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的记忆从来不

是故纸堆里的文字，是

鲜活的生命，是有血有

肉的一个个生动的人

□ 王 晋

红色记忆

不应褪色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着实给炙热的
中国电影市场泼了冷水。90 多部各种
类型的国产电影在暑期档院线扎堆上
映，却没有一部票房突破 10 亿元。相
比去年同期，今年暑期档票房三甲的票
房收益和口碑评分反差甚大。整个暑
期档既没有中小成本的黑马，也没有可
以支撑起市场的大制作。

豆瓣电影和猫眼专业评分的数据
显示，绝大部分暑期档上映的国产电影
普遍得分在5分左右，甚至低于5分，极
少数能挤进7分以上，其中很多影片还
得靠粉丝和水军来支撑口碑。在这个
异常热闹又异常冷清的暑期档，每天的
电影新闻头条充斥着各方互撕的内容，
对于电影本身谈得越来越少。比起质
量，中国电影人现在更在意热度。

票房的起伏可以看作市场的自发
调整，不必过于担忧；但烂片迭出的现
象不得不引起警惕和反思。烂片不仅
损害中国电影的品质，更伤害观众对中
国电影的信心。

烂片迭出反映出影视圈浮躁的创
作心态。传统产业的衰退让大量热钱

加速流动到文化、互联网等产业，一批
新投资人跨界入局电影投资轻松获得
回报。有些投资人完全不考虑项目是
否成熟，也不考虑导演是否合适，过度
依靠IP和粉丝营销获利。面对强势的
投资方，很多创作者低头妥协，有意无
意忽视文艺创作规律，跟风模仿甚至抄
袭符合投资方要求的“理财产品”，赤裸
裸的捞金野心已经拿到台面上作为电
影谈资。令人尴尬的是，个别国产片在
骂声中却收获了高票房。这无疑传递
出一个错误信息：只要能赚钱，是不是
烂片已无所谓。

烂片迭出也反映出优秀电影制片
人的匮乏。烂片主要烂在内容上，但从
现在的电影制作链条看，粗暴地把所有
责任推给导演、编剧有失公允。艺术创
作者理应耐得住寂寞，投入到无功利的
艺术创作中。艺术创作转化成电影产
品，需要专业的电影制片人权衡艺术和
商业之间的关系，在艺术创作者和投资
方之间牵线搭桥，将艺术的无功利性最
大程度功利化、商业化。合格制片人不
仅要懂资本、懂市场，也要懂创作、懂制

作，不合格的制片人只会造成电影创作
者处处被资本牵着鼻子走。一些导演
甚至成为“产品经理”，操心电影的发行
和票房。

总之，烂片迭出反映出当前中国电
影综合水平尚不稳定，专业电影人才依
旧不足，难以连续提供高质量的影片。
部分电影人一边享受着中国电影市场
的盈利空间，一边以满足观众最低审美
需求为自己的创作标准，烂片当道也就
不足为怪了。

从长期利益来看，中国电影不应单
纯追涨电影票房和电影数量，更不能沦
为逐利工具和提供炒作话题的机器。
资本是把双刃剑，热钱的涌入为行业的
快速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同时也加
剧了电影市场的浮躁与泡沫。中国电
影未来要有更好的发展，必须回归内
容，扎根本土、开拓创新，尽最大的努力
来提升中国电影的品质。同时，也要遵
循电影工业体系的规律，合理利用资
本，补足人才短板，摒弃对“唯票房论”
的错误崇拜，用高品质的电影引领观
众，这才是对中国电影的真正担当。

烂片迭出 拜金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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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紫晓
香蕉蘸盐

北马滋味

□ 张 頔

香蕉蘸盐这道“硬

菜”依然位列众多补给之

中，只不过“风光”不再

如果有人说吃香蕉的时候要蘸
着盐吃，你会有什么反应？当笔者
上周末站在北京马拉松的起点准备
出发时，听到周围跑者这么说之
后，第一反应是，“这能好吃吗”。

“好吃吗？能吃着就不错了！”周围
几个跑者异口同声。

看出笔者身上浓浓的菜鸟气
质，几个跑友立刻七嘴八舌描述起
来 。 大 体 的 意 思 是 ， 在 马 拉 松
42.195 公里漫长的过程中，跑者会
流失大量的能量和体液。香蕉和盐
是补充能量最有效的食物，因此为
了节省时间，一般都一同下咽。此
法虽简单粗暴，但直接有效，堪称
北马“第一硬菜”。并且由于参赛
选手有 3 万多人，往年的北马，这
道“硬菜”经常供不应求。

不得不说，这两年马拉松确实
火了，几个数字就能证明，2010
年全国的马拉松赛事只有 13 场，
而到了 2015 年这一数字飙升到 134
场，5年间增长了近10倍。今年仅
上半年各级别赛事已经过百。究其
原因，这当中既有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后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也有
各个城市、各种企业借举办马拉松
赛事推广自身的考量。

以北京马拉松为例，创始于
1981年的北马，直到1996年第16届
比赛时，参赛人数也只有 1000 余
人。而今年的北马参赛者有 3 万多
人。而且这 3 万多人还是在报名的
6.6万人当中抽签产生的幸运儿。在
这个跑马拉松都要摇号的年代，众
多像笔者这样头回参赛的跑者，担
心的不仅是能否在6小时15分的规
定时间内完成比赛，更苦恼于能不
能抽中一个珍贵的参赛名额。

而随着赛事举办数量和参赛人
数规模的飞速增长，赛事服务和保
障的水平也急需迅速提高。其实除
了香蕉蘸盐这道硬菜是头次听说
外，笔者对北京马拉松往年的诸多

“传说”也都有所耳闻。“厕所少导
致参赛选手长安街边‘尿红墙’”

“沿途补给严重不足”“混乱的赛后
领物流程”等等。

不过亲身参与了今年的北马，
笔者和众多参赛跑者都切身感受到
了赛事服务水平的提升:“尿红墙”
的奇景近乎绝迹，因为沿途光移动
厕所站就多达17处；赛前赛后存取
物品方便快捷，因为志愿者人数多
达6000人；本届北马也没有发生跑
者猝死的不幸，因为有救护车和移
动医疗保障人员全程随行。

值得一提的还有沿途的补给
点，不仅数量多而且补给种类丰富，
除了水和运动饮料，还有盐丸、能
量胶等“高大上”的高端补给。赛
后和其他跑者交流时发现甚至有跑
者还吃到了应景小月饼。而香蕉蘸
盐这道“硬菜”依然位列众多补给
之中，只不过“风光”不再。出于
好奇，笔者还是在比赛途中品尝了一
下：确实别有一番滋味在唇间。

重走长征路，再读长征史，让我
再次沉浸在那段红色记忆中。

1934 年 10 月，红军将士们从江
西于都河畔出发，冒着枪林弹雨，走
过千山万水。他们翻越雪山、穿越
草地，一路艰辛，血洒征程，以青春
的生命书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
史诗。长征被誉为“地球的红飘
带”，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继续前行。

今天，走进瑞金、于都、兴国，走
进通道、遵义、延安，我们看到的是
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一个个美丽宁
静的小城，是人们和谐幸福的日
子。昔日炮声隆隆、流血牺牲的故
事似乎已经远走，但只要你用心倾
听，就会发现红色记忆并未褪色。

还记得“十七棵松”的故事。瑞
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小组是远近
闻名的红军烈士村，这个村的后山
上，有 17 棵参天的松树，枝繁叶
茂。每一棵松树下，都有一个人的
墓碑。当年，这个仅有 43 户人家的
村组家家有人参加红军，参军前，17
位青年每人栽下一棵松树。后来，
他们全部壮烈牺牲，再也没有回
来。83 岁的华从祁告诉我，他的父
亲、叔叔就是烈士中的一员，他没见
过他们一面。从小，每到年节，他都
会上山到树前祭拜，有什么心事，会
对老树说一说。

还记得女教师林丽萍的泪眼。
她是一名音乐老师，也是于都长征
源合唱团的一员。这个合唱团的成
员大多是红军后人，他们的长辈出
征前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家人有的
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明，有的甚至
不知亲人战死何方。林丽萍的爷爷
当年送三个弟弟参加红军，后来一
直杳无音讯。在广西演出时，她去
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发现在此战
中牺牲的于都籍烈士有 1000 多名，
而自己小爷爷的名字赫然在列。多
年的找寻终于有了答案，她给父亲
打通电话，两人在电话里泣不成
声。父亲叮嘱她：“你把小爷爷的名
字拍下来，我要去拜祭他，让他落叶
归根。”

还记得马前托孤的李美群烈
士。她把未满月的女儿托付给婆
婆，转入山区参加游击战争，三个月
后在战斗中被俘，三年后牺牲在监
狱里，时年 25 岁。后来，她的婆婆
把孩子送给老乡抚养。为防敌人斩
草除根，老乡们带着她的女儿东躲
西藏，终于把她抚养成人。她的女
儿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红
军，从未见过妈妈照片的她来到展
览馆，看着墙上妈妈在狱中挨打、脸
部浮肿的照片，哭得跪地不起⋯⋯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正因为
有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而鲜活生
动。只有亲耳听到这些故事，你才
会理解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
奉献与牺牲。在老区，这样的故事
还有很多。妻送郎、父送子、兄弟一
起参军，离别可能就是诀别。他们
舍弃了小家的幸福团圆，为的是建
设一个美丽的新中国。

遗憾的是，一些年轻人不熟悉
这段历史，有的甚至对当年的流血
牺牲感到疑惑，甚至问“这怎么可
能？”这让我反思我们的革命史教
育，除了告诉学生们时间、地点、人
物名字，能否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
讲一讲当年创业之艰难，讲一讲同
为青年的他们为了创建一个新中国
所付出的一切？

红色的记忆从来不是故纸堆里
的文字，是鲜活的生命，是有血有肉
的一个个生动的人。先辈们经历过
艰难险阻，走过弯路，但最终走向了
胜利。这胜利，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的历史走向，创造了一段红色传奇。

铭记，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传
承，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在价值
多元、众声喧哗的今天，属于一个民
族和国家的红色记忆只应加强，不
应褪色。如何让红色记忆更立体更
生动更持久，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
使命。

残奥辉煌 国家铸就

金光闪闪的残奥奖牌凝聚着世人目光。不过残奥会后，我们期待更多

目光投向残疾人事业

□ 佘 颖

国家旅游局日前通报了中秋期间
发生的3起“丑陋导游”典型案例，包括
2 例“辱骂游客、胁迫游客消费案”和一
例“诱导欺骗游客消费案”，再度把导
游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毫无疑问，导游的不文明行为让
游客“深恶痛绝”。一些旅行社为了招
揽游客，团费价格是一降再降，甚至出
现了零团费、负团费的旅游产品。不
过旅行社从来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俗
话说堤内损失堤外补，旅行社只能通
过游客在购物环节购物后获得商家的
回扣或提成得到补偿，导游也因此扮
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为惩戒导游不文明行为，国家旅
游局制定了《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
理暂行办法》，目前已有 1 名旅游从业
人员被列入“黑名单”。除了制度的约
束，文明旅游更需要自律、自觉，如果
每一位导游都能使文明旅游成为根植

内心的修养，并外化于坚定的行动，那
么游客在旅行途中一定能遇上最美丽
的风景，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旅游，原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如
果导游无视规则，甚至任性妄为，不尊
重他人，那么留给游客的便不会是“美
好的回忆”，很有可能成为“深刻的教
训”。这不仅伤害了游客的权益，同时
也 严 重 影 响 到 旅 游 产 业 持 续 健 康
发展。

导游是服务，也是一门艺术。一
名合格的导游除了要向游客提供介绍
景点、安排行程和食宿等服务外，其实
还承担着传播文明旅游的时代重任。
记者注意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如今的旅游已
不仅是单纯的观光游，还是开阔眼界、
获取知识信息的门路，也是陶冶情操、
提高素养的途径。游客对出游的高品
质期待，决定了对导游职业素养的高

要求。因此，挽救导游形象，更重要的
是提高导游职业准入的道德门槛和职
业素养。

导游工作独立性较强，经常远离
领导和同事的监督，非常需要注重个
人的精神修养。只有这样，在各种不
良诱惑面前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
染”。作为一名导游，必须要调整好自
己的情绪状态，因为导游的情绪变化
会直接通过表情传递给游客，并使他
们受到感染。此外，导游还应加强文
化知识的学习，尤其是政治、经济、历
史、地理以及国情、风土人情、民俗等
方面的知识。

总之，既然选择了导游这一职业，
就要有将职业当事业干的决心，不断提
升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与知识文化水
平。只有这样，导游才能以良好的职业
素养、优质的服务态度导引游客享受旅
行，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丑陋导游当惩戒

挽救导游

形象，更重要

的是提高导游

职业准入的道

德门槛和职业

素养

□ 郑 彬

职业至乐是创造

这是一种

积极的精神传

递，它一扫颓

靡之风，如清

风朗月般莅临

大地

□ 李尚飞

里约残奥会圆满闭幕，残奥健儿载誉而
归。107 枚金牌、239 枚奖牌，51 项世界纪录，
把第二名英国队的147枚奖牌远远甩在后面，
更是两倍于传统奥运强国美国。这个成绩当
然值得国人为之喝彩。

要知道，这些奖牌不光是来自乒乓球、羽
毛球、射击等传统强项，在奥运会长期没有突
破、甚至被怀疑不适合亚洲人的田径、游泳
上，中国残奥运动员也展示出超强实力——
我国残奥运动员从游泳池中“捞”起了37枚金
牌，连男子盲人足球都打进了半决赛。

在欢呼雀跃之余，我们也忍不住好奇，中
国残奥运动员为什么这么牛？特别是对照扶
不起的中国男足，哑了火的游泳田径，难不成
残奥运动员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

英国媒体将奖牌总数与我国庞大的残疾
人基数挂钩，这当然是原因之一。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这个数字比很多国家的全部
人口还要多。从中选拔出 308 名运动员参加
里约残奥会，不是万里挑一，而是27.6万人里

挑一。中国残奥运动员可选基数大，可塑之
才多，拿奖牌多也说得通。

但是，人多不一定运动员多，更不能保证
奖牌多。2000 年以前，我国每次参加残奥会
的选手不过数十人，在残奥赛场上的表现远
逊于美国。而且看过里约残奥会比赛的人就
知道，残奥比赛同样激烈，里约残奥会田径男
子 1500 米 T13 级比赛，前四名运动员甚至比
里约奥运会男子1500米冠军跑得还快。可见
要在残奥赛场拿到奖牌并不容易。

中国残奥运动员能有如此出色的成绩，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整个国家的关怀和
帮助，有科学的选拔体系和康复训练。

我国对残疾人运动的重视始于2000年前

后。当时，为了备战北京奥运会，全国建起了
众多训练基地，培养出成千上万名残疾人运
动员。目前，我国有 16 个省市建立起残疾人
训练中心，甚至在青藏高原上也有一座占地
近 400 亩的多巴中国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
遍布全国的训练场馆为残疾人运动员的训
练、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

更为关键的是，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建
立了“县级发现、市级选送、省级培养、国家提
高”的四级联动培养体系，不断输送人才。在
这套体系的高效运转下，从 2004 年雅典残奥
会开始，中国军团的奖牌数、金牌数一路看
涨，强势占据第一名的位置。

而反观其他国家，他们的残奥运动员大

多没有举国体制的支持，只能一个人战斗。
商业运作在体育运动中已经成为主流，但残
奥选手商业价值有限，极少有企业青睐。他
们的训练得不到保障，自然也很难有好成绩。

现在，连BBC都在建议反思，是不是还要
继续把本该由国家和公益支持的残疾人运动
推给商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的残疾
人运动事业走在了正轨上。

不过，能取得奖牌、甚至能站上奥运竞技
场的残疾人只是二十几万分之一，赛场之外，
数千万残疾人生存环境依然不容乐观。据中
国残联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 8500 万残疾人
中，有1500万以上生活在国家级贫困线以下，
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2%以上。许多残疾人在
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

金光闪闪的残奥奖牌凝聚着世人目光。
不过残奥会后，我们期待更多目光投向残疾
人事业，为他们提供更加完备的服务，让残疾
人敢于有梦，帮助他们在人生的赛场上勇创
佳绩。

按照传统思想，教师的幸福感，首先
应该来自生命的创造，先成己，也就是取
得个体生命的成就，然后成物——对社
会或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西方哲学家
也认为，创造的欢欣是职业最高的欢乐。

这个提法，不但适用于天才，也适用
于每一个人。创，造之始也。日常生活
中，凡能够运用新的方法对旧的问题做
出有成效的改善，都属于创造。

倘若将它落实到一位老师的教育
教学生涯中，那么，创造就被赋予了更
为广泛的内涵：它可以是对涉及教育问
题的崭新理解和不断掘进，也可以是对
工作性质焕然一新的认识，还可以是对
所教授内容换一种角度的剖析和把
握。这样的创造，既包括思想上的，也
包括行为上的。其中的每一种创造，都
带着超越自我的性质，都是一种对陈旧
的突围。

那么，当这样的创造因子渗透在一
位老师的血液里并且支配了他的教育教
学行为之后，他随之具备了怎样的状态
了呢？他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思维永远
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不愿意固守原有
的教条和规范；他会经常面临自己创造
的挑战，在挑战中选择积极应战的姿态，
从而使他对职业充满了新鲜感；他不满
足于已有的状态，时常审视自己，使自己
努力超越环境的限制，每天以一种崭新
的姿态出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之中。

教师的这种昂扬的情绪，也会感染
他周围的人尤其是学生。这是一种积极
的精神传递，它一扫颓靡之风，如清风朗
月般莅临大地；他不断尝试用新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的事业，不断探索新的适宜
于不断变化的受教育者的方法，在这样
的探求和开创之中，他获得了成就感和
满足感。这样，他的职业生命得到了长

久的延续，所需养料得到了长久的补充，
他会始终保有热情，并且能一次次地认
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此，他便拥有
了职业的幸福。

我们今天的教育，之所以看到这样
的教师越来越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我
们完全也可以说，教育的滞后和困局，很
大程度上就来自创造型教师的减少，大
家都或情愿或不情愿地依附于目前已形
成的定局，有不满，有抱怨，有忧患，却就
是没有创造。如此，教师的幸福感便随
之降低了。

无论是从事关民族振兴的教育大
计而言，还是从个人实现生命的价值而
言，我们都需要创造。一个坚定的个人，
不应该被裹挟进洪流之中，而应该毅然
担负起教育兴国的重任，“惟日孜孜,无
敢逸豫”“虽九死而不悔”，为教育的发展
开拓出一条新的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