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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图说世相

西安在校大学生开办艺考培
训班，雇几名在校大学生上课，地
点在一所高中校园内。近日，一
名“离职教师”向当地教育部门举
报该培训班非法办学，没想到半
个小时后举报信到了被举报人手
里。 4月17日《华商报》

举报信“回流”，拷问的是举
报人保护机制。 王铎 画

举报信何以“回流”？

街谈巷议街谈巷议

三江热议三江热议

86版《西游记》总导演、制片人杨洁女士于4月
15日因病逝世，享年88岁。杨洁当年力排众议，在
重重困难中拍出了一代经典。她是我国首部神话电
视连续剧86版《西游记》的总导演，该剧自1986年
起播出，称霸荧屏30年之久。 4月17日国际在线

“86版《西游记》之后再无西游记，六小龄童之后
再无孙悟空！”——听闻杨洁女士病逝的噩耗后，网
上的这句跟帖，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无疑，杨洁
执导的这部“经典中的经典”，足足影响了几代电视
观众。但在今天，我们似乎更应从辉煌的背后，提炼
和学习其不畏艰辛、奉献艺术的取经精神。

拍摄86版《西游记》有多难？让我们穿越回那个
年代，在西方和日本电视台都实现了多机拍摄的时
候，中央电视台给《西游记》配备的只有一台老式的
300P摄像机，调焦经常发虚，只有一个三脚架，角度
只能平视。当时，整个电视台只有一只长焦距镜头，
各剧组要打报告排队等着用，“火焰山”那集才好不
容易用上一次。所以，此后有日本同行问，《西游记》
机位角度很多变，用了几台机器？杨洁答复“一台”，
日本人几乎无法相信。

只用一台摄像机，居然拍出了在今天也属上乘的特
效。若问86版《西游记》何以能够做到这点，唯有吃苦

和耐劳。杨洁导演曾经感叹，这是拍剧，也是“取经”。
面对6年乃成的经典《西游记》，时下有些大牌导

演或大腕明星，确实要为之羞赧与汗颜。该剧投拍
时，一开始没钱，演职人员都是义务劳动，后来稍微
有了点报酬，杨导一集是90元，“猴子”、“八戒”是80
元，“沙僧”是60元。对照今天，有的“名导”动辄掌握
几千万、上亿元的投资，却往往拍出一个市场反应不
温不火的作品，看着都让人觉得心疼。更有甚者，拿
胡编当有趣，用恶搞博眼球，一会儿猪八戒要当爸
了，一会孙悟空谈恋爱了，好好的名著被改得不伦不
类、千疮百孔。

学习“90元一集拍西游记”的取经精神，不只是
对当年杨洁及其拍摄团队的真诚致敬，何尝不是广
大观众希冀文艺精品层出不穷的真实心声？近来，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一鸣惊人，有人说是高层点
题、创作出新占了先机。而我觉得，还是靠诸多真正
愿意为艺术奉献的老戏骨们，轻看“身价”和报酬，专
注投入与表演。这，同样是文艺领域新时期的一种

“取经精神”。
多少年来，人们阅读《西游记》这部名著的时候，

就会记得它的作者吴承恩；现在，很多人则可能同时
还会想到一个名字——杨洁。这是对经典创作的认
可，这也是对取经精神的褒赞和期许。

“帮你消费”
不是好心是侵权

近日有细心网友发现，携程、同程、去哪儿、
途牛等旅行服务平台，在线订票存在消费陷阱，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热心”帮忙勾选航空
保险、贵宾休息室、酒店大礼包等付费服务项目，
页面也不做任何提示。如果消费者不注意的话，
直接点击付费，就会稀里糊涂地为不明账单付
钱。 4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作为消费者，都希望“我的消费我做主”。但
是，“被消费”屡屡存在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钱稀
里糊涂中，就被商家的“陷阱”套了去。而商家却
美其名曰“附加服务”。可真相呢？有的附加消
费项目无法取消，或者不留意就根本发现不了，
这些“坑”实在让人“伤不起”。

据记者调查发现，微信预订机票、火车票，个
别航空公司官网，也同样存在绑定销售保险的现
象。

从法理上讲，这些“招数”不仅违反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自主选择权，而且，也触犯了《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
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
的条件。

因此，对“帮你消费”的“善心义举”就须零容
忍。因为，若一味纵容，不法商家就更会变本加
厉，无底线的“捆绑”销售就会层出不穷。如何规
避？一方面需要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在消费时
多些理智与谨慎；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应制定政
策，加强惩治力度，实现合力监管，尤其是对消费
者举报的线索应一查到底。 杨玉龙

白酒价格暴涨13倍
闹啥幺蛾子？

刚刚经历换帅的贵州醇酒业有限公司做出
了“出格”之举，即将35度贵州醇提价13倍。经
销商开票价由原来的17元/瓶，调整为230元/
瓶。此举引发业界哗然。 4月17日《北京商报》

见过白酒涨价的，却没见过一夜暴涨13倍
的！这是在闹啥幺蛾子？

从业内人士的反馈信息看，都不看好此款贵
州醇的涨价行为，认为是在无底线炒作，“这款产
品销量很低，不是大流通产品，没有任何涨价基
础。”这是打着“暴涨”的旗号，配合换帅行为，吸
引公众和舆论眼球，让消费者重新关注贵州醇品
牌，以达到“事件营销”的效果，为将来的市场运
作和资本运作埋下伏笔。

一款没有市场基础的老产品，单凭涨价是不
可能重获新生的，毕竟我国白酒品牌众多，每个
价格档次都有一大批品牌在激烈角逐。特别是
低端市场，无数品牌在这里厮杀，可替代性非常
强，任何一个低端品牌消失，都马上会被其他品
牌取代。

近些年来，白酒行业进入深度调整周期，很
多酒企日子艰难，直到去年，白酒业才走出低谷，
逐步呈现复苏趋势，但也是苦乐不均，中高端品
牌恢复最快，低端市场仍然深陷泥沼。这是消费
升级的结果，也是白酒行业进入市场淘汰期的正
常现象。酒企要想扭转亏损局面，就该多从产品
研发、市场拓展、消费服务等方面入手，而非搞不
靠谱的“事件营销”，虽然“价格暴涨13倍”能够
吸引眼球，却无助于品牌的建设，反而会令消费
者产生厌恶情绪，认为酒企是把消费者当傻子
看。

此事也暴露出部分酒企存在的管理短板，依
然在延续以往的营销炒作道路，忽视了品牌经营
的长期战略。 江德斌

要说当下最火的电视剧，当属妇孺皆知、老少咸
宜的《人民的名义》。无论是观众还是编剧都承认，

《人民的名义》能火到“霸屏”，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
真实。尽管这一“真实”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
术真实，但这个尺度的真实，足以让众多玄幻剧、谍
战剧、偶像剧黯然失色，吸引观众纷纷改换口味、调
转频道去追《人民的名义》。

其实，“真实”的生命力、影响力远高于“虚假”的
现象，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拿电视频道来说，新闻
频道特别是新闻联播的收视率，啥时候都远高于哪
怕再火的电视剧。因为电视剧再真实、再精彩，也是
艺术作品；新闻即便再平庸、再无趣，却是已经发生
或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无论是影响力还是收视率，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

同样，评价一个普通人或是一名官员，“实在”是
一种高度褒奖，而“虚伪”则是激烈贬责。无论是普
通人还是官员，如果他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当面提
的与背后搞的、台上讲的与台下干的明显是两种“套
路”，时间长了，恐怕难脱“虚伪”的评价。不少人可
以不在乎“实在”这一褒奖，却无论如何不情愿背负

“虚伪”这个贬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可见，无论是拍戏、做人还是为官，真实都很重

要。但是不是说，只要做到最大限度的真实，就可以
得到最为广泛的认同了呢？说起来也没有那么简单。

拍戏，既需要有大量鲜活的生活真实作“底料”，

也需要将生活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深厚功底，两
者缺一不可，否则，将生活真实稍加剪辑直接搬上荧
屏，岂不是既省事省力又能赢得喝彩？目前的严重
问题是：不少创作团队，既缺少沉下身去体验的毅
力，也缺乏提起笔来创作的功力和静下心来刻画的
定力，有的只是一门心思挣快钱的浮躁。想想也是，
那种关起门来通过抄袭与冥想，几天赶出一个剧本、
十几天拍出一部电视剧的搞法，有多少生活真实与
艺术真实可言？难怪长期以来，荧屏上像《人民的名
义》那样“真”的电视剧少之又少。

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从长远来看，真实终究能
获取理解与认同，却也是经常需要勇气，也需要付出
代价的。一个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
主，往往比那些“一是一，二是二”的人吃得开，也活
得更滋润；而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甚至欺下瞒上的
官员，也常常比那些“死心眼”为百姓办实事的官员
升迁得快。导致一些人离真实渐行渐远。这些生活
中的真实，在《人民的名义》中就有相当逼真的艺术
再现。

实际上，我们常说的不忘初心，在某种意义上也
可以理解为遵从真实。拍戏，要遵从的是生活真实
与艺术真实；普通人，要遵从的是“真我”；官员，要遵
从的是公仆的意识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是唯
上、唯书、唯利。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
出发这颗“初心”。

学学“90元拍一集西游记”的取经精神
司马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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