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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看完了美国
NBC出品的《学徒》的第一

季共15集。东方卫视的《创
智赢家》基本上就是拷贝自
这个节目。《学徒》是一个真
人秀，16个来自美国各地的
年轻人，通过激烈的竞争，来
获得成为美国地产大亨
DanoldTrump的学徒的身

份，作为他的助手，学习他的
经营策略，从此飞黄腾达。16
个年轻人被分成两组，每周进
行一个商业任务，获胜的一组
会得到奖励，失败的一组会被
挑出一个人，被Trump解雇。

这是一场智慧与智慧的

比拼，商业与商业的对决，不
过作为普通观众而言，这个
真人秀就像是电视剧一样，
观众与里面的角色同喜同

悲。在自己喜欢的那个年轻
人被解雇的时候，当他们提

着行李箱从大楼里走出，坐
上出租车，绝尘而去时，那种
苍凉与悲伤，被无情地放大。

16个年轻人，性格各异。
有人见人爱的西部牛仔，虽然
只有高中学历，却着实是一个
天生的营销家，他无处不在的

乐观、自信和灿烂的笑容，激
励着队友们一次一次渡过难
关，可惜在第 13集，他被解

雇了。被解雇的理由很明显，
他只有高中学历，在精英云集
的纽约，这确实是个硬伤。他
也许会是个非常棒的职员，但
很难是一个优秀的CEO。

西部牛仔 Troy和黑人
小伙子 Kwame之间的友谊

让人感动。他们从一开始就作

为队友，一路走来，形成了深
厚的友谊。两个好朋友在第

13集站在了PK席上，他们
注定会有一个人走开。他们互
相拍手，面带笑容，彼此拥抱，
那一刻他们都无比真诚。

里面也有人见人恨的角
色。曾在白宫工作过的黑人女
性 Omarosa，自私、刻薄、富

有攻击性，在PK的关头，总
用无情的语言将对手说得一
无是处，但她也有优点，果断、
自信、运筹帷幄，所以她能一
直坚持到第9周才被解雇。

当然更有爱情，美貌的
Amy和帅气的Nick在合作

中渐生情愫，这种暧昧的关
系在 PK时派上了用场，将
另一名选手踢出局。但明眼
人一看就知，这两个人实际

上在互相利用，Amy出卖过
Nick，Nick也隐瞒过 Amy，

但最后两人还是走在了一
起。结束晚会上，他们暧昧地
笑着对观众说，我们只是
“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

这部真人秀在美国收视
率之火爆，以至于Trump的
“你被解雇了”都成了名言。

作为观众而言，他们不仅仅
看到了商业世界里的各种营
销智慧与策略技巧，更吸引
他们的，是竞争者之间的勾
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归
根到底，复杂的人性，才是一
个节目成功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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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上了一个多月的
课了，对哈佛，已从原来的那

种距离遥远的想象，落实到
了现实生活里的一点一滴。

曾经抱着一种期望，就
是到了这里，可以遇到很多
能让自己豁然开朗的人。可

一个多月下来，我发现自己
的期望过高了。哈佛作为一
个学校，对它来说最重要的
是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知识，
以及学习的方法，特别是科
学的思考方法，让学生学会
自己思考，而不是由老师来

充当权威，简单地告诉你什
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理工
科的学生还有公式可以“死
记硬背”，对于人文学科的

学生来说，更多的是要学会
透过现象来看本质。

哈佛有很多不错的老

师，学生对他们的评价很高，
因为他们的教学方法到位。

好的老师，他会教会学生如
何有针对性地去阅读教科书，

并为大家准备好很多补充阅
读材料，让大家从不同的角
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好的老
师，他会鼓励学生发言，即使
学生的观点偏离了主题，他
也会很技巧地进行总结，让大
家明白，你总是可以从提问和

发言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好的
老师，会很认真地看学生写的
作业，帮助学生找出不足的地
方，帮助学生发现连他自己都
不知道的有价值的地方，而
不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研究项
目的免费帮手；好的老师，乐

意用课余的时间和学生交
流，从一个朋友的角度，解答
学生不管是学习上的，还是其

他方面的各种疑问。
我在哈佛还遇到过这样

的一些老师，很有资历，获得
了学校的终身教职，他们没

必要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而担
忧，于是他们开设了一些他
们自己有兴趣的课程。不过
这样的课程，很多时候，让人
感觉没有明确的目标。

我选修了一个非常著名
的法学院老教授开设的关于
互联网的课程。老头的教学
手段很酷，他会准备令人眼
花缭乱的 powerpoint（幻

灯片），透过互联网，和远在
伦敦或者其他地方的专家进

行对话。老头本人也很酷，他
说话不多，上课时，多半是他
的助理和他请来的专家与学

生交流，他只在开头和结尾
进行点评。不说话的时候，他

自己拿着摄影机拍摄上课的
过程。看得出来，他很过瘾。

可我学了老半天，觉得
他讲授的，都是很皮毛的东
西。到现在我也没完全弄明
白，到底他要教授大家些什
么。如果说只是新技术的普及
课程，那倒也不是，老头每次
总能提出一两个有意思的观

点。有时候，我觉得选择这门
课有点浪费时间，可是不选，
又觉得老头还是能够刺激一
下我们的思维的。他的课很好
混，对于已经很辛苦的法学院
学生来说，这门课倒是一个可
以调节学习节奏，同时又可以

拿到学分的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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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办公室里都会接
到一大堆观众来信。接信最

多的还是徐俐，可能大家提
起央视四套首先想到的就
是职业而又犀利的徐老师，
所以给她写信的观众最多。
鲁健的“粉丝”团很有特

点，信封都是带点浪漫色彩
的，淡蓝色的、粉红色的，上
边还画了些小花边、小红心
之类的点缀，鲁健总是在

“香喷喷”的氛围中拆开一
大堆信，帅哥么！

我用心读了每一封观众

来信，有的也给回信了。来信
的内容五花八门，大体分为
以下几类。一种是指出问题
型。观众的眼睛真“毒”啊！

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领导
没发现的错误，他们都能看
出来。有位七十五岁的老大
爷给我写了封信指出———你
在某天的新闻中读到“今天
是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
‘入秋’……”这是错误的，

应为“秋分”。唉，我虚心接
受批评，“五谷不分，四体不
勤”，真丢人啊！

不过，有的观众说的意
见我还是持保留态度的。有
一位观众来信说我总戴一
个像蛇一样的胸针上镜不
合适。看了信后我大吃一
惊！把装配饰的盒子翻了个
遍。最后，我们大家的共同
努力认定了一个 “嫌疑
犯”。我有一个抽象图案、

流线型的胸针，我当初决定
买下它因为它很有动感，但
怎么看也不像蛇啊！后来我
也经常戴它出镜，这位观众

也没再抗议，可能看习惯了
也就接受了。

第二种类型的来信就
是求助型。说来奇怪，我的
小观众中女孩子居多！（大
家都笑称我———太端庄了，
老人喜欢这样的女孩做儿媳

妇，但不符合现在年轻男孩
的口味）很多信一打开，娟

秀的字体迎面扑来，你好像
能看到一颗跳动的心。很多
都是高三的学生，只有中午
吃饭时能看会电视（原来午
间时段的固定收视群都有点
“不得不看”的味道啊！），
看了我播的新闻，又了解到

我并不是科班出身，很想今
后也走这条道路，让我给一
些建议。一般这样的来信我
都是回复的，在一个年轻人
的成长过程中你帮了他一
下，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还有一种类型是鼓励
型，就是鼓励我好好播的
信。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
是，所有鼓励我的观众最后
都总结性地说一句———

“好好干，以后肯定能上
《新闻联播》！”哈，原来大
家都知道我们播音员的
“最高目标”啊！前几天，有
一位老大爷给我写了封信，
他说要我一定保持现在这
种朴实的风格，他对我有时

戴耳环上镜不赞成，认为不
合我的气质。最有意思的
是，他在最后说，“端端，多
向《新闻联播》的李修平前
辈们学习，尤其学习她出国
时报道的风度”。我也想学

啊，可是没有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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