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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情

最近，朱晓凯教授一摞专业书籍问世，最期待的就
是这本《电影中的新闻课：中外新闻电影漫谈》。我是做
报纸的，我也爱电影，曾经爱吧，而且热衷于非虚构的电
影，就这一点来说，新闻电影和我的偏好契合度很高。
尤其是他们常常在剧末打出一行字，根据某某真实事件
改编，甚至继续交代剧中人物的命运。假如剧末偏偏打
出如有雷同实属巧合，那就更堪玩味了。

就新闻电影而言，我追求的是故事，是社会这把解
剖刀如何做到对社会事件的庖丁解牛。朱教授在《电影
中的新闻课：中外新闻电影漫谈》一书《后记》中提及，该
书缘起于他在给本科生及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
进行课堂教学时，尝试采用了基于“新闻电影”的“虚拟
情景”影视化教学模式作为辅助，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
修改增补历年授课讲义，以创新基础理论课教学。也就
是说，我看新闻电影说到底是看热闹，朱教授则是看门
道，从专业角度对60余部优秀的中外电影进行推荐介
绍分析，联系当下新闻热点，同时兼之以新闻与传播学
的专业知识，以期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

所谓媒介素养，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其
定位为，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
的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
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简言之，是人们
理解、使用媒体信息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朱教授说，一
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如果具备了良好的媒介素养，
就能够主动运用媒介来服务自我，助力自身积极参与社
会发展；反之，则会被混沌的媒介所包围，成为信息的奴
隶。关照当下，即使不是身为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
即使不是新闻人，作为普通受众，读之也大有裨益。作
为现代人整体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在信息空

前纷繁也空前混乱的当下，尤其不可或缺。互联网时
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皆可自媒体，人人都能制造并
传播信息，对于信息的甄别力质疑力是重要的能力，否
则就像一只兔子走进了大森林，或者像潘多拉的盒子拿
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婴儿手里，吞噬将来得迅速且猛烈。

我们具有媒介素养吗？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
从这本《电影中的新闻课：中外新闻电影漫谈》里，可以
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媒介素养是狭隘且薄弱的，完全不够
应对当下的信息社会。书中的28讲犹如28节新闻课，
以电影为例，解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传播活动
的指南即我们铭记的政治家办报、新闻人对新闻理想的
永恒追求、捍卫公共利益这一新闻专业主义、不能违反
的“铁律”——新闻伦理、媒体审判——已被异化的越权
行为、在现实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双刃剑——人
肉搜索……将电影分门别类进行新闻专业的诠释，从电
影中分析媒介素养，阐释新闻理论，把脉媒介使用。既
寓教于电影，又通过电影解读电影之外社会之内的新闻
人、新闻观、新闻事件以及新闻价值。

书中所举例的60余部中外电影，林林总总，在此我
仅举一二例，也是我印象深刻、不止一刷的新闻电影《华
盛顿邮报》和《聚焦》。前者聚焦1971年美国“五角大楼
文件案”，华盛顿邮报在捍卫公共利益中表现的勇敢和
坚毅；后者是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在调查、曝光神职人员
的丑闻中的不屈不挠、坚韧果敢，以及自省。这两部电
影创作时间均在十年之内，从时间上来说，没有距离当
代太过久远，蛛丝马迹历历，兼之梅丽尔·斯特里普、汤
姆·汉克斯、迈克·基顿等人演技加持，无论就电影本身
还是新闻题材的驾驭，可谓巅峰状态。既可作为电影的
范本，也是新闻的教科书。

朱教授学院出身，媒体操刀多年，再回高校，胸中丘
壑大知闲闲，崇论闳议不落窠臼。其文亦如其人，聪明
而不凌厉，博识从容，且有趣。难怪学生欢迎，不知不觉
读完，我亦受益良多。

略感遗憾的是，因为朱教授着手的是电影，书中没
有收录2012年的美剧《新闻编辑室》，该剧致敬了多位

《电影中的新闻课：中外新闻电影漫谈》里涉及到的美国
新闻人。我刷了很多遍，那是一曲理想主义的哀歌，艾
伦·索金这样的金牌编剧也无法扭转时代的颓势。剥开
那些喋喋不休那些密集的语言和海量的信息，像剥洋葱
一样剥到泪流满面的内心，我得承认艾伦·索金是懂理
想主义有多虐心的，那些要命的理想主义。

这不是题外话。新闻工作需要一点理想主义作为
支撑，否则我们就是在走长长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有光
明。无论是《声震长空》破窑洞里走出的人民广播、《记
者甘远志》里39岁殉职的记者甘远志、《真相至上》里为
一句承诺不惜牺牲一切的女记者瑞秋，甚至《超人》中以
记者为身份载体的超人卡尔……传统媒体被夕阳抹上
淡金色的光晕，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理想主义，它是生活
的盐。

《电影中的新闻课：中外新闻电影漫谈》朱晓凯著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 挤 油 渣挤 油 渣 ””
余韵余韵

人 生 记 忆

考完机动车路考以后，晚上回家倒头便睡。第二天早
上8点起床，还感觉浑身酸胀，但精神焕发，像干完最后一
天农活的疲惫少年。起床后，在村头闲逛，心如掏空般轻
松。

打开QQ空间，看看好友们的动态，已有好几天没光
顾了，顺便把QQ日记更新一下，就像把断了的日子用文
字给连接上。

女儿一见我捣鼓文字，总会说我是一个恋旧的人。的
确，我写的文章，内容大多是陈年旧事。证据确凿，我无法
反驳。可我总执拗地认为自己又是一个善忘的人，经女儿
这么一说，我还真的忽然想起上世纪末的六年的自考之
路。那时，白天忙着照顾女儿，晚上独自一人找地方看书
的场景；酷热夏天骑着自行车与同事去上辅导课，放学后
扑进西大河游泳的场景；有一次到巢湖考试，胃病突然犯
了，一人蜷缩在车站旅店里的场景……这些场景如电影镜
头般在眼前晃动起来。

还记得，和我同住的小伙，自考完后带着懊恼纠结的
心情，跨进房间就钻进被窝蒙头大睡，那感觉跟高考失败
一样痛苦不堪。至于一位男同事在旅店睡觉时被小偷顺
走了衣裤，女同事被多收车钱怒立车头的搞笑情节，这些
在我自考过程中发生的真实事例，都是很好的素材，可我

记忆的触角就是不愿去撩动那段往事，或许那是一段酸辣
大于欢乐的苦读历程，适合放在茶余饭后慢慢回忆、细细
咀嚼。

其实，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幸
运的人。我在各种学习、培训中，要么遇到好老师、好教
练，受到关心和照顾，要么就是历经小困难、小曲折，最终
依然圆满。

自考结束后的2001年，耐不住寂寞，我利用暑假跑到
铜陵学院（当时叫铜陵财专）自费培训电脑。培训前，遇到
姨妈家的儿子，也是我年少时最好的玩伴，多年未见，他在
铜陵已发展为“土豪”，房子、车子样样齐全。当晚，他安排
饭店为我洗尘，他的热情像火锅一般。接下来的吃住等问
题，也基本得到解决。稍后，一位老乡大学毕业后分配到
该校，竟然当起了我的培训老师。这样，闷热的30天培训
就变得有趣多了。

那一年，为了评高级职称，需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那
就考呗。年轻人一次报考五个模块，我觉得有困难，就分
两月两次考完。五月初报的名，开始认为机上操作简单，
思想上不太重视，平时一边训练一边在网上码字，等拿到
准考证时，发觉时间有点紧，利用三天假期足不出户，强化
训练，还好侥幸过了。

六月事务繁多，考试依然继续。相对五月，我自然抓
紧些，章节、模拟系统练一遍，顺利通过了剩下的三个计算
机模块。记得，考完后从芜湖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7点多
钟了，妻已准备好了一桌饭菜在等我了。看到我满脸疲惫
的样子，她说：“这次高职评过后，啥也别学了，就等着退休
吧。”

可是，看到同事一个个手握方向盘的潇洒样子，我心
里就开始痒痒了。去年底，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驾校。驾
校离单位不远，遇到的几位教练也都尽职尽责。高教练指
点倒桩说：“别把小妹看成大姐，好吧？”桩有数个，经常有
学员看错了，高教练用小妹大姐加以区分，风趣幽默。“人
控制不好车，那还得了。”赵教练负责场地，堪称“金牌教
练”，他对学员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冯教练把关路考：“打
方向灯，就要看后视镜，注意点。”冯教练儒雅，讲解路考不
厌其烦。就这样，一关一关地过，虽偶有曲折，但总算顺
坦。

妻说我不是一个能坚持的人，经常把悔意写在脸上。
对此，我只能在心里弱弱地反驳一下，每到闯关前，我总有
焦虑、不安的情绪，以至想通过其他途径绕道前行。妻便
坚决反对：“要学就该学点真本领。”到后来，感觉不是在为
拿驾照了，而是在接受一种锻炼，完成一个愿望，就如登山
者，必须爬上顶峰，体验攀爬乐趣，领略沿途风光，而不是
坐索道、吃快餐。

都说成名需趁早，学点技能，年轻占优势。但是，想谋
一个职业、想让职称上一个台阶、想在单位提高竞争力，即
使年岁大了也要继续充电，有句话说得好：要终身学习，持
续更新。

前几天，一位不常联系的老同学用微信和我聊起了名
利话题，问我：“早过不惑之年了，名利能放得下吗？”我说：

“不能放下，又能怎样，顺其自然吧。”其实，在人生的各种
历练中，有多少人能做到无欲无求、豁达超然呢？

我想，我只能，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路上
鲁求平鲁求平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这
首童谣因各地风俗不同，内容略有出入，但
总体上讲相差无几。它唱的是从前腊月的
大满贯，而今的孩子们早已没那么馋了，歌
谣也间断了许多年。转眼又到年关，我对
年关的亲切回忆，当数过年的那种热闹氛
围，以及那份难忘的年味。

翻捡我记忆中最有意义的年味，当属
1979 年，那一年我们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
经落实了，广大农户们分到了属于自己家
的田地和山场。更令人兴奋的是，年底咱
们村子里就可望通电了，一切显得那样激
情高涨且井然有序。时任生产队长的父亲
发动队里的男女劳动力，拖着板车去公社
里拉电线杆及架设器材，体力羸弱的人们
在竖杆队的指挥下寻找埋杆点、挖坑、整理
电线……父亲则将身强体壮的男劳动力分
成组，有序地将电线杆抬到各个埋设点。
就连小雨小雪天气里，他们也不停歇，工地
上依然传出父亲随口编的吆喝令：“天气冷
啊，出把力，路难走哟，劲用齐……过年电
呐，照亮心。”

清楚地记得那年腊月二十，户外所有
的裸铝线及分户需要的公共线路都架设完
成了，剩下的是分接到各家各户，大队里经
过培训的电工自然忙碌了起来。大哥是生
产队里屈指可数的初中毕业生，电工点名
要哥哥打下手。不出三日，哥哥成了电工
的得力助手并能独自操作，虽不够熟练，但
按照户主的要求在室内走线，定位灯泡及
开关的位置，已经绰绰有余。

腊月二十四是农历小年，虽不及大年
夜的隆重和热闹，但庄户人家是比较看重
的。即便如此，哥哥直到掌灯时分才跨进
家门。父亲没有埋怨，疼爱地看了哥哥一
眼，然后准备祭祖。哥哥连忙从两侧衣袋
内掏出爆米花、山薯条等一些我们只有在
年关及新年里才可以大饱口福的零食放在
桌子上。父亲问哥哥这些是从哪来的，哥
哥怯怯地说是走线的八户人家塞给自己
的。父亲这才释然，然后分出一半给我们，
另一半则储藏了起来……

除夕那天，哥哥早早出了门。直到邻
居一家接一家开始放鞭炮吃年夜饭了，哥
哥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二话没说，率先拉动
了家中所有的拉线开关。瞬即，淡红的灯
光从灯泡中亮起，照亮了家中每一个角落，
一同被照亮的，不仅是山冲里的人家，还有
全山冲人的心。连扁担大的“1”字都不认
识且患有眼疾的母亲，也不无幽默地说道：

“地上掉一根纳鞋的针，都能看见了……”
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激动地跑遍

了每一间屋子，这才懵懂地明白，大人们为
什么一直将电称为“电老虎”。父亲没有急
着放鞭炮，更没有急着关大门。他走出家
门，站在门口的谷场上，眼见着我家周围的
山冲人家，都相继拉亮了电灯。哥哥掏出
了更多的零食，我们没有像小年夜那样迫
不及待地开吃，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年夜，
父母亲是允许我们吃鱼肉的。当然，平日
里很少能沾点油花的我们，对油腻美食的
摄入，父母亲是加以限制的……待我们一
家开年夜饭时，灯光的亮度暗淡了一些，但
怎么着也比煤油灯亮出百倍千倍。

接过父亲递给我们的一角钱的压岁
钱，我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内，生怕弄丢
了。不一会，父亲对哥哥说：“我出个谜语，
你不用参加，他们中谁先猜出来，就奖励五
分钱。”我们都跃跃欲试，一字不落地听着：

“屋里有根藤，藤上结着瓜，一到太阳落，瓜
里开红花。”

我们都说是“电”。母亲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笑着指了指头顶的电灯。可想而知
我们姐弟仨是何等的失落，但不一会功夫，
亮堂堂的灯光便将那份失落消融干净了。

吃完年夜饭，哥哥去大队部陪同电工
看守超负荷工作的变压器，我们则延续着
童谣中的最后两句：“三十晚上熬一宿，初
一初二满村走”……

转眼就是 45 年过去了，随着老百姓钱
袋子逐渐鼓囊，小洋楼替代了砖瓦结构的
土坯房，村村通水泥路直抵家家户户门前，
衣食住行、入学就业、就医养老等老百姓牵
肠挂肚的大事更加便捷、完善。各类电器
产品先后走进了千家万户，空前丰富了人
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程度的提升了
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与电之间早已到了

“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了。
有人说：年味是一首歌，一首百唱不厌

的歌。又有人说：过年时的笑容，是最美的
花朵。过年的习俗不会抛弃，但记忆中的
年味在渐行渐淡，不变的是真情、真心、真
爱。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我的心海趋向了
平静……

一同被照亮一同被照亮

程振华程振华

——读朱晓凯新著《电影中的新闻课：中外新闻电影漫谈》

唐玉霞唐玉霞

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理想主义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理想主义

一场大雪后，气温直降到零下六、七摄氏度，虽然天空
放晴了，但是那种强烈的寒冷还是直扎肌骨。站在自家六
楼的阳台上，东看是小学校园，课间时孩子们在操场上像
出笼的小鸟，奔跑跳跃、追逐打闹、嬉笑玩耍，一派生机勃
勃的热闹景象，一点也不把寒冷放在眼里。操场的另一
角，上体育课的班级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拔河比赛，谁
输谁赢一时还难见分晓。

眼前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少时读书时的情
景。那时候的冬天感觉可比现在要冷许多，家家户户屋檐
下都挂着一长排像宝剑一样的冰凌，能有几尺长，十天半
月都融化不掉。

课间时，开始可能只是两三个同学倚着教室的墙壁相
互挤着玩，其他同学看见了，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甚
至也不管刚刚是不是还在闹矛盾，互不讲话，都不问缘由
地加入进来。不多会，像滚雪球一样，人越聚越多，也越来
越热闹。两边的人同时从两头拼命用力地往中间挤，挤着
挤着，就有人被挤出来，又跑到队伍的后面，接着继续用力
挤。大家一边挤，一边喊着加油，自己给自己打气鼓劲，那
场面真是热闹又开心。

这种没有什么规则的游戏，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只有
一个名字——“挤油渣”，大多流行于低年级同学间。一场

“油渣”挤下来，让我们感觉整个人都像满血复活了一样，
手脚发热，满面通红，腰背不再佝偻，身体也不再瑟瑟发抖

了，比吃了一大碗热辣辣的牛肉汤面还要暖和。一个个兴
奋得就像考试得了满分一样，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比之前洪
亮了几个分贝。

既是游戏就会讲究个输赢，赢的一方肯定万分高兴，
输的那一方当然也会不服输，那就再来，便相约下课继续

“挤油渣”。其实，那时我们玩这种游戏，也并不是真正在
意输赢，重要的是我们享受了那种快乐和开心的过程。当
然，玩这种游戏，有时也会发生意外和不愉快，因为双方力
量的悬殊，或者有调皮的同学恶意所为，一方抵挡不住另
一方强大的力量，众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一齐倒向一

方，这时最下方的同学就会有危险了。所以那时老师和学
校都不怎么提倡同学玩这种游戏。

“挤油渣”这种既热闹又开心的团体游戏，不仅可以御
寒取暖，还可以消除矛盾，团结伙伴，促进团体协作。不仅
温暖了我们年少时一个个寒冷的冬天，也给我们带来了无
尽的欢乐和快意。这份欢乐和快意是旁观者体会不到的，
又岂是简单的输赢能够说明的。

虽然“挤油渣”这种儿时游戏，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
踪了，但是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这一代记忆的深处，是一辈
子都忘不掉的欢乐和开心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