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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看到像《无问西东》这样
的影片了。影片最初为纪念清华大学
建校120周年而拍。片名出自清华大
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
西东”。导演李芳芳这样解读：“无论外
界如何左右，都对自己真诚，做真实的
自己，内心没有了杂念和疑问，才能勇
往直前，无问西东。”

影片分为四段非线性时空叙事，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当下的四个故
事，以几代清华人个体命运为线索，互
相有承接关系。《无问西东》中最打动
人心的一条线，无疑是战火中的西南
联大,重现这段苦难中的辉煌，讲述知
识分子的尊严和勇气。

吴岭澜是西南联大段落中一个不
容忽视的角色。他的困苦和彷徨来自
于个体在大时代中的迷失与焦虑。这
位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学生，英文、国
文皆夺魁，工程类考试成绩却屡屡垫
底。全心追随潮流而忽视了自己的强
项，迷茫地游走在看似热闹但又与己
无关的校园中，身边的所见所闻无法
在内心中掀起任何波澜。

但最终，吴岭澜遇到了改变自己
的契机，他从梅贻琦的追问和泰戈尔
的演讲中，获得了人生的顿悟。“哪有
学生不走老师走的道理”，他躲避轰炸
时随手带走的一笼鸽子，他和其他教
授一起，在炸弹爆炸的声浪中向学生
传授文明的火种——寥寥数笔，风骨

俱显。
沈光耀就是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

成长的阳光少年，身体、智力双重优
秀，以及来自于大富大礼之家的教养，
让人没有办法从任何角度去讨厌这个
人。米雪扮演的沈光耀母亲一出场，即
使是坐在一张简陋的竹席床上，也是
周身的大家气派。看到这样的母亲，你
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沈光耀会有“真
心、无畏、正义、同情”的品格。

我甚至非常理解沈光耀的家训里
所说的不让去当兵。其家庭背景是“三
代五将”，已然堪透历史车轮中个人力
量的渺小，父母对沈光耀的期待是希望
他能体验人生的乐趣。但是沈光耀赶上
的偏偏是一个你不挺身而出，就无法面
对自己的年代。所以对他去空投食物的
举动非常容易理解，他这样一个内心纯
净富有的青年，遇到自己可以帮助的
人，是无法袖手旁观的。

孤儿出身的王敏佳，和相同身世
的李想、陈鹏一起长大，三个人的关系
要好又微妙。两男一女，在荷尔蒙微微
萌动的年纪，本该奔赴一场青春的热
烈盛宴，却因为王敏佳的正义凛然，一
封善意的“警告信”让她卷入师母形同
虚设的婚姻，之后三人的命运被彻底
改写。

真心与真情，是整部电影的又一
大线索。陈鹏的真心与真情，体现在他
对王敏佳的爱。这种爱让人震撼的地

方在于：他从未想着索取，只是纯粹地
希望对方好，即便在最残酷的年代。所
以陈鹏的角色设定，便是为演绎这残
酷的爱情而来。有多少人的爱情，在随
行就市的当下，变得面目模糊。责任与
信任，在利益的拉扯中不见踪影。见多
了这样的爱情游戏，陈鹏对王敏佳的
赤子之情自然让人内心戚戚。他说，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对活着的人好
点吧”；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
样的话，比一万句“男默女泪”来得更
有重量。

《无问西东》是一部真正具有教育
意义的影片，整个故事，都被一条无形
的纽带紧紧串联，面对世事流俗、人竞
物奔，是做一个明哲保身的“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还是“只问初心，不问西
东”？这是导演抛给传承百年风骨的清
华学子的人生命题，也是每一个具有
完整人格的现代人都不可回避的选
择。

影片最后问，如果提前了解了你
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是否还会有勇
气前来？我的答案是，我依旧勇气满
满。因为，你付出的爱，会有回报和馈
赠；因为，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你受
的苦，将照亮你前行的路。所以，《无问
西东》给年轻人的建议是，投身荒野，
迎接真实的生活。并且，它也成功地把
这种理念传递了出来，这已经是一部
电影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成功。

佳片有约

投身荒野，迎接真实的生活
——观影片《无问西东》

■李 雷

在北碚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史上，上个世纪
70年代兴建的新集体，又称大集体商业企业，留
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

1977年，随着大批待业青年返回城市，又与
应届毕业生叠加，城镇待业人员数量激增，一个
家庭有两三个待业青年是普遍现象，就业矛盾十
分突出。国有企业除了顶替接班外，稀缺的招工
招标完全是僧多粥少，不能满足积累多年的就业
需求，要依赖国有企业招工来解决不现实。待业
青年焦虑，知青家长着急，社会稳定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网点短缺，从业人员不
足，群众购买难问题日益凸显。增加就业岗位，满
足群众需求，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
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遵照中共中央关于
“集体所有，广开门路”和“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
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
针，一种新型的商业企业组织形式——新集体商
业应运而生，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但又区别于
过去的老集体商业企业，人们习惯上称为“大集
体”。其经营范围涵盖百货、针纺、医药、副食、饮
食、食品、服务、五金、家电等行业，与国有商业企
业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营业网点除了北碚城区
各条街道外，在天府、歇马等工矿区也有分布。

北碚区最早兴办的新集体商业企业是石子
山工矿贸易商店新集体，成立于1977年5月1
日，安排新集体职工50人。尔后，新集体商业在
北碚区商业系统迅速发展，商业系统的百货、五
金、副食、医药、饮食、煤建等10多个公司都成立
了新集体企业，截止到1985年，商业系统新集体
企业达到16个，营业网点21个，职工人数645
人，营业收入950多万元，实现利润40余万元。

新集体商业企业成立之初，一般都是由国有
公司主管与扶持，新集体所需货源列入计划，按
计划供应，非计划商品允许自由采购，享受批发
价格，经批准可以经营凭票供应商品。在最初的
几年内，主管公司还给与新集体企业“扶上马，送
一程”的全方位支持，政治上一视同仁，业务上大
力扶持，派出干部担任管理人员，帮助培训财会、
采购等专业人员，促进了新集体商业企业的健康
发展。

新集体商业企业职工大多数是经过上山下
乡锻炼的知识青年，也有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
生，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有较强的
适应市场能力，思想比较成熟。新集体商业企业
的建立，没依靠国家投资，就解决了一大批青年
的就业问题，免除了当时许多职工家庭的后顾之
忧。

通过主管公司老职工的传帮带，加上集体企
业长期形成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老传统，使
他们在参与商业工作的实践中迅速成长，一批管
理人才脱颖而出，为新集体商业企业自主经营、
自我管理创造了条件。1991年前后，北碚区商业
系统大多数新集体企业实现了人、财、物与主管
公司脱钩，走上了自我发展的道路，涌现出一批
经营业绩好、竞争能力强的知名企业。1991年5
月，新集体企业北碚区三峡五交化公司、北碚区
日用百货公司经批准升格为公司级企业，直属区
商业局管理。坐落于北碚中山路上的中山服装、
中山文具、中山家电、贝贝鞋庄等一批新集体商
业门市，在北碚消费者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

老北碚人不会忘记，当年最喜欢在中山服
装、贝贝鞋庄购买服装、鞋子等商品，每逢节假日
或者换季时节，这两家门市人头攒动、销售火爆
的场面，成为北碚街头的一道风景。中山服装经
营的开开、绿叶衬衫、金兔、乐久羊毛衫、双猫床
单、三枪棉毛衫，是那时北碚人喜爱的畅销品。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区学子，谁没有在中山文具
商店购买红岩墨水、渝江墨汁、红梅软面抄等文
具用品的经历？从年初的“万件衬衫有奖销售”，
到春、夏的体恤衫、儿童套装、套裙展销，秋、冬的
床上用品、羽绒服、真皮旅游鞋展销，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的目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断增长。
1991年，仅仅组建半年多的北碚日用百货公司
完成营业收入808万元，实现利润28万元。

北碚区新集体商业的另一个佼佼者是北碚
区三峡五交化公司。北碚许多家庭的第一台彩
电、第一台冰箱，都是在这家公司家电门市购买。
公司经营的“嘉丽彩”21英寸平面直角彩色电视
机一度风靡北碚。1990年，公司在所属的中山路
家电门市率先设置了电视墙、电冰箱展示廊，方
便顾客选购。为了解除消费者担心购买彩电后降
价的后顾之忧，他们适时推出了“彩电保值销
售”，联合保险公司为购买大件家电商品的顾客
实行免费保险一年，为区内的顾客免费送货上
门，还积极组织家电商品到厂矿、场镇销售，在北
碚家电行业建立了较高的知名度，引发了消费者
踊跃购买，营业收入也随之直线上升。这一年，公
司仅彩电销售就比上年增加了1100多台，全年
销售收入突破千万元大关，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991年2月15日，《现代工人报》二版以“职工四
十四 销售上千万》为题作了报道。

1989年，北碚区商业系统集体企业完成营
业收入3573万元，占国有商业营业收入的20%左
右，比1980年增长两倍；实现利润110万元，占
国有商业实现利润的25%，比1980年增长1.67

倍；上缴税金12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9倍。
新集体商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为北碚区商贸
流通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活跃市场、安置就业、
维护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批门店被评为
市、区级文明单位，《四川集体商业》等媒体多次
刊登反映北碚区新集体商业发展情况的报道。

新集体商业企业从成立之初，就不断探索改
革企业经营机制的模式，在打破分配制度上的

“大锅饭”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实行了超利润
分成、联销计酬、费用包干、计件分成、利润定额上
交、超额分成、工资奖金全浮动等多种形式的经营
责任制。推行了合股经营、职工集资，恢复了集体
企业的本来面目，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增强，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不少企
业的职工既是营业员又是搬运工，为了节约费用，
运货不请搬运自己拉板车，采购员出差在外住最
廉价的旅馆。许多人都十分珍惜工作机会，在三尺
柜台上尽心尽力，涌现出一批得到消费者好评的
优秀营业员、服务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一
辈在新集体商业这块阵地上辛勤工作，在服务社
会的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来源。

1991年以来，新集体商业经历了“四放开”
（经营放开、价格放开、分配放开、用工放开）“公
有民营”、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革的目标主要是解
决产权明晰、脱离行政主管两个问题。

1994年10月，日用百货公司率先推行股份
合作制试点。经北碚区体改办批准，新企业通过
量化企业积累、职工集资入股的办法组建为北碚
区日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北碚区商业系统
第一家产权明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在以
后的四年时间里，北碚区三峡五交化有限责任公
司、北碚区振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碚区新华
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等改制企业先后建立，到
1998年，北碚区新集体商业企业的改制工作基
本完成。

2000年以后，在市场经济冲击、区外企业进
驻、旧城改造拆迁、自身抗风险能力不强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下，新集体商业经营每况愈下，一部
分企业无力生存，最终解体，少数幸存的企业也
基本停止经营，靠出租有限的房产维持。

北碚区新集体商业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诞
生，因商而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选择；在市
场经济的浪潮中消退，因商而衰，是优胜劣汰经
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然而，新集体商业几十年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的发展史，毕竟承载了一批后知青时代年轻人
的希望和梦想，见证了他们的青春与奉献，是北
碚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的。

北碚的新集体商业
■黄亨义

缙云风物

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6、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
面。

27、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28、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

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
29、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

品。
30、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

食用合格碘盐。
31、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
32、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

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

33、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10千步
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

34、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
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

35、“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
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

36、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
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37、少饮酒，不酗酒。
38、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

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39、拒绝毒品。
40、劳逸结合，每天保证7～8小时睡

眠。
41、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

问题时应当主动寻求帮助。
42、勤洗手、常洗澡、早晚刷牙、饭后

漱口，不共用毛巾和洗漱用品。
43、根据天气变化和空气质量，适时

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卫 生 与 健 康 专 栏

北碚区卫生计生委 主办

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系列宣传（八）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

提 高 公 民 科 学 素 质

北碚区科协 主办

全国科普日是由中国科协发
起，全国各级科协组织和系统为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的颁布和实施而举办的
各类科普活动，定在每年九月的
第三个公休日。

2002 年 6 月 29 日，我国第一
部关于科普的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
颁布实施。2003 年 6 月 29 日，在

《科普法》颁布一周年之际，为在
全国掀起宣传贯彻落实《科普法》
的热潮，中国科协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活动。自此，中

国科协每年都组织全国学会和地
方科协在全国开展科普日活动。

2018 年，中国科协联合中央
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和中科院，围绕“创新引
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主题，于9
月15—21日在全国各地同时开展
全国科普日活动。北碚区科协将
于9月12日上午在蔡家岗街道两
江名居家文化广场举行2018年北

碚区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9月1
日—9 月 30 日期间将联合各基层
科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2018年
北碚区全国科普日系列联合行
动，为市民献上一场科普盛宴。

2018年全国科普日

“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
记张之洞。”这是毛泽东对张之洞的评价。
张之洞，字孝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
足轻重的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并称“晚清四大名臣”。1863年，他探花及
第，成为清流领袖。令人称奇的是，在以后
4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竟然平步青云，
一生都在升官，最终成为慈禧临终的托孤
重臣。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
张影响深远，在近代实业、教育、军队、文
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张之洞的非凡生涯中，他之所以能
够赢得迅捷的发展，获得史家的赞誉，不
仅因为与他政绩卓著，倡导新学，兴办洋
务有关，更因他不为世风所左右，旗帜鲜
明地倡廉反贪，以廉洁自律的官德，成为
清清白白为官的表率；以清正廉洁的官
风，达到堂堂正正做人的目的。张之洞的
这种清廉官德，对我们当下的为政为官
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所谓
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
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
作风等方面的素养。官廉则政举，官贪则
政亡。在位的政府官吏如果为人不廉洁，
便是失德缺德，会遭人唾弃；如果为官不
廉洁，便是失德失责，便会心生腐败，会给
老百姓和国家带来损害。张之洞曾说：“我
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
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公私分明，公而忘
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极被推崇的美德之
一。张之洞以“公利”相诩，使他的廉洁思

想有了更鲜明的特点。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的生命即

将走向终点，便将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告
诫他们“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
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
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
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
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
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
下流。”据说他死后，家中“债累累不能偿，
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就是他的丧
葬费，家中也拿不出，多数是亲友和门生
资助的。《清史稿》上对张之洞记载道，“任
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大清
畿辅先哲传》也记载，张之洞死后“家无一
钱，惟图书数万卷”。堂堂军机大臣、封疆
大吏，死后却身无余财，不禁令人肃然起
敬。

并不是张之洞没机会聚敛财富。张之
洞一生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
东，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
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
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
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
电讯事业。在此过程中，他要和多少机
构、多少人商议、洽谈关于贷款还款、聘
请人员、落实分配等事项，位高权重的张
之洞只要稍有私心，就会捞个盆满钵满。
但他不是这样，而是把住贪念、欲望的闸
门，守住做人的底线，恪守清廉的为官之
道。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关上门在两广
总督衙门中过，有商人预先知道，“滕爆

竹三万”前往祝贺，谁知他大门紧闭，谢
绝纳客，商人只好将鞭炮带回自家燃放，
被传为笑谈。曾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
格非曾写下：“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
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
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
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
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张之洞的廉洁操守，可谓始终如一。
他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
收馈遗礼物。加上他平生性情好施予而
不喜奢侈，请客宴会，送礼赏赐，都是用
自己的俸禄，所以常常手头拮据，年关拿
东西去当铺以解燃眉之急是常有的事。
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
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武昌一
些大当铺见是总督衙门拿来的皮箱，信
誉有保障，也不开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每只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开春后手头宽
松了，张之洞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张之洞
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
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
谓争闲气。”其中所蕴含的不争思想无不
体现了其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精神和
操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人民
的公仆，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像张之洞那
样，注重培养清正廉洁的品格，确立崇高
信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从
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一心为民。

张之洞的清廉官德
■钟 芳

沧海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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