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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八年缔造精品
《狼图腾》同名小说出版于

2004 年，由姜戎创作，拥有一
批忠实书迷。小说讲述了来到
内蒙古插队的两名北京知青陈
阵、杨克与草原狼的一段传奇
故事。

该片导演让·雅克·阿诺曾
凭借处女作《高歌胜利》拿下了
197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他的作品《情人》《兵临城下》均
展现了他善于处理细腻情感与
恢宏场面，而《虎兄虎弟》《熊的
故事》两部动物题材作品则让
他获得了“全世界最会拍动物
的导演”的美誉。对于此次执
导《狼图腾》，阿诺表示非常骄
傲：“为了这部影片，我们一共
准备了八年，拍摄时间 15 个
月，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带领观
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魅力。”

一睹真狼生活百态
片中都是真狼吗？没错。

如果你好奇草原狼究竟是如何
生存的，那么这部全都采用真
狼拍摄、既野性又刺激的《狼图
腾》将给你答案。记者了解到，

《狼图腾》剧组特意聘请加拿大

驯兽师安德鲁·辛普森，在国内
修建了四座养狼基地，历时四年
驯养了三代蒙古狼，才训练出了
电影中的这一批“狼大腕儿”。

在片中饰演陈阵的冯绍峰
与狼演员们有不少对手戏，为
了让影片中的人狼相处看起来
更自然，他每次拍戏结束后都
会和驯兽师们一起，到训狼基
地和狼群培养感情。谈及这部
影片，冯绍峰表示：“观众不仅
可以看到美丽的草原风光，还
可以了解到真狼战斗的场景，
更能体会到保护环境、遵守自
然规律的重要性。”

为了还原书中描写的特殊
时期的草原环境，剧组特别将
影片外景拍摄地定在了距离小
说中故事发生地不到50里的内
蒙古乌拉盖草原，并寻访了一大
批当年来此插队的知青，按照他
们的描述，还原了一座当年知青
插队时居住的村落。在拍摄过
程中，全年无雪，剧组从长白山
运来40吨真雪铺在近一万平方
米的草地上完成拍摄，这也是阿
诺对此前“希望用纯手工的制
作，来奉献给观众一份奢侈的视
觉享受”的无声恪守。

鸿篇巨制《狼图腾》
大年初一野性上映

本报记者 杨丽萍

中法合
拍的冒险剧
情 片《狼 图
腾》将于2月
19 日大年初
一登上大银
幕 ，这 部 改
编自同名小
说 、以 狼 为
主 角 、投 资
近 3 亿元的
电 影 ，讲 述
了什么样的
故事？是如
何让天性桀
骜的蒙古狼

“敬业”参演
的？记者从
该片昨日下
午在奥斯卡
电影大世界
举行的媒体
推介会上，找
到了答案。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省
文化厅重点打造，省曲剧团、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河南豫剧院
青年团联合推出的大型历史剧

《玄奘》于近日开始通唱腔、对
台词的前期排练工作。为了更
深入地了解玄奘，近日，该剧主
创人员前往玄奘法师故居拜
谒，并参观了白马寺。

玄奘法师不仅是我国佛教
界有着崇高声望的高僧，而且
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翻译家，同
时还为加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
了卓越贡献。他历经 18年，孤
身西行印度求法，一路上历尽
艰辛，忍受饥寒，越沙漠、爬雪
岭、斗盗贼，用自己的双足开创
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
到印度的文化之路，是当时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佛教文明在
东方复兴的重要使者。

《玄奘》是戏曲舞台上反映
唐代高僧的第一部剧目，为了
将这部宣传我省古代贤能的作

品排好，该剧汇集了一大批业
界精英：导演由国家一级导演、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李
利宏担纲，玄奘法师由省曲剧
团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孟祥
礼饰演，此外，两位“梅花奖”得
主刘晓燕、徐俊霞以及青年团
的优秀青年演员数十人也加盟
出演。

为了让主创人员更加清晰
真实地了解玄奘法师，熟悉佛
教知识，主办方组织了此次拜
谒参观活动。活动现场成了学
习的好地方，孟祥礼对剧本中
不太懂的佛教词语现场求教编
剧孟华，作曲家耿玉卿也随即
哼唱玄奘大师取经的唱段……
孟祥礼感慨地说：“玄奘法师的
坚强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是
我学习的榜样。他终身追求

‘普度众生’的宏愿，他心里想
的是老百姓，我就以这种心态
慢慢走近大师，希望能把这个
角色演好。”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
萍）由刘江导演，高圆圆、姜武、
李晨、郑恺、陈意涵、郭碧婷、刘
涛、王自健等明星出演的浪漫
爱情喜剧片《咱们结婚吧》确
定于 4月 9日公映。片中四个
爱情故事中，刘涛与初次触电
大银幕的脱口秀主持人王自
健上演“大女人”与“小男人”
的交锋，一向以贤妻良母形象
示人的刘涛，此次过了一把

“女王”瘾。
刘涛以往的形象与“强势、

霸道”沾不上边，但在电影版
《咱们结婚吧》中，刘涛成女强
人，饰演一名五星级酒店经理，
而饰演她爱人的王自健是酒店
的烤鸭大厨。“刘涛”不仅在工
作上十分强势，在家里也毫不
退让，对于角色，刘涛坦言自己
的性格与角色还是差别挺大

的。“平时我可没那么强势，我
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但刘
涛也非常理解角色的情感，“她
觉得自己的男人一直不懂得怎
样珍惜和爱护她，双方就事业
与家庭的关系产生了比较大的
矛盾，这也是当下许多男女所
面临的问题。”

谈及此次出演，刘涛坦言
自己的角色最早圈定的并不
是她，而是自己的好友，因为
好友怀孕遗憾退出，刘涛才
在好友的推荐下出演救场。
刘 江 对 刘 涛 的 表 演 十 分 赞
赏：“刘涛有一种特别干练的
气质，一个能把家庭生活操
持得这么好的女人，一定是
十分智慧的，我这部戏就是
把她的能干给升级了，再把
她的贤惠去掉一点，刘涛对
角色驾驭得非常棒。”

电影版《咱们结婚吧》敲定档期

刘涛变身“霸道女王”

央视《文明之旅》昨晚播出 于丹再论“家教的学问”

爱是家庭教育的基调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秦华 杨丽萍

在家庭教
育过程中，不

管是男性还是女
性，都承担了一定

的角色，那么家教的
好坏，跟施教者本人
的学历、学识、财富

等有绝对的关系吗？
“这个是不直接成正

比的。人性往往有一种弱
点，越是贫瘠的时候，大家
越能相互温暖；越是富贵

的人，越是警惕周围人惦记他
的财产。”于丹举例说，“中国

历史上关于寒门出孝子这样的
故事特别多，宋代著名的寇准，

当年也是贫寒之极，他的妈妈资助
他念书，十分辛苦。寇准高中进士
时，她就去世了，逝前她把一样东
西交给了老家人，说寇准以后有什
么过错，再把这东西给他。母亲去
世多年以后，寇准官至宰相，他觉
得终于可以风光风光了，刚开始
要摆排场，老家人把他母亲留下的
东西拿出来了，打开一看，是《寒窗

课子图》，是他妈妈画的当年在寒
风里，母子饥寒交迫的场景。当时
他妈妈跟他讲，勤俭持家，来年富
贵莫忘贫，这是慈母训。”

“在古代女人眼里，家门的门
风就是一辈子的信念。相夫教子，
传承子孙，当好人，这就是‘妈’所
承担的责任。”于丹说，其实这种故
事，在生活里经常会遇见，往往是手
里头东西不多的人，会想着和大家
去分享，而一个真正家财万贯的人，
则会十分吝啬。这两种人谁更富有
呢？为什么贫寒人家反而厚道呢？
在于丹看来，这是因为厚道已成为
一种本能。

为了让观众更便于理解，于
丹现场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有一
户走向没落的家庭，搬到了一个
混杂着很多贫民的地方。这个家
庭的妈妈就告诉女儿，到了这以
后要防备遭到穷人的算计。结果
他们刚住进去就停电了，听见外
面敲门，这位妈妈特别警惕，告诉
女儿说你问问是谁，别随便开门，
听到是邻居家的小女孩，这位小

姑娘稍微放下点戒备，把门开了
条缝儿，邻居家的小女孩怯生生
地问她：“我妈妈让我来问问你，
你们家有蜡烛吗？”这个孩子本能
地想：我妈妈说对了，我们刚搬进
来就找我们要东西。她特别冷漠
地说没有，正要关门的时候，邻居
家的小女孩从身后拿出一支蜡烛
来，“我妈妈说你们刚搬来，一定没
有蜡烛，我就是来给你送蜡烛的。”

“所以家教和门风，和学历、
城乡、财富都不见得是成正比。”
于丹说，金圣叹写的33个“不亦快
哉”，写的都是贫寒的日子，但是他
看一切都有意思：“啪”切开西瓜，
碧绿的西瓜皮，红沙瓤炸开，不亦
快哉；看外面，刚才还在读书，下雪
了，一伸手，接到鹅毛大的雪花，不
亦快哉；看人放风筝，忽然风筝线
断了，像个小孩儿一样恶作剧，不
亦快哉。最有意思的七个字，叫

“还债毕，不亦快哉”。
于丹说：“一个人有了这样的

心情，那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

时下，家庭教育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
话题，我们该如何看待物质条件与家教的关

系？钢琴班、书法班、绘画班，名目纷繁的兴趣教
育对于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何为“挫折教育”？

我们该如何理性对待孩子遇到的挫折？仁孝传千古，家风
抵万金，良好的家教究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昨日，著名文化学
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再次做客央
视《文明之旅》，为观众讲解“家教的学问”。

在家庭教育中，一些孩子不能面
对自己的错误，不能承担相应的后
果，而去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有的
孩子甚至考试没考好就跳楼，那么何
为挫折教育？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对
待孩子受到的挫折？良好的家教究
竟能为孩子们带来什么？

于丹认为，这种极端事件的根一
定要追溯到家庭教育，“发生这种极
端事件，为人父母者非常痛心。一个
家养大一个孩子哪那么容易！每个
爸妈都会记得孩子刚出生的第一面
是什么样子，那丑陋的小样子就是父
母心目中的天使，从那么小的婴儿一
点点拉扯大，所有瞬间都在父母的心
里。那些一赌气跳楼的孩子，你想过
爸妈的心情吗？你知道那种呵护是一
种什么心情吗？”于丹动情地说，不养
儿不知父母恩，有件事她一直印象深
刻，“我女儿两岁的时候，我掏了一小
勺蟹黄追着喂女儿吃，我妈妈就掏了
一大勺蟹黄在我身后追着喂我，她说
你别光喂小东西啊，你自己也吃一口
啊，无论我长到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
等着她喂的孩子。那种轻易去轻生的
孩子，真应该回头去想想这一切。”

然而，父母对这种极端事件也负
有责任，在于丹看来，“这个责任就是
你为什么不让孩子知道养育的这种辛
劳呢？”于丹认为，一个孩子选择极端
行为是一种担当精神的缺失，“担当精
神培养是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完成的，
从小培养孩子独立担当至关重要。”

于丹举例说，山东曾经有一所大
学，大学生浪费粮食太多了，保洁员
们就一起吃剩饭，这件事上了《新闻
联播》，有人问她，你怎么看待孔孟之
乡、礼仪之邦的学生也浪费粮食的？
她就说，你问问他们在家奶奶是怎么
给盛饭的，多少孩子放学后一回到
家，奶奶就赶紧把汤端上去，孩子说
吃不了，奶奶就会说你多吃，吃多少
算多少，吃剩下的奶奶给你“打扫”，
想想我们有多少孩子是这样带大
的。“孩子吃得过剩，过剩之余又欠缺
了，欠缺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规矩
和承诺，他也不知道该要多少。一个
在食堂浪费的人，你怎么敢担保他到
一个职业岗位上，在能够逾权的时
候，他不要得更多呢？”于丹说，做家
长的，与其看到孩子收拾不起自己而
焦虑痛悔，不如在他能收拾的时候教
会他如何收拾，一个小小的生命，从
离开母体，就要学会去独立担当。

怎么进行挫折教育？这是当下
家长们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对此，
于丹认为：“孩子出去不受委屈，在
家就得受委屈。在家能受委屈的孩
子出门不受委屈。别舍不得孩子受
委屈。”

“对于挫折，就看你怎么想，凡事
都只有一个第一，你不能说总想当第
一，谁能永远当第一啊？你得让孩子
有个平常心，逼孩子去争第一，他最
后会没有退路的。”于丹语重心长地
说，很多走极端的孩子就是因为没有

退路了，游戏 OVER 了可以重来，但
生命不能重来，孩子一 OVER，整个
家也OVER了。

于丹还特别强调了家庭教育中
“爱的教育”，“爱也是家教门风里最
重要的传承，不见得对孩子严厉就叫
管孩子了，其实爱与规矩不冲突。”

于丹讲述了一个她见过的真事，
一个学校教育小孩说今天是三八妇
女节，要给妈妈沏碗糖水，第一个孩子
送上糖水，妈妈很高兴地喝了，并亲孩
子一口，孩子高高兴兴的；第二个妈妈
看也不看糖水，说少来这一套，给我多
考几个一百分比什么都管用，孩子委
屈极了；第三个妈妈说傻丫头你放多
少糖啊，齁死我了，孩子哇地哭了。“每
个妈妈对糖水的反应不同，浓浓的糖
水其实是浓浓的爱，我觉得真的没必
要那么计较细节。爱是一种交流，给
出帮助，收获感恩，爱的循环滋养全家
人，每个人都在给，每个人都在得，这
才是一个家。”

“为什么成人的世界很冷漠，很
多人不仅仅失去给别人善意和爱的
能力，甚至失去接受爱和善意的能
力，包括对孩子。为什么现在有很多
拜金的人？其实这是可怜的一批人，
他们在世界上感受不到爱，不能给予
也不能接受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
在金钱和权力上，很多唯利是图的
人，或者唯权是谋的人，是丧失爱的
能力的人。”于丹认为，爱是公民最好
的教育，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基调。

于丹问答：
观众：孩子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用什么样的

方法给孩子讲道理，他们才能听得懂、听进去
呢？（注：俄罗斯观众）

于丹：说到家教，俄罗斯这个民族是一个有
尊严、典雅的民族，让我内心充满敬意。他们的
传承特别好。我刚刚去了莫斯科，在胜利广场
参观二战博物馆之前，看见这么冷的天居然有三
四对新人。俄罗斯朋友跟我讲，俄罗斯的新人结
婚要办三天婚礼，第一天要去胜利广场、新圣女
公墓这些地标性的地方，向那些先烈和值得尊敬
的先贤送上他们的敬意；第二天，要去大自然，去
郊外接地气；到第三天才是摆婚宴。我想，第一
天是接续人文的历史，第二天是亲近自然，第三
天是归于伦理。有历史，有自然，有伦理，这才是
一个新人要成家的时候找得到的坐标。

所以，说到怎么影响孩子，我觉得俄罗斯人
做得真好，他们的婚礼给中国那些忙着准备高
大上婚礼的土豪，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坐标。
看到新人去新圣女公墓，我们觉得不能理解，但
俄罗斯人觉得这样才能知道感恩，才能够记得
你的小家是多少个大家为你牺牲了以后才得来
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承。

观众：我是缅甸的一名汉语教师，我发现不
仅在中国，在缅甸也一样，父母给孩子的压力太
大了，很多学生白天在学校里学习，下午一下课
就要到汉语学校里来学汉语，有的是七八岁就
来，他们连母语的语言规律都还没有学好，直接
学中文、英文，孩子怎么把这些压力减掉呢？

于丹：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输在起跑
线”不是跟别人去抢先拔尖的那个“心”，而是能
承诺自己的底线。我孩子期末考试的时候老是
给我讲，妈妈你希望我考多少分，我说没有期
待，你尽力考吧，差不多就行了。她说，那语文、
数学、英语，三门课怎么也得说出一个分数来
啊，逼得我想了半天，我说三门课考270吧，然后
我女儿特愤怒：这么低，就跟没说一样！她特生
气地走了，后来我就想，我跟她说270，她肯定能
过 270，但是我跟她说 295，那她压力不就大了，
我就给她说个 270吧，万一她考个 295回来呢，
那大家不就挺高兴吗。

一个人能保了底，比一个人能拔尖重要得
多。因为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所有人
都要去掐尖，但是每个人必须保底，保底是一个
人的雪中送炭，掐尖才是世界的锦上添花。没
有花人死不了，但是没有炭的话，人就冻坏了。

观众：通过一些综艺节目我们看到，一些明
星更倾向于把子女送入贵族学校，这是农村的
孩子享受不到的，如何看待物质条件在家庭教
育中的作用？

于丹：物质是一个基础条件，但物质是“有
底线没上限”的。

不见得贵族学校就能培养出来真贵族。什
么叫贵气？古语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什
么寒门出孝子？因为有很多寒门学子知道，他
没有亲爹可拼，也没有干爹可拼，他只能拼自
己，只有苦苦地念书，回头来孝敬爹妈，他没有
其他的社会资源可以调动，这种孩子往往还就
出息了。

现在很多孩子在互相攀比，你爸开什么车，
我爸开什么车，都这么比的话，人是居安没法思
危的，人只有居危才能思进的，你看看有几个锦
衣玉食的孩子还想着自个儿冲？有爹可拼他们
干吗拼自个儿呢？所以，别那么相信贵族学
校。那些物质条件好的孩子个个衣着光鲜，但
那股心气不见得比寒门孩子强。

当然，也有些富商为了让孩子出息，不给孩
子太多钱，让孩子去吃苦，这才是明智的富商。
别让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最终毁了孩子的前
程，那不是白辛苦吗？

所以每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当下，我想不
一定是起跑线上你要给他多少知识。咱现在哪
知道起跑线在哪儿，从原来选小学，后来退到选
幼儿园，再后来是零到三岁教育，现在“起跑线”
都变成胎教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还找得着起跑
线吗？我劝大家不必那么紧张兮兮。其实真正
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还是家教门风，这个家可以
穷，但是有尊严，这个家可以文化水平不高，但
是明辨是非，一个人看得起自己，这个人才有尊
严，我们不去跟富人比，才能让自己的孩子长成
顶天立地真正成才的人。

奥数、舞蹈、钢琴等形形色色的
兴趣班是当下很多孩子课余生活的
主要内容，父母给孩子报兴趣班屡见
不鲜。那么兴趣班和家庭教育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兴趣班是不是家庭
教育的必要补充？

“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确定的
事就是肯定得死，那从生到死之间不
确定性越多，生活质量越高。兴趣班
其实是为了提供‘不确定性’，就是看
看自己在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有
才能吗，到底更喜欢什么？兴趣班是
拿一种兴趣来开发自己的。”于丹说，
兴趣班不是让孩子一头扎在上面，以
此为毕生饭碗的，“不能让那么小的
孩子在‘强迫班’里端饭碗。”

于丹以自己的女儿为例，阐释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真谛。于丹
的女儿一天有无数事要完成，天天上

课外班，但她依然非常高兴，因为她
每周一到周四下午是足球集训，她对
足球痴迷到在家吃饭时脚底下都要
踩着球，连走路都是“带球过人”式，
永远都在铲球、防守。

“女儿也弹钢琴，考到五级了，她
也画画，语文、数学也学得不少，但是
她喜欢踢足球，我为什么不让她踢
呢？她踢球高兴，每天疯跑回来还能
弹琴，一静一动正好平衡。看见我女
儿上到小学高年级，那么些功课之下
她现在还每天笑逐颜开，没心没肺，
我觉得这就行了。”于丹认为，小孩子
可以不闲着，可以填得很满，但前提
是按他的兴趣，“这样他会觉得我有
尊严、有能力实现我的诺言，那我学
习也一定棒棒的。”

现代城市中很多孩子报兴趣班，
而古代没有钢琴、没有溜冰、没有舞

蹈的时候，家庭教育中的“兴趣”是靠
什么培养的？于丹提出，古人的“六
艺”，也是一种兴趣培养。“诗书礼乐，
那个时候男孩子要学射箭、骑马、驾
车，还要学算术。那个时候没有钢
琴，但有中国的古琴。中国原来的
教养叫作‘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

‘士无故不撤琴瑟’，书跟琴是一定
要有的，音乐能够陶冶性情，读书才
能‘知礼’。”

于丹表示，过去古人学琴与今天
又有所不同。古人弹琴不是为了考
级，甚至不是为了演奏。“有句话叫作

‘琴到无人听是功’，琴是弹给自己
的。”正如“高山流水觅知音”，人学琴
棋书画其实都是为了去世上结缘的，

“琴棋书画不是用来考级的，人会一
种艺术，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人过得活
色生香。”

家教门风和学历财富不一定成正比

爱是家教门风里最重要的传承

●在古代女人眼里，家门的门风就是一辈子的信念
●勤俭持家，来年富贵莫忘贫，这是慈母训

●孩子出去不受委屈，在家就得受委屈
●爱也是家教门风里最重要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