外，受到了外国读者的喜欢。名著中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已成为口口相传的公共认同，
甚至成了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说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中
国，好多名著中脍炙人口的角色却在人们心目
中有着不容撼动的一致解读。然而现如今，却
有人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武松爱
上潘金莲”、“曹操和周瑜玩三角恋”这样的雷
人颠覆。

我们不禁要问，谁赋予了某些人乱改名著、
肆意颠覆原著人物形象的权利？著作权法明确
规定，著作权人享有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
利。就算名著的作者已经过世，相关权利也应
由其后人或国家享有，作为其他个人或制作单
位，凭什么乱改原著的内容，甚至是主题？按
照今天的价值观去解读名著及其人物形象，说
轻点是自以为是，不尊重别人；说重点，就是
侵权、违法，应当受到处罚。

然而至今，尽管影视界翻拍成风，颠覆成
瘾以及观众中怨声载道，板砖横飞，却没见哪
部影视作品及其制作者因为乱改名著而受到处
罚。如果现有的著作权法及其它相关法律不足
以对乱改名著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那么，是
不是该专门出台一部用于保护名著、保护名著
中经典人物形象的名著保护法呢？这看上去有
点不着边际，或不好操作，但其必要性，却是
不容置疑的。至少，值得有关方面思考和探讨。

当然，除了法律制裁，还有别的办法可以
约束有关颠覆名著的行为。比如，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更应从严把关。

名著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保
存。其精髓，不能丢，更不能变。中华文明就
是这么积淀下来的，决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
身上。正如六小龄童所言，“我不反对翻拍，
问题是怎么拍。我这一版孙悟空在网上的支持
率是 $%*%/，这说明无论时代怎么变，老百姓
很清楚他们心目中的美猴王是什么样子的。中
华民族世界级的名著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有
责任把《西游记》的精髓告诉下一代。”

如何保护名著，既要靠有关改编、制作者
自觉，也要靠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部门严
格把关，同时还要靠观众切实监督。必要时，
真的应走立法之路。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某些
人或某些制作单位，抱着“死无对证”的无赖
心理，而对名著及其经典人物形象胡乱改编，
肆意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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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剑君：
的哥 有个文化梦
本报记者 朱 磊

('岁的保剑君，出生在宁夏银川贺兰县金贵镇
的一个村庄，对文学痴情近 #'年。高中毕业时算是
村里的“秀才”了，但他却没有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外出务工，而是选择了在家务农，原因是农闲时可
以好好在家读书写文字。

他的这种爱好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只要喜
欢就去做，总比耍钱、喝酒要好吧。”父母质朴的话
让保剑君更有勇气。诗歌、散文，只要写了东西，
保剑君就往外投， 《朔方》、 《星星》、 《诗刊》、
《黄河文学》……渐渐地，各种著名的刊物开始发表
他的文字。

+''%年，保剑君突然决定辞去工厂的工作，改
行开出租车。“为啥这么折腾？”同事很惊讶。“为
了感受不同的人生。”老保呵呵地笑。
“开出租，创作时间更充裕，而且接触的人和事

更多，有利创作！”保剑君坦言。每天下午 " 时到
&+时出车，其他的时间全部拿来看书写作。别的的
哥一月能挣 "''' 元，他顶了天就能挣个 +0'' 元。
不过，好读书写作的保剑君和出租行业却衍生出一
段段有意思的故事。

+'&&年，保剑君在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做一期的
哥的节目，名字就叫“保师傅带您逛银川”。每天 (

时，音乐准时响起“市民朋友注意了，的哥保师傅
带您逛银川啦！”保剑君便通过电话，在 &" 分钟的
节目里讲述老银川的民俗、传说、典故、历史。

+'&+年，因为种种原因，保剑君退出了这档节
目后，仍然有人向他打听，为什么这么有意思的节
目不做了，也就在那时，保剑君心里有了一个新的
想法：出一本关于老银川文化的书。
“大漠雄浑、回乡风情、西夏神秘，这里是草原

游牧和农耕文化的交汇点，有着千年的悠久历史，
我希望把自己知道的名人轶事、民风民俗都告诉给
别人。”保剑君在一次作家研讨会上，将自己的想法
和同为作协会员的保建国交流，后者又拉来了宁夏
文化馆的冯小媛女士，三人一拍即合。

为了保证文章资料的真实性，冯小媛从文史馆

找来数百本资料，大家一起做摘抄，仅仅这一项，
保剑君就记了 0大本笔记；为了寻找一些埋没在历
史中的文化古迹，保剑君只要不出车，就带着其他
两人往外跑；为了听一些久远的文化故事，三人到
处打听，寻找还能够记得这些古老传说的老人……
越是深入，越觉得紧迫。“很多古老的传说，有着
悠久历史的古迹，都渐渐消失在现代文明之中。这
让我们都很着急。”保剑君说。去年 %月，保剑君腰
椎间盘突出，每天疼得只能吃止疼片，最严重的那
一个月，他每天跪在沙发上整理资料，修改文字。
成稿出来后，为了节省成本，三个人又分头校对，$

遍之后才敢交付出版社付印。
《银川文化地图》的出版，在保剑君看来，还只

是走出了第一步，保剑君希望让更多的的哥的姐能
够看到这本书，他拿出手机给记者算了一个数字：
一辆车一天客流量 "' 人，"''' 多辆车，一年就有
近 &个亿的客流量。

打定主意，保剑君自己开着车跑出租车公司，
摆桌子签名售书，每本书只收个成本价。“我的梦
想？就是让咱银川的的哥的姐都能开起文化车，让
外地人觉得，咱银川真是个好地方。”

图片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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