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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来了

欢乐谷们咋办

泰山归来，这一次不再是身穿皮
袍，抱着藤条呼啸而至，而是端坐在唐
宁街 10 号的会议桌前，一丝不苟地穿
着三件套西装，一边用标准的仪态品
尝咖啡，一边与英国首相侃侃而谈。

对了，他现在是格雷斯托克爵士
约翰·克莱顿三世。

对最新上映的《泰山归来：险战丛
林》来说，这样的开局足够新鲜，毕竟
人猿泰山是个被用了多次的大 IP，猩
猩拯救孩子的故事都演了200多回了。

接下来的故事纯属好莱坞套路。
如果要形容这个故事，那就是看泰山
如何把身上的西服一件件脱掉。

最初，泰山跟妻子简一起回到维
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伦敦生活。此
时，他衣着考究，和简居住在阴暗的豪
宅里，暗示他的生活并不愉快。而当
他回到非洲草原的时候，整个画面就
变得明亮起来。此时的泰山也脱下了
西服外套，只穿着衬衣长裤，背着大包
袱与狮子行贴面礼。

等到丛林大战时，泰山连衬衣也
脱了，露出 8 块腹肌加人鱼线，与猩猩
搏斗，与酋长拼杀。最终，泰山又穿着
兽皮，与简一起回归了原始部落。

在所有版本里，这一次泰山穿的
衣服最多。泰山本人代表了自然的

力量，而他身上的西服则是文明社会
的标志。脱下西服，回归原始，则寓
意着对大自然的向往战胜了工业文
明的脚步。

这与最初的泰山截然不同。1912
年，当人猿泰山的故事刚刚开始连载之
时，他是一个身世坎坷的丛林之子，在
简代表的现代文明感召下回归社会。
当时正值工业文明四处拓展，现代化的
吸引力战胜大自然的设定很符合当时
的社会氛围。但随着工业文明对大自
然的破坏日益加剧，一代代泰山逐渐反
省。等到泰山在 2016 年回来的时候，
反倒是大自然战胜了工业文明。

从电影本身来看，这是一部成熟
的电影工业产品，故事流畅，特效真
实，充满了好莱坞式的奇幻冒险。虽
然明知不现实，但是当泰山和乔治从
悬崖上一跃而下，谁都知道他们肯定
能准确地落到山脚的大树上，还能拉
住藤蔓攀援，最后借助荡起的藤蔓落
到飞驰的火车上。

更典型的好莱坞式奇幻设定要结
合现实来看。开篇时候，原始部落面
对拿着长枪短炮的士兵，却获得了近
乎屠杀式的胜利；面对白人殖民者，刚
刚还手拿长茅、毫无抵抗能力的原始
人，一旦被解开了绳子，就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使用长枪。而乔治这个美国奴
隶制战争中胜利的黑人，又收集了比
利时国王在刚果实行奴隶制的证据，
并将其公之于众，导致了国王的破产。

这有点像当年的阿凡达，一群外
星土著打败了地球来的殖民者，保护
了自己的原始森林。这是自然力量的
胜利，是丛林牧歌的最强音。可实际
上呢，无论是美洲大陆还是非洲地区，
当地的原始部落早就在现代文明的步
步紧逼下让出了阵地，土著居民被大
规模屠杀，并没有谁来拯救。

在真正的历史中，影片中的罗姆
的原型、探险家斯坦利并没有丧生鳄
口，而是在完成对刚果河的探险后重
回西方，名利双收，幸福终老。而利
奥波德二世也没有被什么公开信绊
倒，1884 年，他在列强瓜分非洲的柏
林会议期间成立刚果自由邦，动用军
事力量血洗当地部落，令现今刚果金
范围内的领土沦为比利时人的殖民
地，直到 1960 年刚果才掀起独立战
争。即使是以推翻奴隶制为傲的美
国，对黑人的歧视也从未消失。

泰山归来，带来了人类对工业化
的反省，对大自然的尊重和向往，可惜
原始文明的胜利就像是泰山的西服，
不过是好莱坞打造的皇帝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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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好民宿，要有远方

的田野诗歌，更要有近处的

人间烟火

有朋友想安排假期、带着全家老
小去云南大理旅游，就跑来问我住在
哪个地段方便、哪家酒店性价比高。
且慢！住酒店？你显然是 OUT 了。
如今，住民宿才是很多人出游的首
选，尤其是在遍地民宿的大理。

没错，这几年，民宿火了，有情
怀的民宿更火。提到情怀，或许立马
就 有 人 提 醒 “ 千 万 别 掉 进 情 怀 的
坑”。但我想说的是，民宿必须有情
怀；当然，还有下半句话，一会儿
再说。

民宿来源于情怀。最初开民宿的
人之所以投身这行，大多是因为怀念
小时候在老家的感觉，或喜欢在清静
的旅游地有一间按照自己喜好布置的
房子，或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能让
自己远离城市雾霾、呼吸新鲜空气，
和三五好友把酒言欢。就是这份情怀
起了作用，才有了后来的民宿。

游客选择民宿是为了情怀。他们
想要躺在艳阳下的老院落里，把身子
陷入被软软的抱枕包围的摇椅；他们
想要面朝大海，在不用很大的小屋
里，手握啤酒罐，只想着“春暖花
开”的事儿。随着生活节奏日渐加
快，这种情怀也愈加浓烈。但“千店
一面”的酒店满足不了这种情怀，于
是，民宿才闯进了市场。

只是当下，很多民宿主还没有完
全弄明白什么是情怀，以为添置些有
小资情调的摆件就够了，搞出了不少
的伪情怀。如果因为这样就否定情怀
的 内 涵 ， 对 民 宿 的 发 展 是 极 为 不
利的。

好了，现在可以说下半句话了。
那就是，民宿不能只有情怀，还必须
用务实的做法让情怀落地。一家好民
宿，不是脱离商业基本规律去任性作
为的结果，它要有远方的田野诗歌，
更要有近处的人间烟火。

当越来越多的民宿爱好者加入民
宿投资、改造的群体后，市场上也就
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房屋租
金迅速蹿升、配套服务跟不上，民宿
经营在多面夹击中陷入困局。“窗外景
色不行，房间隔音效果差，价格还
贵”“没有家的感觉，更别说乡愁了，
也就是有点设计感的农家乐”⋯⋯即
便是奔着情怀而来的游客，也会毫不
留情地写下差评。因此，民宿需要回
归本质，做到严谨运营、规范服务、
多渠道营销，还要设计元素、配套项
目来吸引回头客，让情怀与客流量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

总之，情怀在左，务实在右。而
将左右串联起来的正是人即民宿主这
个核心要素。民宿经营模式的多元
化，决定了民宿主的多元化。他们或
是民宿房屋的拥有者，或是租赁经营
的投资者，或是众创众筹的创业者，
或是专门聘请的管理者，但无论哪一
种，都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审美水
准、生活情趣、工匠精神，还要懂设
计、会管理。

景观、设计可以模仿，但与民宿
主有关的内涵和氛围却是“只此一
家”的东西。可以说，这相当于设置
了很高的行业准入门槛。而且，民宿
应该像个“家”，“家”不用太大。

每到暑期档，旅游市场就如同夏
日温度一般“热情”高涨。今年暑假更
是不同——作为国内主题公园行业的
标志性事件，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门
迎客，意味着以欢乐谷为代表的本土
主题公园将面临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
的竞争格局。

事实上，自上海迪士尼项目启动
以来，有关“迪士尼来了，欢乐谷们怎
么办”的讨论就一直不绝于耳。时任
华侨城集团总裁的任克雷就曾公开表
示，“中国的旅游企业没有理由惧怕迪
士尼的到来”。在他看来，迪士尼的进
入反而有助于把市场“蛋糕”共同做
大，差异化竞争带来的将是共赢。

如今，这样的判断到了正面“较
量”的时候。当上海迪士尼频频刷屏
时，北京欢乐谷迎来了盛大的十周年
庆典，上海欢乐玛雅水公园二期也正
式开放并启动了《天幕水极》的全球公
演⋯⋯种种迹象表明，新竞争者的加
入，似乎更加激发起了这个中国最早
本土主题公园品牌的昂扬斗志。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在美国、
欧洲，还是在日本以及香港，迪士尼每
到一个地方，都会给当地旅游业带来
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市场人士指出，
迪士尼进入了全球这么多区域市场，
并没有阻碍其他主题公园的经营发
展，相反却带来新的管理理念、新的品
质和服务，倒逼行业发展更加重视品
牌、品质，继而促进本土主题公园行业
整体提升转型。

香港迪士尼开业给国内主题公园
带来的变化，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
点。2005 年香港迪士尼开园，一河之
隔的深圳欢乐谷当年业绩增长就超过
了 20%。从地理位置上看，深圳欢乐
谷与香港迪士尼相距 45 公里，这个距
离差不多正是上海欢乐谷和上海迪士
尼之间的距离。

可以肯定的是，迪士尼的进入将
会给国内主题公园行业带来一场不可
避免的洗牌，一批创新乏力、内功不实
的企业，在未来3到5年内或将难逃被
淘汰出局的命运。毕竟，主题公园在
国内仍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即便是
欢乐谷、宋城这样已具备相当竞争力
的品牌项目，倘若没有持续的创新产
品，未来要面对的压力依然不小。

近年来，外资不断加码国内主题
公园市场，无论是景观设计、游乐设
施、旅游演艺，还是软件服务，都给大
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除迪士尼
外，位于北京通州的环球主题公园预
计 2019 年开业；世界排名第二的默林
娱乐集团将在上海或周边打造“乐高
乐园”；法拉利也宣布将在中国建设一
座法拉利主题公园。

对国内现有的主题公园而言，外
资品牌的涌入，无疑将迫使本土品牌
在体验上全面升级；而对于未来新建
公园来说，则会形成一定的引领示范
作用，并加速主题公园和文化企业形
成合作，激发民族企业挖掘更多的中
国文化元素，研发出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旅游项目。正如一位业内专
家所言，对于习惯于“中餐”的中国游
客来说，在饱尝“西餐”美味的同时，终
归还是不会抛弃“中餐”的。

更乐观的预期，还是来自于中国
消费市场的无限潜力。据世界旅游及
旅行理事会（WTTC）的统计数据，在
全球范围内旅游业每年约贡献 7.2 万
亿美元，几乎占全球 GDP 的 10%，这
其中，中国更是贡献了最大的增长率。

据统计，近两年来，中国国内旅游
收入总额年均增长都保持在 10%以
上，远超社会平均水平。2015 年，国
内旅游业收入超过 4 万亿元人民币。
研究机构预测，未来20年至35年将是
中国旅游业的黄金增长期。这一数
据，让有实力、有远见的旅游业者一定
不会无动于衷的。

当旅游爱上奥运

体育和旅游越来越像一对相辅相成的恋人，每隔四年的奥运会就是他

们高调宣誓爱情的舞台

□ 严 晗

“最近看没看《翻译官》？讲的就
是你们外交领域的故事，还是两个当
红明星演的。”我问一位外交官朋友。

果然，他投来鄙夷的眼神，“不看，
辣眼睛！别把里面的剧情当真。”确
实，连我这个外行人都能看出剧中不
少漏洞，老套的情节设置、模式化的表
演，完全没有代入感。

除了《翻译官》之外，近期还有《好
先生》《女不强大天不容》等作品聚焦
特定的职业人士。《好先生》中孙红雷
扮演一位米其林三星厨师，《女不强大
天不容》则深度刻画了媒体记者群，观
众对它们有认同也有吐槽。

职业剧不“职业”是我国此类剧种
的老问题了。目前，我国的职业剧还
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作品数量不少，
但质量良莠不齐，涉及的职业也一般
集中在教育、医疗、法律等领域。其

中，不乏《黑洞》《重案六组》《刑警本
色》等经典作品，在播出的时候都引起
过热烈反响和广泛好评。

不过，不少职业剧不仅脱离某一
特定职业本身，甚至脱离职场的一般
规则，剧情上往往落入“霸道总裁和灰
姑娘”之类的窠臼。观众选择看职业
剧不仅是为了看帅哥美女如何曲折的
浪漫爱情，更多的是带着对特定职业
人群的生活状态的好奇和探索的预
期。因此，不职业的职业剧不仅不能
解观众的渴，反而弄巧成拙成烂剧。

如何让职业剧更有职业范儿是电
视从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以制作精
良的美剧为例，描写白宫政治斗争的

《纸牌屋》，在撰写剧本时就请来曾为
希拉里·克林顿等多名政客担任助理
的鲍尔·威利蒙做顾问。《豪斯医生》中
的疑难杂症，都是来自美国疾病控制

中心的真实案例。正是这种探究细
节、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编剧写出来
的职业剧才有足够职业范儿。

反观国内的职业剧，不少职业剧
的制作也有其他国产电视剧急功近
利、一味求快的通病。著名编剧六六
曾坦言，“现在肯花一年两时间体验生
活、打磨剧本的年轻演员和年轻编剧
越来越少了，出品的都是快餐。”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编剧本
身缺乏相关职业的从业经历，如果不
去小心求证，不仅导致相关职业知识
硬伤太多，更重要的是无法真实地表
现人物角色作为特定职业的生活状
态，这样的职业剧只能让观众啼笑皆
非。职业设定本来可以成为推动情节
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的内在动力，但一
旦编剧无法把握职业的核心要素，再
华丽的职业也只能是一个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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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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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帮灵

里约奥运会开幕了，全球的体育迷奔赴
巴西，掀起观赛与旅游的高潮。根据巴西旅
游协会此前预计，在“奥运季”期间，将有约
40 万海外游客来到巴西，攀登科科瓦多山观
赏基督像，游历巴西利亚大教堂，在洁净松软
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冲个浪，去猴面包山顶吃
顿巴西烧烤，这些应该都是游客的必选之
项。旅游产业的溢出效应也已经预示，不仅
仅是巴西，包括其周边的阿根廷、智利、秘鲁
和乌拉圭等国家，都将在入境游客数量、入境
游客消费值方面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体育和旅游越来越像一对恋人，每隔四
年的奥运会就是他们高调宣誓爱情的舞台。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从 2010 年到 2015
年，全球体育旅游市场的规模从 1180 亿美元
激增至 2052 亿美元，每年以 15%的速度持续
增长。这期间全球旅游市场的增速最快的年
份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年。

遥想当年，奥运会与旅游的第一次邂逅
真实而美好。1896 年首届现代奥运会举办
期间，牛津大学学生博兰恰在雅典旅游，看到

赛事越战越酣，擅长网球的博兰报名下场比
赛，竟然一路过关斩将，连获首届奥运会网球
单打、双打两项冠军，创造了以游客身份夺得
奥运会冠军的奇迹。这游历途中看似无心的
举动，恰恰印证了奥运精神中“参与比获胜更
重要”的真谛。

如同再相爱的人也不能避免纷争，同样
不能避免的是，当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奥运团队以及国际游客纷纷来到里约热内卢
时，他们感受到的可能不只是巴西的热情、热
烈、热辣，同样也有炙热、灼热。政局动荡不
定，经济下滑、卫生堪忧、治安问题层出不穷
⋯⋯似乎一切不利的因素都在考验着旅游这
项具有风向标作用的产业，能否坚守着与奥
运会爱的誓言。

“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这世界上有许
多关于美的体悟无需言语。美食、美景、美
人，这些无论信仰、不分肤色、无须国籍皆可
以欣赏的美好的事物，是热爱生活的人们共
同的道理。更高、更快、更强，奥运带给人们
的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和不畏艰
险、敢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激励着全世界的强
者克服困难，挑战自我，取得成功。打破藩
篱，开放疆界，是旅游带给当今国际秩序最开
放、最积极的因素。今年初，巴西政府宣布在
2016年6月1日至9月18日期间，游客和运动
员可以获得为期 90 天的签证，且并不需要一
定持有奥运门票。美、加、澳、日四国上述人
员可以免签入境。尽管中国尚未被列入免签
行列，但签证时间也大为缩短。

无论奥运会与残奥会的比赛多么精彩，9
月18日后，鲜花和掌声都会归于宁静，孕育新
的开始。而前、后奥运时代的旅游为巴西带
来的收益可能会长久深远得多。相对于单纯
的奥运旅游收入，巴西政府建造的交通网络，
完备的场馆体系，创造出更丰富的就业岗位，
更成功国家（城市）旅游形象，更标准的服务
质量将会深远地推动巴西经济尽快走出谷
底，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刺激投资与消费，让
巴西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体育和旅游之爱应该是热烈的，在21世纪
这两种社会活动调动世界各地千百万人，行动
起来，走出孤立；体育和旅游之爱也应该是广
博的，她们促进着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们
之间建立起理解和紧密的关系，并有力地促进
世界各国之间的稳定与和平。我们更期待体
育和旅游之爱是坚韧朴实的，这两项活动都是
发自本心，为人性之所爱，同样代表着社会最
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产生了多种的经济衍生
物，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有理由期
待，这样的爱能够诞生“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农妇坐在
地头，向过往行人诉说她的不幸，别
人的地里都长满庄稼，而唯独她的地
里长满杂草，她又得挨饿了。一位老
者说，你在这儿抱怨是长不出庄稼
的，还是赶紧回家弄些种子，把地种
好吧。

生活中，有的人就像“农妇”那样，
遇到不幸的事，总是习惯性地向别人
倒苦水，而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根本得
靠自己。

去年我和同事建了一个教师群，
大家在一起交流教学心得，实现一些
教学资源的共享，感觉是一个很好的
平台。其间有一个网友加了进来，时
常发些教师工作累、工资低、社会地位
低等内容的帖子，并鼓动大家：“转起

来，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活得多么不容
易！”

这些“炫贫”的内容就像流感病
毒，看得多了，心情也就变得糟糕起
来。你一定要把负面情绪释放出来，
泄洪似的，只会把自己拖入百无聊赖
甚至悲观无奈之中。

身边有位“剩女”向我诉苦，她强
调自身条件也不错，自己要求也不高，
为什么偏偏就“剩”下了呢？越倾诉就
越觉得，好男人不长眼，那些还不如她
的人却能找到那么好的伴侣，太不公
平了。其实我想告诉她的是：挑来挑
去最终挑剩自己，剩女的最大敌人就
是对自己过分自信。

其实很多人的苦，无非就是工作
不满意，生活压力大，朋友不理解，孩

子不听话⋯⋯都是些鸡毛蒜皮的苦，
那些大起大落，断崖式的苦，咱老百姓
想沾还沾不上。遇着这点事儿，不去
管它，过不了多久，伤口就会慢慢愈
合，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犯不着逮着
个人就向他兜售。

人们喜欢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听他们说开心事，分享他们的快乐，把
日子过得轻松些。谁都不想面对一张
苦瓜脸，每天没完没了地听那些倒霉
事，因为大家都有压力，谁都不乐意做
垃圾筐。

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
文中，奴才说：“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
得你的同情和安慰，已经舒坦得不少
了。”生活中，谁愿意做那个只会诉苦
而不知道改变自己的“奴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