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排片率不足 10%到票房 8 亿，将好莱坞

大制作《功夫熊猫 2》创下的动画影片国内票

房纪录远远抛在身后，国产影片《大圣归来》

在暑期档的表现可谓一场“华丽冒险”。对于

诸多“非大片”的国产电影来说，这或许可以

成为突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重要参考。

在新浪微博搜索《大圣归来》，一个话题

引人注目：大圣归来自来水。无数年轻的观

众将自己比喻成“不请自来的水军”，笔者有

一位动画界的年轻朋友甚至搞起了微博抽

奖，将自己制作的“大圣”明信片和手机链，免

费赠送给看这部电影的观众。

平心而论，《大圣归来》距离经典尚有距

离，无论是人物设定还是情节设置，都能明

显看出好莱坞动画电影的影响，一些视觉效

果则受限于制作经费不足。但它依然调动

起观众巨大的热情，这种精气神儿究竟从何

而来？

一方面，来自于观众对国产全年龄动画

长片的巨大期待。无论是早期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还是后来的日本与好莱坞的动画“舶

来品”，都培养起了一大批动漫爱好者，他们

对动画这种表现形式本身抱有好感，也具有

足够的消费能力。但诸如《喜羊羊灰太狼》等

国产动画长片一直以来针对的是低龄观众群

体，而《魁拔》之类的动画长片则在情节和人

物等方面存在“硬伤”。《大圣归来》在成熟度

与完成度上，确实是国产动画长片的一次突

破。大圣的成功，因此被称为是动画爱好者

们的“报复性观影”。这种观众热情，将让未

来诸多“靠谱”的国产动画长片受益。

其他国产类型电影们更能受到激励的，

则是口碑营销对《大圣归来》带来的巨大成

效。对于知名版权和演员个人的痴心粉丝对

作品的评价往往停留在一边倒的赞美上，而

凭借口碑，作品会得到更为深入与全面的解

读，显然更容易影响普通路人的消费选择。

能够通过口碑营销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这

对于整个国产电影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除了迎合市场热点的综艺或粉丝

电影，和诉诸于“视觉暴力”的特效大片之外，

扎扎实实不玩噱头的作品也同样有机会得到

市场的认可。不过，参与制造口碑的多半是

年轻观众，想要得到他们的热情，就要有他们

能够接受的互动方式。《大圣归来》制作团队

的一系列访谈都带有鲜明的平和与自嘲的态

度，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梦想，这种发言

“姿势”显然更能被年轻群体所接受。

此外，《大圣归来》还探讨了影片衍生品

二次创收的可能性。在影片公映中期，片方

就通过社交网络展开了征集网友周边制作方

案的活动，并且随后通过淘宝众筹平台进行

了多款周边的预售，包括 U 型枕、变色伞在内

的一系列周边产品都颇有创意，也在销售中

被短时间“秒杀”。和国外同行特别是日本同

行相比，国内影片通常不大重视周边开发，即

便制作出一些周边，通常情况下也仅在影院

销售，数量也比较单一。《大圣归来》的经验表

明，社交网络能够提供创意支持，并将创意同

样作为口碑营销的一环；网购渠道能够有效

地汇聚碎片化的需求，众筹模式则能够为体

察这样的需求留足“提前量”。更多影视作品

可以从这几点上入手，通过周边制作为自己

制造更多话题和收益。

《大圣归来》已成为暑期档的一个“现

象”。衷心希望有更多“大圣”能够从中获得

经验，一路向上，共同创造出中国电影市场更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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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援

更要援外

前 不 久 ，在 2015 顶 级 足 球

峰 会 广 州 站 友 谊 赛 中 ，广 州 恒

大 队 以 5 比 4 的 点 球 比 分 战 胜

德 国 劲 旅 拜 仁 慕 尼 黑 ，中 国 俱

乐部近年来首次战胜欧冠级别

的世界劲旅。

即便一场商业比赛的竞技价

值不能与正式比赛相提并论，但

不可否认，在近些年与世界水平

的对话中，中国球队的竞争力正

在逐渐增强。事实上，中国俱乐

部突飞猛进的秘诀无外乎“外援”

二字。自广州恒大吹响了“金元

足球”的集结号以来，中超联赛便

开始了外援竞赛。但值得注意的

是，与愈演愈烈的外援潮相反，我

国球员却难有“走出去”的机会。

与 2009 年蒿俊闵、邵佳一、郑智

等多人征战欧洲五大联赛相比，

如今的联赛质量和球员实力虽在

稳步提升，但留洋人数却逐年下

降。最近一两年，中国球员更是

几乎被高水平联赛彻底抛弃，这

确实有些不合逻辑。

其实，中国球员难以走出国

门，并不是不被国外认可，而是受

制于联赛的职业现状和俱乐部的

个别利益。由于要保证实力避免

人才流失，俱乐部对留洋的态度

通常比较中性，或者表面上支持

球员出国发展，私下却哄抬转会

标价，而国外球队自然不会做转

会市场上的冤大头。同时，球员

也普遍缺乏出国动力。中超火爆

的球市给球员带来了名声和财

富，与其冒险去欧洲闯荡，不如在

国内拿高薪享受明星待遇。在此

环境下，愿意放行球员出国的俱

乐部凤毛麟角，坚持留洋追梦的

球员也越来越少。

足球世界的中心在欧洲，留

洋欧洲无疑代表着走上了高水平

训练、比赛的“捷径”，几乎所有在

海外充电的球员回国之后都可以

明显地看到技术、身体对抗等方

面的进步。诚然，出国深造并非

一步登天，更不能仅凭个别出国

深造的球员就妄图拯救中国足

球。日韩足球的成功经验告诉我

们，足球发展的基本是青训、载体

是联赛，而出国深造则作为优势

提升的重要补充，也是带动整体

水平、输出足球形象、与世界足球

连接的重要路径。

笔者认为，有条件的中国优

秀球员，还是应该争取出国打拼

的机会，而有责任感的俱乐部也

应适当地创造条件做些让步。中

国足球的整体发展本该多头并

进，既需强基固本，也需提升补

充，青训要培育、联赛要壮大，留

洋也不能荒废。当我们在各个阶

段和平台都有材可选的时候，中

国足球的整体实力才可能取得实

质性的提升。

日前，在美国加州开庭的一宗中国留学生

凌虐案震惊了世人。两名年仅 18 岁的中国留学

生涉嫌非法绑架两名中国同学，面临包括折磨、

绑架、殴打在内的 6 项指控，另有多位留学生在

旁“参观”。按照当地法律，这些孩子最高可判

终身监禁。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牵扯的留

学生都是高中生，年龄平均在 14 岁到 20 岁之

间，其中大多数为未成年人。

整个事件不啻为一个悲剧，其中有几个细

节值得反思：

第一，多位中国涉案小留学生的家长觉得

“很委屈”，自己的孩子只是在场但并没有动手，

因此对指控和通缉表示不解。

这凸显了留学生以及家长对美国法律的无

知。按照当地法律，所有涉案人员不管动没动

手，都视同犯下其中最严重的罪行。其次，非法

拘禁和绑架属于重罪。第三，案件牵扯到性暴

力，即便是未成年人的性暴力也是重罪。也就是

说，所有涉案留学生都触犯了三条重罪。

谈及此，就不得不说一说出国留学的准备

工作了。通常，孩子出国，家长们都会做不少功

课，不过以吃穿用住行为主，至多会关心当地的

习俗，很少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此事恰恰给家

长们敲响了警钟。

第二，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几个女孩为了男

生争风吃醋。这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是太正常不

过的事情了，但最终演变成恶性刑事案件就不

正常了。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于道德底线的

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讲，还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恶果。

涉案孩子出国的时候年龄还很小，也就十

三四岁的样子，心智远未成熟。这个年纪正是

孩子们的叛逆期，他们有无限的潜能，对新鲜事

物充满好奇心，但同样不愿意受约束，“天不怕

地不怕”。在国内，孩子们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圈

子里，在家有父母的指点，在学校有老师的教

导，大多数孩子都能在成人的陪伴下安全走出

叛逆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而低龄留学的孩

子则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他们被“空降”到一个

陌生的环境，甚至长期生活在寄宿家庭中，孤独

感、压抑感被青春期的躁动急剧放大，如果此时

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更易形成偏激的行为

模式。

说到底，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教育

的缺失。好吃好喝地养着孩子，甚至省吃俭用

供其出国留学，只是家长责任的一部分，教育同

样是为人父母的天职。而教育范畴里，价值观

的形成比知识的摄取更加重要。即便是不能陪

同孩子一起出国，家长至少也要通过不同方式

保持沟通，从其日常生活中传递的信息来分析、

帮助、鼓励孩子。

第三，相比于是否送孩子出国留学，能否合

理择校是关键。比如涉案的“牛津高中”，其实

只是借了个牛津的名儿，和牛津大学一点关系

也没有。据媒体曝料，它只是一个台湾家庭开

办的私立高中，主要面向中、韩等国家招生。该

校 140名学生，大多来自中国大陆。

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内就掀起了低龄留学

潮。随即，很多国家的私立高中都纷纷提高收

取中国学生的比例。还有不少“国际学校”紧抓

“商机”，瞄准渴望送孩子留学的“小白”家长，妄

图大赚一笔。对于这类学校来说，营利才是第

一目的，教育只是为营利服务的，教育质量根本

无从谈起。何况，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是中国人，

指望孩子在这样的学校学习语言，融入当地社

会，怎么看都是痴人说梦。

出国留学并没有错，但没有做好准备就送

孩子出国留学就是大错特错了。这些触犯法律

的熊孩子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没有做足起

码的功课，没有进行有效的引导则是家长之

过。美国司法部门这狠狠的一板子，打醒的不

该只是他们。

打醒低龄留学潮

出国留学并没有错，但没有

做好准备就送孩子出国留学是

大错特错

一个人得了 2000 元钱和丢了 2000 元钱对

内心的冲击，哪个更大？显然，丢钱冲击更大。

心理学研究表明，同样的得失对人内心的影响，

“失”是“得”的两倍。由此可见，人对损失更敏

感。这就是“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还表现在面临收益和损失时人们

不同的态度。假设你参加一个活动时有两个选

项：选项 1，确定给你 100 元钱；选项 2，掷硬币，

正面朝上不给钱，背面朝上给 200 元钱。你会怎

么选？大部分人会选择选项 1。假设你参加另

一个活动时有两个选项：选项 1，确定让你交 100

元钱；选项 2，掷硬币，正面朝上你不交钱，背面

朝上交 200 元钱。你会怎么选？大部分人会选

择选项 2。笔者做了近 3500 次调研，第一种情况

80%以上选择选项 1；第二种情况 80%以上选择

选项 2。为什么是这样？第一种情况，收益描

述。面临收益，人们倾向于稳妥先拿到钱而不

愿冒险：万一运气不好可能什么也得不到。第

二种情况，损失描述。面临损失，人们倾向于冒

险赌一把：如果运气好可以不交钱。

损失厌恶在生活中对人们的行为影响颇

大，主要表现在：

不知止损、拿不住盈利。例如，你有两只股

票，分别涨跌了 20%，市场情况大致正常，你急着

用钱，必须卖 1 只。请问，你会卖哪只？大部分

人会卖涨的那只。大多数人卖涨的那只。为什

么？人们常不能忍受股票上涨后带来的煎熬，

生怕跌回来。所以面临上涨带来的收益，一定

要先落袋为安，而忽略了它继续上涨的可能

性。股票下跌是损失，面临损失，愿意赌运气，

总希望它能涨回来避免损失。严格说，这个操

作不合理。一般说来，正常市场条件下，强者恒

强，弱智恒弱。股票跌了 20%，应该止损卖出。

但普通投资者此时往往不卖，因为一旦卖了，就

成为实在的损失，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所以希

望赌一把。《行为金融》中曾写道，卖了跌的而留

下涨的股票，其收益比卖涨留跌高 4.4%。另外，

止损是执行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股票

市场。如果不及时止损，将来损失会越来越放

大。假设投资者有 10 万元本金，跌了 20%，剩了

8 万元。8 万元涨回到 10 万元，需要涨 25%。若

亏损 20%没有止损，一旦跌了 50%，剩了 5 万元

本 金 。 而 从 5 万 元 涨 回 到 10 万 元 ，需 要 涨

100%。由此可以看出止损的重要性。但受损失

厌恶的影响，很多人很难止损。在股市许多人

没有盈利前胆大包天，志在必得。一旦有了盈

利，赶紧卖出。但如果股票卖出后继续上涨，又

觉得自己亏了，为了避免这个心理上的“损失

感”，常急不可耐地在更高价格上买回。

另一个表现是急于挽回损失。一旦形成真实

亏损，人们常急于操作，以便挽回损失。此时，常

不顾市场情况，即使大市下跌，这些人也急于买

进。有点类似赌场里的赌徒赌输了急于翻本。这

说明了损失厌恶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

想克服损失厌恶，那就要人们对损失和收

益都给予重视。决策者做选择的依据不应是前

面已经发生的盈利和损失，而应是以后盈利和

损失的可能。以股票为例，买卖的唯一标准是：

以后上涨的可能性。

管理过程中也要考虑损失厌恶。例如，要

慎重使用扣发奖金等极端手段。为什么？对常

人来说，得不到及没有得到的不珍贵，得到了但

可能失去（被认为是损失）的最珍贵。确定奖励

的额度也要谨慎，如果初期额度过大，万一后期

难以为继再减少甚至取消奖励，对员工的负面

影响会超过开始不给或少给奖励。

别被损失感欺骗

想克服损失厌恶，那就要人们

对损失和收益都给予重视

□ 郝旭光

花钱、花时间还得被孩子恨，换位

思考一下，哪个家长想落得如此结局，

真正是“花钱换白眼”。

暑假报班，绝对是无奈之选。如

今的家庭，大多是独生子，都把孩子的

幸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可惜，应

试教育并未走远，分数仍是判断学校

好坏、教师水平的标准。在不少地方，

表面上提倡的是素质教育，叫停了各

种奥赛，但每逢考试，依然要考奥数。

不报培训班，在学习中自然吃力，很难

得高分。上海的一位家长告诉我，她

从未打算给孩子报班，但面临小升初

的压力，又想让孩子考进一所理想初

中，这个暑假也给孩子报了奥数班，她

陪读，苦不堪言。

暑假报班，对普通家庭是笔不小

的支出。各地培训市场异常火爆，一

个暑期班至少要上千元，如果上“一对

一”“一对二”，投资动辄上万。但这笔

投资，家长投得心甘情愿。孩子是否

成材，关乎家庭幸福。暑假时间较长，

对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假期没人看

管，自觉性不强，难免进入“放羊”状

态。有句话颇为流行，“就怕比你优秀

的人比你更努力”，那些“牛孩儿”们还

在上培训班，何况咱这些平凡的孩子

呢。不趁着暑假缩小差距，更待何

时？此外，想让孩子在假期有人看管

也是部分家长报班的原因。暑期班延

伸服务，老师辅导写作业、增添小饭桌

等功能，自然受追捧。

孩子不容易，家长也难当。既要

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也要考虑孩子

的学业和未来。如果都能互相理解，

换位思考，即便上个暑期班，也不至于

闹到不欢而散吧？

（王 晋）

在当下，“萱妈妈”式家长并不罕

见，她们绝不能允许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与其望女成凤的热度相比，酷暑

骄阳都要逊色三分。

对孩子饱含期望是人之常情，适当

接触艺术对孩子身心成长也大有裨益。

但若像萱妈妈一样过火地硬塞，兴趣培

养就变了味，无可厚非的初衷未必能带

来预期收益，于家长于孩子都是折磨。

对家长而言，工作之余不得不挤

出时间接送甚至全程陪同，孩子在各

门课中的表现、学习效果都要记录追

问，尽到监护人之责任；时不时地还得

连哄带骗地降住孩子的抵制情绪。投

入的心神、时间、金钱不计其数，一个

暑假下来，近乎心力交瘁。

作为一名学生，我觉得对孩子而

言烦恼更多。

处在最纯真的年岁，孩子本该与花

鸟对话、触碰自然的脉搏，随性涂鸦，无

拘束地创造，在纷繁的世界中探寻真正

的兴趣。但满满当当的时间表让他们无

缘于此，只能在三尺课桌间乖乖地坐着

听讲。看似培养兴趣，实则抹杀童真。

莫说孩童，让身强体健的成年人

顶着烈日穿梭在城市里，恐怕都吃不

消。课程间歇全耗在路上，连个从容

的囫囵饭都吃不上，草草吃个快餐大

概是最常见的办法。熬过这样一个假

期，对孩子的身体也摧残不浅。

哭诉求情都没用，家长全然不顾孩

子的感受，单凭一腔“为你好”的热情，逼

得孩子气急报警。幼小心里烙下的是不

通情理、固执心切的父母印象。血缘至

亲尚且如此，留给孩子的是深深的无奈。

向远一点看，不留余地的家长包办，

还能让孩子学会规划自己的时间吗？刚

满5岁就承受如此负担，孩子还能对学

习抱有兴趣吗？一意孤行地牺牲童年乐

趣 ，真 就 能 换 取 所 谓 的 未 来 幸 福

吗？⋯⋯这些问号，萱妈妈们可曾想过？

（王 昱）

家长说：

无奈之选

学生说：

还我童年

正值暑假，不少孩子被家长塞进
各种补习班、兴趣班。5岁的萱萱被
妈妈安排上了钢琴课、围棋课、画画
课⋯⋯孩子一怒之下嚷着要报警，找
警察叔叔来解救她。暑假，孩子到底
应该怎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