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 点 诚 意 ，少 点 虚

浮，可能就是“小戏骨”

给我们最好的启发

□ 李咏瑾

小戏骨 大名堂

最近，老爸老妈又开始忙着做攻
略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柬埔寨，时
间则定在了 11 月初。仔细算了算，柬
埔寨已经是他们退休后要去的第 16
个国家了。每次旅行归来，他们还都
会在一个专门准备的记事本上写点
随想，再加上两张沿途拍摄的或人或
景或物的照片，不时拿出来翻看。而
被工作拴住的我，也只能通过这个本
子和老爸的讲述来过过干瘾，真的是
羡慕嫉妒。

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们的退休生
活比我老爸老妈的更精彩，甚至更疯
狂。泡在健身房、痴迷航模、玩高空跳
伞，不少年龄是“60 后”“70 后”“80 后”
的老年人，都玩起了被认为只有年轻
人才能驾驭的活动。据报道，一名 88
岁的老奶奶，更是因为一系列 Cosplay
自拍照而成了新晋网红。

为什么退休生活如此受关注？因
为就在当下，人口老龄化给整个社会
带来了深刻影响。联合国人口发展基
金会统计数据显示，预计到2050年，60

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20.3 亿，占总人
口的 22%。目前，全世界 9 人之中就有
1 人在 60 岁或 60 岁以上。到 2050 年，
这个比例会增加至 5 人中有 1 人。同
时，根据穆迪发布的报告，到 2020 年，
全球 13 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
20%以上的人口超过 65 岁。到 2030
年，这个数字将升至34个。

老龄化社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
实。但是，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来说，
这都不应该是一个总被消极讨论的话
题。任何年龄的生活，都可以比想象
来得精彩。

退休，只是迎来了人生的下午。
工作的时候，风风火火，匆匆忙忙，生
活缠绕在来不及从梦中回神的早晨、
只求填饱肚子后更快投入工作的午
餐、大大小小的各种总结之中，节奏真
的是太快了。到了人生的下午，自然
是要油盐酱醋、花鸟虫鱼，让每一件事
情都精细起来。但能否享受这份精
细，取决于心态调整是否到位。

人总有退休这一天，谁也不会工

作一辈子。况且，退休是之前 30 多年
的付出才酿成的美酒，留给今后的日
子慢慢品味。平常心看待的同时享受
其中的香醇甘甜才是应有的态度。这
时，不妨把一些年轻时喜欢但没时间
弄的爱好捡起来。可以到老年大学学
点新东西：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刀剑
扇拳⋯⋯还能借此结识一些新朋友。
快乐的生活要自己去寻找。

当然，除了老年人自己去安排，退
休后的生活也需要家庭和社会引导，
帮助其更好地规划和设计。

曾经有媒体随机采访了 100 位 63
岁至77岁的老人。在有比较长远考虑
和打算的 25 位老人中，绝大多数表示

“是在子女和朋友的鼓励下，才制定计
划，并开始行动的”。这也再一次说
明，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帮助来满足他
们的精神需求，是一个紧要课题。

话又说回来，今天的老人，就是明
天的我们。看来，现在年轻人也要提
早培养个爱好，让将来的退休生活不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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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记忆承载

□ 徐 达

生活中的记忆与诚

意、悲喜与离合，正是通

过苦辣酸甜的食物得以

铭记或彰显

久居京城，经常会回想起故乡
的生活。在对这些时光印记的追忆
中，总归少不了食物的味道。

我的家乡地处我国自然及人文
地理一条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秦
岭—淮河一线上。特殊的地理位
置，使这里在气候、植被、矿产、农作
物等方面都兼具南北特质，食材因
此丰富。烹饪手段、饮食习惯既有
中原饮食文化的浓厚色彩，又兼具
荆楚及其他饮食习俗的因子。家乡
最令人难忘的食物，莫过于早餐铺
子那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无论严
寒酷暑，心情好坏，来上一碗麻辣过
瘾、汤味浓郁、汤汁黏稠的胡辣汤，
就着油条、煎饼或韭菜盒子下肚，整
个人立马精神抖擞，迫不及待想来
第二碗。

小时候的胡辣汤，一例是街头
巷尾的小馆，或是挑个扁担的早点
摊子供应的价廉物美的早点。汤里
不像今天有很多鲜牛羊肉，而更多
辅以面筋、黄花菜、木耳之类普通的
食材。但那鲜香可口的味道，至今
令人回味。每次再回家乡，时间再
短，也不忘喝一碗。不仅因为忘不
了那熟悉的味道，更因为融在美味
汤汁里的，是儿时的记忆和对故土
的思恋。

以后的生活中，也不乏关于食
物味道的记忆。想到西湖醋鱼的酸
美、东坡肉的软烂，就记起在西湖边
烈日下游白苏二堤、微雨中拜谒灵
隐寺、晴空下登六和塔俯瞰钱塘江
的经历。想到鸭血粉丝汤的醇厚、
桂花糖芋苗的香甜，会记起某日南
京夫子庙的人烟、秦淮河畔的桨声
灯影。想到灌汤小笼包的肥美、花
生糕的香浓，就记起多年前在汴梁
古城逛夜市、铁塔湖畔求学的经历。

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之
所以风靡，在于它回归食物的本真，
让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诚意。日剧

《深夜食堂》里每个剧集主打的食物
并不复杂，甚或简单到一碗山药泥拌
饭，但打动了人心。因为那些简约明
快的烹饪过程的白描式展示，呈现的
是食物充满诚意的质朴本味，引出的
是再真实不过的人情烟火。

尝遍了街头的美食，还是觉得
妈妈煮的一碗热腾腾的面、一锅香
喷喷的粥最贴心最好吃。生活中的
记忆与诚意、悲喜与离合，正是通过
苦辣酸甜的食物得以铭记或彰显；
而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正因为有了
记忆的承载，有了诚意的内涵，才会
更加醇厚长久、回味无穷。食物的
味道，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
正如《深夜食堂》所描摹的：“在食物
的香气里，在深夜特有的幽静和食
堂内的袅袅暖意间，一出出充满人
情味的故事被娓娓道来。人生百
味，尽在这四方食堂间。”

长假刚过，朋友圈里一波又一
波人向我推荐小戏骨版《白蛇传》，
说是一帮小朋友戏仿的 1992 年赵
雅芝领衔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
我的内心是拒绝的——且不说历来
就不喜跟风，单说如今屏幕上那些
毫无演技可言的小鲜肉，不都是身
边同一拨粉丝热捧起来的吗？当我
勉强点开这版“小白蛇”，觑了三秒
就打算放弃：主演居然全是 10 岁左
右的小孩！贴着胡须扮大人，不就
是一个豪华版的“过家家”？

直到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这熟
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
扑面而来的怀旧感把正准备起身离
开的我一下按回到座位上，结果这
一坐，就坐到了 88 分钟后的“全剧
终”。我以为回味的是记忆中的情
怀，结果却收获了另一种不太一样
的感动。

青城山下白素贞化身为人、再
与许仙西湖邂逅，在全外景拍摄中
自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清新气质；之
后白蛇帮助许仙开药堂，被人端午
陷害显出原型，再到后来经典的水
漫金山、雷峰塔下夫妇别离⋯⋯一
字一句一幕幕，所有的故事情节无
不烂熟于心——这源于童年的傍
晚，我痴痴地捧着碗筷不知看了多
少遍的《新白娘子传奇》。

论起这部剧当年街知巷闻的火
爆程度，我们那时的小孩有几个没
有把家里的蚊帐披在头上扮演白娘
子的？想不到如今这帮孩子完美地
诠释了我们当年的幻想，还更上一
层楼地进行了动人的演绎。那一唱
三叹的情感推进，配合着一举手一
投足的童稚可爱，暗合我们这帮“老
观众”的情绪节拍和审美期待：对、
对，许仙白蛇初邂逅，就该有这么点
娇羞的意思！诶，当年老艄公和小
青的对唱就是这个调调啊⋯⋯最难
能可贵的是，引发剧情高潮的几场
情感大戏，小演员们居然被导演调
教得情绪饱满，从骤然分离的心碎
神伤升华到20年后苦盼不得的沧海
桑田，看得豆瓣微博上一大波“80
后”“90 后”的“老叔叔老阿姨们”集
体泪奔。我不由感叹真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现在的“00后”了不得啊！

随着公共传媒的不断发酵，该
版《白蛇传》首次亮相湖南电视剧频
道后，就迅速超越国庆档一众大片，
俨然已成为朋友圈口口相传的爆
款。网上最热门的评论很能说明问
题：请那些动辄千万片酬的小鲜肉、
小花明星们来看看，演戏真是还不
如小学生。

据悉，“小戏骨”每部片子制作
费用不超过 20 万元，还不到大牌明
星片酬的一个零头。但整个团队多
达 200 人，88 分钟的电视剧拍摄历
时三个月，小演员前期进行培训的
时间还要另算——对比那些一两个
月就速成几十集的热门 IP 电视剧，
谁更用心，一目了然。

我国的影视市场存在着一种奇
怪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不缺明星，不
缺资金，不缺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创
作品，甚至连特效技术也日益比肩
欧美。而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又
常常觉得无剧可看。很多所谓的

“热门剧”全靠前期各种炒作，真正
一看，来来去去不过是那么几张不
看演员表分不清的“整容脸”，做着
僵硬的表情，说着毫无感情的台
词。一部戏不好看我大不了换频
道，10 部戏不好看我可能就考虑关
电视了。如果 100 部、1000 部戏都
是保持着这样的水准，随着千家万
户电视黑屏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损
害的，就是这个虚假繁荣的娱乐
市场。

当然，“小戏骨”作为一档儿童真
人体验栏目，推出的作品自有它的稚
嫩和不足。但是我们在这群10岁左
右的小演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了
的、与老艺术家一脉相承的东西——
这是一种对表演的赤诚和热爱。

多点诚意，少点虚浮，可能就是
“小戏骨”给我们这个娱乐市场最好
的启发。

镀金变真金是个考验

要求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考验的

不仅是学生的毅力，还有教学的“智慧”

□ 若 瑜

随着国庆长假结束，2016 年国庆
档票房以 15.8 亿元的成绩收官，相较
去年同期下跌15.1%，这也是10年来内
地国庆档票房首次出现下跌。不过在
整体惨淡态势下，一部闪耀着主旋律
光芒的影片——《湄公河行动》引起了
广泛关注。它不仅成为票房“黑马”，
还收获了观众如潮好评，票房与满意
度双双居于首位。

五年前震惊世界的湄公河惨案，
也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之后，案情
和破案过程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现在
又以电影的形式再现案件侦办过程。
说实话，近年来类似影视作品也不少
见，但很少能唤起心中的感动。但看
完这部影片，我被打动了，感觉到有股
热流从胸中喷涌而出，流淌的是对国
家的爱与敬意。同时，我内心又突然
安静了很多，感到当下略显平淡简单
的生活也是那么的珍贵与难得。

我评价一部影片好坏的标准比较
简单，就是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是否
有感染力，能否从中获得感悟与启发。

幸运的是，我想要的这部影片都给
我了。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环境
下，弘扬主旋律的影片想要既叫好又
叫座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认为《湄
公河行动》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它的
真实感。公安部禁毒局禁制毒品处
处长于海斌曾在湄公河专案中任老
挝万象工作组组长，全程参与案件侦
办。他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从背景、整体事件发展方面看，这部
影片的还原度有 80%到 90%。因为案
件主要情况和破案过程大家是基本
了解的，之所以选择到电影院观看，
是想满足了解导演和演员怎样还原
当时的场景这一好奇心。再进一步
讲，很多关注这一案件的观众在观看
之前是有所期待的，就是想通过影片
的真实感再次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和对公安干警的信任感。正如影片
主创团队所说，观众所期待的就是：

“无论你在哪里，一旦受到不公正的
待遇，你的身后都站着强大的祖国会

为你讨回公道！”
我的感动还来自人物塑造的“不

完美”。影片没有塑造“高大全”的英
雄人物，没有“打鸡血”的渲染，展现在
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和
爱恨情仇的正常人。张涵予这样的

“硬汉”没有独自去“拯救世界”，他有
犯错的时候，也有敏感脆弱的神经。
彭于晏在执行任务时也会因女朋友的
死而在内心天人交战，也会有私心、有
痛苦、有挣扎。这种不完美让人感到
真实，感到亲切，更有说服力和感染
力，让观众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公安
干警特别是缉毒战线上干警们的责任
与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制作严
谨，场面宏大，在细节上丝毫不将就。
该片全程实景拍摄，给观众呈现出以
往只有在欧美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大规
模枪战、爆炸和破坏力极强的追车追
逃等刺激场面。尽管在场面上与欧美
大片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至少让观众
看到了国产影片的努力与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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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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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尚飞

教育部发文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
生，决定自2017年起，二者实行相同的考试招
生政策和培养标准，明确两种学历学位证书
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这份在中秋前夜发布的通知堪比考研界
的“五仁月饼”，喜欢的人对此兴奋不已，因为
自己将来拿到的在职研究生学历将会跟全日
制学历学位证书一样管用；不喜欢的人如临
大敌，因为原本宽松的在职研究生考试和学
习将会变得相当严格。

在网络上，吃瓜群众对此倒是齐声叫
好。因为长期以来，宽进宽出的在职研究生
一直是花钱买文凭、镀金教育的代名词，MBA
教育领域的权力寻租问题甚至被中央巡视组
点名批评。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本不该如此面目可
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更新速
度的日新月异，传统的全日制学习模式已无
法满足人们对获取知识的要求。鼓励发展非
全日制研究生，有利于在职人员灵活求学，促
进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学

生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继
续深造，有利于用人单位着重培养所需的专
业人才。

为了提高在职研究生教育的水平，今年
以来，我国已经逐步抬高了在职研究生的入
学门槛。2016年1月，教育部取消了在职人员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除高管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外，其他类别都将纳入国家招生
计划和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管理。
4月，又宣布自2017年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
管理硕士（EMBA）将纳入全国统一的硕士研
究生入学，由教育部统一划线、各学校按需调
整录取。用同一把考试的尺子量学生，虽然
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学生的状况，但的确能把
一部分不具备研究生素养，或者不愿意为求

学刻苦复习的人挡在门外。有考生表示，算
下来清华、复旦等学校的在职研究生比一些
高校的全日制研究生还难考，也就是说，在入
学这个环节，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区别已不大。

但是，考试只是入门，培养才是关键。研
究生学习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在职人员
因为工作、家庭牵扯，可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
力都相对有限，很难像全日制学生那样一心
学习。今年秋季开学刚刚3周，某博士生导师
带的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就已经请了两次假
了，只在开学那天上过一次课。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对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研究生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考验
的不仅是学生的毅力，还有教学的“智慧”。
各培养单位须根据研究生学习形式和生源特

点，根据社会需求确定不同学科、类别研究生
教育形式，分别制定培养方案。比如，要不要
一起上公共课？错过的课程该怎么补？在职
学生的学制是不是要延长？这些都需要重新
设计，科学规划，并严格执行。

另一方面，全日制研究生培养也可以借
鉴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有益经验，更接地气，更
符合实际。

作为检验培养成效的最后一把尺子，在
毕业环节，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也应纳入学
位授权点合格评估范围，抽检学位论文、考察
毕业设计，向社会证明在职研究生的含金量
没有打折。只有这样，社会才不会低看他们。

目前我国在读的各类研究生已超过 200
万人，他们正在成为我国“知识经济”的主
体。希望此次研究生管理改革能催生“学习
什么时候都不晚”的氛围，让社会明白全日制
与非全日制的区别只是个人时间安排的差异
而已。更希望未来的课堂上，年轻学生和企
业管理者可以一起上课，享受同样的学习
乐趣。

作为一句祝福语，“阖家欢乐”越来
越显得极为寻常了。它不仅用在像刚刚
过去的中秋、国庆、重阳这样的节日里，
也被频繁地用在日常的交际中。

我们通常认为，“阖家”和“合家”意
思是一样的，都指全家。其中，“阖”有

“门扇”的意思，那么，“阖家”，就指门内
所有的人，就指聚在家里的所有亲人。
就这个意义而言，“阖家”确实与“合家”
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不过前者多用在
书面语，后者多用在口语中罢了。

但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层
——“阖”，还有“关”的意思。“阖家”就是
合门关户，就是摒弃外界之后，一家人相
聚在一起。那么，一家人聚在一起做什
么呢？按照传统的伦理观念，有父慈子
孝，有姑媳相亲，有夫妻和乐，有含饴弄

孙，说到底，就是过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
生活，享受亲情。我们平常所说的“阖家
欢乐”，就指这种欢乐。

可以看到，这种欢乐在今天更加显
得珍贵。我们现在仍然看重家庭，看重
亲人和亲情，这都是极好的传统。但“阖
家”了，却未必“欢乐”。许多人，身在家
里，心却在家外。由于工作繁忙、喜好应
酬、爱好太多，一待到家里，就好像被关
进笼子。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却显得焦
躁不安，心驰骛于外，难得安静下来。于
是，对那些围绕在身边的亲情就视而不
见了。更为糟糕的是，以自己的努力营
造和乐的家庭氛围的意识也淡化消失
了。长此以往，家庭气氛会日渐淡漠，矛
盾也就产生了。

还有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就是，

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却各干各的
事情。看电视的看电视，玩手机的玩手
机，打电脑的打电脑。人虽然在一起，心
思却都在外面，难得心灵的沟通和情感
的交融。哪怕交流，也是为经济、为事
务、为饮食，而少了温馨，少了默契，少了
深情。有人将它总结为“搭伙过日子”，
那关系自然就疏远了，心与心的碰撞也
就成为稀罕事。人在外面劳累一天，回
到家里心事没得吐，情绪没得发，活得也
就格外辛苦，哪有“阖家欢乐”可言呢？

真正的“阖家欢乐”，是不乞求外物
而一心享受亲情的快乐，是不借助外界
而从内心就可以找到的快乐，是摒除干
扰专注地沉醉于家庭温情的快乐。这样
的快乐获得的条件，是爱与静，是理解与
包容，我们都该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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