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余秋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涌现出

多个关键词：知名作家、《文化苦旅》、青歌赛评

委、直至亿万富翁。

早在2001年，余秋雨就因斥资241.22万元

购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1.5%的股份

引起热议。10年后的2011年，徐家汇商城登陆

深圳中小板，正式挂牌交易。据悉，余秋雨因持

股518.64万股位列第十大股东。根据当时收盘

价20.93元/股计算，余秋雨的持股身家逾亿，达

1.086 亿元,因此一举成为文坛首富。即使在

2012年中小板股票徐家汇的股价遭腰斩，按照

收盘价计算，余秋雨所持518.64万股的市值只

剩下5600万元，但与当初余秋雨介入该股花费

的241.22万元相比，余秋雨获得的投资收益仍

高达22倍以上。

“余秋雨可以说是作家群体中的超级商

家，简单来说就是商人型作家。就我了解，他

的版税在他的各类收益中所占比例不是很

大。”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表示。因

为有相对独到的经济眼光，余秋雨在资本市场

并非是白纸一张。1999年，随着网络文学的崛

起，一些国内文学网站也开始露出“峥嵘之

势”。2000年成立的“中文在线”就是中国网

络出版的开创者之一。当时，余秋雨依靠他的

作家身份和余华等一起以作品入股“中文在

线”，成为该网站的股东之一。余秋雨等名人

入股，在当时的文化圈绝对是个最热门的事，

此举也让“中文在线”声名大噪。经过多年发

展，“中文在线”一度在电子图书内容领域占

有明显优势。随着眼界的拓宽，余秋雨也从

“以作品入股”发展到以真金白银参与企业经

营。2004年，余秋雨投资不下100万元，和人

民文学社等国有资本，以及吴晓波、黄育海等

资深作家、民间资本共同组建了上海九久读书

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并任名誉董事长。

兴业证券分析师丁杰认为，在 2001 年，

中国股市环境还算一般的情况下，余秋雨能

大手笔购进徐家汇的大笔股票，说明余秋雨

对上海城市经济的认可。同时，中国零售业

企业一直在股市表现不错，余秋雨投资该企

业，属于胆大心细型，不是股市里常见的

“赌博行为”。

据了解，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的余秋雨，10

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断西班牙、希腊、爱

尔兰、葡萄牙4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

受欧盟的援助；判断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

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

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这些判断后来均

已被事实证明，令很多财经专家称奇。余秋雨

对此的解释是，“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

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

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

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这位外行在投资徐

家汇“押对了宝”，与其说这是偶然的幸运，倒不

如说这份幸运来自其长期积累后的厚积薄发：

眼睛不只盯着数据和报表，不过于黏着专业，更

多地看活生生的人，从整体上观察等等，从而作

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不偏信，不盲从，多听、

多想后再作判断，再作决策，或许这就是余秋雨

在投资市场出奇制胜的法宝。

从 2002 年 《一代宗师》 召开

记者发布会宣布电影立项，到本

月正式上映，时间已经过去了 10

年多。2011 年，摆过杀青宴的

《一代宗师》 仍不停召回演员、

补拍戏份。《一代宗师》 的严谨

程度令人咋舌：编剧数十易其

稿、各位主演都练就了一身好武

功、走遍大江南北寻遍武林豪

杰⋯⋯仅从这一点看，王家卫的

认真和勤勉就值得所有的华语导

演致敬。

《一代宗师》 的影像风格也

承袭旧作，充满夸张的细节、渲

染的特写、浪漫的抒情，专属王

家卫电影的诗意表达和精美呈现

随处可见，仅此，《一代宗师》

已堪称最用心的华语电影之一，

尽可以满足我们诸般“唯美”的

需求了。王家卫曾说，没有把武

林宗师研究透就草率开机，我难

以忍受；拍出来的影片不精致，

我更难以忍受。

正因为如此，在长达 3 年的时

间里，为梳理和掌握各大武林门

派的历史与特色，他曾先后遍访

大半个中国，拜访了咏春、八卦、

八极、形意等各大拳派的百余位

民间功夫宗师。王家卫不仅收获

了关于功夫和门派的故事，更被

这些隐于民间师傅身上的那股

“精气神”所感染。应该说，正是这

些民间功夫宗师，为《一代宗师》

铺就了一层最珍贵的“底色”。王

家卫说，有些师傅隐世多年，从不

愿公开自己的信息，却对他提出

的问题耐心解答。有些宗师甚至

还打破“门里门外两重天”的限

制，把对自家徒弟都有所保留的

绝技倾囊相告。

王家卫还说，影片中那些被

质疑为“心灵鸡汤”的警句，其实

也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在采访

宗师的过程中，一字一句地记下

来的。

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离不开

创作者们的坚韧与艰辛。若整个

华语影视圈少一些浮躁与急功近

利，多一些王家卫式的电影人对艺

术的敬畏和精益求精，中国电影定

会迎来自身的大发展大繁荣。

影 院 里 的 灯 光 渐 渐 暗 了 下

去，会是个造梦的好气氛，这次墨

镜导带来的是一代武林宗师们的

民国梦回。一如他之前的各种影

片，流利华美的镜头加近似于凌

乱的叙事，能把有板有眼本不复

杂的故事说得云山雾罩，不按套

路出牌也就难以归类到某种商业

类型片，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一句

说音乐的妙语，本在讲丝弦弹拨

的曲儿不如竹笛吹出的动听，而

竹笛吹的又比不上人嗓子唱出的

歌声优美动情，用在说墨镜导的

片子上，也有这么个理儿。他“痴

心造梦”，就不按编剧邹静之千辛

万苦码出的本子来，一边还在“折

磨”剧组所有人。他对于灯光和

摄影的执着可谓挑剔：几乎每一

个镜头单看都像一幅油画，连雨

夜打戏暗部细节也能层次分明；

各个门派的一招一式，都要请教

头来标准，让武术指导袁和平都

说“最难搞”；美术设计还是张叔

平，从《旺角卡门》开始，《阿飞正

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

《春光乍泄》、《堕落天使》和《花样

年华》，他就是墨镜导美术设计的

代言人⋯⋯乃至当影院的灯光逐

渐亮起，哪怕已然知晓风流本就

是个梦，对着银幕长串的字幕名

单，依然有再看一遍回放的冲动。

《一代宗师》能用很具有画面

造型感的影像风格将你拉入民国

武林传奇中，用半文不白拿腔捏

调却又精致的民国范儿台词，把

你从对故事真相的各种纠结中解

脱出来。作为观众的事儿就简单

多了，只剩下听着故事入梦——

喜欢的如梦如幻无法自拔，不喜

欢的鼾声如雷无法睡醒。每个梦

的讲述方式各不相同，《一代宗

师》的叙事方式不是单纯由时间

线性来完成的，而是结合了空间

来讲述，就像你读武侠章回小说

一样，类似模块化叙事的方式对

观影经历日渐丰富“达人”观众们

还是容易接受的。就好比金庸的

《天龙八部》，主角不是乔帮主一

个人，还有虚竹、段誉小哥俩，描

绘了辽宋时期中原各派乃至天山

童姥的各种恩怨情仇；《一代宗

师》同样在尝试讲述发生在动荡

的大时代中武林各派及宗师们之

间的悲欢离合，或许也是片尾出

现的佛像镜头含义：和《天龙八

部》一样象征人间的欢喜和悲苦，

诸行无常。

至此，一代宗师还是一代理发

师已不重要，因为“有的成了面子，

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重

要的是叶问和一线天经时势造化，

流转香港后选择了重新开宗立派

传薪续火，“见自己，见天地，见众

生”；宫二为报杀父之仇选择了断

发奉道，“见过自己，也算见过天

地，可惜见不到众生”，“或去或留，

我选择了留在我的年月，那是我最

开心的日子”。能作出这个选择凭

的已然不是时势，而是一份民国武

林的刚烈。真乃数千古风流英雄，

尽在电影梦中寻！

美丽的赛道
美丽的城市

□ 何不器

你有多少正能量
□ 陈 颐

你有多少正能量
□ 陈 颐

企业的能量来自个人的能

量总和，员工是企业提升能量

的源泉力。如何激发企业员工

的正能量，无疑是企业领导层

需要学的一门新课程。

余秋雨的经济眼光
□ 子 由

慢工出细活
□ 照邻

光影寻一梦
□ 徐 斌

结合了空

间来讲述，类

似模块化叙事

的方式对观影

经历日渐丰富

“达人”观众们

还是容易接受

的。

若少一些

浮躁与急功近

利，多一些电

影人对艺术的

敬畏和精益求

精，中国电影

定会迎来自身

的大发展大繁

荣。

《一代宗师》好看不好看？

《一代宗师》你看懂了吗？

“懂”派认为，“这是大师级的

东西，镜头实在太好了，里面每一

句话都让人思考”；“不懂”派则认

为“故事情节俗套，逻辑性不强，

想不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捧”。

于是，这部电影在现实中便

有了“这边催人泪下，那边催人睡

下”的口碑两极分化。

对于坐在大屏幕前的观众来

说，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人生

经历不同，欣赏角度不同，作出评

价自然会不同，这也正是电影这

种表现手法的魅力所在，无可厚

非。笔者认为，争论背后，恰恰反

映出我国电影市场发展的特点和

趋向——一种由粗放发展向细分

细化的转变。

观众的口味正在细化。多元

分化的观影需求，同样要求电影

本身的多元分化。回顾 2012 年几

部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无论是

《画皮 2》的魔幻，还是《1942》的纪

实；无论是《泰囧》的诙谐，还是

《十二生肖》的动作，每一部都有

较为明显的类型标签。诸多类型

的电影市场如同大“江湖”，“咏春

拳”、“八卦拳”、“八极拳”、“形意

拳”等不同门派、不同风格的电

影，正在形成其相对稳定的风格

和固定规范。

细分之下更需精耕细作。几

年中，一些中小成本的电影突发

奇招，成为票房“黑马”，打破了市

场历来“高投入带来高产出”的

“定论”。这些电影在“四两拨千

斤”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电影制

作的思考。观察之后不难发现，

这些影片或多或少都在尝试，力

图遵循电影的工业化生产规律。

这样的运作模式，也使其在有限

成本之内同样达到创作、营销、发

行、放映等环节的精益求精。

好电影还需有“内功”。“宁可

一思进，莫在一思停”。内功的修

炼，更多源自制作者对观众的尊

重。让观众欢笑也罢，让观众思

考也罢，关键是心里要有观众。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每

一个镜头的运用、对白的设定、背

景的铺陈，甚至笑料包袱的抖出

都更多地顾及观众的感受时，电

影所要表达的要义也就会为更多

的人所理解。

争 论 背

后，恰恰反映

出我国电影市

场发展的特点

和趋向——一

种由粗放发展

向细分细化的

转变。

“
现代体育运动作为城市文

化氛围和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

内容，正在成为吸引人才流、资

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向城市

聚集的重要诱因和媒介。体育

赛事活动渗透并融入到城市文

化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

城市形象的一部分。

““

“

眼睛不只盯着数据和报表，不过于黏着专业，更多地看活生生的人，

从整体上观察，从而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不偏信，不盲从，多听、多想

后再作判断，再作决策，或许这就是余秋雨在投资市场出奇制胜的法宝。

粗放到细化
□ 金 晶

几万人跑在环岛路上，电视镜头里的

厦门马拉松比赛看起来非常有视觉冲击

力。笔者曾多次去厦门，都是坐在车上经

过环岛路，没有过这样略感震撼的视角。

如果没有举办马拉松赛，可能就没有

人发现厦门环岛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赛

道”。这句话出自一位测量过世界各地马

拉松赛道的国际测量员之口。这句话就等

于给厦门做了一个广告，通过卫星转播的

电视镜头又为这句话作了注脚——马拉松

给厦门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木心的《素履之往》中引用老托尔斯泰

的话：“我们到陌生城市，还不是凭几个建

筑物的尖顶来识别的么，后日离开了，记得

起的也就只几个尖顶。”木心因此感慨：地

图是平的，历史是长的，艺术是尖的。

城市高速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有什么

可以将城市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可以将经

济、品牌、文化、传播、消费、娱乐等融为一

体，那就是为城市特别设计的重大事件。

美国人卡拉·鲍尔解释说，“为了吸引

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士拉动经济增长，一

座城市必须用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吸引他

们。后工业化时代，代表城市形象的大事

件 变 成 了 体 育 、文 化 、艺 术 等 活 动 或 事

件”。现代体育运动作为城市文化氛围和

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正在成为吸引

人才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向城市聚

集的重要诱因和媒介。一些体育赛事活动

渗透并融入到城市文化之中，自然而然地

成为这个城市形象的一部分。纽约有纽约

马拉松赛、美国网球公开赛，伦敦有伦敦马

拉松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巴黎有环

法自行车赛和法国网球公开赛。一些体育

明星也会成为城市的代言人，比如北京体

育广播发起主办名为“京都球侠”的评选活

动，来自美国的篮球明星马布里就当选了

2012 年的“人气王”，“马政委”的名字已经

和北京这座城市发生关联，很多美国人都

开始关心他在这座城市的衣食住行。

发展中的中国城市也许更迫切地需要

体育赛事作为媒介和窗口。一些更利于通

过电视镜头展示城市形象的运动项目备受

青睐，比如马拉松、公路自行车赛等。2012

年中国各城市举办了 33 场马拉松赛，以城

市圈和特定区域为标志的公路自行车赛也

屡屡出现在各种体育新闻和电视转播中。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认为，中国举

办的马拉松赛比起其他国家还是太少，

2012 年美国是 789 场，日本是 215 场，德、

英、法等都有数百场之多。

这位副局长还讲过一件趣事：当初北

京国际马拉松赛事期间，日本的一家公司

通过视频拍摄马拉松经过路段北京各个路

口和街道的人流状况，最终确立了公司门

店的设立位置。

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马拉松

赛，从纵贯长安街到二三环，再到奥林匹克

公园，北京马拉松路线几经变化，除了交通

上的考虑，也反映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变迁，

表达了北京想要展示给世界的形象要素。

“急需正能量！让我们一起用正能

量激活 2013 年吧！”这是我在新年收到

的五彩缤纷的贺年卡中最带劲的一句

“过年吉祥话”。

“正能量”是 2012 年在中国网络上

流行的热词。它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

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书中将人体

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

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

自信、更加充满活力。

我对“正能量”最初的理解和体验，

是在 25 年前。那时，我在加拿大麦克米

兰出版公司当推销员。那是一家历史悠

久的大出版公司。当时的老板明确地告

诉我，做一名优秀的推销员，首先要拥有

正能量，相信自己能成。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正能量”这个英文词。

那时候，我们这些推销员每天的培

训内容之一，就是激发自己的正能量。

老板要求我们站在镜子前大声说,“我

是最强的！我怎么就这么棒！加油！”

老板还常常亲自做示范：抬头，挺胸，

伸出手，目光向前，看着对方的眼睛

说，“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老板的手

握得坚定有力，眼中的自信仿佛能把人

“震”一个跟头。

一位朋友讲述了他第一次与“正能

量”打交道的故事。吴伟农任一家美国

在华公司的公关总监，在美国的商学院

读 MBA 时，他从一堂组织行为学课上第

一次知道了“正能量”这个词。

那堂课上，教授和学生们讨论如何

释放能量以达到提高个人和企业效率的

目的。进入讨论环节时，教授觉察到学

生们面带倦容。其实，这是学生连续上

了两节高强度案例讨论课后出现的正常

现象。教授于是问道，如果用 1 到 10 分

来为你们现在的能量状态打分的话，你

会打几分？学生们七嘴八舌回答起来，

分数都不高，有人说 3 分，有人答 4 分。

吴伟农则回答说，上课之初是 4 分，听你

讲课 10 分钟之后变成了 8 分。这种有些

吹捧意味的回答引来全课堂的哈哈大

笑。恰恰是这笑声起到了让全班学生解

压的作用，从而获得了一种释放能量的

途径。

美国教授组织行为学课堂上所讲的

正能量的理论，来自于美国心理学专家

朱迪思·欧洛芙所写的《正能量》一书。

该书作者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和直觉实践

者，这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精神病学的临床助理教授提出，正能

量对于你的生活来说是一份丰厚的礼

物，它可以使时间慢下来，以便配合你天

生的节律。

当然，欧洛芙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

分析调整能量的意义。其实不仅如此。

能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效率、士气等，同

样具有重要影响。企业的能量来自个人

的能量总和，员工是企业提升能量的源

泉力。领导层的魅力、组织机构的设计、

企业文化的传播、招聘和岗位目标的完

善体系、科学的薪酬福利制度，以及绩效

评估等，其实都是为了激发员工的积极

能量。从这个角度看，如何激发企业员

工的正能量，无疑是企业领导层需要学

习的一门新课程。

岁月花开花谢，人生甜酸苦辣，每个

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各种不同

的问题。有些人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有

些人则能正视问题，不断将失败聚集成

正能量，不断向自己设立的目标前行，最

终实现了理想。

他们的亲身经历已经成为不少人眼

中的励志故事：霍华德-舒尔茨如果在

被银行拒绝 242 次之后放弃了，就不会

有今天遍及全球各地的星巴克；J.K.罗

琳如果在被出版社拒绝数年之后放弃

了，就不会有受到全世界儿童喜爱的《哈

利波特》；华特·迪士尼如果在他的主题

公园被否定 302 次之后放弃了，就不会

有如此给大人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迪

士尼乐园。

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带着健康乐

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投入到建设

幸福生活的每一天。

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