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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小沈阳红得发紫，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小沈阳的模仿者。2月19日，“山寨小沈阳”王震被披露后，各
路媒体纷纷跟进，王震很快成了“山寨明星”。接下来，王震的做法遭到了众多非议。3月15日，王震先是在紫荆
广场高举牌子，反对山寨版产品。3月22日，又与“山寨范伟”王鹏辉、“山寨李云龙”王殿胜在郑州二七广场结
盟，成立“反山寨联盟铁三角”。 晚报记者 袁帅/文 张翼飞/图

核 心
提 示

山寨明星反“山寨”
“3·15”时，在紫荆广场举

着牌子建议消费者买真货

王震，25岁，早教老师。
他的生活一直很平静，在郑州一家学龄

前教育培训中心，每天上班、下班，与爱人过
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
的出现，改变了王震的人生轨迹。

“咱们抓紧时间，我下午还有很重要的安
排。”这是 3月 24日上午，“山寨小沈阳”王震
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春节过后，王震确实忙了许多。他除了
从事本职工作外，还要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
学习才艺。

由于长相酷似小沈阳，王震对自己进行
简单包装后，便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王震先是拿着小沈阳在小品《不差
钱》中的照片，到商场购买类似的衣服打
扮自己，然后开通“酷似小沈阳的 QQ 空
间”，又在搜狐、新浪等网站建立了自己
的个性博客。做好这些“铺垫”之后，王
震的朋友开始主动给媒体联系，希望引
起媒体关注。

2月 19日，王震因长相酷似小沈阳首次
被报道。王震表示不拒绝“山寨”，他比其他
人长得更像小沈阳，并自称是“山寨小沈阳”。

之后，众多媒体纷纷跟进。借助媒
体的力量，王震很快成了“山寨明星”。
有人慕名去看他，在街上也曾被人错认
为“小沈阳”，还有路人找他签名、合影，
有一次买东西，老板因为喜欢“小沈阳”
还给他打折。

应该说，王震的第一次“露脸”是成功的。
在媒体的第一拨热炒过去之后，“山寨小

沈阳”的热度也逐渐退去。就在此时，他适时
来了第二次“露脸”。

3月15日，郑州紫荆广场举行“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王震举着牌子来到现场
反对山寨产品，建议消费者买真货，避免上当
受骗，并表示以后不做山寨版小沈阳，走出自
己的路子。

王震此举，也成为第二天媒体报道“3·15
活动”的重点。

趁热打铁，3月 22日，王震又与“山寨范
伟”王鹏辉、“山寨李云龙”王殿胜在郑州二七
广场结盟，并成立“反山寨联盟铁三角”。3
位山寨明星的结盟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
点，很多外地媒体也纷纷赶到郑州，对他们进
行采访报道。

伴随着王震等山寨明星的走红，质疑也
越来越多。

网友“海上钢琴师”认为，作为一名长相
酷似小沈阳的普通人，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艺
和努力成为明星模仿秀，本来无可厚非，可以
理解。但是，站出来反对“山寨产品”就有点
作秀过头的感觉，不要忘了，他们本身就是

“山寨”代表，还反什么“山寨”啊？这不是打
自己的脸吗？

郑州市民汪同表示，本身就是山寨版，
他们有啥资格反对山寨货？打假前，他是
不是先应该对自己打假？就拿王震来说，
他不但穿着和小沈阳相像的衣服，还不时
地模仿小沈阳的眼睛往上一抬，眨巴眨巴
的，说到底，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炒作自己。

对于众多质疑，3月 24日上午，王震告诉
记者，他扮成小沈阳，一方面是逗大家一乐，
另一方面也是想引起注意。“我自费买了衣
服、制作了牌子，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倡议大
家拒绝‘山寨’，买真货。这样的事情需要有人
关注，如果没有人关注，我做这件事也就失去
了意义。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过借这件事情
炒作自己，我反对‘山寨’是真心的。”王震说。

本身就是“山寨”，为何又站出来反“山
寨”？

王震这样解释，如果是真正的明星站出
来反对“山寨”，与他们这些山寨明星站出来
反对意义不同，山寨明星反“山寨”更具意义。

“准确地说，我反对的不是‘山寨’，而是
假货，特别是食品、药物这些关乎消费者身
体健康的产品。”王震说，他曾受到山寨手
机、假药、假食品的危害，因此，他坚决反对
这些东西。

此前，媒体曾公布王震的个性签名：走名
人的路，让名人无路可走。王震告诉记者，他
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朋友帮他写上的，不是
他的本意，因为他的网站和博客都有专人负
责维护。

“我总不能把我的脸换掉，长得像明星我
也没办法，希望大家对我也能宽容些。无论
如何，反对‘山寨’我会一直做下去。”王震
说。至于是否要往演艺圈发展，王震表示，自
己还没有想清楚。虽然家人很支持他，但要
搞表演，要的是真本事。眼下，王震每天都苦
练小沈阳的口头禅、动作、双截棍和太极拳，
并且还准备学习豫剧和少林功夫。

市民质疑是在炒作
本身就是山寨版，他们有啥资格反对山寨货？

王震表示，下一步准备建立反“山寨”网
站，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然而，王鹏辉和王殿胜却表示了不同看法。
“我们本身就是‘山寨’，还反什么‘山寨’，这

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我压根儿就不愿意参加这
样的活动。”3月24日下午，王殿胜对记者说。

王殿胜是东北人，据他讲，现在他在东北很
有名，去年接了个剧本，打算演电影。之前，
他在当地一家媒体上看到王震的报道后，就
给王震打了个电话，希望有时间能见一面。
此次来郑州，是受一家演艺公司邀请。

王殿胜告诉记者，曾有深圳、广州等地的
公司找他做代言，由于路程太远，摸不准对方
的情况，他没敢去。

“我和李云龙长得像，希望借助李云龙这
个平台，展示自己。我在表演、唱歌方面都有
基础，也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最大的梦想就是
演戏，希望有一天能实现这个愿望。”王殿胜
说，他曾劝过王震，让他不要搞什么反“山寨”
活动，这种做法不符合实际，想一直红下去，
要有真本事，但是“王震不听”。

既然不愿意参与反“山寨”，为什么最终
还是参与了？王殿胜解释说，与王震和王鹏
辉见面后，一直有媒体在跟踪采访，“王震提

出‘反山寨联盟’时，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也就
站在一起让媒体拍摄。此外，我们这些山寨
明星也确实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炒作自己，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王殿胜说。

目前，王殿胜正在和一家演艺公司商谈
签约事宜，能不能签约还说不准。“我希望能
与一家有实力的公司签约，丰富自己的实力，
做一些产品代言、出演一些影视作品，因为我
还要挣钱来养家糊口。”王殿胜说。

3月24日下午，“山寨范伟”王鹏辉同样表
示，他是被动参与“反山寨联盟铁三角”的，

“如果是假货，我坚决反对，但是，到现在，我
还没弄清楚‘反山寨联盟铁三角’是怎么回
事。”王鹏辉说，当时，3人一见面，媒体就开始
拍摄，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反山寨联盟
铁三角”的一员。

与王殿胜一样，王鹏辉也坦言，希望有人
包装他，有媒体炒作他，“这样，认识我的人才
会越来越多”。

3月25日下午，对于王殿胜和王鹏辉的说
法，王震显得有些无奈。“我是这个活动的发
起者，他们俩是参与者，他们想参与，我欢迎，
不想参与我也没办法，就算一个人，我也会一
直做下去。”王震说。

学者不认同此举
反对假货应该提倡，模

仿别人来反假货是不合适的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
安表示，山寨明星因其外形与明星长得
像，通过才艺进行一些模仿表演可以理
解，但是用这种形式反对“山寨”产品没
有说服力。反对假货应该提倡，模仿别
人来反假货是不合适的，先不说山寨明
星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就其本身行为，
也极有可能损害明星本人的权益。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凌
凌认为，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媒体对新闻资
源的争夺异常激烈，但是在针对一个新闻
事件时，媒体要有自己的分辨和选择。

从山寨产品到山寨明星, 一时间，
似乎只要有正宗原版的地方，必然会出
现山寨版。面对山寨文化的“泛滥”，人
们褒贬不一。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撰文
称，山寨文化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
业暴利行为的反抗。“其实，山寨文化、山寨
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文化空间，它
迫使庙堂文化、庙堂产品更加注意自己产
品的平民化。”李宗桂说。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认为，山寨文
化的兴起只是为侵犯知识产权加上了一件
皇帝的新衣服，它让我们丧失掉原创精神，
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思维。

更多的学者都对这种新兴的文化现
象持保留态度。在他们看来，山寨文化是
一种立足于近乎抄袭的模式，无论是商业
产品还是文化创意作品都含有剽窃的成
分,它们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大利益，
本质上是违背市场道德的。

“出名”后，有好几家企业请王震做广
告，王震说他都没有接。

“不了解的产品，我是绝对不会为他们
做广告的，可不能误导消费者。”王震说，就
算将来真的给企业做代言，也有一个前提，
这个企业必须要有爱心，“到时候，企业拿
出一部分钱，我拿出一部分代言费捐给慈
善机构”。

“媒体报道此类事件时，在客观公正的
同时，还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要有理性、有
判断，要对读者进行引导，不能被别有用心
者所利用。”董广安说。

3月 22日，“山寨小沈阳”王震与
“山寨范伟”王鹏辉、“山寨李云龙”王殿
胜在郑州二七广场结盟，成立“反山寨
联盟铁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