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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 搏 奋 进 才 能
成为赢家

——电视连续剧《爱拼会赢》给
人的启示

贺为民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爱拼会赢》，以福

建晋江高姓、叶姓两户人家为主线，反映以高海生为首

的一批底层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大潮中创业拼搏的故

事，致力于把“爱拼会赢”的精神传递给每个观众，受到

广大观众的欢迎。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改革的春风悄悄地吹醒了晋

江这座东南沿海依山傍海的小城，人们开始打破禁锢

向沿海开放城市看齐。该剧在“雷大脚来了”的传递声

中开始，把镜头对准高海生、叶大莲、钱锦程等一群在

时代大潮中敢想敢拼、迎难而上的年轻人。面对沿海开

放城市涌来的改革开放初潮，高海生等人敏锐地从中

捕捉到商机。他们开始组织乡亲们向外地商人雷大脚

出售自家干货，不料被大队民兵连长齐二发等人作为

投机倒把抓获，造成高家祖屋坍塌，高海生一家只好寄

居高氏家庙。平湖公社遭受冰灾后，高海生等人将乡亲

们的海产干货集中收购出售，本想为乡亲们谋福利，不

幸被奸商所骗，血本无归。连续遇挫后，高海生没有退

却，他与叶家合伙购买缝纫机，在高氏家庙开起了制衣

作坊。没想到又被思想僵化的公社干部视为搞资本主

义，缝纫机被没收，制衣作坊被关闭。在公社新任书记

的支持下，才得以重新开业。从此，迎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小作坊如雨后春笋在晋江遍地开花。

为了让乡亲们早日富起来，江海生提出整合小作

坊，把企业做大做强。然而，他的这一改革措施，遭到不

少作坊主的反对。为此，高海生自己掏钱请大家去苏州

鞋服厂参观学习，开阔眼界，终于统一思想，把零散的

小作坊整合成高质鞋服厂。高海生因此得到大家的信

任，被选为厂长。当高质鞋服厂面临时代大潮的冲击

时，高海生又果断对工厂进行改革，对厂里原有的传统

制度进行修改，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对厂里原

有的职工重新整合，该轮岗的轮岗，该清退的清退，该

培训的培训，以提高职工的文化专业素质。通过一系列

改革，高海生他们最终把高质鞋服厂做成了一家上市

集团公司，成为该行业的龙头企业。该剧针对不同年代

和节点，用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充满了艰难和曲折，只

有勇于拼搏者，才能成为赢家。

晋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历

史上，众多晋江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闯天下，他们靠

着刚强、胆识和毅力，写下了不少商业传奇。《爱拼会

赢》成功地塑造了高海生等新一代底层改革人物的形

象。高海生自幼丧父，有着长兄如父的沉稳和豁达，也

承袭了父辈敢于拼搏、诚信经商的传统美德。他精明能

干，爱拼敢赢，有前瞻的眼光和试错的勇气，善于抓住

一切机会寻找商机，遇到挫折从不言弃。在创业拼搏

中，高海生虽遭受过祖屋的坍塌、失恋的痛苦、奸商的

欺骗、伙伴的质疑、亲人的误会、火灾的打击、对手的中

伤、恶徒的伤害，但他一次次勇敢奋起，从未退却过。当

乡亲们的干货被骗时，高海生一边写欠条一边办起了

制衣作坊。当经不起风浪的个体小店面临淘汰时，高海

生主动提出整合小作坊。当高质鞋服厂遭遇市场的挑

战时，高海生果断改革，把企业做大做强。当钱锦程辞

职自行创业遇挫时，高海生不计前嫌请他回公司。当几

个小厂因布料涨价面临倒闭时，高海生与叶茂盛采取

措施，伸出援手，使其渡过难关。所有这些，让观众从高

海生的身上，看到了晋江人的刚强、胆识、灵性和人情

味。还有叶大莲的敢作敢为和自强不息，叶茂盛的坚韧

不拔和奋发图强，翟友道的勇于拼搏和献身精神……

一群鲜活而有个性的底层励志人物跃然在观众面前，

让人们感到真实可信，从中汲取到力量。

《爱拼会赢》通过主人公高海生和同伴们的所作所

为，较好地诠释了这一思想。高海生的父亲高汝贤当年

下南洋闯世界，盘缠是乡亲们帮他凑的，高父不忘初

心，10 倍奉还乡亲。高海生相承父亲诚信创业的品德，

时刻不忘为父老乡亲服务。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遭受罕

见的冰雹灾害，乡亲们处于无钱买秧的困境，高海生带

领钱锦程、翟友道前往樟木卖干货，帮乡亲们图谋“救

命钱”。为乡亲们销售干货被骗后，高海生宁愿自己承

担一切责任，也不让乡亲们遭受损失。初办高质鞋服厂

时，高海生让乡亲们做原始股东，使其实现小投入大回

报。高质鞋服公司的高管们致富后，不忘帮助困难乡

亲。高海生和叶大莲提议，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帮助那

些早期投身改革现在还未富裕起来的乡亲；叶茂盛则

提议组建了职业技术学院，为乡亲们提供学习培训的

机会，以此回报乡亲和社会，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当然，《爱拼会赢》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有些情节

给观众的感觉是风风火火有余，细腻刻画不足。有些镜

头用当今街道房屋拍摄改革初期的戏，缺少应有的历

史感。还有些场面除了片头片尾出现外，在剧中重复过

多，难免让观众望而生厌。尽管有些瑕疵，但该剧仍然

不失为一部讴歌改革、颂扬励志的好剧。

“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觉

醒，全世界将会为之震动。”这是西方拿

破仑对于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事

实证明，这种评价是客观的，也是极为正

确的。整个 20 世纪，就是中华民族觉醒

的时代，是一头沉睡的狮子渐渐觉醒而

震动世界的时代。进入新世纪、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中国这头雄狮虽

已醒来，但是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

明的狮子。是的，中国这头狮子从不惹

事，也从来不怕事。

《建党伟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九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由

韩三平、黄建新等人执导，由刘烨、陈坤、

张嘉译、李雪健、冯远征、周润发、刘德华

等多为位明星出演。导演和演员阵容强

大，共同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背景

以及建立之初的艰难曲折。

该片是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

一直叙述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 10 年间中国所

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大体上由

“中华民国”初期动乱、五四运动及中国

共产党建党三部分剧情组成。

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已过百年华诞，

从最初十几人党员党派，到现在千万人

世界大党，这百年历程，我党以自我革新

和奋斗，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让东方这头雄狮啸傲于世界。

“积压了近百年的民族情绪，就会像

火山一样喷发。”“我们应该顺乎潮流，推

波助澜。”这是影片《建党伟业》中是张嘉

译饰演的李大钊和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

在边吃火锅边论“天下事”的情节，两人

在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会失败的预

测，一语中的的点破中国当时的现状，国

家积贫积弱，民族情绪高涨，一旦有一点

星火，那便是燎原之火。在这段演绎中，

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将一杯酒倒入面前

的火锅中，顿时火苗高涨，像火山喷发一

般，这也将预示着一场空前的民族觉醒

反抗运动即将拉开帷幕，这也将彻底葬

送旧民主主义，也预示着他们会顺应时

代，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这也表示中国共

产党将应运而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

立复兴。

在影片中，由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

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使的国人以及他手

下的大将蔡锷和冯国璋等人集体反对。

“在共和国里当皇帝，这是对共和的最大

讽刺，最大耻辱”，这也是陈独秀在游行

运动中慷慨激昂的演讲，淋漓尽致的表

现出当时国人对于封建帝制的极度厌

恶，以及对于共和民主的渴望与推崇，民

族积压的情绪持续爆发。

影片真实还原了当时那个战乱年代

下，在南湖游船之上，由刘烨饰演的毛泽

东、李晨饰演的张国焘等人，参加党的一

大。会议进行到最后，众人手挽手唱起来

《国际歌》，激动得落下泪，他们为国家破

败不堪落泪、为国家被列强欺辱落泪、为

国人内斗不断落泪、为国人反抗外来侵

略表现出不屈的精神而落泪、为找到一

个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党派而落泪。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家有了希望，

民族有了通往光明的领路人。这一段镜

头画面，导演给了一个大远景，烟雨蒙蒙

的南湖之上，一艘游船向前行驶，周迅饰

演的王会悟撑着油纸伞坐于船头之上，

她就像一面旗帜一般，船舱内众人高唱

《国际歌》，超长的镜头象征着中国共产

党正扬帆起航，一股影响国家民族乃至

世界的能量即将爆发。镜头画面下，烟雨

蒙蒙南湖，象征着中国当时的国际国内

危机四伏的大环境，刚诞生的中国共产

党就像那艘游船一般，处于各种危险环

境之下，显得渺小脆弱，但这艘游船勇往

直前，船上承载的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就像黑夜中的一点星火，照亮茫茫黑夜，

唤醒沉睡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在这部影片中，将党建

立的艰难险阻通过镜头画面表现出来，

再一次向国人展现了那段峥嵘岁月，我

党是如何一步一步踏平坎坷，最终走向

大道的历史故事，也彰显了百年大党是

如何从点点星火，成为点燃中华民族反

抗侵略、走向独立复兴的熊熊烈火。

喜阅《锺叔河
书信初集》

马立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手机

微信铺天盖地般袭来，有着悠久历史的书信似

乎离我们已越来越远了。可不——像我退休

前，每年收到的书信就有一大札。而如今呢，寥

寥无几。微信虽好，但我总觉得没有信那么经

读、耐品，甚至觉得没有“信”味。近日，读《锺叔

河书信初集》（2020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真可谓大快朵颐，又受到了一次“信”的洗礼。

《锺叔河书信初集》，共收录锺先生写给 70

个人近 400 封信。这些信如果按收信人的年龄

排列，最长者是周作人，1885 年生。年龄最小

的，则是 1988 年出生的马犇。也就是说，锺先生

写给这些人的信，出生年龄跨度超过 100年。

读《锺叔河书信初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

特点：

一是从年轻的锺叔河倾慕名人，到后来者

又倾慕他，这种“老与少”角色的转换，使人陡

生“人生易老、逝者如斯”之叹！

如：“从友人张志浩君处，拜读先生手书及

大 著 二 种 ，得 知 先 生 仍 然 很 康 健 ，十 分 高 兴

……”这是 1963 年 32 岁的锺叔河致周作人信。

此时的周，已是 78 岁高龄的老人了。同样，现供

职于浙江省桐乡市图书馆的青年夏春锦，也因

倾慕寿高 88岁的文坛泰斗锺叔河，通过“查漏补

缺”，遂决定主编一本锺老的书信集。“随着阅读

的深入，我对锺先生的认知也逐渐加深，知道他

不仅是主持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和曾国藩、

周作人着作的出版家，也是创作了大量散文随

笔的散文家，同时还是一位对近代历史有着深

刻观照、独到见解的历史学家……当我翻阅其

等身的着述时，却意外发现缺少一种书信集（见

夏春锦等编《锤叔河书信初集》小引）。”于是，在

小夏等人的热心工作下，才有了这本“初集”。

二是阅读锺叔河先生信知晓许多鲜为人

知的信息。

如锺先生致杨绛：“杨先生：希望此信能在

五月初五之前寄到，好给您拜个节，《小西门

集》就算节礼（《小西门集》是锺的一本散文随

笔集，书中收入了锺先生给钱钟书《百年集》写

的一篇文章，笔者注）。又：“杨先生：接到您的

侄女婿杨君友龙的电话，得知今年您的健康比

去年还好，极为高兴。又得知您还叫他拍了照

片相赠，可以使我的孙女们都能见到一百零五

岁的老奶奶，更为兴奋……”

又如致范用先生的信：“范用同志：还记得

去年三月你写来一信，叫我将《学其短》辑印成

书，现在这书已经印成，特寄上一本，作为奉复

……”范用，1923 年生，江苏镇江人、出版家，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来，锺老

这本曾多次再版、成为国人学习古文的经典之

作《学其短》一书，原是在老出版家范用先生的

提议下推出的。现在想来，不得不佩服范先生

的慧眼识珠！

三是这些信体现了锺先生对许多普通读

者、朋友的殷切关爱。

如致郭燕君信：“小郭：收到你的信，很是

高兴。因为从信中看出，你终于从‘疾病——苦

闷——疾病’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开始了

‘解脱——好转——解脱’的良性循环。‘好的

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祝你顺利巩固，继续努

力，争取全胜。”又：“你妈妈和叔叔的信，我读

后很感动。大家都是心疼你的，是爱你的，你一

定不能使大家失望……”

原来这位小郭，是我们株洲三三一厂的一

名普通职工。1984年，钟老因病住长沙马王堆疗

养院，小郭正好是他的病友。他们从 1984年底相

识到 1986年底，短短的两年中，锺老跟小郭书信

9通，封封都是念及她的身体，开道她的心情，有

时甚至以赠书为慰藉。可见，作为一个著名出版

家（时任岳麓书社总编辑）和长者，对一个普通

员工的关爱之情不可谓是段极温馨的佳话。

另外，在读锺老致山东作家王德亭一信中

我还长了一智。像锺老的这个“锺”字，是“锺”

姓专用字（见《现代汉语词典》p1689 页），不能

随便简化为“钟”。因为“锺”“钟”原是两个不同

的字，简化统一作“钟”，后又分出“锺”字，都是

以行政指挥文化的鲁莽之举（见《锺叔河致王

德亭》信 p138 页）。可见，我们这些搞文字工作

的人和书法家得注意，不能一错再错了。

放电影
石少华

小时候能看上一场电影是一件奢侈的事。因

为没钱买票，爬墙翻窗，或混在进场的人群中进

入就成了常事，有时在电影散场前几分钟，工作

人员打开大门，跑进去看个尾巴戏，都很满足。那

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人们对看电影的渴望

十分强烈。

有一天，我发现县电影公司的设备维修室和

胶片修复室白天能看到免费电影。两个工作室一

墙之隔，都在一楼，他们放映电影检测设备和胶片

时，我就站在窗外看。因为要维修设备和胶片，电

影时停时续，但好在有两个工作室，一个停，另一

个说不定还在放映；遇上两个工作室都在放映，那

就任我选择了。我羡慕死了这些工作就是天天看

电影的人，心里盼望将来我能有这么一份职业。

不久，我也在家里放上了电影。我放的是无声

静止的电影。“放映机”很简单。外观是一个纸盒

子，里面装了手电筒灯泡，连着外面自制的装了四

节电池的电池盒。放映“镜头”是把纸盒的最窄的

一侧剪成幻灯片大小或 16mm 胶片大小。晚上关

上灯，把幻灯片、胶片一张张贴在这个口子上，上

面的内容通过里面的灯光透射，一幅幅画面在墙

面贴着的白纸上呈现出来。盒子必须严严实实，不

能跑光。“放映机”简单粗陋，毫无美感可言，但点

亮了黑夜和我们的“电影梦”。小伙伴们经常来我

家聚集。

可天天放映，电池消耗大。我用的电池本来就

是家里和别人手电筒用过后丢弃的电池。我拿来

后，常常要使劲摇晃多次，用牙咬一咬，用脚跺几

下，再用凳脚稍微将其压扁，才有可能激发出最后

一点电量。但即使这样，也用不了几次。于是我打

上了家里电池的主意。家里的手电筒放在父母枕

头下，我常常趁他们没注意，把里面的电池取下

来，待我放完电影后，再悄悄还回去。有几次我听

见母亲嘀咕，说现在电池质量差，没用几次就没电

了。我给母亲说：“城里用手电筒机会少，电池不用

也会自动放电。”母亲疑惑着点了点头。

小伙伴们啧啧赞叹于我的妙想，也部分满足了

他们看电影的欲望。但总是放同样的电影，小伙伴

们渐渐没了兴趣。于是我想方设法、隔三差五找来

一些“新片”来放，放映的时候还配了音：模仿播音

员的声音，放幻灯读上面的字；放胶片，根据画面内

容进行解说。大家觉得好玩，同时也好奇于我这么

多的幻灯片、胶片怎么来的。其实这都是从电影公

司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幻灯片是配合当时政治运动

的，运动一过，就会淘汰；胶片是修复的时候剪下来

的，有的短有的长。电影胶片特别有意思，我们在银

幕上看着的一个个变幻的场景、动作，而在胶片上

的变化却不大，可能需要十多帧甚至更多帧画面才

能表现出来。电影有这么多的奥妙！

“放电影”的日子是短暂和惬意的。成年后很

长一段时间我对电影都如痴如醉，写了并发表了

不少影评，还尝试写过电影剧本，虽无建树，但曾

经的爱好却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孩子从事了电

影策划和制作的工作。我想，这是不是当年种下的

这颗“电影”的种子从我身上开花、在孩子这里结

了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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