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年，对明星演员片酬畸高的吐槽声

音总会不时出现。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流浪

地球》也同样引发了大家类似的话题。面对

资金链断裂，导演、制片、摄影、演员纷纷

自掏腰包，才最终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诚意

的电影。明星片酬只有在合理的区间内，才

能使更多资金投入到影片制作环节，这个理

所应当的规则已经到付诸于行动的时候了。

畸高片酬，不仅让有些明星付出的努力

与获得巨额财富不成正比，而且还阻挡了影

视文艺界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健康风气。要知

道，少数演员的天价片酬与多数演员的合理

收入不能一概而论。被人反感的畸高片酬消

耗了过多优质资源，占据片酬总额比例过

高，使影视创作不能集中力量精雕细琢，使

影视资本把投资权重放在追逐流量明星的带

货能力上，而不看重演员本身的业务能力和

发展潜力。“畸高片酬”激起公众的不公平

感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对于天价明星的恶劣样本，有人

却以“一切皆是市场行为”以蔽之，但市场

真能决定一切吗？“市场行为”何以成为明

星畸高片酬的遮羞布？固然，演艺圈本身是

站在聚光灯下的行业，一举一动必然引人关

注，与通过国家经费和体制保障创造智力成

果和社会效益的科学家、学者属于不同的行

业范畴。科学家、学者皓首穷经、焚膏继

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作需要和职业精

神，当然不能和娱乐圈同日而语，两个截然

不同的行业更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但这些

不能比较的原因并不能成为替娱乐业畸形开

脱的理由。

事实上，“明星天价之殇”暴露的是财

富的逆流和价值的错位，它无形中让不少勤

奋努力的人在价值观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

害。很多年轻人在确立人生志愿时，想当明

星，想做偶像，这是个人选择，没什么好非

议的。但是，成为明星得有货真价实的业务

能力，具备演什么像什么的本领，不能只看

到明星的光环，不能总想走捷径雇水军，不

能只为了挣大钱，而不脚踏实地地确立自己

真正适合的人生方向。

对明星偶像的崇拜超过科学家，也在某

种程度上折射出才学与财富失衡所造成的浮

躁心态和信仰危机。它使人产生对生存意义

和价值的追问：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何才能

不迷失自己？人活着究竟该追求和信仰什

么？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追的星？在这

一点上，那些生如夏花般绚烂的人用行动和

价值观回应了以上问题，同时回答了“何为

成功”“何为人生”“何为国家精神”这一时

代话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女院士何泽慧被

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一生淡泊名利，

始终住在上世纪 50 年代一间破旧的小屋

里，将毕生心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隐姓埋名28年，全身

心投入到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中；南京 92

岁高龄的朱悦真奶奶 16 岁时就参加抗日战

争，她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却从 1993 年开

始，每年都给贫困生、身患重病的农民工捐

款救助……

如果有人觉得拿科学家的人生境界与明

星相提并论显得牵强和矫情的话，近年来的

演艺圈其实也不乏正能量的生动个案。导演

吴天明是演艺界中的“异类”，他拍电影不

图感官刺激，选演员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哪

位演员带助理，他就换人。他以自己的方式

捍卫着电影创作的尊严，向曾经的“纯真年

代”致敬。演员李雪健对演戏有着近乎吹毛

求疵的认真和执着，他一生拿角色与观众交

朋友，坚定而执着地走在维护演员尊严和信

仰的路上。周润发身负盛名，生活却过得极

简且素，还将演艺所得捐给慈善基金会。演

艺圈里不乏兢兢业业做事业的典范，不缺自

己功成名就不忘提携后辈、兼爱社会的名

家。但是，畸高片酬却不能为文艺圈带来如

许清风，恐怕更多的影响是扎戏、虚荣攀

比、不思进取、捞一笔是一笔……

人生不该满足于享乐，而在于能否利人

利他并承担社会责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责任意识始终是公民

的信念之基、力量之源。而每个个体生命意

义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依赖社会价值的创造

和精神生活的充实，切不可沉湎于对金钱权

力的盲目崇拜和声色犬马的物欲加持中，助

长拜金追星、炫富享乐的腐化思想传播。

如今，面对畸高片酬引发的社会声讨，

一方面要进一步监管和遏制天价片酬，矫正

和消弭收入的不均等和差距鸿沟；另一方

面，文化人要磨砺心性、健全人格，树立正

确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把个人的理

想和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正所

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得意时耐得住寂寞，失

意时经得起磨炼。即便身处繁华，仍要初心

不变，怀着一份家国的情怀，保持一颗未曾

蒙尘的赤子之心。这既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

气象和风貌，也是历史对美好生活价值维度

的理念和定义。

“市场行为”不是遮羞布
□ 赵凤兰

休假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成为

一个悖论。有的时候假还没开始休，

就 已 经 遥 遥 预 见 了 结 束 时 的 身 心

俱疲。

但挡不住人们还是对假期乐此不

疲，毕竟假期是庸常人世间稀缺的黄

金与阳光，闪烁着直指人心、妥帖肺腑

的光芒。每次大小假期尚未开始之

前，大家的渴盼简直进入烈火烹油的

倒计时，一半是工作的疲累确实让人

难以忍受，另外直接与KPI挂钩，各式

传媒的煽动与诱导怎么震撼怎么来：

旅游、美食、购物、通宵达旦欢宴……

休假、休假！大家群情激昂：我们要休

假！不是为了休假本身能干些什么，

单是“休假”这两个字，就能激起大家

无穷无尽（假想中）的巨大幸福感。如

同啤酒上嗤嗤作响的泡沫飞溅，这种

还没进入假期时的幻想，是一段假期

最让人觉得开心的时刻。

真的进入假期，大多数人就不知

不觉地滋生出一种微妙的焦虑：假期

如此宝贵，一定要过得有意义！

现代人的“有意义”，无非是要“有

所得”，就跟金钱的增值一样：亲密关

系的增进，美景的遍览，包括每一口美

食切切实实地咽入喉中，年轻一点的

孩子们崇尚热烈的聚会，或是通宵困

得要死还不忘追剧、打游戏。大家当

时都是愉快的，而很少有人想到“得

到”的过程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消

耗”，“得到”的最大化意味着“消耗”峰

值的来临。

就这样假期过去，难以持续的快

乐转瞬即逝，只留下一地鸡毛，面对扑

面而来的工作，人们累上加累，俗语说

得好：“没有比刚刚度完假的人更需要

再来一次假期。”这时大家才恍然大

悟：假期一开始原本是想好好放松，让

自己休养一下，怎么又成了一个逢立

必倒的Flag？

其实，“假”在古意里从叚，叚者，

借也。假期，本就是从平淡生活中借

来的日子。想假期不累，就不要将它

从平淡生活中割裂开来。社会飞速发

展，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们目不暇

接，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又难以一一

消化，这种随时会被热点抛离的焦虑，

才是现代人心累的根本原因。

要想假期不累，就要善于给平常

的生活补上短板。疏于对家人的陪

伴，那就在此刻沉浸于对家人的陪伴

中，家人并不需要你骤然升温，带他们

脚不点地地出游购物，就在此刻这片

阳光下，看杯中的茶叶回旋、飘升、舒

展，静静感受到彼此就很好。疏于对

朋友的问候，那么安排下片刻小叙或

是一番长谈，聊工作、聊生活，甚至无

关宏大的命题，就聊聊前几日吃过的

小菜滋味绝佳，“走！再去来一盘”。

疏于对爱情的关照，那无论男女，此时

大可互相问候一声，缘在还聚聚，倘若

缘散，各自安宁也不错。而我发觉自

己疏于对书斋的打理，窗前植满的兰

花已经有点萎谢。我在重新浇遍水的

大花盆前站了好久，听着泥土吃水的

簌簌声，觉得自己的内心重新得到了

滋养。这也是为什么陶渊明素日很忙

的时候天天在南山下往来，但他只有

“悠然”下来，才真正见到了“南山”。

主动式休闲和被动式休息的分界

就在这里，不在于一定要做些什么，而

是要善于剥离外界的附加，素心所往，

虽在城市，仍有山林之致：游玩，只为

放松；购物，是打心眼里真正喜欢，拿

回家好好使用；访友，没有任何事由，

只是有两三心曲想为你抒发，甚至于

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未至而返：“吾

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们日常的生活不是缺乏味道，

而是滋味太过浓烈，浓烈到让人们口

舌麻木；那就把假期过成一杯让人心

明眼亮的淡茶，在含蓄的芬芳中松弛

紧绷的神经，温暖劳顿已久的身心，然

后假期过去，生活的精彩纷至沓来，把

新的压力当成一道滋味丰富的“大

餐”，这未尝不是另一种励志？

《
新
喜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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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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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执
的
逐
梦
者

□
李
芃
达

1985 年借给同学 40 元，30 年后同学还给我

1000元，我是亏了还是赚了？

这个网络提问后面跟帖者众多，看来大家都

曾经给别人借过钱，也都有过向人借钱的经历，

所以畅所欲言，众说纷纭。

一部分人的观点是：亏了。因为按可比价格

计算，30 年前的 40 元要远远大于现在的 1000

元。想想看，1985年4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

的工资，够全家人的开销，而 30年后的平均月收

入已经攀升到了三四千元，1000元只相当于月工

资的三分之一。这样算来，同学才还你 1000 元，

你肯定是吃亏了。

另一部分人的观点是：赚了。因为按银行利

率来算，40元放在银行存定期30年，按年利率10%

的复利计算（1990年之后的存款利率降到了10%以

内，到了本世纪定期存款利率很难超过5%），1.1的

30次方是17.45，本息合计约17.45×40=698元，而

同学却还你1000元，你赚了300元呢。

还有一部分人持“墙头草”的调侃观点：亏了

还是赚了，这要看你怎么算？参照物不同，结果

也不同：按鸡蛋算，1985 年 1 毛一个，40 元可买

400个，现在 1000元可买 1000个，你赚了；按邮资

算，1985 年 8 分一张邮票，40 元可寄 500 封信，现

在1000元大概只能发100件快递，你亏了；按猪肉

算，1985 年 1.75 元/斤，40 元可买 23 斤，现在 1000

元能买70斤，你赚了；按茅台酒算，1985年8元一

瓶，40 元可买 5 瓶，现在 1000 元只能买 0.6 瓶，你

亏大了……

答案五花八门，每个人所处的角度不同，得

出的结论也就大相径庭，貌似说得都挺有道理。

但点赞量最高的一个回答是这样的：“首先，

我们暂且不谈亏与赚的问题，就说说你和这个同

学：可以肯定，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愿意借

给他钱的同学，一定是你心中认为值得信赖和相

处的人；而时隔多年后，同学没有忘记你曾经的

帮助，主动找你还钱，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懂感

恩和守诚信的人。其次，你当初之所以借钱给同

学，一是对方遇见了困难，需要救急或救命；二是

你重情重义，想帮同学渡过难关。你们之间的借

款是纯粹的同学之间的情感行为，而不是商业行

为，借与还之间不存在亏与赚的算计，而是守信

与背信的问题。我想，你借钱时压根就没有亏与

不亏的顾虑，对吗？不然你也不会在之后的30年

间，从不去提醒和索要。所以我的回答是：你和

同学都是人生的赢家——你秉性善良，用自己的

宽容赢得了同学的感恩和尊重；同学不忘初心，

用自己的诚信赢得了你的友情和信任。所谓黄

金有值，情义无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们

同时收获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啊！”

都是人生的赢家——多么睿智而美妙的回

答啊！在大多数人都沉迷于数字的对比，夸夸其

谈地用金钱和物质来权衡得与失的时候，此人却

能避开俗世的思维定式，从情感的角度出发，透

过现象看本质，不仅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更给

人一种醍醐灌顶的豁达和通透。

人生的亏与赚，岂能通过简单的价格换算来

衡量呢？生活之中，浮于表象的繁华和享受可以

用金钱获得，但沉敛于心的幸福和丰盈是无法用

价值来衡量的。而生命的美好，不仅需要物质的

积累，更需要我们用一颗博爱、感恩和宽容的心，

慢慢打磨，细细品味。

人生亏与赚

□ 王世虎

2019 年的春节档，我们又遇到了

周星驰，这次他放弃了追求炫酷耀眼

的特效，也没有彰显天马行空的想象，

而是久违地讲起了小人物追逐梦想的

故事。片名《新喜剧之王》也让观众自

然而然地联想到了 1999 年周星驰那

部经典之作《喜剧之王》。不禁感慨，

20年来变的是人物角色，不变的是对

梦想的那份执念。

《新喜剧之王》虽然并非《喜剧之

王》的续集，故事却是一脉相承。正如

周星驰所说，这是一个“女版尹天仇”

的故事：大龄女青年如梦跑龙套多年

一直未能成名，亲朋好友都劝她放弃，

但她仍积极乐观坚持演戏。直到经历

了被闺蜜抛弃、被男友欺骗、被明星欺

负等一次次沉重打击之后，如梦终于

决定回到父母身边并找了份稳定工

作，而此时却又得知自己入围了知名

导演新片的大型选角……

周星驰之所以将跑龙套作为新老

两部《喜剧之王》的故事背景，主要源

于他的演艺经历：《天龙八部》里，他是

萧峰率领的“燕云十八骑”之一，《苏乞

儿》里，他是只有几句台词的村民甲；

《射雕英雄传》里，他第一集的戏份只

有两个镜头。

在最初跑龙套的 8 年里，周星驰

遭人白眼、尝尽苦涩，甚至曾为了重说

一遍台词甘愿向导演下跪。他感受过

小人物内心里的委屈、失落与酸楚，他

也明白坚守梦想无需理由。这些经历

在20年前化作银幕上那个心比天高、

斗志昂扬，张口闭口“我是个演员”的

尹天仇。20年后，则是影片里为了得

到露脸机会，可以连工资都不要，只要

“给盒饭就行”的如梦。

如梦这个角色让很多人都看到了

自己。对于那些怀揣梦想并为之努力

的人而言，如梦的笃定和执着可能在

某个时刻让他们感同身受：为了很好

地演好死尸，她顶着三天不能卸、头上

插把刀的死尸装给父亲过生日，父母

为此大吵一架，她却直言：“我跑龙套

也可以自食其力，我也有自己的梦

想。”

在片场里，如梦遭遇倒吊和群殴，

被剧组人员骂得抬不起头，即使这样

她仍然在那首“如内心有梦便全力追

踪，好比天空疾劲野风”的歌曲中，昂

起头，自信而欢乐地跳着舞。即便被

导演人身攻击“到宇宙大爆炸那一天

都不可能做演员”，如梦还是勇敢地询

问“那宇宙爆炸之后呢”？

或许，如梦的坚持有些偏执，但再

偏执的坚持，于梦想而言都是美好的；

或许，周星驰电影中小人物比普通人

更卑微，但再低的姿态，等他们像“小

强”一样站起来的时候，也不需要任

何居高临下的同情，甚至没有自我怜

惜——那只会瓦解斗志。

虽然两部《喜剧之王》都是描写跑

龙套的小角色为当演员奋不顾身，但

结局却迥然不同。20 年前的尹天仇

每天抱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刻苦

钻研，对大海呼喊“努力，奋斗”，为了

能演戏不惜以身试火，但最终与功成

名就擦肩而过；而《新喜剧之王》里，周

星驰为如梦安排了一个更圆满的结

局：在一片掌声中拿下了最佳女主

角。他说：“我希望让观众看到人生不

会永远都跑龙套。20年前，观众没有

和尹天仇一起看到‘天亮’，但 20 年

后，大家可以看到，天亮以后真的很

美。”

颁奖典礼上，大屏幕里播放着如

梦跑龙套时的片段，台下的她只是浅

浅一笑，似乎过往种种的艰难都不值

一提。但每一个逐梦者都清楚，人生

最高光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其实是那

些备受磋磨却义无反顾的瞬间，那些

狼狈却笃定的日子，那些明知偏执也

要坚守的岁月。

假日疲劳症候群

□ 李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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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说，这个锅我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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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在湘潭、长

沙、娄底、益阳等地工作，每到一地他

都会将当地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用

各种密密麻麻的数据、文字填满大大

小小的笔记本。有人常常说：“你对某

地有感情。”而他总是回答：“或许更多

的是责任。”

我赞同他的观点，对工作而言责

任比感情更重要。

苏轼任职、被贬的地方很多，他曾

经写过一首诗描述这种境遇：“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

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并不是到哪里

都是欢天喜地，但到哪里都取得了不

俗的政绩，支撑他做好地方官的是肩

上的职责。

对公务员来说，工作地点和工作

环境会经常变动。如果说对每个地方

都一见钟情，那或许就有点多情甚至

矫情了，也可以说不是实情。

如果说日久可以生情，或者日久

难免生情，那么在还没有产生什么感

情的“感情空白期”与“感情培养期”，

对工作就会缺乏热情、没有激情，这段

时间的工作成效就会受影响。

而如果每到一个地方工作，就将

彻底了解、全面掌握该地的资源、历

史、地理、交通、环境、人口、经济、文

化，作为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作为尽

职尽责的应有之义，作为担任职务的

分内之事，这就比“感情”要牢靠得多，

有确定性得多。

因为反过来说，如果对工作地点、

工作单位没有感情，工作就可以不尽

心尽力吗？就可以吊儿郎当吗？

职责先于感情，公务员制度的精

髓就在于公务员是按职责行事，而不

是按感情行事，他需要对法律负责，而

不是因感情而负责。

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一个市长能

仅仅因为某个县是他的出生地就给予

更多的资金支持吗？他能因为某个地

方曾让他事业受挫就亏待它吗？不

行。他不能有此疆尔界之私，而应该

具一视同仁之心。工作需要他到哪

里，他就要把哪里当成故乡；工作需要

他到哪里，他就要把哪里的群众当亲

人，而不是因为哪里环境好、群众爱，

才把哪里当乐土。每个公务员尤其是

主政一方的公务员，都要有把穷乡僻

壤变成世外桃源的理想。

摆在公务员心头第一位的永远都

应该是职责，而不是感情。感情是易

变的，也是不理性的，如果听任感情

支配，那么可能情随事迁，稍有不慎

还可能徇情枉法。感情还有不确定

性，一个频繁调动的公务员可能很难

对每一个工作地点迅速产生感情；感

情也很难划线、测度，只有职责是明

确的。

记得丘吉尔曾说过：“伟大的代价

就是责任。”

每位公务员都应该懂得：吃透工

作地的所有情况，这不是工作感情的

要求，而是工作职责的要求。没有

“考据癖”的人，也不妨读读地方

志，“一邑之山川、人物、贡赋、土

产、庄村、镇集、祠庙、桥梁等类，

皆志书所毕载。而新莅是邦，一为披

览，则形胜之舆衍扼塞，租庸之多寡

轻重，烟户之盛衰稀密，咸有所稽，

而政理用是足以取衷焉”。没有诗情

画意的人，也可以用他的双眼认真端

详他工作的那个地方；从不摄影写生

的人，也应该用他的双脚丈量他工作

的土地，这就是职责。他应该透过青

史看到发展的红利，透过灰黄的大地

看到底下的乌金，他应该穿过莽莽密

林，踏过皑皑白雪，他应该越过粼粼

碧波，登上巍巍苍山，不是为了深情

地眺望，而是带着责任深入地了解。

职责与感情

□ 甘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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