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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像

玻璃，平常看

不见，稍微调

整下角度，却

会光芒四射。

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选

对了路，做对的事情，才会有

较好的未来。

“

社会公众对明星形象的消费好坏通吃，明星们应学会维护自己的形

象，保持微笑，有所为有所不为。

“

“

不是所有

电影都需要拍

续集，也不是

能拍续集的电

影才有价值。

续 集 有 点 悬
□ 吴晓东

多一分宽容，就多一份

理解；多一份自省，就多一分

和谐。

“让座”莫忘

“忍”与“退”
□ 王薇薇

幸 福 的 经 纬 度
□ 祝惠春

广 告 的

制 作 与 发 布

不 能 没 有 起

码的底线。

在中国，每年的 3 月份、4 月份是被

称为“金三银四”的跳槽季，

一些在企业里工作两年以上的职

场人心里又开始闹腾，希望找一份内心

绘制的“完美工作”：挣钱多、干活少、高

福利、不加班，休假多、同事好、而且离

家近。

“哪里有这样的工作？如果你找到

了，请你一定告诉我！”一个 1988 年生的

小伙子对我说。我语重心长地劝他，要

在事业上成功就要学会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成为该行业的专家。这个“85

后”回复，你那一代人工作是为了实现在

事业上的成功，生活过得好不好无所

谓；我们这代人追求的是好还要更好的

生活，跳槽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一

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也

还没有找到自己喜欢投入其中的事业，

只有蓬勃的野心和欲望。

有些一直跃跃欲试要跳槽的人告诉

我，他们跳槽是因为工作做得不快乐，感

觉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老板还经常

批评说业绩怎么没见成效，身边的一些

同事也斗心眼，和有些人的关系甚至搞

僵了。

对这一问题，环球人力资源库专家

的看法是，工作是一件需要理智的事情，

要跳槽肯定是有问题了。然而问题发生

了，躲是躲不开的，在现在这个公司不能

解决，那么在下一个公司多半也解决不

掉。在 90%的情况下，你所在的公司并

没有那么烂，你认为不错的公司也没有

那么好。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的问

题，没有问题的公司是不存在的。换个

环境你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与其

如此，不如就在当下把问题解决掉。而

且，很多应聘企业凡是看到简历中应聘

者在几年中换了好几个地方，基本上就

不考虑这样的申请了。

在人们的印象里，欧美人似乎经常

跳槽。但法国威立雅公司亚太区总裁告

诉我，他在这家企业做了 34 年，能做一

件将废水和垃圾变废为宝的职业，他感

到很有价值和自豪，因此遇到困难和挑

战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跳槽。他对职场成

功的体会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职业，那

就坚持做下去，做久了才能做出成绩”。

因此，给想跳槽的人一个建议，其实

选什么行业真的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

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很多时候，看起

来最近的路，其实是最远的路；看起来最

远的路，其实是最近的路，关键是选对了

路，做对的事情。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

才会有比较好的未来。

我看到一段关于大树的“说法”很形

象——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一个条件：时

间；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二个条件：不动；

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三个条件：根基！成

为一棵大树的第四个条件：向上；成为一

棵大树的第五个条件：向阳光！

单位午餐，集体食堂，四人一桌，

谈天说地。这天，大家谈到一个“幸福”

话题。同事 A君说，20多年前，可口可

乐刚入国门那会儿，他的一位大学同

学说幸福就是回到家，扔掉包，踢掉

鞋，打开冰箱就有可乐，倒在沙发上一

仰脖，咕嘟咕嘟，酣畅享受！“你看，现

在看来，这幸福多么平常。”A君叹道：

幸福要纵向比，拉开时光轴距，生活进

步之快，清晰得让人眩晕。

“我也说个故事。”B 君是常年跑

跨国公司的资深记者。她说在西门

子冰箱刚到中国投资那会儿，一位

设计师告诉她，他们在考虑废旧冰

箱怎么处理问题。“我当时就说，中

国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冰箱要

用一辈子！”B 君笑着说，“可是你瞧，

现在我们的冰箱，单开门、双开门，

各式各样，不到几年就换新的。我

们也出现了发达国家那样的电子垃

圾处理问题。”B 君说，幸福还可以横

向比，我们的都市生活已经和世界

大都市看齐。

C君也打开了话匣子。在他的江

苏老家，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当地第一

家中外合资企业招工，工资开到了一

个月 70 元。而当时一般企业工人都

是一个月 20 多元工资。于是签约工

人纷纷要求合同签上 100 年！哈哈，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一阵爆笑。是啊，

千万不要把当时的幸福当作永久的幸

福，要不就要亏大发了！时代发展太

快了，幸福的水位也日新月异。

可不？!D君接着说，记得宋丹丹

演的一个角色说过，小时候吃香油，

拿筷子点一滴就是天下美味。“等我

有钱了，这香油就喝了一碗又一碗！”

哈哈，真要让宋丹丹们现在喝碗香

油，恐怕是喝不下去哦！昨日的幸福

还会变成今日的烦恼呢。

幸福是什么？幸福感说到底是

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个人体

验，因人因时而异。不过变中也有不

变，那就是寻找幸福的方法。货比货

得扔，人比人得悟。幸福，需要经度

和纬度的定义，需要细细品味背景的

映衬。幸福就像玻璃，平常看不见，

稍微调整下角度，却会光芒四射。这

个角度调整，或许是位置的变化，或

许是时间的流逝，或者只是日常生活

中一个小小心态的调整。

“甩货、抢货、断货”，每到深夜，

电视机里总能传出这种几近咆哮的

噪音。1000块钱不仅能买一部手机，

还能送笔记本、数码相机等各种“物

超所值”的赠品，看起来的确很诱惑

人，不过，大部分消费者看到这种广

告，总是嗤之以鼻。

然而，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

了，并且评头论足了，那么它就成功

了。因为它在刹那间抓住了你的眼

球，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让你有了评

说的欲望，不论这种评说是肯定还

是否定，即使你装聋作哑，也不妨碍

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走进了你的生

活 ，从 而 潜 在 地 影 响 你 的 消 费 选

择。如此一来，广告发布者也就达

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问题是，那些夸张的雷语、没

有下限的露骨宣传，不仅给受众带

来了视觉和噪音污染，也有损于整

个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甚至通过

重复“洗脑”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

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许多措

施对违法广告行为予以打击，开始

是 5 部委联合治理，后来是 10 多个

部委上阵，对广告用语也提供了具

体的限制要求。但从实际效果来

看，虚假广告却势头不减：一些地方

电视台对非法广告的播出仍然有恃

无恐，互联网上更是时不时跳出虚

假广告的界面。笔者认为，造成这

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虚假广

告处罚力度过轻、执法不严，以至违

法成本过低。

虽然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二

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

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

的，处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然而，实践中真

正因违法广告而被判刑和处罚者很

少。在以往的一些虚假广告案中，也

有一些发布虚假广告的广告主受到

处罚，但发布虚假广告的媒体及其从

业人员却很少受到追究，这就使得他

们对广告真实性的审查形同虚设，直

接导致虚假广告的泛滥。

民事方面，《广告法》虽规定违

法广告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停止发

布、没收非法所得、以等额广告费用

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以消除影响，

还有处以广告费用 1倍以上 5倍以下

的罚款，然而与利润相比，这个“成

本”并不算高，广告费 1至 5倍的罚款

对于违法广告的受益人来说只是“小

菜一碟”。而且，这笔钱早就加到成

本里了，由消费者埋单。

广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扮演

着先声夺人的角色，但广告的制作与

发布不能没有起码的底线，广告需要

吸引眼球，但不能与虚假、低俗为伍，

靠搏出位的庸俗来达到目的。

河南郑州最近接连发生的两件和“让

座”有关的事，引发人们不少的议论。先是

在郑州市 89 路公交车上，一个女孩因没给

身边的老人让座，被拽着头发遭拳打，这一

幕被网友传上网络，引发大批网民转载和

热议；随后不久，郑州市一支夕阳红志愿服

务队走上街头，手持“给年轻人让座”的纸

牌，向社会发起体谅、爱护年轻人的倡议，

并在多路公交车上实施让座行动，20 多名

队员中年龄最小的 45 岁，最大的已 80 岁高

龄。

看到这两则新闻的时候，第一感觉是

心里不是滋味。在从小受到的教育中，“让

座”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生活中再普通不

过的“举手之劳”。还是孩子时，在公交车

上会有人给你让座，长大后，你会主动将座

位让给老人、小孩，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顺

理成章。曾几何时，这件“小事”变得不再

普通。

年轻人让得不再“心甘情愿”，“未被让

座”的老年人开始愤愤不平，不长的一段同

行路上不再是互相理解的微笑，而是互相

指责、甚至拳脚相加；再说这 80 岁的老人

给年轻人让座，光想到那种情景就叫人难

以承受，不论年轻人的压力再大、工作再

累，又怎能受得起耄耋老人的这一“让”。

如果要说一说这些“让座”事件，笔者

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让座”作为一种传

统美德，不论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主动给

“老幼病残孕”让座，将座位留给最需要的

人，永远是最起码的公共道德。

现在职场竞争激烈，年轻人工作辛苦、

身体疲惫，有时也想歇一歇，但比起那些年

老体弱、行动迟缓的老年人，年轻人总可以

多撑一下。套用一句说过太多遍的话，你

也会有年老的一天。尤其不该的是，有些

人为了求得一“座”动起歪心思。最近，在

北京地铁上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

事，一女士为了有个座，特意在网上买了

“假肚皮”扮孕妇，没想到当场露馅，恼羞成

怒之余，还要告产品质量不过关。

在这里，也要劝那些倡议给年轻人让

座的老年人一句，虽然您是好心，不过不论

从乘车安全考虑，还是从传统道德来看，给

老年人让座是理所应当。老年人给年轻人

让座，既不符合情理，也没有年轻人好意思

坐，还容易造成人们认知的混乱。

在这两个“让座”事件中，老年人的不

同反应也很值得说一说。且不论“给年轻

人让座”的老年人的做法是否合适，但他们

的行动中透着两个字：“尊重”。敬人者，人

恒敬之。老年人和年轻人应该互相尊重和

理解。年轻人应该“让座”，但老年人毋须

把“让座”视为理所应当，若不让就勃然大

怒。笔者在给老年人让座时就曾遇到过不

同的情况，感受完全不同。在给有的老人

让座后，对方一句有礼貌的“谢谢”，会让人

心里感觉很舒服，虽然觉得自己做了件该

做的事，但是一句感谢、一个真诚的微笑，

让旅程顿时变得很舒畅，似乎也会忽略掉

很多拥挤的不快和身体的疲惫；而有时老

人理所应当地坦然落座后，无只言片语，总

会让人觉得有些别扭，其实也并不是在乎

那句“谢谢”，更多地还是一种互相的尊重

与理解吧。

对于“不让座”引发冲突的女孩和老

人，笔者不想妄加评论，因为我们不清楚

两个人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发生了冲突，他

们是否正好经历着不愉快的事。正如一部

电影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女主人

公因为不让座遭到网络上人肉搜索，被舆

论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才知她当时

刚收到罹患癌症的通知，心情正是彷徨失

措时。

可见，多一分宽容，就多一份理解；多

一份自省，就多一分和谐。古人云，“忍一

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今天很

多人的观念中，“忍”和“退”似乎就是懦弱

无能的代名词。但笔者认为，这里面其实

蕴含着大智慧。合时宜的“忍”，有度的

“退”，是为别人多留一分余地，也是让自己

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更近距离地感

知幸福。

开年以来，包括《人再囧途之泰

囧》、《西游降魔篇》、《寒战》、《狄仁

杰之通天帝国》在内的多部卖座国

产电影都相继宣布筹拍续集，准备

趁热打铁再续票房佳绩。一部片子

只要口碑好、卖得好，片方就会趁热

打铁把效益最大化，给电影拍续集

似乎成了延续品牌的主要方式。不

过，对于扎堆呼啸而来的续集，观众

能否持续买账？

“有时候，看系列电影是最好的

怀旧方式，像《哈利·波特》系列，即

使剧情不好看也还是继续看，毕竟

陪自己走了 10 年。”有影迷表示，拍

续集在本质上是一种偷懒行为，只

能证明电影创作者们的苍白和短

视，比如《生化危机 4》沦为卖弄暴力

血腥和电脑特技，《福尔摩斯 2》已经

没话可讲到拿两个男主角的感情说

事儿，《灵魂战车 2》啰啰嗦嗦地让人

昏昏欲睡，进影院像是在看电视剧。

应该说，拍续集有很大的取巧

性，这种取巧性表现在沿袭旧情节、

旧套路，多注重在场面上追求宏大，

而忽视对人物情感、事件细节的雕

琢，虽然看起来续集比原创热闹、刺

激，但也常因缺乏艺术上的突破、人

物性格单一、情节依葫芦画瓢而落

入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长此以往，

续集更是成了烂片的代名词。

同对续集现象忧心忡忡的观众

和媒体不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

续集蜂拥而至，标志着中国导演市

场意识的觉醒，这是国产电影在产

业上的可贵尝试，说明片方对电影

本身的质量有信心，作为一个产业，

中国电影“起码知道如何才能更好

地赚钱了”。

作为《指环王》的前传，《霍比特

人》系列三部曲第一部公映以来，再

掀席卷全球的观影热潮，同时也给中

国同行上了生动的一课。《霍比特人》

与一般的续集电影不一样，故事剧情

上有连续性，制片方一开始就定下来

要拍多少集。有电影市场研究专家

认为，好莱坞操作系列片模式很成

熟，规划性很强，《霍比特人》系列一

年上映一部，3部影片同时开拍，第一

部上映后听取观众反馈，第二部就可

以进行调整，既保证连续性又不仓促

上马，可以降低拍摄制作成本，《哈

利·波特》、《暮光之城》也是这样。

相比之下，国内制片方就显得经

验不足，往往是看到第一部票房还不

错，然后即兴拍续集，结果剧情大多

没有连续性，很难形成系列片。再就

是像《太极》那样，一个月之内连续上

映两部，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不是所有电影都需要拍续集，

也不是能拍续集的电影才有价值。

国产电影如此热衷于拍续集，不免

让人担心其质量能否跟得上。续集

要想做到锦上添花，一个基本前提

是投资方要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

对原来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有所继

承，但更得有所创新。说到底，优秀

的续集电影不仅仅是叫一个相同的

名字，而是要让观众对这个片名有

持续的观影安全感。

春分日一场春雪，街头多了许多拿相机

照雪景的。我也未能免俗。拍雪中人像，按

下快门的一刹那，被拍的人闭眼了。“怎么闭

眼了？”“我又不是明星，哪儿能总是摆得那

么好！”一句话扔回来，却也不好驳。不过心

里马上就有对比：我一位同事，随便拍，永远

是很自然的笑模样，张张上相。能在镜头前

总是轻松微笑的不一定是明星，明星却能总

是在镜头前保持自然的微笑。比如我们口

中的“小贝”——大卫·贝克汉姆。

就在北京下雪的当天，作为新上任的中

国足球超级联赛推广大使，贝克汉姆来到中

国，让中国球迷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位

“万人迷”。关于他代言“中超”，不同的人会

有不同的视角。有人关注此事背后的商业

运作和利益链条，有人质疑中超联赛的形象

能否在一夜间因此得到根本改善。众说纷

纭间，大家却都承认并且叹服，小贝能够成

为世界足坛形象最俊朗、吸金能力最强的明

星，从微笑到气质到行为举止上，的确无可

挑剔。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星的诞生

和持续保持魅力的典范。

一般说明星，总是文体不分家，只是诞

生的过程有所不同。源于好莱坞的明星

制催生了经纪人、策划人等，利用类似工

业生产的方式，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手段制

造明星，为明星设计强烈的个性，吸引公

众 关 注 并 模 仿 ，从 而 获 取 直 接 或 衍 生 利

益。体育明星则不同，需要运动员自己表

现出过人的运动技能，在运动场上有超出

常人的表现，引发观众的崇拜，并能在一

段时间内稳定地保持这种吸引力。随着

现代竞技体育日渐职业化、商业化，市场

化运作手段更趋纯熟，加上媒体的广泛参

与和报道，运动场上出类拔萃的人满足了

大众对于“英雄”的崇拜，明星就此诞生。

其 后 就 和 文 艺 明 星 制 一 样 ，会 有 策 划 团

队、包装团队加入，让明星的形象得到进

一步的美化和塑造。

在商业化的大背景下，对明星的崇拜就

是对形象文化的一种消费，明星的诞生就是

一个消费对象的诞生：大众购票观看明星出

演或出赛，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都是在消

费明星的形象。这就反过来对明星的形象

提出了要求，就像对商品的质量有所要求一

样。小贝这次来访，处处表现出“高质量”。

从机场出来，主动停车与路边迎候的球迷握

手，为他们签名；对所有要求合影的球迷来

者不拒，每张照片上的小贝都展现了迷人的

微笑；无论和孩子们一起踢球还是表演踢任

意球，都是认认真真，甚至滑倒在地后还要

再来，当时他可是一身正装打扮（看到小贝

合身的西裤和衬衫，才知道自己多老土多不

时尚。去年在淘宝上看一衬衫，胸围只有

104，以为不合适。看了小贝才知道，衬衫瘦

到贴身乃是时尚。）！在明星形象这个消费

市场上，小贝明显是“优质商品”。中国的明

星中也有类似的，比如姚明，从以状元身份

进入 NBA，成为举国皆知的大明星以后，姚

明始终被认为代表了上海城市精神乃至中

国精神，这种高质量的正面形象，在他退役

后依然通过他投身的职业体育和各类公益

事业更加丰满和完善。

相比小贝和姚明，我们的另外许多明

星，在维护自己的形象方面做得就不够好：

有对媒体和“追星族”冷面相向的，有不爱惜

羽毛随意代言产品广告的⋯⋯和对待普通

商品不同，社会公众对明星形象的消费是好

坏通吃的，明星形象中负面的东西不会被退

货，同样会被拿来消费。这就要求明星们学

会像小贝那样，永远保持微笑，永远以优雅

亲切的姿态面人。至于其他一些东西，就不

要让其进入公众消费的领域。我就知道一

位大明星的“绯闻”，那是很多媒体追求多日

而不得的，但谁来问我，只能这样回答：“不

说，打死也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