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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0月23日电（记者 孙丽萍）

曾17次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23日在
上海独家“解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文坛秘
史，即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中国文学大师为
何无缘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长期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
谢尔·埃斯普马克23日在回答新华社记者
提问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有保
密规定，但也有一定的解密空间。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是瑞典学院
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
他说，莫言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令人欣喜。但事实上，中国近现代文
学的成就早已受到世界关注，中国也一直拥
有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谢尔·埃斯普马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还处于比较
不完善的状态，几乎没有亚洲作家被提名诺

贝尔文学奖。直到1938年，以中文为母语
之一写作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大地》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的
评委会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作家，包括中
国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说，中国文豪鲁
迅最先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关注。然
而，当委员会辗转通过瑞典地理学家斯文·
赫定以及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以“非官方
的途径”去询问鲁迅先生是否愿意被提名
为候选人时，鲁迅以“配不上诺贝尔奖”为
理由婉拒荣誉。

在鲁迅先生致台静农的一封信中，他曾
这样表示：“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可得诺
贝尔赏金的人。”

“此后，在1968年，中国作家老舍也有
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谢尔·埃斯普马克说，20世纪60年代，
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在考虑颁奖给一些亚洲
作家，但激烈的讨论持续了六七年，在此期
间一些作家陆续辞世，其中就有1966年去
世的老舍。最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花
落”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中国作家中，曾距诺奖最近
的人是沈从文

在中国作家中，曾距诺贝尔文学奖最近
的人是沈从文。作品充满浓郁中国情怀的
沈从文于1988年5月在北京辞世，距离当
年诺贝尔奖评选揭晓仅剩几个月。

“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
代作家。事实上，沈从文已经非常接近得到诺
贝尔文学奖。”谢尔·埃斯普马克说，“沈从文不
仅获得提名，而且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5位
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有足够多的信息和
证据表明，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诺贝尔
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

谢尔·埃斯普马克认为，中国近现代文
学史上涌现了不少世界级的优秀作家，而莫
言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东西方的文化
交流无疑具有新的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能让中
国作家更多地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致敬，并且
回归到中国文化本身去挖掘属于自己的文
学叙述方式。”谢尔·埃斯普马克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 王晓洁
王海鹰）

针对莫言作品盗版猖獗的现象以及各
界对版权归属的疑惑，莫言作品版权方北京
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2日在京召开
新闻发布会，就版权问题作出解释，并呼吁
官方、民间共同打击盗版作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的版
权归属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精典博
维公司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均称拥有莫言作
品版权，外界广泛质疑作品是否涉及重复授
权问题。

对此，精典博维公司营销总监陈望治表

示，上述两家机构均拥有莫言作品版权。上
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签约时间较早，拥有其
16部作品的版权，合约到期前有权继续出
版其著作；精典博维公司今年5月与莫言签
约，签约期限不少于3年，拥有其20部作品
的版权以及相关影视、电子等衍生产品版
权，这些作品由新世界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莫言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作
出了类似表述。他说，此前自己与上海
文艺出版社签订了作品单行本的版权合
同，仍未到期；与精典博维签订的合同主
要是文集合同与作品相关衍生产品的版
权，二者不冲突。

陈望治告诉记者，目前只有上述几家出
版社可以合法出版莫言作品；在电子书领
域，几家网站也有合法版权。除此之外，如
有机构出版莫言作品均属盗版行为。

会上，精典博维公司受莫言委托，展示
了莫言写于19日的维权委托书，其中写道：

“本人，莫言，授权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作为本人作品的唯一维权商，全力处
理本人作品被侵权的维权事宜。”

“我们已经找到盗版莫言作品最严重的
10家出版社和10家网站，北京市公证处对
他们的盗版行为作出了证明。”陈望治说，精
典博维公司将要求这些盗版商停止侵权行
为，若双方难以达成一致，将诉诸法律。

□据《华商报》

2012年12月21日是传说中的所谓“世
界末日”，拍摄于2009年的美国电影《2012》
也讲述了这一“末日题材”。今年，嗅觉灵敏
的电影人更是纷纷把“末日”包装成了“狂欢
节日”，《2012》要重映，连华语电影《血滴

子》、《人再囧途之泰囧》也抓到“稻草”，要在
“末日话题”中捞一桶金。

“末日话题”被电影逐个炒作

“末日情结”一直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
资，如今离所谓“末日”还有一段时间，电影
圈也出于“赚钱动力”纷纷挂靠“末日”，要把
观众拉到影院“避难”。

3年前上映的《2012》，5天票房过亿元，
中国票房占全球票房的10%。近日，该片又
传出正在中国转制成3D格式，并只在中国
上映。最先透露该消息的影评人“小毒”称，
3D《2012》由江苏一家公司负责转制，导演
罗兰·艾默里奇将于下周来中国“验货”。
《2012》出品方哥伦比亚公司的工作人员透
露，拍摄之初导演就想推出3D版，但由于条
件限制，未能如愿。

记者从西安各大影城了解到，目前尚未
有3D《2012》的排片计划，“该片定档11月
底，也不排除临时上档”。新一集007电影
的档期推迟到明年1月，也被指是为了给
3D《2012》让路。

“12月20日，《血滴子》末日见”，陈可辛
导演的《血滴子》的宣传语来势汹汹。刘伟

强笑言：“末日可能失约，但《血滴子》不会。
末日之前，狂欢一场。”

由徐峥、王宝强、黄渤主演的影片《人再
囧途之泰囧》定档12月21日“末日”当天。
日前，其宣传方在微博上称：“末日当天，一
种叫《人再囧途之泰囧》的神秘物种将侵袭
各地影院。爆笑病毒，中毒后人类将猛击大
腿，狂笑不止！”

观众“末日情结”被消费

影评人罗杰指出，3D《2012》仅献给
中国观众，是“赤裸裸”地消费中国观众的

“末日情结”。他说：“只要画面刺激，中国
观众总会有人想去看且看完叫好。《泰坦
尼克号》在中国成功后，《2012》也如法炮
制，以后中国是各种外国电影转制3D捞
钱的福地了。”

其他电影往“末日”上靠，则是为寻找话
题。电影策划人雷格称，末日是电影的一个
噱头，现在都知道所谓“末日”是杞人忧天，
大家的心态也放松了。“末日情结”蔓延且有
人相信，是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有种不安全
感。电影人自然也从中看到商机，这些电影
都抓住了观众的这一心理。

由林心如、汪东城、林更新、胡兵等人气
明星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轻喜剧《姐姐立正
向前走》将于11月3日在湖南卫视首播。剧
中林心如一改知性气质范儿，大胆尝试“宅
女”编剧一角，脆弱迷糊有时甚至疯狂的“姐
姐”却在爱情上坚守执著。图为首次曝光的
林心如雷人“姐姐”造型照。 （中新）

因为发起“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带
领大学生志愿者行走藏区并写下感悟，演员
陈坤成了畅销书作家。22日晚，陈坤(如图)
现身北京科技大学，宣布将于下月推出新书

《往西，宁静的方向》。陈坤说，通过行走，他
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渐渐发现演戏对我来说
只不过是挣钱的工具，直到安静下来，我才看
到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据悉，今年年初，陈
坤的随笔集《突然就走到了西藏》发行了 30
万册。自去年徒步西藏后，今年8月，他又带
领几十名志愿者在青海完成了10天9夜200
公里的徒步行走。 (法晚)

英国畅销书作家、被誉为“哈利·波特之
母”的J·K·罗琳(如图)在告别“哈利·波特”
时代后的首部转型力作《偶发空缺》简体中
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
文化公司引进，日前在北京、上海、成都三地
同步首发。据了解，《偶发空缺》是罗琳第一
部面向成人读者的现实主义小说，书中大量
涉及了人性弱点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据悉，《偶发空缺》英文版已于9月27日在多
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首印超过200万册，读
者反响热烈。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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