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12 年的“异军突起”、2013 年的“蔚为

大观”、2014 年的“延续辉煌”，到 2015 年的“高

烧井喷”，在电视真人秀节目最光鲜的当下，光

线传媒的电视事业部却宣布解散重组；爱奇艺

提出纯网综艺的概念。两家民营企业一个下

手“削藩”、一个另辟蹊径，这中间释放出两个

信号：一是靠明星烧钱、成本高企的“综艺大

片”盈利空间已日渐逼仄；二是视频网站准备

甩开电视台单干，实现一家独大、只独播不联

动的垂直分众定位。从张开双臂到收回双臂，

这一举动无疑暗示着眼下的综艺节目正从“香

饽饽”过度为“烫手的山芋”。

电视真人秀节目在中国起步不晚，但直到

近些年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无论是

户外竞技、生存挑战、密室逃脱，还是亲子相

亲、音乐选秀、美容减肥，从刺激人的耳朵，到

撩拨人的神经，尤其在每个周末的黄金段，各

家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只有想不到的节目没有看不到的类型。这些

欢快、炫丽的节目把家中的老人、年轻人和宠

物都吸引到电视机前，被移动终端冷落的机顶

盒也重新工作起来，一家老小嬉笑逗乐、插科

打诨的温馨场面再度复现。

明星真人秀节目何以如此有看点？原因

在于它拉近了明星和观众的距离，释放了他们

真实的内在情绪。它试图把明星拉到普通人

的层面，让平日高高在上的男神女神下凡尘，

去做普通人做的事，展现他们最为真实和生活

化的一面，满足观众的娱乐、猎奇、八卦和偷窥

心理。许多节目还给明星“挖坑”“埋雷”，让明

星出糗、“出状况”，通过这些出其不意的变化

和反转进行调戏、整蛊，以制造爆点和笑点。

而观众就喜欢看到艺人们的形象反转——由

女神变成邋遢的女汉子，非肌肉男户外狼狈挑

战的样子。正所谓你虐明星千百遍，观众才待

你如初恋。

其实，明星也像普通人一样，要睡觉起床、

吃喝拉撒，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发脾气。真人

秀节目通过纪录片似的拍摄手法和没有脚本的

台词，以适度的表演和故事性的矛盾冲突，还原

了明星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过去在观众面前

端着、拿着劲的明星偶像都在节目中走下神坛，

达到了“去神”、“去魅”的效果，让观众产生亲切

感。明星们在私底下活色生香而又普通平凡的

一面被原生态地记录下来，没有摆拍，不会重

现，一切都不是被预设好的，但一切又都是必须

预先构想的，是一种刻意中的随意。

正是基于这种本色的呈现和不经意的

“秀”，真人秀节目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受众的

心理，实现了收视爆棚。它从表面看是明星

之间的挑战和竞技，其背后掀起的却是一场

利用粉丝经济争抢收视率、赢得广告和冠名

的资本大战。在资本的博弈下，明星的身价

和节目制作费呈几何式飙升，投资过亿成了

综艺节目的标配。在《极限挑战》中带头的

“坏叔叔”黄渤光一季节目的出场费就高达四

五千万，其薪酬相当于一两部小成本电影所

需要的资金；一些节目仅制作成本就超过 350

万元。高片酬、高成本、大制作使真人秀节目

掀起了一场资本的狂欢。

毋庸置疑，真人秀用新颖的创意、幽默的

语言给观众营造了不少欢乐，洗刷了人们心中

沉积已久的“雾霾”，呈现出多彩的世界、励志

的人生和积极的正能量。但有些节目被指无

聊低幼、瞎贫瞎逗、缺乏智识，只有快感没有美

感；有的节目为了片面追求戏剧化效果，故意

弄虚作假、哗众取宠，设计一些违背生活逻辑，

与日常生活经验反差较大的低级噱头；有些节

目既不攀登正能量的高峰也不触碰负能量的

底线，以一些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的无聊谈资

博人眼球，比如讨论“恋爱要不要找一个备胎”

“女人是否该穿高跟鞋”等肤浅话题，无疑用很

大投入、花很多钱最后让观众吃了很多“苍

蝇”。

当然，真人秀节目成本高企是市场化的结

果，娱乐是其本质属性，我们无从指责它的市

场性也不能寄希望于它承担过于深重的思想

文化功能，但保持节目的真实真诚、营造健康

的精神旨趣和格调品位，注入时代精神和人文

内涵是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本。眼下，靠

电视节目起家的光线传媒弃暗投明重组电视

事业部，爱奇艺脱离电视台自立山头，着手纯

网综艺的自制与独播或将暗示着真人秀节目

将面临新一轮的市场洗牌。正如爱奇艺自制

节目《奇葩说》开头所警告的：“40 岁以上观众

请在 90 后陪同下观看”，未来的真人秀将实现

节目的精准聚焦和分众传播，节目的生产渠道

将由传统电视台朝模式更自由、对象更年轻、

互动更强烈的网络倾斜。同时，伴随着肤浅无

聊节目的过气和退场，构建适度价值、意义、审

美和人文精神与主流价值观的综艺节目将在

下一个风口进入新一轮的市场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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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执法，先懂法

□ 吴之如

□ 赵凤兰

正是这种对未知世

界的不断探索，让我们

的生活不那么平淡

真人秀，你的出路是价值秀

吴之如吴之如／绘／绘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政府因强拆问题被告上

法庭。窦店镇政府称他们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市政建设重点工程有关规定的通知》文件

第五条，决定对原告高女士的问题按照先拆迁腾

地，后处理纠纷的原则办理。但是法院审理认为，

该《通知》属于规范性文件，并未赋予窦店镇政府强

制拆除房屋的权利，所以强拆行为应属超越职权。

在城镇化建设的热潮中，读懂政策、掌握基础

法律知识，是基层公仆应当具备的基本功。只有

基础工作做好了，现代化建设的根基才扎实。

世事繁杂，本已

够辛苦劳累，何苦再

为了一己私利劳心费

力地争来争去

□ 张文艳

争不如放

争，争取，力求获得，互不

相让，靠强制的行动或方式来

取得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

“争”也是一切生物进化的动力

和理由，所谓“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不争”却又是作为一个

个体的人，在相当程度上对人

性、竞争、生存有了深邃超然的

认 识 后 的 一 种 人 生 态 度 。

英国诗人兰德这样写道：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

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

了，我也要走了。”爱艺术、爱大

自然，和谁都不争，这也是一种

美丽的人生！

人类不应是弱肉强食的动

物。在社会上，除了竞争，还有

扶助弱小、企求和平、强弱共存

的伦理道德。一个人的胸襟决

定着一个人的高度与格局，胸

襟不是简单的避让和消极无

为，而是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

争的终极智慧。试想一个锱铢

必较的人，也只能是一个心胸

狭窄的小气人。

林语堂的《风声鹤唳》里有

这样的话：“不争，乃大争，不

争，则天下人与之不争。”柔弱

不争，也是道教修养自我处世

生活的教义。不争并不是什么

都不做，而是不和别人攀比，事

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高调做

事，低调做人，那是因为自己有

本事。“道”之不争的真意是不

与他人争，而是和自己争，和天

时争，不断地超越自己，突破自

我，羽化成蝶，所以老子说：“自

胜者强。”

与世无争、清静无为、心胸

旷远而博大的人，自会达到不争

而争。走正确之路，放无心之

手，结有道之朋，断无义之友，饮

清净之茶，开方便之门，闭是非

之口，又有什么可争的呢？

《红楼梦》里赵姨娘，儿女

双全，本应是贾府里尊贵的人，

却不懂得自重，争来争去，却

“争”得连下人都瞧不起。老子

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

之争。”不争，却又是最强大的，

这才是“争”的最高境界。

世事繁杂，本已够辛苦劳

累，何苦再为了一己私利劳心

费力地争来争去？如若参透了

人生的真谛，也便懂得了“争”

的无意。正如有的人，拼死拼

活不惜一切代价就为了争那么

一口气，而“争”到最后，却连自

己本存的那口气也“争”没了，

也就太不划算了。

6 月中旬以来，中小投资者在股市经历了惊

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重

要方面是大家的“易得性偏误”在作怪：基于容易

获得的信息来决策。

人们决策时为什么要基于容易获得的信息

（而不是应该收集的信息）来作出判断？这是因为

人们喜欢走捷径，不愿意深入思考。

“易得性偏误”广泛存在。例如，调查下岗

情况，如果让下岗者来回答下岗人数，他们会

夸大这个数字，因为他们身边有更多的下岗人

员。心理学家 1974 年在美国做过一个研究，让

普通人猜测美国人交通事故和胃癌的死亡比

例 ， 人 们 回 答 的 平 均 比 例 是 前 者 为 后 者 的 4

倍。但实际上，那一年前者死亡人数是 45000

人，后者是 95000 人，可当年报纸报道两者死

亡的比例却是 137 比 1。由此可见，信息“易

得”会影响人们的判断。

何种信息易得？表面、简单、大家都知道的信

息“易得”，而深层、复杂、独享的信息不大“易

得”。眼前的信息和利益容易被看出，但长远的信

息和利益不容易被看到。例如，美国“911”后，很

多人不敢乘飞机，但恰恰此时，深层次考察乘飞机

可能是最安全的；非典后期大家都不敢去公共场

所，深入分析可能此时公共场所是非常安全的。

“易得性偏误”对中小投资者的影响。例如，

在 2014 年春沪市在 2000 点左右时，证券营业部门

可罗雀，平时聊天很少有人谈股市。此时中小投

资者看到的是“没有人炒股和挣钱”，可见的风险

几乎全部暴露，并且这些事例既鲜明生动又具体

并且为自己亲眼所见，属于“近期而不是长远、表

面而不是深层次”的信息。宏观经济不支持股市

上涨等“易得”信息随处可见。可能的收益往往隐

藏着，是不“易得”的信息。因此他们此时一般也

不会进入股市，而且往往会卖出套牢了很久的股

票。但到了 2015 年 5 月底 5000 点以上，几乎全民

皆股，人人股神，好像个个账面盈利，这也是中小

投资者亲眼所见、生动鲜明而具体的例子，收益是

“易得”信息。但风险是隐藏的，是不“易得”的深

层信息。中小投资者此时受“易得性偏误”影响，

会盲目蜂拥入市。“易得性偏误”使得中小投资者

常常在底部割肉，在顶部套牢。

中 小 投 资 者 如 何 避 免“ 易 得 性 偏 误 ”的 影

响。一般来说，问题不十分重要，人们可以走捷

径，被“易得性偏误”影响也无关大局。但股市投

资，对个人肯定特别重要，因此不能走捷径，要避

免“易得性偏误”的影响：尽可能去获得实际的统

计数字，尽量不要为表面印象等“易得”信息所左

右。避免人云亦云，尽可能理性、全面、独立、长

远思考，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股市的

中小投资者“七赔二平一赢”，多数人亏钱，说明

多数人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所以要时常

与身边的多数人反向操作：多数人恐惧时不妨贪

婪些，多数人贪婪大量买进时一定要恐惧，那就

是坚决卖出。

易得信息多，小心被忽悠

尽量不要为表面印象等“易

得”信息所左右

当“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

从 48 亿公里之外将冥王星清晰

的图片传回地球时，2015 年的 7

月就注定了不平凡。对于天文爱

好者来说，他们知道下一次有这

么好的观测冥王星的机会要等到

200 年之后。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们知道了“爱心”不光能征服

地球，还能征服宇宙 （照片上显

示，冥王星表面有一个明显的桃

心形状）。

浩瀚宇宙，茫茫星空，不知

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不知引发

了多少人的无穷遐想。就拿冥

王星来说，从 85 年前一个叫克

莱 德·汤 博 的 美 国 小 伙 儿 发 现

它，到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很接近

地观测它，这中间包含着人类对

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凝聚着人

类对技术进步的孜孜追求。这

种探索精神和追求努力，是最能

感动人的正能量。

中国人应该是最早注意观测

天文的民族之一。比如，夏朝时

有最早的日食记录，殷墟甲骨文

中有最早的月食记录；《春秋·鲁

庄公七年》记载了一次天琴座流

星雨的发生，《诗经·小雅》有世界

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日月连食的

记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曾绘出二

十九种不同彗星的图画，司马迁

在《史记·天官书》中留下了五百

多颗恒星的记载，如此等等。这

种源远流长的“天文爱好史”，并

不是因为古人闲的无聊，而是与

先民们经过观察，注意到天文、星

相、季节、气候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及对农耕的影响。“靠天吃饭”，

其实是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真实

写照。

当然，古代频仍的战争，使得

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

才能够脱颖而出，成长为优秀的

军事统帅。人们熟知的《三国演

义》中“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

精彩的章节，生动刻画了诸葛亮

深 晓 天 文 、神 通 广 大 的 军 师 形

象。书中那段诸葛亮向鲁肃解释

怎么判断出某日“江上必有大雾”

的言论，几乎就是一堂天文气象

学的科普课。

不过，封建王朝时代的科学

普及肯定是非常糟糕的。比如，

同样是古典名著的《水浒》，其气

象方面的知识就一塌糊涂。书中

写林冲“雪夜上梁山”，走到梁山

地界时“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

早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但

是当朱贵派小喽啰用船将林教头

送到水泊中时，却是“山排巨浪，

水接遥天”，湖面居然没结冰。无

怪乎有学者考证，《水浒》的作者

必然是没有北方冬季生活经历的

南方人。

宋明之后的中国读书人缺乏

天 文 气 象 等 知 识 ，想 想 也 不 奇

怪。一方面，文人读书为的是科

举考试，可以“不辨菽麦，不识稼

穑”，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在八股考

试范围之内，谁去学它？另一方

面，皇帝们说“君权神授”、“天命

所归”，强调“天机不可泄露”，垄

断了天文气象方面的“研究权”、

“解释权”，平民不许乱发议论。

结果是，除了一些江湖术士靠所

谓“星相”、“八卦”蒙人骗钱，老百

姓只要知道黄历知道二十四节气

就行了。只不过，愚民政策一旦

推行，老百姓固然懵懂无知，满朝

文武乃至举国上下的文化精英

们，于天文气象等方面也基本上

是半吊子，矿冶、机械等学问一窍

不通，航海探险之类更是想都不

想。结果，坚船利炮的西洋人打

进 来 ，才 知 道 自 己 已 经 大 大 落

后了。

如今，我们已经比前辈祖先

们进步太多也幸福太多。“嫦娥奔

月”不再是神话，飞出地球不再是

梦想，移民火星都有人报名。也

许，正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不断

探索，让我们的生活不那么平淡。

对于刚刚结束高考的孩子而言，伏夏最大的

期待莫过于一封寄自高校的 EMS 快递。今年尤

甚，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枚邮封包裹着怎样的惊喜

——据说有的录取通知书里嵌了芯片，有的贴了

植物标本，有的附赠校长亲笔信，有的还是书法家

亲手写成。

求新意、亮个性、拼科技，将录取通知书设计

出如此创意，各大高校也是“蛮拼的”。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第二

个你”。北京林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缀着一枚

真实的树叶标本，脉络清晰可见。饱含哲理而不失

诗意的配词，让它荣膺“最美最文艺的录取通知

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录取通知书里植入了一

块智能芯片，可以自动识别新生身份，进了校门就

能当引路导航。中国人民大学模仿古时的捷报，用

竖版的书法字体传递喜讯。还有的高校干脆扮起

了 淘 宝 卖 家 ，“ 亲 ，祝 贺 你 被 我 们 学 校 录 取 了

哦！”⋯⋯不一而足。

这些倾注在页眉页脚中的心思，饱含着浓浓

的人情味。至少让涉世未深的少年心，触碰到了一

丝暖意。在俏皮味和科技感背后，录取通知书折射

出的内涵同样耐人寻味。

如今，录取通知书不再是镶嵌在国人记忆里

的一纸函文，“某某同学，你已被我校某专业录取，

请于 x 月 x 日凭本通知报道”，严肃有余而温情不

足。它已然成为高校彰显个性与优势的途径——

师范院校以毛笔书写，有“尊师重道，守护传统”之

意；理工类院校植入智能芯片，暗示科技的力量。

在入校之前，新生对大学的了解多是道听途说。半

信半疑之际，一份用心良苦、暗寄教诲的录取通知

书到了，拆开邮封即有扑面而来的惊喜，捧在手里

品读片刻，若有所悟。此刻的感染效果足以让任何

声势浩大的宣讲会、招生会黯然失色。

如今，录取通知书的代际差异也不只是排版

与配色的不同，鲜明地反映出了时代特色。电子

商务方兴未艾之际，淘宝体悄然替代了言简意赅

的公文言辞。移动互联网势头不减，二维码图标

也“抢占”了一个角落，只需一扫，班级、辅导员、

入住寝室号、未来室友尽收眼底。新获专利的毛

竹制纸技术，让录取通知书纤薄却更耐保存，精

致如工艺品。

无论是人情味、个性化，还是时代感，高校迈

出的距离都令人欣喜。

但在欣喜和肯定之余，我们还需要明白：一所

高校，想在高手如云的林中真正露出头角，单凭一

纸文书带来的短暂惊喜很难实现。挖空心思设计

出一份彰显个性、贴合时代的录取通知书不难，难

的是能把尊重个性、与时俱进的理念一以贯之地

执行在日常教学中。否则，学生就算入学时手握独

一无二的“通行证”，毕业时也未必能带走令人艳

羡的本领。

因此，高校不妨以设计录取通知书为开端，悉

心考量如何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上下功夫，以厚

重的人文底蕴和与时代同行的学术步伐博得世人

真正的惊叹。唯有如此，录取通知书为高校带来的

认同与赞许才不只是昙花一现。

创意通知书，浓浓人情味

高校不妨以设计录取通知书

为开端，悉心考量如何在课程设

置、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 王 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