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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必须纪念，因为于中国而言，它

是艰苦卓绝的抗战过程，弥足珍贵的抗战成

果。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

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

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同时，作为二战

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持续时间最长，牵制

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

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太平洋及亚洲

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伟大的中国抗战，

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正有越来越多的国

家以各种形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

莫斯科，盛大的红场阅兵仿佛把时针重新拨回

70 年前的胜利时刻；在法国小城阿罗芒什，经

历诺曼底登陆的人们戎装再聚，重现“最长的

一日”；在伦敦，二战时服役的轰炸机飞过阵亡

将士纪念碑，投下数以百万计的鲜花⋯⋯

我们之所以在特殊的时间节点重温历

史，正是要与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表达

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国家立

场，共同维护国际公理和国际正义的伟大意

志，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决心。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是一个被历史

反复验证的真理。正视历史从来都不是为了

唤起仇恨，而是为了追忆和缅怀，并从中汲取

和平发展的正能量。

人们不会忘记，1970 年 12 月 7 日，前联邦

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

惊世一跪。40 年后，再次来到华沙的时任德

国总统武尔夫感叹，勃兰特承担了过去、现在

和未来意义上的责任，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同

的德国和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德国形象。通

过全面承认、深刻反省不光彩的历史，德国完

成了自我救赎，实现了同邻国的和解，也获得

了世界的原谅。

然而，放眼世界，清晰正确的历史观并未

在所有国家中确立起来。个别国家仍然缺乏

面对历史的诚意，对战争罪行极尽推诿之能

事，甚至恶意美化。修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战

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诋毁慰安妇⋯⋯持

续作祟的右倾历史观，不断挑战着战后和平

国际秩序，不断挑战着世界公理正义，不断突

破着人类道德良知底线。这种扭曲的历史观

不断向世界传递着负能量，成为和平发展的

毒瘤。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同样是一个

被历史佐证的真理。正所谓“欲侵其国，必先

乱其心智。先伐交，乱其国，而后伐兵”。

目前在国内，一些错误思潮伴着思想活

跃多元的时代浪潮，打着“反思”、“解密”、

“证伪”的旗号泛滥开来。有些人恶意歪曲

历史，妄图颠覆和扭曲人们的认知，也有一

些人被错误的言论误导，对史实的看法失焦

跑偏。倘若任由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之风蔓

延，将导致历史观、价值观的混乱，实为诛心

之举。

不明过去，无以走向未来。越是多元化，

就越需要凝聚社会共识。严峻的内外部形势

提醒我们，树立清晰正确的历史观已刻不容

缓。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凝聚起历史共识，才

能让苦难的过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成

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精神力量。

“历史不单是过去的事情，乃是光芒四射

的路标，照亮人的现在和未来，教导我们生存

的方式。”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这句名言不

应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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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自制剧长大

每个微信用户，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无

奈：一刷朋友圈，各种投票链接跃然眼前：孩

子比赛、单位评优⋯⋯不投吧，好像挺对不

住朋友情面。投吧，还挺费事。赶上运气

好，一进链接就能投，帮忙只是动动手指头

的事。更多时候，还非得让你关注微信平

台，再留个邮箱、手机号、姓名注册一下，才

能投出神圣一票，简直不胜其烦。

为了让自己的宝宝、单位跻身前列，最

终摘取为数不多的奖项，人们使出了浑身解

数——转发到朋友圈只能算初级，转发给数

十个微信群算二级——据说依现在的“行

情”，若不同时奉上一个数目可观的红包，发

了也鲜有人响应。更有甚者，干脆雇佣水军

来刷票，明码实价，分分钟就能把票数刷得

令人望尘莫及。某电商平台出售的微信刷

票服务，销量庞大得令人咋舌。

如此看来，朋友圈投票已然从技能竞

赛，变味成人脉比拼、金钱大战。票数冠军

未必水平最高，更有可能是朋友最多者、钱

包最鼓者、动员能力最强者。

而朋友圈投票的本质，其实是微信营

销。乐于频繁举办此类活动的单位，往往是

意在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继而得到真金白

银的收益。微信用户众多，一个萌娃在此上

课，家长一转，培训机构的界面立即出现在几

百个朋友的视线里。一个员工在此上班，亲

友一转，上千个朋友马上知道它入选了“最优

服务单位”。只需花费几百元的奖品钱，就能

让自身品牌跃入数万人眼帘，实在是一笔划

算的生意。奖品和证书的诱惑下，许多人不

自觉地成了微信营销链条中卖力的推广员。

平心而论，活动主办者吸引关注的初衷

和微信营销的方式无可厚非。拉票成功，也

确实会给孩子、单位带来些许荣誉。但其中

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

以投票分高下，本身是对公平规则的伤

害。竞技比赛应由专业评委客观评选，仅凭

票数高低定出胜负，极容易在孩子心中种植

下“我妈朋友多我就能赢”“我爸舍得花钱我

就能得奖”的错误认知和荣誉幻觉。企业评

优，更应把选票交给掏过腰包的消费者，而

非交由经营者的亲友。挖空心思得个票数

第一便可荣膺“最优”称号，长此以往，谁还

有心以优质服务赢取口碑？如此奖项，何来

权威与分量？明知真相而汲汲于追求高票，

便是虚荣心作怪了。

而拼人脉拉选票的弊端之二，是情感绑

架。同样是拉票，有的人态度还算诚恳，有

人的言辞就让人心里倍感不快“是我朋友的

就给 xx 号投个票”“路过投票的，好人一生

平安”。帮她投票，似乎天经地义——因为

你是我朋友，所以必须无条件地支持我孩

子、我公司。若不投，不仅有背叛友情之嫌，

还要背负“没投票就不平安”的心理压力。

投与不投，俨然成了“是不是朋友、是不是好

人”的分界线。这样的情感绑架，让很多人

从主动乐意的举手之劳，演变成迫于人情压

力的不情不愿。

其实，拉票人自身也无奈重重。

我有个朋友，每逢年底就没完没了地

转发单位评优的投票链接，公家的事结束

没几天，又开始替孩子拉票——萌娃比拼、

绘画展示、舞蹈大赛⋯⋯我曾半开玩笑地

说，我真想给你拉黑了！她回以一声叹息

——“没办法啊，公司要求！大小领导都在

转，你敢不转吗？孩子看同学都成百上千

票的，自己可怜巴巴十几票，当妈的心里也

不是滋味呀！”

稀释了含金量，欠下了人情债，无奈

了拉票人，惹恼了众好友。如此拉票，不

要也罢。

拉票,请出圈

稀释了含金量，欠下了

人情债，无奈了拉票人，惹恼

了众好友

每逢假期，总有许多有条件的家长带着

孩子出外旅游。不满足于书本的知识，希望

通过旅行来增广见闻，扩大眼界，这是很好

的现象。但结果却往往令人失望：除了诸多

的地名和门票，孩子并没有收获什么，相反，

倒搞得部分孩子觉得哪里都一样，从而厌烦

再次出行。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忽视

或者忘记了旅游的本质。其实，“游”，在传

统文化中有着十分厚重的意义。它不是简

单的、快速地浏览，而是“交游”、“游学”、“游

历”，是边行走边交流、学习、经历。通过这

种方式，一个人的旅行便与他修养的提升紧

密联系了起来。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指的就是这层意思。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属于

她的绵远淳厚的历史和文化，而这种历史和

文化的形成，与她的地理背景有着极为亲密

的关系。所以，真正的旅游，也便在不知不

觉中与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悠久、地理的广远

结合在了一起。观看一位名人曾经生活的

地方，想到的是他人生的遭际，高标的人格，

不朽的风范，巨大的贡献，这种深切的感受

与眼前的景物结合起来，这个人的精神面貌

便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从而使我们不

但收获了一份完整的人物资料，而且使我们

的境界得到升华；观看一处风景名胜，欣赏

的不仅仅是它的山水草木，云岚烟霞，而往

往也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坐标之中

——关于它的传说，它的变革，它的风俗，它

的兴衰，这样，它就带上了厚重的历史之感，

沁入到我们的心灵，便会使我们变得充实而

丰盈。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受各个方面因素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这种细致的品味、

赏析、咀嚼和思考，开阔了我们的心胸，扩展

了我们的视界，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人格，并

逐渐形成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密切结合起来

的感情。

所以，我们在带着孩子旅行的时候，不

要以游玩的名胜古迹的数量多少为目标，不

要以“朝苍梧，暮北海”的快速行进为速度，

也不要以“上车睡觉，停车拍照，下车看庙”

为标准的游玩形式。不妨把脚步放慢一些，

不要错过一次与古人对话的机会，不要丧失

一次与历史晤面的机遇，不要辜负一次成长

的最佳体验。我们应该懂得，见古人之所

见，想古人之所想，就这是历史感。而有了

这种历史感，也便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

和民族意义上的认同感，从此，我们变得不

再孤独，而在时间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我们应该怀着一种亲慕的情感，去亲近

那儿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样才会发现

每一处可供游玩的地方，都与其他地方有着

很大的不同，而每一处不同，都有值得我们

体味的元素。

记得与许多同事去旅游，回来后，成年

人只是感叹旅途的劳累，而一个五六岁的孩

子则说：“那儿的蚂蚱真大，腿很有力，一蹦

就是老高；那儿的云跑得非常快，就像有人

在用鞭子赶似的。”怀着一颗好奇的心灵去

捕捉大千世界细微的不同，并最终使之成为

成长的原料，这个孩子的旅游，才是最有价

值的旅游。

旅游，慢慢品

怀着一颗好奇的心灵去捕

捉大千世界细微的不同，并最终

使之成为成长的原料

□ 李尚飞

看 起 来 是 具 有

“娱乐精神”，其实是

拿着无聊当有趣，是

对体育的不尊重

□ 高初建

跟朋友聊起最近在看什么，她立马

给我列了个单子：《屌丝男士》第四季《小

野兽花店》《仙剑客栈》《盗墓笔记》《侣

行》⋯⋯要么搜狐视频出品，要么爱奇艺

制作、要么优酷土豆推出，一水儿的网络

自制剧。然后，便开始转述笑点、吐着槽

点，在笑声与骂声中不断切换。网络自

制剧或许就是在这样一群观众的关注下

走到了今天，刚刚红火了两三年的自制

剧其实更需要我们多点耐心、与其一起

成长。

烧钱买版权，曾经是大多数视频网

站的主要竞争策略，版权价格也因此水

涨船高。只是，单纯拼家底的方式不可

持续，自今年 4 月 1 日开始正式生效的

《关于进一步落实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

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让曾经动辄上亿

元版权费购买境外各种热门影视剧、节

目的视频网站们必须另寻出路通往“罗

马”。于是，他们纷纷加紧做大自制剧，

赚取粉丝经济，自制剧能力成为相互之

间重要的胜负手。

网络自制剧发挥了救市的功用，却

也饱受诟病。基于投资少、回报快、门槛

低的商业运作模式，目前国内网络自制

剧以无厘头搞笑、办公室斗争为主，虽然

也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原创好作品，但大

多数更像是段子集锦，剧情苍白，粗制滥

造，时常惊现五毛钱特效。这样的自制

剧或许能在短期内抓住观众的视线，但

若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观众的注意力，

还是要探索出适合的模式才行。

说到底，网络自制剧也就发展了这

么几年的光景，顶多算是刚刚走入少年

时期，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比如，

应当更加注重内容的原创性，强调剧情

的完整性，一味的生搬硬套是不能长久

的；比如，应当利用自身优势，明确定位，

着重与观众的互动性，将观众的合理性

建议作为故事走向、演员选取的参考，与

传统制作方式生产的电视剧有所区别；

比如，应当向精品化、品牌化迈进，构建

网络自制剧的后期生态环境，围绕电视

剧、电影、动画、游戏、周边产品等载体进

行产品的深度开发。只有这样，观众与

广告主才能感受到视频网站的诚意，也

才愿意为自制剧埋单。

可喜的是，网络自制剧已经出现了

一些变化，知名编剧、导演、一线演员等

“正规军”纷纷入局，比如杨幂和余文乐

上演《微时代之恋》、郭涛亮相《人生指

北》等，低成本、小制作向大手笔转型，

《匆匆那年》每集投入就超过 100 万元，已

达到一线电视剧的制作成本。更重要的

是，曾经电视是上游、视频网站是下游、

下游承接上游的内容，如今随着引进剧

新规的实施和网络自制剧质量的提高，

视频网站开始向电视台反向输出内容或

走上大银幕，传统影视制作公司也开始

与视频网站进行定制剧合作。

所以，当自制剧“小而美”的模式纯

熟以后，自然会逐渐走向“中而美”、“大

而美”。作为观众的我们，只需要多点耐

心，等着它、看着它、陪着它一起长大。

在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

上，“闪电”博尔特在获取男子

200 米 冠 军 后 曾 发 生 了 一 个

“小插曲”：当时，央视一位驾

着专业两轮车的摄像大哥很

不“专业”地摔倒，连人带车将

博尔特从身后“铲倒”。万幸

的是牙买加人并无大碍，若是

将这位身价数千万的田径英

雄撞伤，主办者真不知该如何

收场。

如果说让摄像师很不熟

练地操控两轮车跟拍是一种

“不专业”，那么，男子百米决

赛前让朗朗去来一段钢琴，万

米决赛时在场边弄十几面大

鼓“助威”，不仅不专业，完全

是匪夷所思。要知道，百米决

赛需要运动员精神高度集中，

万米赛跑极讲究步伐节奏，咱

们这么“乱弹琴”、“狂敲鼓”，

岂不是添乱么？

对于任何国家任何城市

来说，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都 是 综 合 性 的 考 验 。 安 全 、

交通、环境、赛事服务等等，都

有严格要求。其中，体育比赛

的转播是否专业是重要指标

之一。

所谓“专业”与否，简单说

就两条：一是要遵从体育比赛

本身的规律，将比赛最精彩的

部 分 完 美 如 实 地 展 现 出 来 。

二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受

众的需要，想受众所想，急受

众所急。

美国在体育大众传播方

面 无 疑 是 业 内 翘 楚 ，看 美 式

橄榄球或 NBA 的直播，大到

赛 场 的 全 景 展 现 ，细 微 到 场

上选手的各种动作变化乃至

一滴滴汗珠的流淌、迸散，几

乎 全 部 被 摄 入 镜 头 ，呈 现 给

观 众 。 然 而 ，美 国 人 也 有 不

够 专 业 的 地 方 ，比 如 当 年 洛

杉 矶 奥 运 会 首 次 由 民 间 承

办，组委会主席、商人尤伯罗

斯 精 于 计 算 ，电 视 转 播 信 号

分 别 按 国 际 国 内 两 块 售 出 。

美 国 观 众 抱 怨 说 ，电 视 中 都

是 美 国 选 手 获 胜 的 镜 头 ，其

他国家的选手表现如何几乎

看 不 到 ，让 人 以 为 是 美 国 国

内的比赛呢。

中国的体育比赛转播从

电 台 到 电 视 ，其 历 史 已 60 多

年。1951 年张之先生现场解

说的篮球比赛实况，为中国体

育实况转播之开端。26 届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实况转播时，

那种“A 发球了，B 回了一板；

A 拉球，B 反拉”如实描述场面

式的方式，后来演变为“3 号传

给 5 号，5 号传给 10 号，10 号射

门，好！啊呀，没进”那种电视

直播的早期风格。其实，在电

视 直 播 时 代 ，只 要 画 面 没 问

题 ，比 赛 中 发 生 了 什 么 观 众

都 看 得 见 ，主 持 人 需 要 的 可

能是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或

以个人的观赛情感去感染观

众。不过，这也可能出岔子，

比 如 当 年 黄 健 翔 那 一 串 儿

“格罗索,伟大的意大利的左

后卫,法切蒂、卡布里尼、马尔

蒂尼在这一刻灵魂附体！”的

激 情 吼 叫 ，被 批 评 为“ 不 得

体”——实际上还是对转播理

解的不专业。

至于说在电视转播中请

几个文艺明星客串当嘉宾，逗

哏调侃，或者任凭“守门员一

声哨响比赛结束了”之类的胡

说泛滥，看起来是具有“娱乐

精神”，其实是拿着无聊当有

趣，是对体育的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