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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贫穷”可以理解，美化贫困当警惕

2018 年 7 月 30 日 / 星期一 /�评论深度部主编 / 责编 傅铭途 /�美编 张江 /�校对 黎松青

A7新闻周刊读+

古装剧《延禧攻略》势头正火，引
起了网友很多热议，剧中女主璎珞反套
路地从开场就彰显了“伶牙俐齿、睚眦
必报，但也心存善良，懂得自保”的个
性，一集干掉一个反派化解一个陷阱的
节奏，看得职场人士大快人心。 很多职
场人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看宫斗剧的，该
剧剧名又包含了“攻略”二字，似有“指
南”之意。 有网友将女主从绣坊宫女步
步高升到令妃的手法，仰望成“职场晋
升指南”。 （7 月 29 日扬子晚报）

古装宫廷戏《延禧攻略》最近很是
火爆， 围绕它产生的各种话题持续升
温。 而在众多话题当中，一些职场人士
从“职场养成”的角度，把其看成是一部
“职场攻略”， 甚至以剧中人物的行为、
做法来作为自己现实职场的一种指导，
让人感觉很是无厘头。

电视剧拍得很精彩，或者是剧本写
得好，或者是导演水平高，但是说到底，
作为一部古装宫廷争斗戏，它的核心内

涵和过去无数或成功或失败的宫廷争
斗戏一样，都离不开剧中人物的尔虞我
诈、钩心斗角。 在这样的宫廷争斗中，胜
利者得意洋洋，步步高升，失败者被淘
汰出局，甚至直接人头落地，当所有的
人物、故事、情节，都是围绕这些东西展
开，试问，我们在现实中能够借鉴什么？

毫不客气地说，这类宫廷戏中的所谓
“攻略”，也就是男女主角如何在众多的竞
争者当中步步胜出，最终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人物的奋斗史。 奋斗当然是
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鼓励与肯定的奋斗，
应该是遵守法律、敬畏规则、充满人性的
奋斗，但是看看类似《延禧攻略》这样的宫
廷剧，法律何在？规则何在？人性何在？所
有的一切， 不过都是围绕最高统治者，也
就是皇帝说一不二，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展
开，然后彼此算计、互相陷害，最终体现出
的，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如果我们真拿这套东西当做“职场攻
略”，去指导我们的职场行为，那绝对不是

幸运，而是一种可悲，最终害了自己，也害
了别人。道理就在于，现代人的职场不是古
代人的宫廷， 现代人的职场是需要讲究规
则、遵守法律、体现人性的，否则，岂不是在
开历史的倒车？ 如果说真的有职场攻略的
话，那么也应该是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个
人品质，以及团队意识、协作精神等等，而
这些东西，何用自己从电视剧中总结？

把影视剧当“职场攻略”，注定是缘
木求鱼。 大而化之地说，把任何影视剧
当成是“人生攻略”， 都注定以失望收
场。 而类似《延禧攻略》这样的现象级
爆款影视剧， 隔段时间就会出来一部，
国内的有《甄嬛传》， 国外的有《大长
今》， 当时也都有人把其当成是职场攻
略去解读，试问，有谁依靠电视剧实现
职场乃至人生的华丽转身了？

一部影视剧而已，当成工作之余的
消遣即可，如果有超过文化娱乐之外的
更高要求， 恐怕就只
能让人失望了。

“贫穷带来的远不止痛苦 、挣扎与
迷茫。 尽管它狭窄了我的视野，刺伤了
我的自尊 ， 甚至间接带走了至亲的生
命 ，但我仍想说，谢谢你，贫穷。 ”近日，
一篇 18 岁女生关于自己、关于贫穷 、关
于希望的文章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响。
这名河北女生叫王心仪，刚刚在高考中
取得了 707 分的成绩 ，被北大中文系录
取。

王心仪的家里收到她的北大录取
通知书时，她正在外地一家辅导机构做
辅导员。这则新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
几天的一则同类新闻 ：17 岁的云南男
孩崔庆涛接到快递员电话时，正和父母
在一建筑工地上拌砂浆。 今年高考，学
文科的崔庆涛考了 669 分 ，被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录取。

两人都生于底层的贫困之家 ，最终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大这样的国
内顶尖学府，很是励志。 我们的传统文
化中 ，也一直对 “寒门出贵子 ”和 “逆境
出天才 ”有着颇深的情结 。 的确 ，一些
特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能够锻炼一些
人的品质， 磨砺人的精神。 但要知道 ，

这并不是必然的。特别是当这样的励志
榜样被放大开来 ， 并引发无数人感动
时 ，我们得警惕将其转化为对贫穷和苦
难的歌颂。

王心仪在文章中 ， 表达了对贫穷
的感谢 。 置于其个人角度 ， 可以理解
她的这一情愫 ， 外人无需苛责她的真
实心声 。 或许 ，正如其文中所说 ，自小
在贫困之家长大 ， 种种经历让她获得
了 “永不低头 ”的气量与坚强 。 但这种
个人经历和来自贫困所 “赐予 ” 的力
量却很难被复制 。 对更多的人而言 ，
贫穷往往意味着失去正常人本该有的
机会 。

可见，外界要警惕被“感谢贫穷”的
励志心声所迷惑。贫穷不该是人成长的
必由之路，贫穷更不意味着是迈向成功
的起点。 就拿大学录取而言，贫困考生
上名校的机会， 实质上已经越来越小 。
有媒体报道统计显示 ，清华大学 ，新生
来自于 1200 所中学 ， 其中县级及以下
的中学约 300 所 ， 在 3300 名本科新生
中 ，农村生源仅占 1/7；北京大学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到 1995 年 ，农村学生的
比例在 30%左右 ，而最近一些年在 10%
到 15%之间。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
中国重点大学当中，农村的生源一直呈

下降趋势。
因此，在为底层的励志榜样“感动 ”

的同时得看到 ，一个王心仪背后 ，其实
是站着无数个因为贫穷而被打断 “北大
梦 ”的贫困学子 ，甚至他们中的相当多
数大学梦连想都不敢想， 就早早辍学 。
那么 ，相较于为 “奇迹 ”般的励志故事
所感动 ， 一个理性的社会更该关心的
是 ，如何让那些 “不幸 ”未能考上名校
的贫困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的教育机
会和人生出路。

像王心怡和崔庆涛这样贫困家庭
出身的孩子成功考上名校，就其个人意
义而言，社会当然应为之鼓掌并献上祝
福。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的经历之
所以引发关注 ，正是因为像这样的 “寒
门贵子”已经越来越稀缺。 较之于沉浸
在 “感谢贫困 ”的幻觉之中 ，2017 年北
京高考文科第一名熊轩昂的一番直言
更该让人深思和警醒 ： 农村地区的孩
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 像我这种属
于中产家庭的孩子 ，衣食无忧的 ，而且
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生在北京这种大
城市，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得天独厚的条
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完全享
受不到的。这就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
很多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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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岭南从此添寂寞；英魂来兮，桃李于今留芬香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吴吴南南生生和和他他资资助助的的1100个个孩孩子子
直到多年以后， 内蒙

古赤峰女孩包宇超才发
现， 自己竟与老革命家吴
南生有过一段交集， 在此
之前她浑然不知。

今年 4 月 10 日逝世
的吴南生， 人们对他的印
象更集中于革命家、 改革
先 行 者 两 个 身 份———他
1936 年参加华南抗日义
勇军，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
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第
一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
管理委员会主任、 深圳市
委第一书记、 广东省政协
主席等职。鲜为人知的是，
他还以不留名的方式资助
了内蒙古赤峰市 10 个贫
困学生。

本月 19 日，广东“草
原爱心” 团队回访内蒙古
赤峰暨老革命家吴南生资
助 10 个学生见面会如期
举行。会上，一个个故事拼
凑出了一幅尘封已久的老
革命家关心孩子、 关心教
育、关心未来的壮美画篇。

斯人已逝， 岭南从此
添寂寞；英魂来兮，桃李于
今留芬香。

今年 4 月 10 日， 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
产主义战士， 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
（时设第一书记）， 广东省政协第五
届、 第六届主席吴南生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 97 岁。

在官方发布的《吴南生同志生
平》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每年还通
过‘草原爱心’ 团队捐助内蒙古 10
个贫困学生。 ”

如何对这句话进行深度诠释，
广东“草原爱心”团队发起人、广东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主任委员
张宇航有发言权。

2005 年的一天，时任羊城晚报
社总编辑的张宇航在参加一场会议
活动时，偶遇已离休的吴南生，不经

意间说起了“草原爱心” 团队的情
况。

由张宇航发起的广东“草原爱
心”团队于 1996 年开始资助内蒙古
贫困学生上学。 对于活动的初心，张
宇航用“感恩”二字予以浓缩：20 世
纪 60 年代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
饥饿威胁着上海及华东地区各保育
院的 3000 多名汉族孤儿，时任内蒙
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向中央提出把
孩子们送往内蒙古交给牧民们抚
养。 3000 多名汉族孤儿从此走进茫
茫草原，这批“国家的孩子”在蒙古
族阿爸和额吉（母亲）养育下茁壮成
长。 许多年过去，重情重义的汉族人
民依然记得这份恩情。 在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广东， 怀着感恩之心的

人们， 也想帮扶内蒙古一个个濒临
失学的孩子。1996 年的一次会议上，
时任广东省纪委常委兼秘书长的张
宇航向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兼纪委书记云布龙提出， 希望能
帮忙联系一个面临失学的孩子。 就
是这最初的星星之火， 后来发展成
燎原之势，广东“草原爱心”团队逐
渐走向壮大。

“吴老听了我的讲述 ， 当时就
说， 自己曾在内蒙古赤峰工作过三
个月，也要资助一些贫困学生。 ”时
至今日， 张宇航仍清楚记得吴南生
当时的话。

自此，在草原爱心团队里，耄耋
之年的吴南生是年龄最大、 级别最
高的一位。

为什么选择赤峰？ 那是吴南生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45 年， 蒋介石发动内战，悍
然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 中央
号召延安的干部到东北去，“中国的
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的
工业在东北。 ”时年 23 岁的吴南生
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积极响应中央号
召。 这年 11 月，正值寒冬时节，吴南
生等人在前往东北途中， 恰逢蒋介
石向东北大举进攻并攻占了锦州等
要地，向锦州前进已不可能。 吴南生
和战友们于是改道北上， 到了内蒙
古赤峰。 由于受敌情影响，吴南生和
战友们三进三出赤峰。

吴南生曾深情回忆：“从今天的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到林东， 再到天

山、鲁北，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那真是漂亮极了。 ” 除了美丽的草
原， 吴南生更念念不忘的是当地的
老百姓：“那时正逢兵荒马乱， 土匪
横行，老百姓家的日子很苦，有的人
家全家冬天只有一条裤子， 谁出门
就谁穿。 就是这样的苦日子，老百姓
知道我们是共产党， 主动帮我们带
路，带我们避过了很多凶险，最后我
们穿过大草原，到了东北。 ”

时间已至 2005 年，烽烟往事虽
历经一个甲子的洗涤， 但草原人民
的深情厚谊一直埋在吴南生心中。
当吴南生知晓“草原爱心团队”助学
活动后，他和夫人立即加入，成为其
中一员。

2005 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吴南生和妻子把组织发给他们的抗
战胜利 60 周年老战士慰问金一万
元， 全部投入到资助内蒙古赤峰的
10 个贫困学生中。

“贫困学生由当地挑选， 都是当
地家庭非常困难的学生。 ”吴南生生
前的秘书张宜光告诉记者。

此后每年， 吴南生都拿出一万
元，帮助这 10 个学生。

“这些事都是吴老亲手办的，他
没有交代我去办，所以我长期以来都
不知道这事。 直到有一天，张宇航向
吴老汇报款项的使用情况时，我才知
道原来吴老还资助了内蒙古 10 个学
生。 ”担任吴南生同志秘书 25 年的张
宜光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是前几天要参加广东

‘草原爱心’团队回访赤峰暨老
革命家吴南生资助十个学生见
面会时才知道， 原来多年来资
助我的竟然是吴南生爷爷。 为
此， 我专门在网上搜索他的资
料。 ”22 岁的包宇超告诉记者。
包宇超是吴南生资助的 10 个
学生之一，今年刚大学毕业，在
赤峰一家银行实习。

包宇超回忆起了一段往
事： 在赤峰读小学四年级时，
爸爸遭遇车祸在家里养病，妈
妈正好赶上下岗潮，家里的经
济来源断了。“那时，家里遇到
点紧急情况 ， 就拿不出钱来
了。 ”

在这种情况下，包宇超经
当地部门筛选，成为吴南生的
资助对象之一。 此后每年，她
都领取到 1000 元资助款。“这
钱对我们来说真的挺多，是一
个家庭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

“当时领到钱后， 我不知
道是谁资助的，只是听政府部
门的人说是一个广州的老先
生资助的。 ”包宇超回忆。

如今正在东北大学读研
究生的王乐雨（应当事人要求
化名）对这种资助不留名的方

式赞不绝口。“我不是很喜欢
那种资助了别人然后主动宣
扬的人。 ”她说。

“虽然我比较赞成这种助
人方式，但我觉得吴爷爷应该
给我们一个感谢他的机会，他
留的信息太少了，这导致我们
至今没有见过他一面，也没有
机会当面向他说声‘谢谢’。 ”
王乐雨连连向记者表示“非常
可惜”。

王乐雨读小学四年级时，
父亲去世，给本已贫困的家庭
带来了沉重打击。 随后她通过
政府部门收到了吴南生资助
的第一笔款，此后几年，她每
年都能收到 1000 元资助款 。

“对我家来说， 这是一笔不小
的数字， 都被用来交学杂费
了。 ”

在王乐雨看来， 这笔钱给
家里带来的精神意义远大于
其物质意义。“它给一个濒临
破碎、毫无希望的家庭带来了
希望， 给人一种前行的动力，
就好比在寒冷中有人还记得
你，给你送来一盆炭火。 ”

“这种帮人不留名的方式
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无私奉
献精神，感动之余，我觉得自
己应该向这样的人学习。 ” 经

过资助，走过人生“雨季”的包
宇超认为，这种爱心值得大家
继续传递下去。

据赤峰市有关部门统计，
吴南生资助的这 10 个学生，
如今 6 人已大学毕业、1 人就
读研究生、1 人参军后复员、2
人暂时失去联系。 这些人都成
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吴南生虽已逝去，但“草原
爱心”团队的爱心还在传承，队
伍在不断壮大， 参与者包括广
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 清远
市委原书记骆雁秋、 广州市公
安局地铁分局原局长李超英等
人。 据张宇航介绍，从 1996 年
至今， 广东草原爱心团队共资
助了 4700 多名内蒙古学生，另
外还对西藏、 新疆和广东的少
数民族地区学生给予资助，累
计资助人数超过 5000 人。

不过，22 年来发生的一些
变化，也让张宇航感到可喜和
欣慰。 他说，“草原爱心”团队
以前资助的重点是中小学生，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十二年义
务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实行，少
数民族贫困孩子们的教育开
支国家已经负担了，“草原爱
心”团队的资助重点已转向并
瞄准贫困大学生。

爱心团队里来了位“大人物”

直接办理捐赠不让外人知晓

“很遗憾没能当面向他道谢”

□朱昌俊

街谈巷议 把电视剧当“职场攻略”是缘木求鱼

苑广阔

“草原爱心”团队组织学生见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