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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杂谈

补 上 急 救

这块短板
□ 杨国栋

加强急救培训，让

更多人掌握急救知识，

也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救

人一命。

“

“

“

在没有更

加公平的制度

出现以前，高

考制度很难改

变。

高 考 改 革 ，不 妨 多 些 耐 心
□ 清 风

高 考 改 革 ，不 妨 多 些 耐 心
□ 清 风

人人渴望被关注
□ 郝旭光

任何一个产业的

良性运行和发展，都

必须建立在对该产业

的生产运行状况进行

系统全面了解的基础

之上。

诗意回来了，就是好日子
□ 徐 达

诗意回来了，就是好日子
□ 徐 达

体育，

期待数字的力量
□ 何不器

生 活 中

不 乏 诗 意 ，

只是需要我

们以细腻灵

动的眼光来

发现和唤回。

不论软广告还是硬广告，不论植入还是不植入，达到的效果都应该

是让消费者心动，有良好的体验，有购买的冲动。

不论软广告还是硬广告，不论植入还是不植入，达到的效果都应该

是让消费者心动，有良好的体验，有购买的冲动。

当黄海波再一次赞赏“××家纺的被子，中

国一个驰名商标，又轻又暖，平时 6000 多元一

条”时，我愤然关了电视。

本来，这段时间在小伙伴的推荐下每晚看

看《咱们结婚吧》，是个挺好的休闲方式。随着

剧情跌宕起伏，看看大都市里的“恨嫁女”、“恐

婚男”的奇葩相亲故事，看看高圆圆、黄海波斗

智斗勇，觉得还挺接地气的。没承想，愈演愈烈

的植入广告，成了这部电视剧的最大败笔。

起初，当某化妆品大包装袋永远抢镜时，

当男女主角开同一品牌汽车时，当两个相亲对

象在水吧非要点某瓶装奶茶、矿泉水时，我还

能忍，毕竟，拍电视剧也是要投入的。但当不

管与剧情有无关联，演员都要生生加上一段广

告词时，大热天的非要送头次见面的丈母娘一

床羽绒被，还要几次三番夸奖这被子特暖和，

价格昂贵，打折还要 3000 多元，我真觉得要吐

了。看电视剧，要的是“入”，投入到剧情里，为

主角的悲欢离合而心动，这些硬生生加入的广

告却非让你“出”，每一次都把你从剧情里拽出

来，告诉你，下次，记得买这个品牌哦！你说，

这多么痛苦！

我的感受并非孤例。跟随《咱们结婚吧》收

视不断走高的，还有网友对植入广告的猛烈吐

槽。有网友说，“《咱们结婚吧》是要挖电视台墙

角、革广告的命呀!这就是为了播广告而拍的电

视剧呀!”还有的说，“《咱们结婚吧》该改名叫《咱

们广告吧》，打着剩男剩女的牌子，却做着电视

导购的勾当。”

有细心的网友作了统计，仅在前 30 集中就

有 49 个植入广告，片尾的鸣谢单位有近 80 家！

从矿泉水、洗衣液、胃药、减肥茶、车险，到婚纱

店、白酒、化妆品、相亲网站，植入广告几乎囊括

了各行业。“植入泛滥，连台词都有广告”，这让

观众直言，《咱们结婚吧》堪称史上最长广告片，

数量、密度都超出了观众忍受极限，足以载入国

产剧史册。

不做好广告代言的不是好演员！这不，因

为植入广告做得还不够到位，该片制片方北京

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黄老五公司

打起了官司，制片方称对方并未按照合约支付

全额报酬，黄老五公司又反诉制片方，称剧中植

入的产品包装错误，制片方未给予足够时间审

核植入情节，拒付剩余费用。双方对簿公堂，比

电视剧还热闹火爆。

广告广告，不论软广告还是硬广告，不论植

入还是不植入，达到的效果都应该是让消费者

心动，有良好的体验，有购买的冲动。同几个朋

友聊了聊，由于《咱们结婚吧》植入广告过于生

硬拙劣，不仅影响了观剧感受，还影响了对这些

产品的认可，想购买此类商品的欲望大打折

扣。这恐怕是广告商始料未及的。

植入广告给制片方带来收益，但植入广告

要贴切，一切要以剧情为中心，要对观众有起码

的尊重，也要有相应的规范。“融入剧情、不露痕

迹”是业内普遍认同的植入法则。甚至有导演绞

尽脑汁将品牌的灵魂与个性也融入剧情中，以

实现观众对于品牌潜意识里的认可和接受。植

入广告也有成功案例，比如电影《非诚勿扰》中

用镜头诠释美景，让杭州西溪湿地声名鹊起，让

海南度假旅游人气爆棚，堪称国产片的“经典植

入”。如果硬生生植入广告，一集剧情里多次让

演员做广告代言，台词里都少不了广告，电视剧

的故事性、观赏性都会大打折扣，制片方也会得

不偿失。虽然暂时收到了真金白银，但失去的是

观众的认可，失去的是导演、制片方等整个团队

的口碑。为什么有的导演片子受追捧，有的导演

片子没票房，根上还是对艺术的态度、对观众的

态度。就是那句话，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挺好一片子，别让植入广告毁了，行吗？让

演员好好琢磨表演，让观众好好欣赏剧情，这样

的片子一定有更多收益。

看某电视台的一档体育谈话节

目，才想起来今年是中国足球职业

联赛的第二十个年头。节目嘉宾里

有人是当年的球员，用收入来做职

业化前后的对比。有人只能记起一

个大概了，说到职业化前每月挣 30

多元钱。马上有人怀疑，到底是哪

一年挣30多元也无定论。当时我就

想，这肯定也是个不记日记的。

没有从小养成记日记的习惯，

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小时候错误

地以为，如果没有什么思想心得，记

录每天看似重复的琐事并无意义。

旧时的本子上，除了偶尔记下几笔

读书得来的名言警句，其他都是空

白。时至今天，偶尔想要追索一些旧

时的准确数据，才不能不承认，往事

连烟都不是，都成了看不见抓不住

的空气！这就是数据库缺失的无奈。

体育赛事中会产生各种相关的

数字数据，往小里说有诸如比分纪

录这样的技术统计，往大了说有赛

事相关的种种门类的数据，球员收

入虽然可能有部分属于商业秘密，

但可以公开的部分也是不能遗漏

的。我特别佩服 NBA，他们的数据

统计算是做到了家，既有每个球员、

每个球队的数字对比，也有整个联

盟的数据档案。比如上周日科比在

与猛龙的比赛中复出，NBA 马上提

供了一系列相关数据：科比职业生

涯上场时间在现役球员中排名第

二，在 NBA 历史上排名第十四；科

比上赛季的场均得分在所有打了 17

个或更多赛季的球员中排名第一，

上赛季科比的场均上场时间也创造

了 NBA历史纪录（在联盟征战 17个

赛季或者以上的球员）。科比在常

规赛再得 676 分，就能超越迈克尔·
乔丹，跻身 NBA 历史得分榜的第三

位。科比如果在季后赛中得到 348

分，就能超越乔丹，成为 NBA 历史

上季后赛的得分王。这些详尽的数

字，往往能为一场看似平常的比赛

带来更多的看点，提高赛事的关注

度。这也是数字的力量。

我们的联赛也有数据统计，无

论是足球篮球排球，和 NBA 这样成

熟的职业联赛相比，都还显得比较

简单粗陋。你要找一些单纯的数据

可能还不难，如果需要多层相关联

的数据就不是很容易了，数据的记

录统计也有很多错漏。常看CBA联

赛的人都知道，某队的外援如果在

主场比赛，三分球命中率几乎永远

是100%，但从电视转播中可以看到，

他投出的三分球不止一次偏筐而

出。错漏的统计往往会影响到联赛

各种奖项的归属：某年联赛常规赛

最后一场，某球员在助攻总数落后 9

次的情况下，在主场不可思议地送

出 28 次助攻，超越对手夺得常规赛

助攻王。这个28次的纪录到现在也

没有人能够接近，更不要说超越

了。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充

满争议的数据。数字的不确定也损

害了联赛的公信力，由此可见数据

统计之于体育的重要性。

再扩展一下范围，准确、完善的

数据统计，对于体育及相关产业的

发展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产业的

良性运行和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对

该产业的生产运行状况进行系统全

面了解的基础之上，这一目标必须

通过产业统计才能实现，否则不可

能对该产业的发展进行科学的监控

和管理。对体育产业而言，就是依

照市场价格从体育产品的生产、分

配、消费和积累等方面来全面考察

体育产业生产的运行状况，通过真

实的基础数据，客观、全面、真实地

了解体育产业基本状态。我们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早先并无明确的

体育产业分类，2008 年后虽然也试

行增加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但和

建立系统科学的体育产业统计指标

体系尚有距离。以体育用品行业来

说，哪些产值应该归入体育产业，哪

些又应该归入其他行业分类，至少

我没见过一个明确的数据。又如体

育赛事，比赛日收入哪些可以算作

体育产业的创造，哪些又属于其他

服务业，都是有待解决的复杂课题。

告别学生时代，并由学术圈转至媒

体，社交平台亦大不相同。几日前突然恋

念旧日平台，打开很久不上的“人人网”，

看到研究生时同宿舍一容貌姣好的女孩

儿“秀”旅行，其中一张是杜甫草堂的茂

林修竹，下配文字：关于杜甫草堂，我想

到了电影《好雨时节》。看到此，笔者不禁

沉吟，人文景观之美不同于纯粹的自然

之美，最妙曼之处在于其背后的历史积

淀和文化内涵；可是，如今的孩子们乃至

和我一般大的青年，竟对浣花溪畔“诗

圣”草堂的故事和诞生在这里的琅琅诗

篇一无所知，提起草堂，居然只记得它是

一个现代电影里男女主角邂逅的场所。

或曰：千余年前的诗篇和千余年后

的电影同样是文艺传播形式，雅俗高下

本无从判断，前者含蓄而意蕴无穷，后者

直观而光芒四射；沧海早已变桑田，新的

文艺形式更适应新的时代，只记得电影

又何妨？但文艺形式乃自古至今传承，不

知旧，焉知新？尤其在近代欧风美雨挟裹

西方文明而来后，东西方文化的交锋和

争鸣非只言片语可言尽；历经了近代社

会的新陈代谢，如今的孩子身上，多了现

代与新潮，却少了古典与精粹。

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笔者记得，《国

风》、《离骚》的辞章，孔孟、老庄的思想，李

白、杜甫的诗篇，苏轼、易安的词调，“西

厢”、“牡丹”的故事，“三国”、“红楼”的世

界，伴随了我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

光。现在想来那些物质上相对单调的日

子，却不乏朴素的愉悦和诗意的想象。记

得高中时代在筒子楼里上课，每天清晨早

操后，伴着鸟儿的鸣叫和第一缕朝霞，教

室里书声琅琅而起。年少的我们或许并

不全懂得这些诗句辞章的意蕴，在此起彼

伏的记诵声中却能领略到很多乐趣。记

得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诵至“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惟美的秋

日黄昏如在眼前。时至今日，这些辞章还

下意识在耳边回响，随着时光流逝和生活

阅历的增加，这些句子如越陈年越香醇的

老酒，总能带给我诗意的回想，让我得以

更睿智、淡定且悦然地生活。

一位仍在学术圈的学友，酷爱金石

学，每日辨识文物、研习字画。一日挥笔

书就李白的《将进酒》后，发微博言，“每

次书写《将进酒》，总会想起年少读诗背

诗的时光，那会儿，真好”。笔者也珍惜那

些日子，以及伴随而来的诗意。隐约感觉

得到，未来将以怎样的繁杂琐屑，消磨这

份浪漫与绚烂；生活将以怎样的庸碌世

故，消融这份诗意与想象。如果说我们将

以一生浸淫其中的是入世的现实，那么，

请保留一颗诗意的心。人乃万物灵长，岂

能异化为现代工业流水线上一个扁平的

零件？在这个谓之“多元审美”、“众声喧

哗”的时代，如赵园先生所言，“士大夫的

经世热情与有关的价值态度，至今仍活

在知识者的灵魂中”。不独“知识者”，我

们每个人只要保持赤子之心，那种感觉

就不会遥远——这一点，似乎可以与年

龄无关。正如当年风靡一时，激荡了一代

人的北岛在《回答》中所言：“新的转机和

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

凝视的眼睛。”其实，生活中不乏诗意，只

是需要我们以细腻灵动的眼光来发现和

唤回。诗意一旦回来了，就是好日子！

现在，如果谁还没有开通微信、

还不属于哪个群，就好像是生活在原

始 社 会 ， 被 朋 友 们 奚 落 “out( 落 伍)

了”。有些人对微信甚至达到了迷恋的

程度，被戏称为“微信控”。一次乘出

租车，司机竟然边开车边看微信，多

危险啊！经笔者多次提醒，他才恋恋

不舍地收起手机。

其实，微信在中国的流行和“微信

控”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心理学背景。

人们之所以迷恋微信，就是因为它

满足了大家对安全和归属感的需要，使

其感受到了自我价值和成就感。

安全需要包括人们对安全的物质

环境和情感环境的渴望，如对人身安

全、职业安全或生活稳定的需要。如果

人们的生理需要已经基本上得到满足，

就会产生这种对安全的需要。一般人

总是害怕孤独，且常常厌恶孤独，一旦

孤身一人或独处便觉得不安全。看看

微信里人们在干什么，将自己置身于微

信的环境中，就不会感到自己的孤独，

这就满足了人们对安全感的需要。

威廉·詹姆斯说,渴望得到别人的

认 可 和 赞 赏 ， 是 人 类 埋 藏 最 深 的 本

性。人人渴望被关注，每一个人都喜

欢得到他人的赞美。即使没有特别的

东西可以发微信，家里的菜品也可以

发啊！微信一发，圈里的朋友会立即

收到，并且给予关注。而且，朋友圈

对此给予的不同评价更可以满足人们

对赞美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愿

意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拿出来“晒”的

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经常在微信里发些实用的内

容，可以帮助别人，为朋友们提供各种

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当然，人们无

聊时也需要微信，这时微信就成为人们

打发无聊时光的一个有效平台。

不 得 不 提 的 是 ， 微 信 的 流 行 和

“微信控”的出现，也与现在国人的浮

躁有些关系，这种表现在大城市里非常

明显。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忙得坐不下

来；每个人都想读书，但希望是“快

餐”式的，拿来就好用。于是，大家希

望微信能提供一些捷径。不可否认的

是，微信中的一些“人生哲理”中确有

精华，但也不乏浅薄文化，迎合了一些

人的短期行为和浮躁心态。其实，微信

里传播的好些所谓的哲理，名著、经典

里早就说过了。

对应试教育尤其是高考的口诛笔

伐，近期多见报端，甚至有人提出了应试

教育的“十大弊端”。然而我想，这种制

度就没有优点了吗？

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 36 周年。30 多

年来，正是高考让知识分子真正体会到了

高考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同时，高考

为国家“科技兴国”的方针提供了充足的

人才保证。所以，无论从自身还是从更宏

观的角度来看，高考改变的远不止一代

人、几代人的命运，高考改变了中国。

我认为，以高考为代表的应试教育

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体现了一种至少到目前为止最

公平的竞争手段和选拔制度，它使一大批

寒门学子真正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选举人才的方式分

为 3 种：察举、荐举和科举。汉代实行察

举，魏晋南北朝实行荐举，隋以后实行科

举。可见，实施科举之前，人才的发现和

选拔除了世袭就是推荐了。世袭自不用

说，推荐的路子一是遇见“贵人”相助，如

萧何月下追韩信，徐庶走马荐诸葛；二是

想方设法贴近帝王自荐，如毛遂以门客

之身自荐使楚，伊尹以烹饪之术接近商

汤。直到科举制度的出现，才给一大批

底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

争平台。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的美好蓝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

识分子“头悬梁、锥刺股”。

高考的另一大优点是使大家重视了知

识，这一点也类同于科举制度。科举之前知

识分子可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直至科举

的出现，知识分子的地位才空前提高。状元

高中后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的喜悦，真真切切地让人们体会到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含义。

然而，千年科举的弊端不可避免，八

股取士的呆板注定了中国在科学方面碌

碌无为。而现代高考恰恰弥补了这种缺

憾，不仅自然科学，经济、艺术、外语、管

理等各种学科也粉墨登场，这又是高考

的一大优点。

然而如前所述，高考的弊端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

的，出来一模一样。”国家图书馆馆长任

继愈指出，目前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基本

问题是：课程太满，学生没有自己的时

间，不能培养自己的爱好，创新人才难

出。我想说的是，岂止中学和大学教育，

应试战车都已开进幼儿园了！

但是，在没有更加公平的制度出现

以前，我认为高考制度很难改变。我们

的国家和教育部门也在积极探索高考制

度的改革，这需要时间。以往所谓的高

考改革，比如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保送

生制度等，都付出了相应的成本，也带来

了不少负面效应。近年来，国家在素质

教育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在考试

内容上推行“3＋X”，作文题目多种多样，

外语增加听力考试，在一些试题中加入

了研究性学习的元素，都是在向“考能

力”方向发展。但我们不能忘记北师大

著名教授王策三的话，“考试有它固有的

局 限 性 ，既 要 积 极 改 革 ，又 不 要 理 想

化”。我想，我们还是耐心一些吧。

它 满 足

了 人 们 对 安

全 和 归 属 感

的需要，使其

感 受 到 了 自

我 价 值 和 成

就感。

前不久有报道称，乘客在公交车

上突发急病，因抢救不及时而失去生

命，引发了对公共服务领域实施急救

的关注。有市民表示，若有人懂急救、

车上有急救设备，或许能救人一命。

公共服务行业每天接触大量人

员，发现急病患者或事故伤者的情况

远高于其他行业，对员工进行专业的

急救培训，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以备

不时之需，不仅是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本身也是优质服务的表现。对公交司

机进行上岗前的急救培训，或每年定

期组织相关培训，只需要一两天的时

间，不会太耽误功夫，为什么不能补上

这块急救短板呢？

资料显示，我国 87%的心梗发病

都在医院外，而 25%的病人都因第一

目击者不懂急救措施而死亡。这一数

据充分说明了普及急救知识的重要

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安部、交通

部 2006 年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

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公安、交

通部门要把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的培

训作为岗前培训的必要内容，纳入驾

驶人培训和考试体系之中”。显然，急

救培训不只针对公交司机，而是驾驶

员培训的必修课，每个司机都应该掌

握急救技能。

然而，3部门的文件在执行过程中

却变了味，很多地方并没有认真开展

急救培训，而是将其当成了敛财的借

口。一些地方交钱就当场发证书，无

需参加任何培训；有的地方虽然正常

开班，但学员去不去悉听尊便，根本没

有有效的考核监督机制。虽然到 2012

年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2.4 亿

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2.6 亿人，但

全球第一的司机数量显然并未带来急

救知识的普及。各类街头急救的热心

人多为医护人员或受过专业训练的警

察、军人，一旦无此类人员在场，大家

就只能打电话呼救了。像此前发生的

“国人围观，老外施救”尴尬一幕，围观

者未必都是胆小怕事或过于冷漠，恐

怕主要是因为缺乏急救知识，想救也

无从下手。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驾

驶员的急救培训就比较到位，很多国

家的中小学也有类似课程。因此，老

外们才敢主动出手。

加强急救培训，让更多人掌握急

救知识，也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救人一

命。对拯救生命有重要意义的急救培

训不应该也不能走过场，更不允许交

钱免考，而应列入驾照考试范围，让驾

驶学员真正掌握急救知识。具有公益

属性的急救培训理应由政府埋单，而

不能简单地向驾驶学员再收一笔“救

护培训费用”，这样也可避免公众对急

救培训属于乱收费的质疑，让他们能

真正静下心来学好急救知识。

告别“咱们广告吧”
□ 王 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