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固然有一部分是对真实生活压力的发泄、 自我宽慰和解嘲， 但是将自身困境绝对

化， 却也反映出娇弱和任性的心态———夸张点说就是 “撒娇”

■ 在铺天盖地的 “满纸辛酸泪” 中， 更多人物形象之间往往彼此重合， 面目难辨。

相似的命运轨迹和心路历程中， 多的是程式化的唏嘘， 少的是触动人的力量

■ 当下的青年文学应当打开格局，从千篇一律的沉沉暮气中走出来，书写多彩多样的

青春。 健康的文学都应该有多种面相和探索，而青年文学更应该表现出年轻人复杂而多

元的精神空间，展现不同的青年面貌

■本报记者 钱好

以镜头，在警民间多赢一份法治共识
———大型警务纪录片《巡逻现场实录 2018》引发社会积极反响

王彦

“在上海， 我哪儿都敢去。” 谈

起喜爱上海的理由， 有人说， 感受最

深的， 莫过于能在午夜时分从容走在

街道上， 聆听大都市静夜里那份安宁

的心跳。 但许多人或许不知， 堪称全

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上海， 拥有警察

数与城市人口配比 ， 仅是纽约的一

半、 东京的三分之一。 高效的社会治

理能力从何而来？

“最帅巡警” 救助流浪小奶猫的

视频在抖音 、 在 B 站火了 。 分析网

友的留言， 几乎没人认为在巡逻路上

救助小猫是桩微不足道、 不务正业的

小事 。 相反 ， “小猫很萌 ， 巡警很

酷” 的点评赢得了高票点赞。 众口一

词的理解与认同又从何而来？

两个问题都由 《巡逻现场实录

2018》 生发， 两个答案也都能在片中

找寻得到。

这是一档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

的大型警务纪录片。 顾名思义， 是上海

4000 名巡警的日常工作纪实 。 不同于

一般法治节目， 这里没有大案要案， 没

有戏剧冲突强烈的一波三折， 但它仍牢

牢锁住观众视线， 连续三期收视率、 网

络点击量走高， 好评不断， 恰恰因为平

常又贴地的视角。

平常又贴地， 在于 《巡逻现场实录

2018》 的镜头底下， 无不是生活气息蒸

腾的上海。 在距离百姓最近的地方， 镜

头把巡警 365 天的执勤记录在册。 从走

失的孩子到轻生的女性， 从黄浦江面上

喊停赌气船到在闹市阻止赌气车， 从老

式公房里飘出的可疑烟雾到深夜街头徘

徊的可疑人员， 巡逻事无巨细， 镜头一

览无遗。

透过纪录片， 观众自会明白， 巡逻

警察的工作职责与范围： 他们不仅在公

路上也在水面上巡逻； 他们不仅抓捕犯

罪嫌疑人， 也要扼杀犯罪的苗头； 他们

不仅负责调停矛盾， 也要负责抢救轻生

的公民。每一集完结，安全感都会因这座

城市绣花针一样精细的管理，油然而生。

但若只是将纪录片视作上海巡逻警

察的宣传片， 未免狭隘。 纪录片的平常

镜头， 还制造了某种 “捷径”。 以生活

里司空见惯的场景， 向观众发出善意提

醒： 现实语境下的 “违法分子”， 可能

并非大奸大恶之徒， 也并非蓄意谋之，

往往就是在情急下、 冲动中， 贸贸然跨

越了法律边界 。 对每一个普通观众而

言， “法律的警钟长鸣” 绝不是远离生

活的空话一句。 片中的 “治安小课堂”

即借案例， 把普法做到了入脑入心。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纪录片还生动

塑造了巡逻警察的群像。 执法者， 看似

刚性的名字， 他们在工作状态下究竟是

怎样的形象 ？ 看过 《巡逻现场实录

2018》 后， 不少人更新了认知。 原来，

警察也会在大马路上抢救一只钻进车轮毂

的小猫， 因为所有生命都值得被保护； 原

来，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 不只有铁面， 他

们也会在听到轻生女子呼唤 “爸爸” 时，

悄然拨通她父亲的电话。 这些细节， 让人

看到巡逻警察有血有肉的一面， 而如此情

感代入， 让他们所代表的公平正义， 有了

真实的落地感。

法治， 关乎国家， 更关乎每一个人的

生活。 社会发展， 离不开法治护航； 百姓

福祉， 离不开法治保障。 当警民关系一次

次成为舆情焦点 ， 作为媒体能够做些什

么 ， 这或许是 《巡逻现场实录 2018》 给

出的启示。

纪录片的镜头， 既是普法课堂，

也是执法的展示窗口。 镜头， 弥合了

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 弥合了因

为警惕疏离而产生的撕裂关系。 当一

份法治共识经由纪录片在荧屏内外达

成， 警民关系中的信任损耗可能降低

到了最小限度。 而我们所期盼的法治

社会中的健康警民关系， 也将事半功

倍地达成———文明执法和全民守法结

合，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营造让人心

安、 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本报首席记者）

自怜和颓唐不该是青年写作“流行色”

时下不少文学期刊里， 对于失败者的

书写几乎成为了一种 “流行”。 青年作家笔

下的主人公们时常有着相似的身影： 一次

次艰难攀爬， 又一次次被打落尘埃； 孤独

地徘徊在各个群落的边缘 ， 融不进城市 ，

回不去故乡； 在爱情、 工作、 生活中被欺

骗、 被无视、 被践踏， 沮丧、 疲惫或是故

作坚强的面容下面早已是千疮百孔……消

极、 颓唐的青年形象在许多年轻作家的笔

下频频出现， 而小人物的困境也翻来覆去

地成为大量作品的共同主题。

文学中的 “失意者” 形象何以如此普

遍乃至泛滥？ 背后的成因、 创作的心理是

什么 ？ 这些问题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 。

与此同时， 专家指出， 任何一个时代的青

年都是有多重面相的， 文学也是同样。 让

当下的青年文学从千篇一律的沉沉暮气中

走出来 ， 反映更为多元多彩的青年生活 ，

是许多人的共同呼吁。

“满纸辛酸泪”的背后，有着
同样的自怜心理

青年评论家徐刚注意到， “出走” 和

“逃离” 是此类小说中常见的主题。 很多青

年作者都在作品中赋予 “逃离” 以某种形

式的神性， 将慵懒、 颓丧与无所事事， 视

为一种对抗压力的方式。 在他们笔下， 许

多主人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 生活庸碌而

无意义， 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放空自己、

虚掷光阴。

在当下的青年文学写作中， 为什么会

出现如此多的颓靡之音？ 在一些学者看来，

这一个个在纸张上摸爬滚打的 “失意者”，

和时下在一部分青年群体中流行的 “丧 ”

和 “佛系” 有着重叠的面貌。 这背后的创

作心理， 固然有一部分是对真实生活压力

的发泄、 自我宽慰和解嘲， 但是将自身困

境绝对化 ， 却也反映出娇弱和任性的心

态———夸张点说就是 “撒娇”。 青年评论家

项静说， 饱受挫折的主人公往往是作家的

自我指涉： “那种玛丽苏心态， 多少都是

一种自恋和自怜。”

过于简单直接的“小人物困
境”，少了触动人心的力量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看来，文

学似乎与失败者有着一种天然的 “亲缘关

系”：“大多数情况下， 文学不是给成功者加

冕的，而是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回顾中外

文学史， 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杰出的作品中，

那些落魄青年、边缘青年、失败青年的形象

熠熠闪光：卡夫卡笔下的 K，莫泊桑笔下的

于勒，雨果的芳汀，鲁迅的阿 Q……

当下的写作中， 此类题材也不乏佳篇，

但是在铺天盖地的 “满纸辛酸泪” 中， 更

多人物形象之间往往彼此重合， 面目难辨。

相似的命运轨迹和心路历程中， 多的是程

式化的唏嘘， 少的是触动人的力量。 原因

何在？

重温名著， 那些经典的 “失败者” 角

色触动人心的理由， 也从侧面解释了当今

的 “后继者们” 令人无感的缘由。 项静说，

契诃夫塑造了套中人、 小公务员等一系列

卑微的小人物形象， 毛姆就曾评价他 “那

些人物彼此重叠， 是陌生地摸索着融入彼

此的外质”。 各各不同、 富有真实感和存在

感的刻画， 再加上对生命徒劳和神秘的感

受， 形成了契诃夫笔下 “失败者” 独一无

二的特点。 但是在现今许多的青年写作中，

人物的困境被处理得过分简单直接： “从

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 基本不脱

离一个简单的社会学解释， 因果关系耽于

清晰， 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

可以预测的模式里。” 就好像一棵树没有错

综复杂的根系 ， 那些哀歌显得虚浮飘忽 ，

更像是 “为赋新诗强说愁” 的敷衍。

每个时代都应有多元的文学
探索，青年小说当走出沉沉暮气

文学中四面响起的小人物悲歌， 也从

侧面为社会心态的分析提供了参照。 金理

告诉记者： “失败往往是被成功反向定义

的。 文学中大量出现的失败青年， 恰恰反

证了现实生活中， 成功的标准很可能太过

单一、 狭隘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在小

说中屡屡 “败下阵来” 的青年们， 实际是

被一种高度物化的人生观所裹挟， 从而将

房子、 车子、 票子作为胜负评判的唯一参

照。 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一个提醒： 还有其

他的理想和目标值得去奋斗。

正因如此， 当下的青年文学应当打开

格局 ， 从千篇一律的沉沉暮气中走出来 ，

书写多彩多样的青春。 项静指出， 每一个

时代的青年都会有 “长大成人 ” 的焦虑 ，

都会有挫折感。 在 1980 年， 曾有 “潘晓来

信” 引起 6 万读者参与讨论， 信中提出的

青年人的迷茫 、 苦闷与今天也十分相似 。

但那个时代， 既有 《班主任》 《伤痕》， 也

有 《陈奂生上城》 《人生》， 还有 《棋王》

《黑骏马》 等。 在任何一个时代， 健康的文

学都应该有多种面相和探索， 而青年文学

更应该表现出年轻人复杂而多元的精神空

间， 展现不同的青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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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新渡口智能且有范儿
45公里贯通岸线九条航线18个渡口完成更新升级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焕然一新的民

生路渡口日前投用。 自今年 5 月 19 日停运

的民丹线 （民生路渡口至丹东路渡口） 恢复

运营； 上个月， 董家渡渡口也已全新亮相，

自今年 1 月 20 日停运的塘董线 （塘桥渡口

至董家渡渡口） 同步恢复运营。 至此， 黄浦

江滨江 45 公里贯通岸线内的九条航线 18 个

渡口全部完成更新升级， 引桥、 码头、 船舶

整新率达到 100%。

民生路渡口位于民生路东端， 北临黄浦

江， 西侧连接新华绿地， 东侧通过慧民桥连

接民生艺术码头。 作为联系黄浦江两岸水上

交通基础设施， 同时也是东西两侧滨江贯通

的重要景观节点， 整体设计将建筑融入周边

景观， 并通过上下层功能分离的设计策略，

将出入轮渡站的人流同滨江三道慢行道合理

分流。

建筑共分二层， 一层轮渡站大厅为南北

向开敞， 并设置天窗， 为狭长的空间带来自

然光线。 二层服务用房位于贯通道北侧， 并

具有良好的江景视野。 立面采用玻璃砖， 清

水混凝土， 水洗石墙面等材料和周边景观相

呼应。 顶部构筑物采用钢构架及金属丝网，

配合灵动活泼的几何造型， 成为慧民桥西端

的重要节点。

董家渡渡口是浦西滨江岸线贯通工程中

的重要节点 。 经过数月的拆除重建 ， 除了

外观融入黄浦滨江整体布局之外， 渡口内部

设备设施也进行了全新布局，添置了智能检

票系统， 当下最便捷的微信、支付宝刷上海

公共交通乘车码都可以轻松一扫就进站乘

船 。 候船室内展示着不同年代渡口的老照

片， 记录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轮渡的发展

与变迁。

去年， 配合黄浦江 45 公里滨江岸线公

共空间贯通开放， 众多渡口旧貌换新颜， 充

满设计感， 并与两岸风光融为一体———紧邻

杨浦滨江步道的宁国路渡口， 选取富有诗意

的伞、 荷叶和亭子等设计元素， 整合采光天

窗 ， 形成连续屋盖 ， 既传承杨浦区工业文

脉， 又具时代气息； 与其隔江对望的歇浦路

渡口， 新造型包含直纹曲面屋顶， 与江面光

影呼应； 复兴东路渡口则将原先三层建筑保

留一层 ， 渡口屋面与滨江公共平台部分贯

通 ， 延续了黄浦滨江公共景观带 “曲线滨

江” 的设计风格。

董家渡渡口全新亮相。

展示文化产业实力魅力
首届长三角文博会落幕
（上接第一版）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立足长三角、 辐射全中国、 面向全世

界， 突出 “国际视野、 区域联动、 市场运作、 展陈创新” 的办

展特色。 一批优秀参展单位于昨天上午获得表彰。 上海电影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 阅文集

团、 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 盛趣信息技术 （上海） 有限

公司 （盛大游戏）、 上海观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佰路得信息

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苏州市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 南京小不点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浙朵云文化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 杭州艺淘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新华发行 （集团） 控

股有限公司等 32 家单位获得 “优秀展示奖”。 另外， 苏州市委

宣传部等九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鉴于上海在长三角的龙头地位， 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 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 办展能力等， 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仍将在上

海举行。 2019 年 11 月 ， 展会将移至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展示面积扩大到五万平方米， 展商力争突破 500 家， 其中境外

展商占比将达 20%。

崇明中学：“自主教育”

培养师生自主发展
（上接第一版）如今，学校教学设备先进、生活设施齐全，设有天

象馆、模拟驾驶室、学生语音室、人文互动实验室等 30 余个标准

化实验室。

海岛农家子弟学生做事认真、肯吃苦，但视野相对狭窄，只

顾闷头学习。 崇明中学一位老教师说：“那时候师生到市区参加

活动和比赛，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崇明中学的，有点自卑。 ”

上世纪 90 年代， 原校长董耀棠对标时代发展， 提出 “自

主教育” 办学理念：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走向全国。 学生光会

学习还不够， 能力也要强。” 学校通过开展个性化活动， 着力

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帮助他们开拓视野。 可那时， 教师的教学

理念还是应试的思路。 为此， 董耀棠邀请各学科专家到校开展

“诊断性听课”， 为教研提供新思路。 历时整整两年， 学校教学

思路大有改进。

2007 届毕业生胡一鸣在校期间是天文社骨干成员。 他先后

获得全国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上海赛区第一和第二名。 为

鼓励胡一鸣圆梦天文，学校拨出经费支持他到北京、印度孟买等

地参加比赛。 最终，胡一鸣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后进入英

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如今成为清华大学的博士后。

2016 年 2 月 11 日，美国科学家宣布，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

台（LIGO）首次探测到引力波，胡一鸣也参与其中。

每学期 60 门拓展课程，鼓励“走班上课”

2007 年，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吴卫国成为学校新“掌门”。 同

年，崇明中学被命名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发展的空间更

大了，育人的责任也更重了。

传承发扬老校长“自主教育”理念，吴卫国着手系统打造学

校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丰富的拓展型和探究型课程，激发学生内

在发展追求，逐渐形成鼓励师生“自主发展”的办学特色。

自那时起，崇明中学语文教研组陆续开发《用哲学思辨让作

文“有深度”》《古代散文联璧百篇》等校本教材。 2011 年，在上海

市高中语文学科三大竞赛（古诗文阅读竞赛、作文竞赛、现代文

阅读竞赛）中，崇明中学共有 17 位同学获奖，在上海教育界引起

轰动。

如今， 崇明中学每学期都会开出 60 门左右的拓展课程，让

学生根据兴趣“走班上课”。从选课到上课，学生自主选择的意识

和能力也在提高。吴卫国说，这两年试点的上海新高考给学生们

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懂得听从内心、学会如何选择，对于孩子

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为崇明中学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岛上的生态文化、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生态环境，成了

学生“自主发展”的重要资源。吴卫国告诉记者，每位崇明中学学

生在校期间，都要提出生态相关课题，在老师指导下开展探究性

学习。

搭建成长平台，孕育“豪华阵容”教师团队

崇明中学现有两名正高级教师、两名特级校长（书记）、九名

特级教师，高级教师达 85 名。这样的强大师资阵容，在上海基础

教育领域也堪称“豪华配置”。 要知道，对于一所偏远的海岛中

学，想要留住优秀教师绝非轻而易举。

2004 年，崇明中学校区扩容更使优质师资出现短缺，大批

新晋教师如何撑起日常教学？为了让年轻人尽快走上讲台，学科

教研组采取一对一师徒带教模式。每个双休日，学校还邀请教育

专家来校分享教学经验。如今，这批年轻教师已成长为学校的中

坚力量。每年，学校会选派六七名教师赴美、英等发达国家进修，

并常年聘请外籍教师在校任教。

教导主任李健生去年被评为“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 让他

十分感慨的是，崇明中学为他搭建了多个成长平台：通过学校牵

线搭桥，他与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成

功结对；他先后成为学校“青年教改小组”、市“双名工程”成员。

李健生说：“崇明岛和学校的不断发展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来

此任教，而学校为老师搭建的各种成长平台，也让我们对未来充

满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