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院大学生让视障人士饱“眼”福
无障碍电影以旁白方式“讲电影”

    窗外下着绵绵冬雨，放映厅里几十人

盯着银幕“看”电影。其实他们眼前一片模
糊，脑中的画面来自边上一个女声：“这是

徐峥和王宝强主演的喜剧《人在囧途》。”
“天啊，王宝强居然在飞机安检口喝下了整

桶牛奶，整整两升啊。”“徐峥太倒霉了，可
让他感觉更倒霉的事情发生了。”伴随着女

声的描述和演员的对白，观众们哈哈大笑。

这是记者近日在殷行一村阳光之家电
影放映厅见到的一幕。“看”电影的都是附

近的视障人士，为他们提供无障碍电影服
务的是上海体育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的大学

生志愿者们。当天是体院寒假第一天，“讲

电影”的是大三女生郝可人，她说：“我们团

队的名字叫‘你是我的眼’，就是要让视障
人士一饱‘眼’福。”

阳光之家负责人介绍，仅殷行街道就登
记视障人士 1100多名，他们渴望文化娱乐

活动，但获取电影资源的渠道少之又少。家
住殷行路 310弄的王阿妈听说大学生又来

“讲电影”，早早地就来坐了头排。她说：“下

雨不要紧，看电影要紧啊。这种形式真的

好，他们讲什么，我们就看什么！”
带队老师王乐告诉记者，“你是我的眼”

活动结合上海体院播音主持、新闻、舞编专
业特色，以旁白方式将电影画面传递给视障

人士。去年 3月起，志愿服务队在阳光之家

播放了《百鸟朝凤》《我的 1919》《钱学森》等
多部主旋律无障碍电影，也播放热门大片

《我不是药神》《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别小看“讲电影”，脚本完全由志愿者们

反复揣摩电影后原创，融入了对每一个镜头
的思考。为准确表述好人物动作、环境氛围和

镜头转换，他们一次次改稿、排练，只希望为

“观众们”展示最真实的画面与情感。
同学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建立无障

碍电影讲解剧本库，这样无障碍电影就可以
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面向不同人群播放，

辐射更多视障人士。本报记者 张炯强

    从前天下午起，“开车进故宫‘撒

欢’”一事燃爆网上。尽管故宫承认事
件属实，并向公众诚恳道歉，但仍无法

平息公众心中的众多疑虑： 故宫禁止
机动车通行， 连外国首脑也只能步行

或乘电瓶车进入， 这车究竟是怎么开
进去的？之前还有多少汽车开进故宫？

这是管理的漏洞，还是特权的恣意？

故宫“后门”堂而皇之被打开，令
人瞠目。 时下各种无形“方便之门”随

意开启，也并不少见。 前不久，核心期
刊《冰川冻土》7年前一篇作者为徐中

民的生态经济学论文，竟大谈“导师崇
高感、师娘优美感”，引发热议。这样一

篇露骨、谄媚的“马屁论文”发表在核
心期刊，堪称荒诞。刊发的原因倒不难

猜，因为论文吹捧的导师程国栋，恰恰
是《冰川冻土》主编。

几天前还有本核心期刊也火了，

10岁小学生的散文和诗歌竟然刊登

在中国社科院核心期刊《银行家》上。

原来，小学生的父亲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

党委书记王松奇，《银行家》主编。 从十多年前起，

王主编就在期刊上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

的书法和儿子的文章，至今已有数十篇。王主编认
为，儿子的作品“文笔清纯生动，风格华丽隽永”。

从开车进故宫，到“马屁论文”和小学生习作
在核心期刊发表，各个领域的“方便之门”被频频

打开，破坏的是规则的公平性，践踏的是文物和学
术尊严，损害的是国家和公众利益，因此引发公众

质疑和愤怒，不足为奇。

“方便之门”之所以被频频打开，原因是那些

掌管“钥匙”者，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人

资源，公器私用，肆意妄为。 越野车公然碾压故宫
路面，将 14亿中国人的文化瑰宝踩在脚下，对管

理者该如何追责？核心期刊被当作“自留地”，也是
另一种“以权谋私”，这样的行为也需要主管部门

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置。

无论有形之门还是无形之门，此类“方便之

门”绝不能打开。 关键还是要扎紧制度的篱笆，把
大大小小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牢牢管住那一双双

任性“开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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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梅根“退居二线”变“直接出局”
不再用“殿下”头衔 偿还别墅修缮费    英国王子哈里夫妇闹“单飞”的王室危机

总算有了新进展，哈里和梅根宣布不再使用
“殿下”头衔，不再接受任何公共资金，甚至打

算归还用于修缮别墅的 240 万英镑王室拨
款。但这还是止不住英国媒体群嘲：“想吃里

扒外好处均沾？这回总算净身出户了！”

王室哪能来去自由
“根据新协议，他们（哈里和梅根）明白他

们不再履行王室职责，包括正式的军队职务，

他们将不再因此接受任何公款资助。”白金汉
宫 18日声明写道，哈里和梅根今后将不再使

用“殿下”头衔，也将不再正式代表女王。
不想承担太多王室成员义务、希望“下

海”捞钱的哈里和梅根如愿了，但女王给他们

的似乎超出了他们的愿望。
哈里和梅根盘算的是退出王室成员核心

圈，在国外偶尔代表女王履行些许职责，“退
居二线”当个拥有自由、经济独立的“混合”王

室成员。但王室哪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既然想要自由，那就彻底“出局”算了。

“萨塞克斯公爵一家表示，他们未来所做

的一切都将继续维护女王陛下的价值观。”白
金汉宫这句话敲响警钟：要自己赚钱可以，但

别打着女王的旗号干有损女王声誉的事。

多亏有个“金主爸爸”

不过，哈里和梅根还算不上“净身出户”。

白金汉宫的声明只说哈里和梅根将不再使用

“殿下”头衔，但似乎没说要剥夺头衔。难道如
果他们反悔，还能把头衔要回来？

没了王室拨款，小两口也压根不愁。哈里

他爹查尔斯王子名下的房产投资收入，光是

去年就有 2160万英镑，据说哈里和梅根 95%

的花销靠“啃老”。

而且这位真“金主爸爸”对资助两个儿子

从不带犹豫。据说最近几次儿子们找爹“报

销”，查尔斯王子看着巨额数字似乎有些吃
惊，但还是大笔一挥，批了。

加拿大人民不欢迎
既然用不着再履行王室职责，哈里和梅

根似乎也没必要英国加拿大两边跑，直接搬

到他们最爱的加拿大住得了。在梅根居住了 7

年的多伦多，哈里是仅次于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的最受当地人欢迎的英国王室成员。
但距离产生美，太近就烦了，尤其要是他

们的安保开销还得加拿大人出的话。“随着哈

里和梅根‘单飞’，纳税人将每年支付 760万
英镑安保费用，加拿大和英国该如何分摊

呢？”英国《每日邮报》质问。
民调显示，73%加拿大人对哈里夫妇的

定居意向回复道：“谢谢，还是别了。”网民在
加拿大最大报纸《环球邮报》网页留言说：“英

国公民哈里和美国公民梅根似乎认为他们理
所应当可以不费任何手续在加拿大生活，加

拿大人还得为他们付钱。”“我认为没必要贴
补这出王室肥皂剧。” 本报记者 齐旭

上海小囡大江南北寻访历史印迹
传统文化受“10后”追捧 寒假生活“中国风”大热

    昨天是寒假第一天，普陀区江宁学校

四（2）班的王弈凡就迫不及待飞到北京，走
进心心念念的故宫。记者采访发现，“10后”

的寒假生活“中国风”大热，他们过民俗年，
走访非遗项目，挖掘好玩又时髦的传统文

化，有的还拒绝了父母出国旅游的安排，只
想去古都、老城寻访历史的印迹。

当小工匠感受时尚非遗
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的学生正在准备

春联和福字，还将跟随“知心老师”前往学

校对口的源园、北梅园等 8个居委，与居委
干部一起贴春联和福字。副校长崔雯说，书

法是该校特色，而在红纸上书写春联是最
传统的年俗。“‘大寒’是一年里最冷的时

节，写春联贴福字却是一项热闹喜气的活

动。每个人写下的每一笔都是专注的，怀揣
着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

除了传统的民俗活动，普陀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推出了“今非昔比———非遗也时

尚”活动。这两天，学生们正陆续走访灯彩、
海派花艺、蛋彩画、海派瓷刻等八大非遗传

人，与民俗大师面对面，还要跟着大师当一

回小“工匠”，创作自己的非遗作品。在海派

花艺非遗传承人项一鸣工作室里，鲜花和
卡通卡车搭配，妙趣横生。学生们纷纷表

示，与非遗零距离接触后发现，传统文化并
不是老古董，而是被赋予了时代元素，时尚

又有趣。

踏入古都探寻悠悠历史
大年初四，飞延安看壶口瀑布；大年初

五，转道西安，看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

大雁塔、小雁塔、碑林、登城墙，秦腔和皮影
戏也是不容错过的精彩。浦东新区进才北

校初一女生菲菲的寒假旅行计划写得满满
当当，为此她还推掉了父母出国旅行的计

划。“忙完期末考试，我就一直在做行程计

划，还在‘恶补’汉唐历史以及和古长安城
有关的书，此行最期待的就是陕历博的文

物。”菲菲告诉记者，她从小就对中国传统
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擅长画画的她还为山

海经故事画过不少插画，这次也会带上速
写本一路画。

世外中学的乐乐早在半年前就和妈妈
约定，寒假去北京看升旗、逛故宫。“2020年

是故宫 600岁诞辰。从明清两代的皇宫到
今天的博物院，故宫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皇宫禁地，本身就是一个回味悠长的历史

故事。这几年，故宫文创产品也很接地气。”

“中国风”刮进孩子们心里
前不久，被称为“最懂年轻人”的 B站

跨年晚会上，几首古风表演曲目广受好评。

年轻人越来越推崇“中国风”，从近几年大
热的《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传统文

化类节目也可见一斑。“现在的孩子们喜欢
看《长安十二时辰》这样的古装电视剧，也

爱看《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这样人

文历史色彩浓重的纪录片。”江宁学校校长
吴庆琳说，传统文化教育正“燃”起人们的

文化自信，越来越多孩子愿意亲近中国文
化。“春节是承载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符

号，孩子们乐意研究民俗文化，愿意走访历
史，说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产生了认

同感。”
吴庆琳说，传统文化除了传承，也需要

创新。“近年来，传统文化的传播很接地气，
也有了许多开放和创新的形式，这也是能

够走进孩子心里的原因之一。”因此，江宁
学校布置了一项自选寒假作业，学生除了

阅读故宫的故事，还要为故宫 600年设计
一份纪念礼品，可以是一套邮票、一幅海

报、一个摆件，也可以是自己写的一首歌。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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