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跑吧

多酷！多赢！诗意的缺乏，使当今的影视产品疏于诗意的表达和传递，更疏于

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净化和守护

□ 王 堇

杜绝“影子团友”

□ 吴之如

□ 陆 地

多些诗意 少些功利

吴之如吴之如绘绘

关于教师有偿补课的问题，最近又被媒

体炒得纷纷扬扬。教师有偿补课，历来被人

诟病，有关部门也屡次下文禁止。但往往却

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但始终禁绝

不了，而且大有进一步发展之势。究其原因，

哪怕是被迫的，也是愿打愿挨：教师要靠补课

赚 取 额 外 收 入 ，家 长 要 靠 补 课 提 高 孩 子 成

绩。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这是一种极难

杜绝的存在。

其实，相比专业教师的补课，我们更应该

警惕的是许多另类性质的补课。如今，许多教

育外围的人士，看到了补课这一块大“蛋糕”有

利可图，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的同意，也不需

要办理任何证件，只要租一个地方，拉几个人，

摆几个桌椅，就能成立一个小型的补课场所。

借助小广告的效应，有需求者纷至沓来，他们

的低成本运作赚得钵满钵盈，却加剧了补课市

场的乱象。

教师的补课通常具有这样的特点：一般规

模都比较小，只是个别孩子，辅导就有了针对

性，一些孩子课堂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借

助这样的机会予以解决。教师有着一定的专

业知识和能力，不但能够帮助孩子解决知识上

的问题，而且在方法、心理等方面也能进行必

要的指导。大部分教师受职业道德的约束，注

重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声誉，补课比较尽心尽

力，也能够基本满足孩子对知识和分数的渴

求。虽然据说有故意留下内容上课不讲，逼迫

孩子课后补课的，但这样失去良知的老师毕竟

是少之又少的。

那些杂七杂八的社会性质的补课呢？他

们就不是这样了。负责一些的，高价聘请学校

一线教师或者退休教师“打工”，他们坐收渔

利；不负责任的，则低薪招聘一些正在上学或

待业的大学生，有时甚至是其他一些“通晓”某

门功课的社会人员，来进行补课。相比教师，

他们收费一般都比较低廉，对于一些收入偏低

却苦于孩子成绩不好的家长，具有更大的吸引

力。这样的机构，不必在乎教育宗旨和教育规

律，也不必在乎社会影响和学习效果，单纯地

以赚钱为目的：大多只是像模像样地针对学生

的作业、考试展开指导和大量的练习，学生的

补课与思维、方法、习惯等无关，倘若成绩仍然

不行，有的是理由。说到底，只顾利益，不讲效

果。这部分学生不满意离开了，还可以另打广

告再招学生，注重的是短期效应。这样做的结

果，不但使闻风而来的家长付出了金钱而没有

收获，更糟糕的是，耽误了学生的时间，耗费了

学生的精力，影响了学生的兴趣，误导了学生

的方向。

家长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补课机构，当然是

出于对孩子提高成绩的期盼。也有的家长因

为自己太忙顾不上照管孩子，有的是觉得自己

无能为力只能借助于“专业人士”帮忙，有的则

纯粹属于病急乱投医。殊不知，这样的机构正

是利用了家长的盲目心理，结果也往往是事与

愿违。

成绩的取得，主要还是要靠在学校的学

习，还是要从小就培养孩子的习惯入手。补

课，只能是补漏于万一，未必能从根本上产生

作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在是否补

课这件事上还是需要谨慎思考的。

补课需谨慎

补课，只能是补漏于万一，未

必能从根本上产生作用

□ 李尚飞

从 少 人 问 津 的

冰 点 到 火 遍 大 江 南

北的沸点，马拉松已

然 成 为 全 民 热 捧 的

运动方式

“影子团友”是不良旅行社安插在旅游团中的购物

“托”。他们帮助奸商狠宰游客的同时，还出演旅游打

劫的丑恶闹剧。有道是：

“影子团友”呈乱象，

搅乱市场惹祸殃；

依法治国行整治，

振兴旅游始有方。

当 下 ，国 内 哪 项 赛 事 最 火

爆？不是中超，不是 CBA，是马

拉松。11 月 8 日这一天，全国就

有 4 个全程马拉松赛事和 2 个半

程马拉松赛事举行，超过 7 万人

同时开跑。而根据中国田径协

会发布的竞赛日历，11 月内还有

19 场马拉松赛事将在全国各地

进行。

从少人问津的冰点到火遍

大江南北的沸点，马拉松已然成

为全民热捧的运动方式。参与

者通过几轮摇号才能获得参跑

资格、无论几线城市甚至高原地

区都忙着设计如何“上马”、运动

品牌也将融入多场赛事列为全

年重点项目⋯⋯这些其实都在

说明，如今的马拉松赛事已能产

生多重利好，我们不妨从小到大

细细说来。

对普通跑友来说，马拉松既

是一种时尚健康的健身方式，更

是一个有态度的运动。尽管它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路就在那

里，距离就是那么长，朝着终点

撒丫子跑就是了，但在这种长距

离的机械运动过程中，只有自己

可以说服自己，去超越一个个生

理极限，享受自身潜能被不断挖

掘的快乐。就像村上春树在《当

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说的一

样：“孤独的运动，要靠天性的契

合，内心的热爱，严格的纪律性

才可以坚持始终。”

多酷，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

场马拉松？

对举办城市来说，马拉松赛

事具有强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

功能，可以带来丰厚回报。参赛

者的吃、住、行会大幅拉动当地

旅游，助推经济发展；城市文化

在世界各地参与者的交流中传

播、发扬，城市性格得以塑造；马

拉松会成为城市名片，提升国际

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多酷，城市为什么不能用马

拉松来表达诚意？

对体育产业来说，马拉松带

来的增长十分可观，跑步装备、

训练课程都在成为社会资本热

切投资的蓝海。这项运动参与

者众多，也就意味着市场规模庞

大。况且，有调查显示，64%的消

费者更愿意购买体育赞助厂商

的产品。于是，体育赛事公司和

运动品牌企业自然愿意走过去

分吃蛋糕，哪怕最初只粘到一点

奶油，也会是笔不小的经营收

入；于是，马拉松和商家就在这

样一种双方互利的条件下共同

蓬勃发展到了今天。

多酷，商家们怎么会放弃这

场流动的营销？

是啊，既然有多重利好，何

不开跑？只是这跑步的节奏得

把握好，就像一味地横冲直撞无

法支撑完成马拉松全程一样，推

广马拉松赛事也得稳步来。

各地要想维持公众的参与

热情，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体

育投入方面尽快跟上，必须在城

市管理水平上逐步提升。比如，

做到信息透明，让市民的知情权

获得尊重，减少牢骚；做到组织

专业，最大程度减少扰民，努力

增加市民的黏合度。

各地要想增加马拉松赛事

的热度，必须规避同质化，必须

设 计 突 显 当 地 特 色 的 参 赛 路

线。另外，也要结合实际，慢慢

将一整年一场赛事变成贯穿全

年的系列赛，打造更强影响力。

是啊，既然有多重利好，何

不开跑？兴许在明年的北马中，

我也会成为一名参赛者。不为

到达终点那一刻的成就，只为过

程中的风景和快乐。

□ 王 昱

今年的“光棍节”不出所料，又成为商家主

办、全民参与的购物狂欢节。和去年一样，身

边的朋友、同事又花样百出地折腾了一个够。

把老公的羽绒服、孩子的新书包、爹妈的保暖

裤和自己觊觎已久的化妆水全都一股脑儿塞

入购物车，又生怕中意的商品瞬间断了货源。

直至全部付款成功，心满意足地看着购物车里

的商品变成一个个物流跟踪号，才算松了口

气。而我等光棍只能叹口气，“光棍节”离初衷

越来越远了。

“光棍节”的初衷，原是单身者宣泄情感的

机会，自嘲一下找不到对象的忧伤，也光明正

大地表达一番对爱情的炽热渴望。它既是无

伤大雅的调侃，也是充满善意的提醒，提醒着

忙于奔波的现代男女，该留出点空间安放一份

爱情。如今，双十一已然从光棍们的顾影自

怜，演变成不设门槛的全民购物狂欢。不分男

女老幼，也不论是否单身，要是不参与这样一

场年度游戏，似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失去了与

周围人交流的谈资。

也正是这样的演变，让“光棍节”的商业味

浓了，婚恋味淡了。乍一听，单身者应该求之

不得呢——他们终于得以逃脱父母的催促、朋

友的牵线、三姑六姨的着急。这个节日，扑面

而来的终于不再是“怎么还不找对象啊？”“你

什么时候结婚啊？”而是“你抢到什么了？”“你

等到零点特价没有呀？”“有没有什么超级推荐

啊”，想来也有几分小侥幸。

但在短暂的窃喜之外，其实还是有一丝失

落——唯一可以堂而皇之亮出光棍身份、不必

被催婚、有机会抒发一点情感无处可寄的感

慨、享受一番单身特权的机会，就这样轻易地

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商业活动侵占了。单身之

人，已经再无任何一个约定俗成的日子可以安

静地忧伤、安静地落寞。

我越来越怀念购物节普及以前的那几个

双十一：三五个单身的好友凑在一起，放着饭

馆里花样繁多的晚餐不吃，偏偏要吃形似 11

的挂面，以应双十一之景。饭毕，开几听啤

酒。三口下肚，素日里最安静的人也打开了话

匣子，说起她单身的原因和一段许久而无果的

暗恋。我们很容易发现，单身者的故事，竟有

如此惊人的相似，遂频频称道、拼命点头。继

而觉得，有如此多的人共享着我的心路历程，

单身也不孤独。

随着双十一成了电商购物节的别名，光

棍节的夜晚不再是攒聚在一张桌前的心事分

享，而是在电脑屏后的各自守候。快递包裹

确实会带给我欢喜，但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恰

如其分的时机来抒发单身者专属的落寞。

就算实惠的价格给我省了大把大把钞票，

就算准备抢购的过程让我的整个十一月充满

期待，就算我遇到了让我怦然心动的人结束了

单身，我也依然盼望它重现几分旧日的纯粹，

给单身的人们留一丝肆意自嘲的空间，让漂泊

的落寞有处安放，把单身的故事与人分享，纵

使有泪可落也不算悲凉。

怀念光棍节

如今，双十一已然从光棍们

的顾影自怜，演变成不设门槛的

全民购物狂欢

关闭手机

我知道我在哪里

□ 贺 超

高科技通讯工具让

我们天涯若比邻，但是过

度依赖却让我们比邻若

天涯

前不久给母亲换了智能手机，

她连喊不要，嫌功能太多太麻烦。

我用了两天时间教会她使用微信，

接下来的日子，她习惯了微信，逢亲

戚朋友就问人家“用微信吗，加起来

聊天，节省话费”。

前两天吃饭的时候，久不见面

的朋友不约而同地省了饭前寒暄，

齐刷刷地饭前拍环境，上菜拍造型，

饭后秀满足。让人感觉那顿饭要是

没有了手机，估计佳肴难食，一切美

味转眼就变成粪土。

有人开始反思，我们为何如此

依赖微信？是为了获取信息还是为

了获得友谊？我们分明有比微信更

直接的交流工具——语言和眼神，

我们分明就近在眼前。但是这些都

被高科技具象化，变成了食指相对，

变成了语音留言和猜测不透的各种

时髦语言“然并卵”“城会玩”。

这让我想起《如果这世界猫消

失了》，它描述了一个人在面对世界

上一切看似美好的东西逐渐消失后

的改变。电影没了，电视没了，手机

没了，主人公都无动于衷；直到陪伴

他的猫消失，他开始重新思考生活，

开始修复和亲人的关系，开始和父

亲掏心窝子交流。

微信本是制造出来辅助我们生

活的，但最终却成了我们精神的桎

梏。有段时间，我开始观察那些每

天所必须经历的场景，比如地铁换

乘、驾车堵塞、上班吃饭，在这些过

程中，手机陪伴着所有人，也几乎捆

绑着所有人。陌生人的眼神中透出

冷漠和抗拒，但是在摸出手机那一

刻像极了领到巨额奖金的状态。

很悲哀，我们怎么了？

高科技通讯工具让我们天涯

若比邻，但是过度依赖却让我们

比 邻 若 天 涯 。 长 时 间 低 头 看 手

机，我们的颈椎因此受影响；长时

间在暗夜里看手机，我们的眼神

变迷惘。真希望小说描述的那一

幕出现，手机可以消失不见，让我

们有机会可以停下来，用最原始

的方式看待自己，了解已经错过

许久的世界。

去年双十一前后几天，我躲在

同里古镇。把手机关掉，躺在安静

的河边，听着风声和树叶的声音，

看着一本书，还是安静自在。我深

切的感受是，远离手机那几天，我

还 活 在 这 个 世 界 ，我 知 道 我 在

哪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的诗歌像

文化里的另一条黄河，无时不在滋润着国人

的心田。诗歌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仅因为它是

一种音韵优美的文学体裁，也不仅仅是像孔

夫子说的那样可以“兴观群怨”，还因为它

象征着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甚至有人这样说，生活可以没有诗歌，但

是，不能没有诗意。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诗人和诗歌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社

会位置，诗意自然也就日益淡薄了。这种现

象突出地表现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

诗歌强调个性。即使题材相近，视角也

要独特，章句更忌雷同。反观我国当下的影

视产品，产品堆积如山，却是千篇一律、千

屏一面，诗意荡然无存。凡亲子真人秀，无

不选房子拼厨艺；凡户外真人秀，无不闯难

关猜谜题；凡音乐真人秀，无不挑导师谈梦

想。除了宫廷剧、抗日剧、谍战剧、武打

片、穿越剧、婆媳剧等少数几个类型，中国

的影视作品似乎找不到题材了，更遑论个性

化的表达和诗意的寄托。

诗歌追求创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

趋新。创新不仅是诗歌创作的使命，也是

诗意生活的精髓，更是影视作品的价值和

魅力所在。这些年来，呼吁创新的会没少

开，但业者的创新意识依然薄弱；创新制

胜 的 案 例 没 少 学 ， 但 纳 新 的 勇 气 依 然 不

足；鼓励创新的政策和制度没少制定，但

创新的企业和个人依然有限；有关部门的

创新激励基金不断加大，但创新的成果或

产品依然寥寥。其因固然多样，但恐怕与

管理者、从业者和创作者缺乏必要的人文

素养和诗意情怀不无关系。诗歌是想象的

艺术，创新也需要高度的想象力。一个没

有诗意的人，必然是一个很现实、很乏味

且缺乏想象力的人，怎么能够指望其创作

出有新意、有诗意的影视作品呢？媒介产

业中深受诟病的空洞鼓吹、刺激猎奇，恰

恰与诗意的说理与教化背道而驰。

诗歌崇尚风格。诗有长短，歌有高低，

不论豪迈或婉约，皆须形有所指，象有所

据，情有所托，意有所依，境有所生，理有

所 寄 。 现 实 中 某 些 影 视 作 品 的 所 谓 “ 豪

放”，则是嗓门的高亢、表情的夸张、随心

所欲的张狂拼凑出的空洞、虚妄和轻狂。

“花自飘零水自流”式的婉约，与活跃于荧

屏的男扮女装、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有着本

质的区别。诗意的缺乏，使当今的影视产品

疏于诗意的表达和传递，更疏于对人们的精

神世界进行净化和守护。因此，纵使它以一

时的围观或窥探提供了浅层次的感官满足，

赢得了虚高的收视率和几许碎银，但在人类

的心灵深处和历史的经典名录上不可能有任

何位置。

诗歌讲究意境。境由心生，情随意转。

世盛诗必盛。李白的诗歌必然呈现大唐盛世

开阔的胸怀和万千的气象。当下的很多影视

产品虽然涉足历史和现实中的宏大题材，但

缺乏与之匹配的胸襟与心态，致使作品呈现

出明显的大制作、小格局，大阵仗、小气

象，大物质、小精神，严重缺乏将历史和人

生境遇转为诗意体悟的意识和能力。一些抗

日剧、谍战剧要么跳不出样板戏“三突出”

的原则，要么反其道而行之，缺乏“五岳虽

高大，不逆垢与尘”的诗意包容，根本经不

起时间与空间的检验。

细究之，业者和管理者的急功近利是中

国当代影视作品中诗意缺乏的主要原因。对

“功”和“利”的追求，误导了影视市场的

风向，挤占了创作者思考与创新的空间，剥

夺了影视作品中应有的审美特性，降低甚至

败坏了观众的欣赏品位。因此，中国的影视

产业迫切需要诗意的回归，诗意的滋补，诗

意的表达，诗意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