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国际足坛最热闹的事儿，一个是几

名涉嫌腐败的国际足联官员被抓，另一个是

足坛“不倒翁”布拉特战胜竞争对手，连任国

际足联主席，紧接着又迅速辞职。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 14 名国际足球高官

及体育营销人士，着实让人吃惊。首先人们

吃惊的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是橄榄球、棒球、

篮球、拳击等项目，对足球一向没多少兴趣，

这次怎么忽然对足球“猛踢一脚”？其次，美

国司法部门曾经拒绝介入调查使用兴奋剂丑

闻的美国自行车选手阿姆斯特朗，对当年盐

湖城冬奥会深陷腐败之事也讳莫如深，何以

这次却不依不饶？有猜测者说，美国体育娱

乐圈的一些大佬其实早就看到足球在全世界

的影响力，看到足球市场、足球经济的巨大潜

力，因此决心后来者居上，试图在国际足坛有

所作为。但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国际足联没什

么话语权，而且还在申办 2022 年世界杯主办

权时惨遭失败，这让习惯了在各个领域说一

不二的美国人很是不爽。于是，派“卧底”，收

买“污点证人”，“跨国抓捕”等等戏码一一上

演，让国际足联见识了一下自己的手段。

足球是当今世界上开展最广泛、最受欢

迎的体育项目，从欧洲古堡边的如茵草地，到

中东沙漠中的人工草坪，从里约热内卢的海

滩，到亚穆苏克罗的街头巷尾，那黑白相间的

皮球让无数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

为之兴奋，为之喜悦，为之疯狂。与此同时，

足球吸引着金钱，维萨和尼康，耐克和阿迪达

斯，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这些大牌企业为了能

成为足球赞助商恨不得打破脑袋。巨额的资

金投入，带来财源滚滚的回报。与足球有关

的，通常是有利可图的，小至一条围巾、一个

吉祥物的生产许可，大至电视转播权、比赛场

馆建设，庞大的产业链，形成巨大的利益链。

为什么布拉特能在国际足联丑闻频发的时候

还能连任？为什么欧洲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当选连任？皆因为那老汉执掌国际足联多

年，经营有方，长袖善舞。一方面，他能赚钱，

国际足联账面上累计盈余十数亿美金；另一

方面，他主导的“全球足球利益均沾的收入分

配体系”，已经把足球产生的利益转变成选

票，权谋权术高人一筹。

但是，足坛表面上的花团锦簇，却难掩腐

败丑闻散发出的臭气。这一切，让全世界的

球迷难以接受。在足球产业链上，从球星到

老板再到各投资商赞助商，大家都在赚钱，只

有球迷是花钱的。他们心甘情愿地花钱，为

的是看到比赛精彩，结果公正。而一旦足球

腐败了，场上踢“假球”，裁判吹“黑哨”，场外

有人串通操纵，连郭美美那样四六不靠根本

不懂足球的人都能设局赌球，足球比赛的观

赏性、艺术性根本看不到了，体育比赛的公平

性消失了，“足球魅力”变成了“鬼魅横行”，球

迷能高兴吗？

英国人发明了现代足球，制定了相应的

比赛规则，却未能弄出一套防范足球腐败的

措施。美国人再厉害，也杜绝不了腐败案层

出不穷。国际足联不断改革，仅仅用“一国一

地一票的国际政治原则”解决了谁当掌门人

的问题，终究不能让足坛成为一方净土。布

拉特下台，换一个新人上来，能否根除腐败也

未可知。什么原因呢？因为缺少真正的“球

迷民主化”。我想，如果让球迷们拥有更多的

监督权，更大的选举权，足球事业的发展是不

是能更好一些？如果国际足联不敢大胆改

革，中国足球不妨从我做起，率先突破，为世

界足坛贡献点儿典型经验。

谁来纯净足球

在 人 生 的 每 个 阶

段，最重要的事只能自

己决定

□ 陈 颐

“如果我有机器猫，变大变小变漂亮，还要变

个都是漫画巧克力和玩具的家。”看着这句歌词，

几乎每个 80 后都能够在心里默默地哼出那段熟

悉的旋律。趁着六一，我带着 50 多岁的妈妈和 2

岁半的女儿，三代人一起去看了《哆啦 A 梦：伴我

同行》。首周末票房 2.37 亿元、8365 万元的内地动

画电影单日最高票房纪录，让我对这部电影的期

待比手里的爆米花还要膨松。

原以为可以重温童年，可惜，这不是大雄和

机器猫的友谊，这是卡通版“方大同”和静香的早

恋故事。95 分钟的片长里，我看了近 10 年《机器

猫》的记忆被压缩成了不过 5 分钟的片段：记忆

面包、换衣照相机、隐身披风、接球手套、时光布、

加速发条、格列佛隧道、拼装公寓树、凝云瓦斯一

一闪过，唯一的慰藉是竹蜻蜓还一直飞翔在影片

里。太真实的 3D 效果也让看惯了手绘动画的我

出戏，每次看着哆啦 A 梦那胶皮一样的嘴动个不

停，我都想扯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更何况，在

我的童年，大雄叫康夫，哆啦 A 梦叫小叮当，静香

叫小静，小强叫小孬，胖虎才叫大雄呢。

仓促的情节、刻意的煽情决定了这不是一部

能打高分的动画片，但并不影响我向每一个 80后

的小伙伴推荐它，连挑剔的豆瓣网友也有77.7%力

荐或推荐这部影片。因为哆啦 A 梦里本来就有每

个人的童年：大雄就是平凡的我们，静香是班里最

漂亮、学习成绩又好的那个女孩，小强是家里条件

很好的“富二代”，胖虎是总爱欺负同学的大个子，

而出木杉英才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整个

动画片都在描绘童年，那些友情、亲情、关心、梦

想，还有爱，就是那时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然而

就像《红楼梦》是青春的大观园，小儿女的心事终

将散去，我们的童年也一去不返，即便哆啦A梦那

个来自4次元的口袋也变不回来。

对于过去的回忆往往关乎现在。成年后工作

生活的压力让人更加怀念无忧无虑的过去。心理

学分析认为，怀旧更多的是情感记忆，而不是认

知记忆。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留下的往往是温

馨、甜蜜、奋进的积极面，可实际上，那些年我们

也有浓得化不开的忧愁和数不清的烦恼，只是怀

旧的人记不得了。

谁不留恋美好？电影本是造梦空间，怀旧则

是通往消费者钱包的高架桥。好莱坞早就深谙此

道，《变形金刚》系列就是个中高手。导演和制片

人都清楚，冲“变形金刚”这几个字观众也会争着

掏钱，只为了看漫画书里的擎天柱如何咔嚓嚓变

成大银幕上的战斗神。所以很多人都说《变形金

刚 1》是最好看的，尤其是大黄蜂、铁皮、救护车他

们第一次集体变身那一刻，用“泪奔”来形容观众

的反应毫不为过。《变形金刚》全系列在全球拿下

36.7亿美元票房是意料之中的。

我国的电影人动作稍慢，却也不晚。随着 80

后、90 后成为消费主力，这股掀动一代人记忆的

风潮也席卷银幕。《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致

青春》、《小时代》引领了对青春的回忆，青春片市

场至今热度犹在，现在轮到了给 80 后家长的动

画片。

从去年开始，上海美影厂已陆续把孙悟空、

黑猫警长、葫芦兄弟、阿凡提等动画形象分成若

干系列，一边举行纪念展览吊粉丝的胃口，一边

逐年推出大电影冲击怀旧粉丝的钱包。按计划，

今年 8 月全新的《黑猫警长》大电影将登上大银

幕，明年将是阿凡提，2017 年轮到孙悟空。可以

预见，只要片子不是太烂，票房肯定不会太差。

儿童节的《哆啦 A 梦》散场，真有人哭红了眼

圈离开。想必缅怀的不仅是看机器猫的日子，还

有那些日子里一起玩耍却又消失在成长中的伙

伴儿。我没有哭，但我也希望聪明的一休、忍者神

龟、邋遢大王都一起来吧，即便他们带不回童年，

也能给我一个坐在那里回忆的借口，给中国的电

影市场再添几把薪火。说到底，我不是为电影掏

钱，而是在为自己埋单。

找回忆，为自己埋单

电影本是造梦空间，怀旧则是

通往消费者钱包的高架桥

□ 佘 颖

社区,莫辜负信任

□ 杨国栋

□ 高初建

让球迷们拥有更多的监督权，更大的选举权，足球事业的发展是不

是能更好一些？

找到你的北极星

许 滔/绘

前不久，北京市民段女士拾到一摞印有“中关

村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户籍卡片”的文件，上面记

录了辖区居民的户籍信息。相关街道负责人表

示，“当时不小心和报纸放在一起，后来不见了。

居民信息都录入了电脑，丢失不会造成损失”。

居民户籍信息是公民的重要个人隐私，可能

被不法分子利用来行骗或从事其他犯罪活动。丢

失的户籍卡要妥善追回，对责任人也要严肃处理，

并举一反三，完善对居民户籍卡片及其他居民信

息资料的保管工作，过期或没用的资料也要统一

销毁，以免同样的事再次发生。

当人们来征服和消

费海洋时，想想这片夺人

心魄的纯净之蓝吧，别辜

负了宇宙的厚赐

□ 王 毅

守护海洋

毕业季来了。一位学习新闻

的大四实习生对我说，“很多职业

看着都不错，但身边总有人给出

各 种 反 对 意 见 ，让 我 最 终 难 抉

择。害怕万一没选好，又要从头

开 始 ，要 跟 比 自 己 年 轻 的 人 竞

争”。这位 22 岁的姑娘问我，在

我当年 22 岁大学毕业时，是如何

选择自己的职业的。我的回答让

她很惊讶：我们没有选择，那时候

是国家分配，我们是革命的螺丝

钉，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

热。她若有所思地说：“听起来你

们就像以前的包办婚姻，没有那

么多选择，也简单不纠结。”

选择职业就像选择婚姻吗？

这个比喻有一定道理。我认为，

社会上并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

生，就像没有找不到对象的男男

女女，只不过大家选择的条件和

路径不同而已。

一个学英语的大四女生告诉

我说，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和位

列世界 500 强的外企都对她很满

意，她却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

“从小就是我爸爸妈妈给我选择，

上大学也是他们给我报的专业。

现在轮到我选择工作了，我也不

知 道 想 干 什 么 ，自 己 拿 不 定 主

意。还是让我爸爸妈妈帮我决定

吧。”失去了内心的动力也就失去

了追求一份事业的目标和可持续

向前发展的方向。

这两个真实的例子让我想起

了1999年在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

奖仪式后的大型宴会。在那个宴

会上，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罗伯特·蒙代尔讲述了一段有关

事业选择的往事。蒙代尔硕士毕

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他开

始考虑是否继续读博士。他找到

不同的教授作咨询，一个教授告诉

他，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就可

以继续读博士；还有一个教授鼓励

他，不要考虑金钱的问题，按照自

己的心愿，在自己喜欢的专业继续

读下去。蒙代尔选择了自己喜欢

的经济学专业，24岁在著名的麻省

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总结说，那些教授都是根据自己

的人生经历给他指路，但是在人生

的每个阶段，最重要的事只能由自

己作决定。他当场用唱歌的形式

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哭过，我笑

过，我唱过，我跳过，我成为我自

己。”那个场景让我记忆犹新。

选择，是一件很费心思的事

情。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

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

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

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尽管柳青

写的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

的故事，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我认为，

这句话仍然没有过时，只是“紧要

处”的定义有了重大改变。对现

在的年轻人而言，能摆脱为生存

而挣扎的转折点就是紧要处。因

此，在互联网+和鼓励大众创业

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

的机会，多样性是 90 年代出生的

大学毕业生的显著特征。他们已

经不把在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当

成非做不可的事情。自己或者和

几个朋友联手创业，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也是现实的“紧要处”。“紧

要处”的选择上，他们还需要有经

验的人给予意见，指引方向。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讲，我

选择其中几句话作为送给那些正

在找工作或者还在犹豫不决的年

轻人。“毕业生们，你们的价值观

非常重要，它是你们的北极星。

你们需要面临的，是找份工作支

付房租、吃饭，还是让自己做正确

的事情、做好事、做公平正义的事

情？找到自己的北极星。让它指

引你的生命，你的工作。或许这

就是现实。”

年 轻 人 ，你 的 北 极 星 在 哪

里呢？

每年的 6 月 8 日是联合国确定

的“世界海洋日”，今年的主题是“健

康的海洋，健康的地球”。这显然是

因病而发的祝愿。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着北方

最自然的海岸线，礁石嶙峋、惊涛拍

岸。前几天领朋友游滨海路上的燕

窝岭，沿陡峭的山间台阶来到海边，

欣赏巡洋舰般的奇崛礁石。看着海

面上漂浮的饮料盒、塑料袋，我不禁

有点尴尬；朋友朝礁石走去，却被看

海人喝止：海滩承包，禁止靠近！这

是怕养殖的海产品被人捡走。但这

是公共海域呀！

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相比，人

类不但是唯一闯入了陆地所有生态

系统之中的生物，而且发展出了开发

海洋生态系统的强力手段。对海洋

生态系统的高强度干预和开发，带来

了海洋环境的污染、海岸线被侵蚀、

海洋鱼类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以及全球变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这就是今天的海洋之病！

仅在两个世纪前，海洋环境和

海洋生物还是那般天然丰茂。庞廷

《绿色世界史》中的记载令人难忘：

1709 年，一位英国水手在智利海岸

外的一个岛屿登陆，惊讶于海豹和

海狮“在岸边如此稠密，我们不得不

把它们驱赶开才能够上岸。它们的

数量那样多，没有亲眼目睹的人很

难相信”；18 世纪后期，库克船长到

达澳大利亚时，发现海中的鱼那样

密集，以至于渔网都被撑裂；另一位

船长记述船舶驶入悉尼途中，“从白

天 12 点一直到日落，我们从不同种

类的鲸鱼群中驶过，它们一直延伸

到地平线，我站在桅杆顶上，一眼望

不到边”。

已知的 1700 年后灭绝的 21 种

海洋动物中，有 16 种是 1972 年后灭

绝的，20 世纪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

是自然“背景速度”的 40 倍。最近

这 30 年中，世界上约有 750 起重大

的海洋溢油事故。每起事故都导致

海滩污染，大量的海鸟和动物死亡。

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

阳光照入提供了生命所需的能量，

但人类产生的废物却没有任何渠道

可以逸出。这些废物中的许多靠自

然系统不能循环，它们作为污染物

影响着自然过程和生态系统，不管

是排入空气或倒进海中，都留存在

这个封闭系统的某个地方。

从太空远眺，地球的主色调是

海洋的蔚蓝色。海水覆盖着地球表

面大约 71%，最初的生命形式从海

洋中浮现。当人们以开掘和旅游的

方式来征服和消费海洋时，想想这

片夺人心魄的纯净之蓝吧，别辜负

了宇宙的厚赐。

近来看到许多的相关报道：一些城市的农民

工，利用一切机会将孩子接到打工的地方，让孩

子跟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在这中间，他们要么带

孩子去优美的风景名胜区游玩，要么买给孩子许

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要么让他跟那

些有着优裕的生活学习条件的城市孩子交朋

友。舐犊之情，殷殷期望，很是令人感动。

但看着看着，会发现往往也有一些不和谐的

音符贯穿于其中。无论是父母，还是相关的热心

人士，都在耳提面命地向那些孩子灌输着这样的

思想：这儿好吗？你想来吗？回去努力吧，你一

定能实现到繁华的地方过幸福生活的理想。而

报道的镜头，捕捉到的，往往是孩子游玩时的欣

喜，得到时的快乐，交友时的欣悦，却将那些孩子

离去时落寞中的忧伤、失意中的不甘漠然置之

了。望着那些孩子远去的单薄身影，在深深地同

情的同时不由得也生出深深的忧虑。

我们的愿望是好的，希望这些孩子经过自己

的努力，能够摆脱穷困和封闭，走出困境，过一种

他们梦想的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

建立在“成功”两个字的基础上的。而且这样的

成功，大多指的是生活享受方面的成功。那么，

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如果不成功呢？而且对于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孩子来说，不成功的可能

性是远远大于成功的；纵然长大后真的到城市中

生活了，能马上拥有那些曾经吸引过他们的物质

条件吗？更何况，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

都有那样的生活，而且他们在玩乐过程中也没有

体验到城市中工作的人的忙碌和辛劳。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如果不能实现到城

市之中过富足生活的梦想，那么，就镇定自若地

在出生的地方生活，通过付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状况，进而使家乡的落后面貌也得以改变；如果

愿意外出，那么，就坦然地通过劳动来获得收入，

从而使自己活得坦荡而自足。心中不乏希望，但

必须直面社会存在差异的现实。

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做了这样的工作：我们

将成功定义得极为狭隘之后，把它深种在这些孩

子的心里，让他们在感到自卑的同时，生出无限

的向往，但也让部分孩子在为自己的出身感到不

公的同时还有强烈的不平。许多孩子回去之后，

就难以接受他与生俱来的生活现状了。心智强

大的，谋求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实现目标；心

智不强大的，心理极容易扭曲，不但会埋怨父母，

疏离家乡，而且还会对社会产生愤懑之情。现在

的许多孩子，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贫富差距和地

域差异，一心只追求那些极少数孩子才能满足的

享受，却不顾自己的家庭现实，就缘于这种心

理。虽然他们的情况与上述孩子并不完全相同。

成功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对成功的定位也

是因人而异的，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将“成功”

唯一化了。面对现实，在当前的教育过程中，我们

一方面要教育孩子通过努力去赢得成功，另一方

面，也不能忘记它的反面，针对所谓的成功，也要

抱定不成功的准备。完全可以说，对教育而言，后

者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心理的健

全，并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和安定。当教

育仅仅是服务于少数人成功的教育时，就等于把

大多数人抛弃了，它也就面临极大的危险了。

要成功，先接受失败

当教育仅仅是服务于少数

人成功的教育时，就等于把大多

数人抛弃了

□ 李尚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