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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镜子

奇迹无关强弱

即使生命再弱小，我们都有

机会创造奇迹！需要的，也许只

是我们独特的眼睛和包容的心

在浩瀚如海的大沙漠里，小小的梭梭

树是征服沙漠的强者，它们总是蔓延成片

地生长，给荒芜的沙漠增添许多生机和活

力。

人们不禁会想，梭梭树能在恶劣的环

境里生存，必然有过人的本事和强大的生

命力。恰恰相反，梭梭树生命其实非常脆

弱，当你进入到林中观察时就会发现，那

里有好多死去的梭梭树，有些甚至是刚刚

成长起来的小树，还未枝繁叶茂就开始枯

萎 。 这 是 为 什 么 呢 ？ 它 们 的 生 命 力 不 顽

强，怎么可以成林而屹立在沙漠里呢？

以下是科学家们给出的解释：虽然成

长中的梭梭树生命力很脆弱，但它的种子

却 有 着 难 以 想 象 的 活 力 ， 在 干 旱 的 沙 漠

中，只要有一滴水，哪怕是半滴水滴到它

身 上 ， 这 颗 种 子 便 会 在 2—3 小 时 内 生 根

发芽，并在严酷干旱的环境下执着、顽强

地生长。正是因为几乎所有落在地上的种

子都能成活并生根发芽，一株株梭梭树便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成长起来，而且数量非

常 巨 大 ， 这 便 是 梭 梭 树 可 以 成 林 的 主 要

原因。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虽然渐渐长大的

梭 梭 树 生 命 力 很 弱 ， 但 它 在 生 命 结 束 之

前 ， 总 是 会 结 出 种 子 落 在 地 上 。 有 了 种

子，便有了新的生命，你倒下了，我长起

来 了 。 就 是 这 ， 让 梭 梭 树 林 里 生 命 常 新 ，

重复着生命的循环，持续创造着奇迹。

梭梭树另辟蹊径，撑起生命的另一种

生长，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思考。它是不

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即使生命再弱小，我

们都有机会创造奇迹！需要的，也许只是

我们独特的眼睛和包容的心，让我们另辟

路径地去发现和实践吧。

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往

往是家长的不负责任

靠“偏方治大病”，难！靠靠““偏方治大病偏方治大病”，”，难难！！

□ 雨 吟□ 雨 吟

□ 程 刚

前不久结束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

排获得亚军，这也是她们自从1990年以来在这

项赛事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了。女排的这个成

绩来得正是时候，也许能为处在低迷境地中的

三大球缓解些许舆论的指责和球迷的不满。

坦白地说，中国不是一个体育强国，特点之

一就是亲身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并不多，参与的

面也比较窄，很多运动项目差不多就是无人问

津。看客多而兴趣面窄，决定了喜闻乐见的三

大球项目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必然很高。经过

长年努力，三大球也取得过一些不错的成绩。

女排不用说了，曾经是中国体育的旗帜；女足男

排虽然没拿过世界冠军，也曾是世界上的强队；

男女篮也始终在亚洲保持领先地位，男篮更是

垄断了亚洲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从中国重返奥

运大家庭以来，历届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旗手均

是男篮队员，两年后的里约奥运能否延续这一

光荣传统，已经引发篮球迷的隐忧）；就连最不

济的男子足球，好歹也在亚洲前几名的圈子里

混过，还打进过世界杯决赛圈。现如今呢，不久

前结束的亚运会上，三大球40年来首次没有取

得一个冠军，那份尴尬可想而知。

成绩不好，便要总结经验教训，找病因，求

改变，促发展。这是我们几十年来习惯的一种

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次也不例外，很多人站出

来提建议，其中就有对职业联赛的指责，认为

外援的引进妨碍了中国球员的成长（主要是针

对篮球，破罐破摔的足球国家队赛事早就引不

起球迷兴趣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职业

联赛），呼吁管理层限制联赛中外援的使用，给

中国球员更多的机会；还有人把后备人才匮乏

也归罪于职业化和市场化，认为举国体制比市

场化的青训更有成效，云云。据说这些建议也

确实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将对职业联赛的

制度作出某些调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倾向。

把国家队的成绩下滑归咎于职业化，并试

图做出某种改变，恰恰反映出我们在体育市场

化过程中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弊病并没有消

除，虽然学者们一直在说，职业体育要从为国

争光的思想转化为市场服务，目前政府部门还

是把得太紧，但这样多年吁求之后，还是没有

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职业化体育和娱乐表演

业并无大的区别，都是靠愉悦受众来活跃自身的

造血机制，实现市场的良性运转。这种运行是靠

投资人来解决，由市场配置资源，以产生最大化

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政府部门需要做的，

是一些非盈利的基础性的事情，比如说大众化体

育推广，比如说扶持促进校园体育，比如说举办

一些业余的地方性的低级别联赛，这些事情虽然

无经济利益的产生，但是对大众体育的发展和培

养职业体育的球迷、球员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各

司其职，杜绝越位，才是大众体育和职业体育并

行发展的良性局面。现在的关键还是某些体育

主管部门担心放手后会损失利益，尽可能地把经

营权和决定权死死地把住不放，所以出现一些剑

走偏锋不够职业化的反思也就在所难免了。

马三立先生说过一段著名的相声《偏方》：

“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光信偏方，不信大

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偏

方治大病啊！萝卜就热茶啊！‘萝卜就热茶，气

得大夫满街爬’！”斯人已去，其声亦远，但马先

生讽刺的这种不讲科学、迷信偏方的现象依然

存在。对体育市场化过程中暴露的种种弊端

采取回避态度，反而开出这样那样的“偏方”，

企求“偏方治大病”，也许能撞对一回两回，但

想从根本上解决病患，还是要相信科学规律，

老老实实找大夫看病吧。

对体育市场化过程中暴露的种种弊端采取回避态度，企求“偏方

治大病”，也许能撞对一回两回，但想从根本上解决病患，还是要相

信科学规律，老老实实找大夫看病吧

□ 李尚飞

微信群已成为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它有时让人

烦，有时让人腻，但它也给

人温暖、轻松和欢乐

“电影成本”的概念并非

仅限于简单的投资数额，还

涉及其他很多金钱无法计算

的成本

□ 何不器

神剧来自编剧

再怎么“体验饥饿”，也不如

实地访贫问苦的效果好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世界粮食日和首个国

家扶贫日期间开展了“饥饿 24 小时全民公益

活动”，让有条件的人在 16 日晚到 17 日晚 8

点切身体验饥饿，以此表达对中国乃至全世

界饥饿人群和贫困弱势人群的关注。虽然中

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表示，健康人连续 24

小时不进食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么

干肯定不会对身体有好处吧？而且要表达对

饥饿人群和贫困弱势人群的关注，也用不着

用自己的身体健康下赌注。

就算连续 24 小时不进食不会有什么后遗

症，也没必要故意饿肚子。饿肚子不好受，

大家不用“体验饥饿”也都知道。这本来就

是常识，无须亲身体验来证实。“饥饿 24 小

时全民公益活动”之所以会被网友讥讽为 24

小时“饥饿游戏”，也无非是因为这样做非但

无法让更多人关注和帮助贫困人群，还可能

因其作秀意味太浓而让人误会“少吃一两顿

饭没什么，饿肚子也并不难过，说不定还能

借此减肥”，反而会使人们淡化对饥饿和贫困

问题的关注度。

其实，对中国的贫困弱势人群来说，填

饱肚子早已不是头号难题。教育和医疗支

出、就业和收入增长，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

问题。我觉得，再怎么“体验饥饿”，也不如

实地访贫问苦的效果更好。

就像前一阵子红火的“冰桶挑战”，虽然

玩的人不少，但多是把这当成游戏，实际捐

款的人并不多。包括 IT 大佬和各界名人所捐

出的几百万捐款虽然看着不少，但参考历年

慈善捐款总数，在全年的慈善捐款中所占比

例极小。而我国最知名的渐冻人——成立了

渐冻人关爱基金的王甲，目前一个月的花销

在 6000 元左右，为了给他看病，父母已花费

近 200 万元。可见这些捐款连帮一个人都不

富余。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名人被冰水浇头时

的窘态，而很少关注渐冻人群体本身，娱乐

化的“冰桶挑战”白白浪费了大量水资源，

却并未让多少患者得到帮助。

在基本已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体验

饥饿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真要关心贫

困弱势人群，不妨组织各界名人到贫困地

区和贫困家庭走一走，实地了解贫困人群

的困难与需要。也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帮助贫困弱势人群脱贫致富。号召广大网

友身体力行的关心和帮助身边的贫困弱势

人群，应该比拿自己身体健康开玩笑，饿

24 小时更有意义。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帮助贫困

家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显然更重要。

特别是在各地政府大多已出台政策，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免费午餐的情况下，与

其用善款为贫困小学生加餐，还不如监督好

财政资金的使用，同时督促政府加大投入，

保证学生吃好。在目前国内技工普遍缺乏的

情况下，对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和劳动力开展

免费技能培训，是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帮助

其脱贫的好办法。体验“饥饿 24”募集的善

款用在这方面，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离饥饿多远离饥饿多远

□ 梁剑箫

哪怕你不去刻意专注，类似的报道还是会

不期而遇地进入你的眼帘：一位父亲，盛怒之

下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孩子；一位母亲，将孩子

打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睹；至于孩子因受不了

父母的责罚而离家出走的消息，更是不胜枚

举。每看到这些，都让人难过不已。

孩子是家庭中的一员，孩子受到严重的伤

害，那么，这个家庭也将面临困局，哪怕事后加

以补救，已经造成的裂痕也是短期内很难弥补

的。这，当然不是家长教育孩子的初衷。一位

家长能够使用各种方法对孩子进行教育，最起

码说明他对孩子还是关注的，还是抱有期望

的。看到孩子身上的种种缺点，“怒其不争”，

进行教育，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孩子进行必要

的教育，这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如果

教育以殴打、伤害、侮辱的形式来表达，那么，

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还会让事情向相

反的方向发展。作为家长，不但要爱孩子，也

要讲求爱的方式。

长期以来，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上都存在

一个误区：只是盯着孩子的种种表现，而缺乏

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一个孩子到了非打不能

改的程度，说明这个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已经

很大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很显然不是一天两

天就形成的，而是平时教育缺失的结果。那

么，在这些问题以苗头出现的时候，家长在做

什么呢？不关注平常对孩子的教育，不关注缺

点产生的萌芽状态，而想着通过一次性粗暴的

教育解决问题，孩子又不是机器，哪有那么容

易的事情？经常与一些小学老师接触，他们由

衷地说：一年级开学第一天与新生接触，只从

孩子的习惯和修养上看，差距已经很大了。学

生还没接受学校教育，这样的差距是什么造成

的？只能是家庭。所以，一个问题孩子的背

后，往往是家长的不负责任。将自己的不负责

任毫无理智地转嫁到孩子身上，遇上这样的父

母，孩子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长期以来，部分家长认准的是传统教育中

的“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不要说时代

已经变化了，就是古代的“棍棒”教育，也是有

原则的。它的背后，是父母对孩子潜移默化的

影响。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有怎样的父母，

就有怎样的孩子。孩子做得不对，也间接地说

明父母没有起到应有的模范作用。所以，晋代

名臣谢安的夫人责怪谢安不教育孩子的时候，

谢安理直气壮地说，他随时都在教育孩子，因

为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孩子最好的示范。

孩子不对，先反省自己，这是传统教育中极为

优秀的部分，可惜被我们的许多家长忽视了，

抛弃了。

父母撒谎，孩子学会的便是欺骗；父母粗

鲁，孩子学会的便是顽劣；父母打骂，孩子学会

的便是暴力；父母冷漠，孩子学会的便是孤

僻。许多的教育，是学校不可替代的，以至于

国外不乏结婚前先要学习教育孩子、功课不能

通过不许领结婚证的规定。人父、人母是一个

神圣的角色，应该时刻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

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今天，

你群聊了吗？

从去年热映的《北京遇上西雅图》、

《中国合伙人》，到今年的《小时代 3：刺

金时代》等，不少中小成本影片正成为一

匹匹黑马，吸睛又吸金。投资不多的它

们为何会超过大成本、大制作？

我认为，电影成本投入看似庞杂，实

际都不离三点，即满足受众群喜好的电

影剧本创作、导演技巧以及演员表演功

力。此三者之紧密结合，成为影响电影

成败的“三驾马车”。

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主配角人

选的确定、拍摄场地的选择、高科技手段

（航拍、3D 效果等）的介入、后期制作发

行甚至广告投放，都以剧本内容为判断

甄别电影能否获得市场青睐的源头。

电影的主创人员在策划拍摄一部影

片前，都会聚于一处，从剧本的每个细节

入手，进行市场预估，对电影上映后能否

赢取票房作出初步判断。毫无疑问，这

是并不可靠的主观判断。尽管每年权威

部门都会及时公布最新的电影受众情况

统计，以便电影从业者第一时间掌握主

要受众的年龄层和文化水平等资料，设

计出符合特定受众需求的电影剧本，不

至于做赔本买卖。这依旧无法避免大量

电影吃力不讨好的窘境。原因明显，简

单的统计数据无法完全指出电影题材的

未来走向，更不能展现观众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会偏爱哪种类型的影片。电影主

创人员只能“摸着经验过河”，最直观的

经验就是来自于对剧本的选择。

剧本和票房、资金挂上钩之后，就不

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了。它里面的每

一个字都会变得举足轻重，对时长本就

有限、以分钟计算投入资金的电影来说

更是如此。大到整体的故事结构，小到

一场打戏、一句台词，都会被投资方、制

片人、导演、编剧和文学统筹反复斟酌推

敲，一改再改。剧本里某场战争戏是否

推进了整体故事脉络的发展？是否值得

拍摄？某个需要大量群众演员参与的群

戏场面是否有必要？每一场戏的成本，

在编剧写作时就已经伴随着他的灵感同

呼吸共命运了。在票房竞争日益激烈的

环境里，如何写出既扣人心弦新颖诱人

又能避免大量财力的电影就成为每一个

编剧梦寐以求的职业目标。

即使编剧妙笔生花，写出来满足上

述种种要求的好剧本，依旧面临进一步

挑战，即导演和演员对剧本的把握和拍

摄功力。一个好的电影剧本如果缺乏好

导演好演员的驾驭，未必会成为一部好

片子，甚至会成为一部烂片。当年，《让

子弹飞》红极一时，除了剧本自身独特的

结构设置和经典的台词搭配，还有导演

和演员对剧情的完美契合。导演须对剧

本要表达什么，如何表达，对带动全剧高

潮的几个“大事件”精准把握，再指挥演

员将故事的内涵、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

界精确演绎出来，才能算是对一部电影

的真正收官。

缘此，“电影成本”的概念并非仅限

于简单的投资数额，还涉及其他很多金

钱无法计算的成本。中小成本电影在票

房大战中赢得所谓“大手笔制作”也就不

足为奇。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突然发觉，“群”开始占领我

们的生活空间。有时，加你的人还

算客气：“咱们有个同学群，我想邀

请你加入，可否？”更多时候，根本无

需“请示”，睡一觉就发现自己被拽

进了某个群。

工作群一般临时性较强，为了

完成某项任务，几个人集合在一起，

说要求，谈部署，阶段性工作完成，

“群”也完成了使命。同学群要复杂

丰富一些。毕业多年后，对彼此还有

个模糊印象，有的恐怕对着照片都

想不起来名字了。往往是一个热心

同学建了群，一个拽一个，没多久，

这个群开始有二十几个人的规模。

大学群、研究生群往往单调些，

因为彼此专业相同，从事职业相对

集中，交流起来热度持续不了很

久。最有生命力的反而是初中群。

一群懵懂无知的“小伙伴儿”，几十

年没见面了，当初淘气的男生、忸怩

的女生已为人父母。最妙的是，从

事行业差异性极大，有的与当初的

学习成绩有巨大反差。有个别同学

早已出国，群里白夜班交替、交流起

来跨度之大、内容之繁让人顿生“这

是一个万能群”的感慨，群里 24 小

时有人值班，定期开个主题班会，七

嘴八舌，火花四射，创造上百条发言

已很平常。

从最初的发毕业后轨迹、贴近

照开始，到回忆青葱岁月的趣事糗

事、贴毕业照，仰慕当初的帅哥女

神，然后是交流工作心得、育儿经

验、健身养生、揭发当初暧昧、商议

行业商机等等，各种交流都有专业

人士，话题层出不穷。更难得的是，

“小伙伴们”都保存着彼此最美好的

印象，无心机，无遮拦，无顾忌，够坦

诚，够直白，够给力。为了不耽误正

事，只好把群提醒变成静音，下班后

集中批阅上百条“奏折”，“每晚抱着

手机傻笑”成为大家新添的毛病。

然后是聚会，每当有外地同学

回乡，群主一声呼唤，必引来应者云

集。发合影、揭老底、谈人生，引发

一轮小高潮。总有个把喝多的，有

个把盼合影的，有个把新入群的，把

群的热度再次增加。

再有趣的群也有进入衰退期的

时候。群成员相对固定，该问的都

问了，该聊的都聊了，该见的都见

了，多年积累的思念也宣泄得差不

多了，如果不说话，一个群的活力指

数开始下降。有时一天没有几条发

言，有时总有个把人贴无关痛痒的

心灵鸡汤来刷屏，有的开始私聊，不

愿暴露在众人目光之下，有的总是

潜水从不冒泡，即便群主再有魅力，

这个群也进入了衰退期。

有人总结说，一个温馨的微信

群，往往是这样构成的：“一两个风

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位逐渐

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

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天两头晒食

物的吃货，若干喜爱户外摆各种姿

势拍照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绝

不退群的呆粉，再加上几个有事没

事经常互掐的好友，时不时蹦出几

句冷幽默的疑似思想家，还有几个

热心有余动辄踢人的管理者，以及

一个极端八卦的群主。”总结得真是

到位，不少人开始一一对应，找到自

己的定位。

现代科技手段让人与人交流变

得如此便捷。一个群里，交流着天

南地北、海内海外的冷暖，传递着经

济、社会等各种信息，折射出一个阶

层的生活现状，容量之大让人吃

惊。忽然之间，你会发现，微信群已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有时让

人烦，有时让人腻，但它也给人温

暖、轻松和欢乐。不管你压力再大、

工作再忙、心情再糟，想到总有一个

地方，大家彼此了解，互相支撑，还

挺正能量。话说，初中群都这么火

爆了，明天，会不会出现小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