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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七年，李安先生再次站到奥斯
卡金像奖的领奖台上。

总有一些人对奥斯卡奖不屑一顾，
斥之为美国文化霸权的产物。我承认，
奥斯卡虽不是电影的全部，但它依然是
检测电影品质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最好的标准，应该是时间。

话说回来，在李安与奥斯卡的故事
当中，国家与文化冲突必定是无法回
避的元素。李安曾自称，中西文化与
价值在其心中的交战永不止息。这一
战斗恰恰构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尤其
是他早期的电影，《推手》和《喜宴》都
充满了中西碰撞的激情与苦痛。他的
处置方式，同样可曰“推手”，那四两拨
千斤的太极功夫，落入他的电影，便是
以家见国、以父子见中西，情感的纠葛
与文化的矛盾，敌不过他举重若轻的屈
指一拂。

李安早在二十年前已
经成名，然而大
陆观

众听说他的名字，大多缘于那部在
2001 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
《卧虎藏龙》（这其实是一部拍给外国
人看的中国武侠片）——一个中国人，
必须仰赖西方的荣耀，才能进入中国观
众的视野，这是何其荒谬？更需要正视
的是，此后李安凭借《断背山》和《少年
派的奇幻漂流》两度问鼎奥斯卡最佳导
演奖，这两部作品并不像《卧虎藏龙》
和《色·戒》那样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
印，它们均未含中国元素，无关中西之
争，它们的成功与李安的中国人身份并
无什么必然关系——就电影本身而言，
中国依旧缺席。

不妨抛开这一切，就电影
论电影。说实话，我
更 喜 欢 李

安早期的作品，在我眼中，《断背山》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永远比不了《推
手》《喜宴》《饮食男女》。若要让我在
中国电影里面寻找一个父亲的形象，
我首先会想起“父亲三部曲”里的郎
雄。李安塑造的“父亲”，擅长推手，精
于厨艺，勇于追梦，对西方文化与新潮
生活的态度，从抵制到宽容——这何
尝不是李安的追求呢？他的儒雅与厚
重，他的开放与突破，他对电影的
深爱，使他 自 己 渐 渐 升
格为“父亲”。

“你什么时候最美？”我问陈冲这
个问题时，她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

“可能是那么一个时刻”，她悠悠地回
忆着：“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
坐公共汽车回家去看妈妈。我拉着
吊杆，心里有点急切。不经意间在车
窗里看到自己的脸。那时候，觉得自
己原来还是挺好看的。”

我想，那一眼，陈冲看到的是自
己的本色，一种没有修饰，却让一切

都有可能的本色。
同样的问题，每一位上我节目的女

嘉宾都有不一样的回答。有人说是第一
次穿上妈妈缝制的礼服，有人说是第一
次听到腹中胎儿的心跳，还有人说是男
朋友第一次深情地注视自己……

但是，你知道吗？妈妈缝制的礼服
往往不是最时尚的，孕妇往往连妆都不
化，男友第一次深情注视时，我们往往还
在咀嚼刚进嘴的煎饼果子……

原来，我们最美的时刻，与平日里
费尽心力掏尽钱包所做的种种“美”的
努力并没有直接关系。让我来尝试着
解释一下——美丽的极致是忘却自己
的那一刻。这时的你不仅是最自然的，
因为不必取悦任何人；你也是最独特
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你相比较。
这是只属于你的内心体验，是摆脱了任
何高矮胖瘦的尺度发自生命本源的炫
目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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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艺
考放榜时都是悲喜两

重天。2月27日，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系复试放榜，1167名学生进入复试，

初试淘汰率近75%。相比往年，今年的考生看榜时
情绪相对平静，但也有考生现场飙泪，情绪失控。看看那些
艺考落榜考生的伤心样子，你会知道艺考之路有多么艰难。

又是一年梦醒时

又是一年梦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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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亲中国父亲
很失败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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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李双江的儿子李
天一再度犯事的新闻在坊间持
续发酵，李双江父子成为热点
人物。

《鲁豫有约》两年前对李双
江进行过专访，其中就谈到他
儿子李天一，李双江说他从来
就没有碰过儿子一个手指头。
以今天的眼光，“打孩子”无疑
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但当孩
子太淘气或不懂事，甚至偏离
了正常的成长轨道时，做父母
的该如何？是继续包庇，还是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句
话，李天一走到今天，从大处说
是“大环境”使然，从小处说是

“家教”使然。
“棍棒底下出孝子”曾是我

国家庭教育的一个传统，也是
一个法宝。20世纪70年代前
出生的人哪个没挨过父母的
打？然而，自从中国实施独生
子女政策后，独生子女就成了
小皇帝，遂形成中国独生子女
的80后、90后现象。

上一代对下一代绝对负
责，而下一代却对上一代没有
感恩，这恐怕是中国的普遍现
象。在现实生活中，问中国孩
子“最崇拜的人是谁”，答案肯
定是五花八门，也许是周杰伦，
也许是姚明。但我也听过一个
美国孩子的回答：“我最崇拜的
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清洁工，
很平凡，但他很尽责，关键他很
爱我。”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
人，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心里很
温暖，同时也感到很悲哀，中国
父亲很失败，至少我这个父亲
很失败。

说说现在的孩子接受的学
校教育吧。单说教师的性别，幼
儿园绝大部分是女教师，小学也
如此。在这种“雌化教育”下，
男孩的雄性激素在明显下降，
使整个社会出现男人不像男
人、女人不像女人的中性心理
态势，再加上社会的竞争压力，
许多男孩走上工作岗位后患上

“心理阳痿”；父亲忙于养家糊
口，执掌家庭“大印”的大部分
是女人，但过度的母爱也是孩
子成长的内伤，是穿肠的毒。

有人祭出“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传统法宝，是基于独生子
女教育普遍存在溺爱现象，以
为“打”不是办法，既不文明，也
伤身体和感情，但“棍棒”不一
定就是真实的棍棒，也可以是

“严厉”的代用品，尤其是孩子
在青春期以前，需要必要的“严
厉”教育。俗话说“三岁看老”，
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