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年来的每个6月，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都会有
一天从凌晨三四点醒来。穿着五颜六色 T 恤的人
们，像静静流淌的黄河水一样，缓缓地向自己的目
标位置移动，并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各就各位。

晨曦中的黄河两岸，总让人想起低苦艾乐队的
那首民谣 《兰州，兰州》，歌手用低沉的声音唱
道：“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这一天，兰州
人并没有出走，只是出发，去滨河路上度过半天属
于这座城市的节日。

节日的名字叫“兰马”——2018年晋升为国际
田联金标赛事的兰州马拉松，在过去的几年里成为城
市的新名片。数以万计的兰州人在这一天会扮演不同
的角色，成为赛事的服务者、参与者、围观者，并在
各自岗位上，在汗水中，在呐喊声里，在锣鼓声中享
受属于自己的那份欢乐。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份欢乐。每年报名时，
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在太阳底下跑得累死累活，
有什么快乐可言？甚至有人以“中产阶级的广场
舞”讥讽马拉松赛道上的跑者。

2014 年之前，我也无法理解在周末的早晨、
用补觉的时间去赛道上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的行
为。那是兰马的第四个年头，我有点厌倦在兰马比
赛日，胸前挂个记者证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反正是
要早起，不如换个方式参与，平时只会偶尔打打篮
球的我报了10公里，既是“尝鲜”，也是满足好奇
心——那些在赛道上的人到底获得了什么，让他们
乐此不疲？

胸前的记者证变成了号码布，10 公里用时 1
小时 09 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兰马的成绩。到达
终点，脚底生疼，磨出了几个水泡。抬腿上公交
车时，才发现真正难以忍受的疼痛是膝盖。即便
如此，兴奋的我还是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年 10 公
里，明年半马，后年全马。次年兰马报名半程，
到 13 公里以后，膝盖已经无法支撑慢跑，一瘸一
拐地走到终点，我知道自己吹了牛：跑步令人愉
悦，但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持续一周的疼痛
让我明白，10 多年不曾锻炼的膝盖难以承受全马
的强度。

从 10 公里到 4 次半马，距离增加了，完赛后
的痛感增加了，而这项运动带给我的兴奋和愉悦也
在递增。在那条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的滨河路上跟
着“马”队一起前进时，我也在问自己，到底看到
了什么不同往日的风景？

今年兰马前夜，与一位从厦门远道而来参加兰
马的朋友闲叙。寒暄几句，话题很快从兰州的风土
人情、特产小吃聊到了跑马。七八年前的一个晚
上，正在加班的他被工作折磨得头昏脑涨，看到了
厦马的报名公告。发泄一下工作压力，这是他参加
马拉松的初衷，但是随后他就像千千万万个跑者一
样，因一次比赛爱上了跑步。之后的几年里，他从
国内跑到了国外，参加过柏林、芝加哥等城市的马
拉松赛事。他和我，还有更多的跑者，在不同城市
的赛道上领略了不同风光，也看到了同样风景。

人在马途，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善意与热情。
跑者本身是赛道上的风景，但没人可以忽略赛道两
旁那些欢呼与鼓励的声音，有垂垂老者，有稚嫩童
声，有志愿送水人，有义务鼓舞者。参加4次兰马
半程，我特别感谢那些在15公里到20公里处，向
赛道上的跑者们伸出手掌的人们。与他们每一次的
击掌而呼，都能给予我神奇的力量，使我在体能接
近极限时咬牙加速奔跑百十米；一次又一次百十米
的力量，最终将我推向终点。

人在马途，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乐观与豁达。
那位厦门的朋友说，跑马的人不一定有“中产阶
级”的物质财富，但肯定会有积极乐观的心态。看
到步履缓慢的白发老人，奇装异服满脸花妆的“小
丑”，驱轮前行的残疾人，用脚皮与柏油路面摩擦
的赤足另类跑者，以及在赛道上听到的每个来自陌
生人“加油”的声音，我都在想，我们每个人的跑
马故事不同，但我们有同样热爱生活的信念。

人在马途，可以体会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跑者们也有沮丧的事情，那么报名一签难
求便是其中之一。七八年前的时候，很多城市举
办马拉松还需要动员人们参加，如今国内一些知
名马拉松比赛都需要抽签才能获得参赛资格。短
短几年时间，我国的马拉松参赛者从几十万飙升
至数百万，没有哪一项运动的魅力能引发如此广
泛的参与热情。

人在马途，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悄然变
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
校园运动会，我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 30 岁之后爱
上跑步。从第一次跑完 10 公里膝盖疼得一周都不
能上楼，到今年跑完 21 公里的半马，身体第二天
便恢复如常，我知道这是比赛之前的那些夜晚，
在操场上完成的一个个 5 公里的积累对自己身体
的回馈。有了这些平日的坚持，才能让自己在赛
道上与跑者们一起欣赏沿途的风景，体验跑马的
乐趣。

明 年 兰 马 ， 我 想 看 看 21 公 里 之 后 的 全 马
风景！

人在马途
□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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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H组

小组赛中，仅仅开场176秒，哥伦比亚队球员卡洛

斯·桑切斯因用手挡出一记射门而被红牌罚下。

自此，少了一名球员的哥伦比亚队不得不拼尽体

力坚持踢完这场人数不对等的比赛，最终以 1∶2

负于日本队。

有人认为，哥伦比亚队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有一人被罚下场，自己在人数上处于劣

势。这个判断听起来有些道理，毕竟足球比赛十

分拼体力，如果比对方少了一名球员，自然增加了

获胜难度。不过，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足

球比赛是讲究规则的，用手挡球就应该受到相应

的惩罚，否则就是对遵守规则一方的不公平。有

错必罚，执行必严，进而警示各方必须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务必敬畏规则、遵守规则，这正是规则的

威力和意义所在。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拿足球比赛来说，即便有了规则，也得靠人来

执行；即便执行的人品行高尚、道德无缺，但肉眼

总有不及之处。于是，为了约束裁判员的行为，体

育界制定出了一批对裁判员的职业要求和处罚规

定；为了弥补裁判员肉眼等某些不足，包括此次世

界杯在内的很多比赛引入了视频裁判机制……这

一切都是在维护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是为了让比

赛更公平，经得起观众和实践的检验。

不仅是体育比赛，任何社会、任何组织、任何

活动要想实现长期正常运行，都离不开规则的支

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些平等理念绝不能

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到具体实践与行动中。

不过，尽管人人都知道规则平等的重要性，但在

涉及切身利益的时候，仍有个别地方或个人希望

自己能够在规则面前被网开一面，或千方百计找

规则的漏洞来获取更大收益。

比如，某些地方在落实中央关于打造公平竞

争营商环境要求的时候，口头上或地方文件上说

得头头是道，但具体执行时总倾向于给当地企业

或纳税大户政策优惠“吃小灶”，甚至在环保等方

面放松要求。这无疑会在事实上造成不公平竞

争，乃至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让本想前

来投资的企业闻之色变，赶紧另寻他地。

再如，如果个别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奉行

好人主义，在人情面前放松对规则的尊重，甚

至对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不适应、不习惯，不

敢、不愿动真碰硬，那么规则就很容易沦落为

“嘴上说说、墙上挂挂”。这不仅会使执行打折

扣，还会伤害遵守规则的人，对工作“生态”

带来负面影响。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同理，规则的生命在于

执行。只有在处理每一个具体事件时切实做到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对违反规则的人作出相应

处罚，对遵守规则的人予以肯定，人们才会对规则

产生敬畏之心，进而自觉遵守规则。足球比赛如

此，其他事情亦然！

规则平等 贵在执行
□ 马洪超

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闪
耀。每年此时，海内外电影人都会如
约而至，共同见证这场视觉盛宴和观
影热潮。过去的一年，高质量发展成
为行业面临的共同选择。在中国拥有
了 全 球 坐 二 望 一 的 电 影 票 房 规 模 之
后，如何生产更多高品质电影来满足
人们的期待，是今年上海电影节上讨
论最多的话题。

优质内容是不变追求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创造了
200 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这也是世界
上 在 单 一 国 家 市 场 季 度 票 房 最 高 纪
录。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
的电影市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尹鸿说，中国观众太爱电影了，
即便有 40 个频道播免费电视剧的情况
下，中国观众仍能够对电影表现出极大
兴趣。

尽管电影市场表现出旺盛的活力，
但是回顾过去一年，真正能走进观众内
心的影片与庞大的电影市场相比仍然是
凤毛麟角。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电影票房量级不断
突破，但优质作品供应严重不足，缺乏能
胜任行业标杆的优质内容。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上一届
金爵论坛上，嘉宾的话题还在围绕互

联网和 IP 对票房的贡献率，而今年的
话题则又回归到内容制造能力上。不
止一家电影企业的老总向经济日报记
者表示，内容仍然是电影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就直
言不讳地说：“我曾经给光线制订过很
多目标，成为最高票房公司、产业链
最完整的公司、中国最大的电影公司
等等。在做了 12 年电影之后，我觉得
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我现在只想
成为中国最好的头部内容生产公司。”

王长田的话引起业界广泛共鸣。
中国电影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影片周期
不断缩短。面对进口片的强势冲击，对
国产电影而言唯有生产优质内容才是
应对挑战的杀手锏。

阿里影业董事长兼 CEO 樊路远表
示，优质内容要依托专业导演，中国电影
发展的瓶颈在于专业人才的匮乏。因此，
阿里影业一直有培养年轻导演计划，每年
拿出很多资金用于培养年轻导演。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在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把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上影拍
摄的重点影片做了视频展示。看到这
些经久不衰的画面，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任仲伦感慨地说：“优秀
的代表作能够让人看到一家企业的生

命力、竞争力和发展的强大潜力，所以
我们今后还是会把创作更多更好的作
品作为企业立身之本。”

在任仲伦眼中，中国不缺好的故
事，缺少的是将好故事转换成电影的能
力。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虽然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是我国电
影产业整体上还处于手工作坊的初级
阶段。任仲伦认为，在一部电影中，起
核心作用的应该是整个工业流程，而不
是某个制片人或导演。

一个好故事加上一个好导演也许可
以成就一部好电影，但是中国庞大的电
影市场绝对不能仅靠几个爆款。在本届
电影节金爵论坛上，“中国电影的生产
力不足，需要完成作坊式生产到工业化
的转变”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尹鸿教
授认为，电影工业化就是专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即建成一条运转平稳的流
水 线 ， 带 动 影 片 生 产 效 率 和 品 质 的
提升。

尹鸿说，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
深度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相互融合，形成更加互联网化、
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体
系和市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
才能真正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
的转变，才能使得电影版权价值最大
化，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带动作用的
最大化。

全球共享是最终目标

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如果
仅从票房表现来看，去年的《战狼 2》《红
海行动》等影片都有优秀表现，但是如
果拿到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上，很多中
国电影还是缺少了共享价值。

中国国产电影海外和其他版权销售
收入仅仅是美国电影的 10%。更重要的
是，中国影片的市场主要局限在国内，更
准确地说是在内地。因为表达方式的本土
化和局限性，中国电影难以进入全球主流
电影发行放映渠道，在全球市场上没有形
成真正可持续的影响力，这与电影成为全
球性文化产品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尹鸿认为，中国电影缺乏将中国故事
“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展阶段的
特殊性、国情的复杂性，必然会催生一大
批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电影，但是中国
还需要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
电影产品，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电影强
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制度
设计，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融合力，
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还有艰辛
的道路要走。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舞台正
在不断提醒我们，仍然需要用世界眼光看
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只有这样，中国
电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甚至融汇于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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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走高品质发展之路
□ 姜天骄

法律的生命

在于实施，同理，

规则的生命在于

执行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著名导

演姜文（左一）和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右二）共同为“谢

晋经典电影回顾展”揭幕。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还举办了改革开放40周年

电影海报展（下图）、金爵论坛（右图）等活动。姜天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