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传传记是传主灵魂品格的展示，也是写作者心灵和素质的

曝光。这里关键还是一个字：人

□ 耿稼壮

写传记 认准人

刚刚过去的 7 月 7 日，是全民族抗

战爆发 79 周年纪念日。79 年前的这一

天，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

面抗日的第一枪，经过全民族浴血奋

战，中华民族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

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回顾那艰苦卓绝、波澜壮

阔的抗战史，有多少英烈值得我们怀

念，又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在

那个血与火的峥嵘岁月，中华大地诞

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激励

着亿万同胞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它们是冲锋的号角、杀敌的雷霆、民族

的呐喊、历史的回声，至今听来依然让

人热血沸腾。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

中心和齐鲁名盛(北京)文化传媒联合

制作的八集大型文艺专题纪录片《民

族的吼声》就是这样一部用歌曲串联、

用歌词诠释、用歌声励志，展示抗战胜

利的优秀佳作。

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和铿锵的节

奏中回顾那段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

岁月：从 1931 年日寇侵略东北、人们

背井离乡悲愤唱出的《松花江上》，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怒吼的《义

勇军进行曲》；从全国军民奋勇抗战

的《大刀进行曲》《沂蒙山小调》，到为

了每一寸国土而殊死拼杀、誓夺抗战

最后胜利的《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

唱》。这些作品描写了抗战的史实，

弘扬着民族的气节和奋起的精神，在

当时激励着全国人民战胜凶残的侵

略者。今天这些歌曲有的成为了国

歌、有的再现银幕上，始终是爱国主

义的生动教材。

苦难年代，为什么能集中诞生一

批如此激荡人心的歌曲？笔者认为，

这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烽火前线

息息相关。当时，一批著名词曲作者

如张寒晖、田汉、聂耳、冼星海、麦新、

贺绿汀、何士德、李劫夫等，既是文艺

工作者，更是抗日的先锋勇士。他们

毅然投身抗日的洪流中，在硝烟弥漫

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把生命和情感融

入了伟大的抗战事业。正因为创作深

入生活、源于生活，他们的作品才能成

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

正如影片结尾响起的主题曲《中

华儿女》中唱的那样，“中华儿女、多难

兴邦、民族复兴、勇敢担当”。正是这

种不畏强敌、勇敢担当的民族精神，激

励着先辈们战胜强敌，更将激励着一

代代中华儿女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

回眸往昔烽火岁月，感受崇高民

族精神。这激昂嘹亮的歌声，激励着

人们为实现中国梦奋勇前进。我们坚

信，这激昂旋律、民族之声，必将世世

代代传唱下去。

歌声激昂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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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硕加分不是唐僧肉

□ 牛 瑾

教育不是“礼物”或“赠

品”，也不能成为“礼物”或

“赠品”

现实中，总有些跑偏了的事情让

人抓狂。比如，眼下正处在风口浪尖

上的中考加分政策。其实，加分本身

并没有错，初衷是弥补唯分数取人的

偏颇，避免一些具备某方面特长的偏

科人才因受限于考分而被卡在优质教

育资源之外，背后蕴含着教育公平。

只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愈发偏离轨

道，出现了一线工人子女加分等“土政

策”，更引发了成为花滑“二级运动员”

的学生却“连冰鞋都踩不稳”等乱象，

带来新的公平隐忧。

问题出在哪里？表面看，是因为

地方政府出台的中考加分政策规范

性、科学性明显不够，设置加分项目过

于随意，为弄虚作假提供了便利。若

干年前，笔者参加中考那会儿，的确没

有如此琳琅满目的加分借口，什么“凡

来当地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家子

女可降低一个分数段参加录取”等“拼

爹政策”，听都没有听过。近年来中考

加分的迅速臃肿，也足以说明政策执

行的随意性了。

再往深处挖，则是由于一些地方

部门的权力之手伸得太长了。目前，

我国中考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

制，地方具有很大的设置加分项目和

分值的自由，且不同的加分项目往往

由不同的部门裁量。看似分工合理，

实际上却掺杂了太多的部门利益。中

考加分政策成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唐

僧肉”，各部门想对应什么，就随时划

上一刀，将其作为“礼物”或“赠品”。

长此以往，加分就有可能成为疏通

关系、调动资源的“硬通货”，成为不正

当交易的筹码；正式开考之前，考试也

有可能因为“拼爹”而早已见了分晓。

教育不是“礼物”或“赠品”，也不能

成为“礼物”或“赠品”。必须将中考加

分政策拉回正常的轨道上来，剔除不合

理、不合规的，留下符合政策初衷的。

也就是说，要先“瘦身”。限制加

分项目范围，可参照高考“取消所有奖

励性质，只保留照顾性质加分”的原

则，明确要求并督促所有地方只保留

必需的、数量有限的照顾性加分；还要

管住从各方伸来的权力之手，严格划

定其在中考加分方面的行使范围。

然后，还要“塑形”。做事情切忌

矫枉过正，不能因为偏离了跑道就连

最初的出发点一起否定。剔除不合

理、不合规的，还要规范必须留下的。

应明确规定每一项可加分项目的范围

和最高分值，不给权力在分值设置上

留下寻租空间。

当然，无论“瘦身”还是“塑形”，都

不能由行政部门一手操作，而是要公

开征求意见，就中考加分项目、加分分

值、加分操作听取广大家长的建议。

因为会触动利益，改革过程中就难免

会遭遇阻碍，所以，必须加强监督监

管，堵住加分漏洞，排除人为因素的干

扰。必要时，也可出台全国性统一规

定，明确相关事项和时间节点。

当然，如何继续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用更科学、更合理、更专业的标准选

拔人才，让有用之才都能脱颖而出，是

“瘦身”“塑形”之后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青春少年的时候，就喜爱读名人传记一

类的书籍。当时年少幼稚，以为凡登上报刊

和印刷在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真实可靠

的，毫不怀疑。

随着年龄增长，眼界渐宽，对名人传记也

就有了比较鉴别。发现有的传记中某些事实

不确，有硬伤；有的写作上添枝加叶，画蛇添

足，花里胡哨，叫人觉得华而不实；有的溢美

之词泛滥，有隐恶扬善之嫌。尽管如此，也没

有动摇自己对传记的钟爱。

后来文革结束，久受压抑的人们扬眉吐

气，有话要说，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纪实实录

类文章，传记书籍也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

不少新出版的传记和修订重版的传记，以鲜

为人知的事实和深刻独到的见解，成了揭批

“四人帮”罪行、为生者逝者平反昭雪恢复名

誉的新证。其中也有个别失实不确的，但总

体上是受读者欢迎的。

正如因为黄金可贵，就有了镀金；珍珠可

贵，就有了鱼目混珠。一段时间里，在政界商

界文艺界，就有人自己动手或请高手代笔，出

自传出传记出生平实录，一批带着五颜六色

的泡沫的自传传记类书籍、文章涌入书市。

有的文化人敏锐地嗅出商机，或托人情或主

动上门请求为名人写实录写自传。在他们的

生花妙笔下，实绩平平者甚至身有劣迹者，也

伟大起来；演过几部电影几集电视剧的小演

员，也成了明星甚至巨星。一时间光怪陆离，

让人啼笑皆非。

此风一起，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良知的

鄙弃和抵制，有两位著名的老太太意见颇具

有代表性。一位是老演员赵丽蓉，曾有人劝

她出传记，并请来高手为她代笔，她拒绝了。

她说，谁不知道自传是专拣好听的说，把自己

说的好话印成书，弄到大街上去卖，那多丢

人！观众能在心里记住咱，不是更好吗？另

一位老太太是电视人、企业家靳羽西。有人

问她，为何不出自传？她反问道，你见过说自

己坏话的履历表吗？她接着说，自传说穿了

就是自己拍自己的马屁，我不想拍自己的马

屁，这样活得轻松自在。两个老太太自爱自

重不随波逐流的人格，为人的尊严和潇洒，都

令人肃然起敬。

自传传记是传主灵魂品格的展示，也是

写作者心灵和素质的曝光。这里关键还是一

个字：人。

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回

望历史，传记领域的事也能看得更明白些。

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极为重视人。从帝

王将相圣贤文人到乡间百姓，都习惯议论人

评价人，都喜欢指导人们怎样做人处世。帝

王将相为长治久安计，利用国威钦点旌表名

人，为他们树碑立传；文人学士动脑动笔，为

圣贤名人写传；既无权势又不能动笔的乡间

野老，做个本分的不亏心的人的想法是有的，

谁想到写自传或请别人写传记？但他们对自

己心中的好人名人，依然念念不忘、口口相

传。在这样的氛围中，有的人好名孽根未除，

自己动手或请高明代笔，写自传写传记，以求

流芳百世；有的志存高远，醉心事业，不求闻

达，对自传传记视若轻烟淡雾；有的饱学之士

耿直正义，愤世嫉俗，为他们眼中的正人君子

提笔相助留下传记。如此，自传传记园地里

草苗争长、鱼龙混杂，想留名的也许留不下，

不想留名的也许名垂青史，耿介之士的书写

也许传诸后世为人感叹。经过历史公正的检

验和大众百姓的严格审视，一批优秀的自传

传记就成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无声地一代又

一代地滋养着激励着国民，传承着中华优秀

文化，成为国民精神食粮中正宗的不可或缺

的主粮之一。

因为喜爱，所以期盼。当下应该是涌现

优秀自传和传记的时代。我们国家上下五千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新中国成立近67

周年，改革开放近40年，有多少风云人物照亮

时代，有多少丰富的个性等待开掘！真值得

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者去精益求精地为他们

著书立传，为当今为后世留下他们崇高的理

想和精神，记录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滋养激

励中华儿女奋然前行，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追求极限

说虚构

倘若要创作出具备中

国特色的一流幻想类作

品，原创作者应确立一套

属于艺术自身的逻辑系统

和语言系统

□ 梁剑箫

还记得读大学时，校门口的报刊

亭是道美丽的风景。每到月初，几个

闺蜜会一次次跑到报刊亭前，寻觅自

己最喜欢的期刊。她如约而至，像个

美丽的姑娘，落落大方，气质脱俗，在

众多报刊中亭亭玉立。有时，还会有

意外之得，一些新报刊、图书不期而

至，引得众生倾倒，抢购到一本热门的

图书，那种满足感历久弥新。

考研来到了北京。在这个文化古

都，书店、报刊亭是书虫们最喜欢的地

方。散步时去报刊亭，寻找自己一直

追捧的报纸杂志，找到了“不亦快哉”，

没找到继续耐心等待。尤其是在年终

岁尾，有些报纸的年终特刊制作精良，

必须要赶早才能买到。时至今日，几

次搬家，多次“断舍离”，但厚厚一摞文

学杂志至今没舍得扔。因为，在这些

杂志里承载着我们追寻梦想的文化情

感，蕴含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迅猛冲

击，报刊亭的日子每况愈下。读书读

报的人少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在

手机、互联网上获取信息，人们的阅读

习惯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变。报刊亭

普遍遭遇经营困境，一些报刊亭主开

始 卖 冷 饮 、电 话 卡 ，“ 堤 内 损 失 堤 外

补 ”，日 子 会 好 一 些 ，但 确 实 不 太 景

气。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报刊亭被

拆除的新闻。“救救报刊亭”，不少有识

之士大声疾呼，也提出了不少建议，但

各地的办法并不多。

最近，上海市静安区出现了升级

后的东方书报亭，三块超大触摸屏，内

设 WiFi 服务、移动充电电源⋯⋯亭子

内部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销售和办

理业务区域，营业员在这个区域为读

者提供各种服务；另一区域立着两块

电子屏，其中一块滚动展示快寄、海淘

屋等邮政新业务，另一块互动屏则为

读者提供交通、票务、旅游、付费、招聘

等查询。问世 18 年的东方书报亭曾经

历过辉煌和赞誉，也曾一度陷入徘徊

沉寂，“华丽转身”后的书报亭因为“高

颜值”、多服务得到了市民点赞。

与变身为便利店相比，搭上互联

网快车、增加文化服务这条路子我觉

得更靠谱。比如增加文化演出票务、

展示最新的博物馆展览信息等。遗憾

的是，“文化北京”、“书香北京”的建设

推进了很多年，但在这个文化古都，百

姓身边的报刊亭业务还非常单一。

留住报刊亭，因为它代表着一个

城市的生活品质，是城市文明的一扇

窗口，也是传播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

阵地。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

必不可少的设施，报刊亭承担着为民、

便民、惠民等重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职能，不仅不应该苟延残喘，还应该多

建、建好，让报刊亭焕发新的活力。

报刊亭的味道

报刊亭代

表着一个城市

的生活品质，

也是传播文化

价值取向的重

要阵地

□ 王 晋

一直想给梦想做个比喻，纠结找

不到合适对象。直到看了 3D 动漫电

影《摇滚藏獒》，终于豁然。梦想就是

每个人心中的那团火，炽热又执着，是

奋发有为的源泉，是不停向前的动力。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只生长在

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小鲜狗——藏獒波

弟（Bodi）。他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

追求音乐梦想。经过各种考验，在现

实与梦想、亲情与激情、族群与自我之

间，波弟逐渐领悟，最终通过音乐的非

凡力量实现承诺。

追梦路，成长路。当波弟找到属

于自己力量的那团蓝色火焰时，他的

梦想就实现了。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励

志、明朗，又因为音乐的元素更具吸引

力。电影主题“音为有你”，“音”就是

音乐，贯穿于电影从概念到故事、角色

以及设计。

“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这是国际

传播希望达到的状态。“藏獒+摇滚”的

元 素 组 合 ，体 现 的 是 多 元 文 化 的 交

融。历时 6 年，歌手郑钧和好莱坞及迪

士尼国际制作团队精心打磨《摇滚藏

獒》，体现出了中西合璧制作团队的巨

大优势，更是让电影锦上添花。

话说回来，2008 年，以中国功夫为

主题的动漫电影《功夫熊猫》风靡全

球。中国元素在美国好莱坞制作团队

手 中 玩 出 了 新 花 样 ，展 现 出 别 样 魅

力。2015 年的影片《大圣归来》更是以

9.56 亿元的总票房创下中国内地动漫

票房纪录。渐渐地，中国动漫从制作

到营销都充满了创新味道，尤其是《大

圣归来》还狠狠地玩了一把众筹发行。

然而，快速发展的这些年，中国动

漫电影不管是在叙事技巧上，还是制

作工艺上，与国际传播的要求还存在

一定差距。这主要是受限于缺乏具有

国际化理念的高水平创作人才和团

队。现时代的传播格局纷繁复杂、瞬

息变化，这就需要既是经理人又是懂

策划的通才，同时还需要在摄影音效

等方面的顶尖专才。

培育和挖掘这些稀缺资源，将极

大推动中国动漫电影走出去。而现状

是，很多优秀作品都是通过与国际顶

尖制作团队合作产生。虽然说，这种

合作是中国制作团队的一种国际创作

体验，但毕竟还是不够自信的结果。

内容平庸，形式俗套，这样的电影

成不了精品力作。拒绝平庸，是藏獒

波弟对待自己的态度。其实，这是每

一个怀揣电影梦想之人的态度，因为

人心中都有一团火。像波弟在音乐中

找到自己成长的那团蓝色火焰一样，

我们也要找到自己的一团火，然后培

育它，释放它。拥有这样的一团火，燃

烧释放出来的不仅是力量，更是一种

自信。

视野放大一圈，可以这样说，中国

文化走出去，靠的就是这团火。纯粹

的火传递纯粹的力量。有了这团火，

低头哈腰拉赞助、四处奔波搞路演都

不是什么，就算影院行业内斗“封杀”

也挡不住前行的脚步。

给梦想一团火

梦想就是

每个人心中的

那团火，是奋

发 有 为 的 源

泉，是不停向

前的动力

□ 于中谷

近日，趁《魔兽》行将下线之际，

到影院赶上了末班车，足足过了两

个小时的瘾，尽情回味高中和大学

时代的特有情怀。整场观影，令我

对这部电影中构造的超现世精神世

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超现世精神世界，是指依托于

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虚构世界，譬如

《哈利波特》之魔法世界、《星球大

战》之原力世界、《黑客帝国》之自由

世界、《指环王》之中土世界。小说

家或剧作家通过这些貌似虚构又极

映真实的世界，传递出特定人生价

值取向、生活感知或道德拷问。细

细观察不难发现，这类作品多来自

于西方，常常出现于受众挂在嘴边

的“美国大片”和“美剧”中。我国的

幻想类小说和影视作品则极少塑造

出令人拍案叫绝的超现世精神世

界。偶尔冒出来一两个，仅是昙花

一现，多供本国老百姓欣赏，产生世

界性影响的佳作难得一觅。究其缘

由，在于作家和编剧缺乏对本民族

形成的历史文化形态的认识，及其

与欧美、日韩等国的幻想类作品之

内在文化形态的区别，结果造成大

量“胡编乱造、照搬照抄”的三四流

同类作品以网络小说和影视剧的形

式横行于各类传播平台，占据着眼

球，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倘若要创作出具备中国特色的

一流幻想类作品，建立独一无二的

超现世精神世界，原创作者应确立

一套属于艺术自身的逻辑系统和语

言系统，即只在作品的世界里才成

立的逻辑和语言。在那个世界，只

有故事中的人物才能进去，生活中

的人进不去。举例而言，对于魔兽

世界的兽族和人类来说，他们在观

众眼里如同另一个星球的异类，反

之他们视观众也同样为其他时空的

异族。可谓“现实远观想象，想象眺

望现实”，文学的神秘和深邃可见

一斑。

有了精致的逻辑和语言系统，

原创者还须通晓中国历史、传统文

化并解其精髓，将之打散后融入想

创造的幻想世界，通过引人入胜的

故事对人性变化、中国文化兴衰因

果和国民性格形态给出解释。在这

方面，《西游记》做得很漂亮。这部

小说塑造的神魔世界影响世人至

今。这个世界中有儒、道、佛的风

韵，还有存在主义、结构和解构主义

等一脉相通的哲理诗情——“自由

的隐喻”，更兼有无厘头和“盗梦空

间”的惊奇欢乐，不得不说是天才之

作。倘若古代存在互联网和影视公

司，恐怕这部作品会成为点击量最

高的网络小说和改编成影视剧次数

最多的原创幻想类文学。只可惜，

今人之想象力固然远超古人，历史

和传统文化功底却落后太多，故而

只能暂且创造出《鬼吹灯》《盗墓笔

记》之流的内容。这些作品自然畅

销于市场，盈利于一世，读起来也很

好看，可能否如《西游记》般传上几

世则极富悬念。

系统架构和文化内涵的问题解

决之后，原创作者还应区别作为舶

来品的他国历史文化形态，在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现世精神世界过

程中避免雷同。如今国内的魔幻现

实主义类型电影之所以难成“大

片”，不够精彩，除去演技和制作技

术方面的因素，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原创作者太容易受到西方同类故事

影响，太容易事先将这些故事当成

心中难以逾越的标杆或模板，无法

在客观清晰的中西对比后发挥创造

力，达到“中体中用”之至高境界，成

就真正的中国式幻想类大片。这是

一个遗憾，更是有潜力可挖的征兆。

郭沫若曾经在谈到历史剧创作时说

道：“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

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

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

精神。”对于幻想类作品而言，它其

实是在追求“失事求似”的极限。倘

若原创作者能深刻理解这四个字，

那么我们必将迎来中国版《魔兽》火

爆全球的那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