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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电视广告出现在大年初一
翻开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6版，

有一则天然油石的广告：本产品经第一机械工
业部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鉴定。在介绍了产
品性能及特点、适用范围、使用效果、形状、尺
寸后，还有下面内容：

备有样本和合同计划供应表，函索即寄。
欢迎签订合同，到期代为发运。零星需用全国
各大百货商场和大中城市钟表零件专业商店
均有销售……

从197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在刊登了
三条工业产品广告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商品
广告了。70年代，所有的商品广告基本处于
停顿。在报刊上只保留少量广告版面，一般用
来刊登革命样板戏的广告，如1970年2月5日
《人民日报》第4版，就刊登了这样的广告：毛
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样板戏一
九七O年春节演出。

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
篇由在上海广告公司工作的丁允朋撰写的文
章——《为广告正名》。文中针对人们把广告
和“摆噱头”、“吹牛皮”、“资本主义生意经”联
系到一起的现象做出了修正。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登出了一则
广告，主题是对天津牙膏厂的产品介绍。蓝天
高级牙膏占据了通栏中间的位置，约1/3，其余
的版面被均匀分配给了其他几个产品。颇富
戏剧性的是，天津牙膏厂这个中国广告的先驱
后来推出的“蓝天六必治”牙膏的广告红遍大
江南北，那句天津味十足的“吃嘛嘛香”还成为
了当时的流行语，至今仍时有耳闻。

电视广告在这年也开始出现了。3月9日
的晚上，上海电视台转播了一场国际女子篮球
比赛，然而令广大电视观众无比惊讶的是，在
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电视屏幕上竟出现了这
样一幅画面——当时的著名男子篮球运动员
张大维和他的伙伴们，在一场比赛后津津有味

地喝着一种名为“幸福可乐”的饮料。在广告
还是个新鲜事物的年代，这则电视广告在人们
的眼中是如此的新奇，甚至还让不少正看着比
赛起劲的观众们怀疑是不是电视台播错了节
目。

不过幸福可乐并不是我国的第一则电视
广告，“第一”应该属于“参桂补酒”。这则广告
诞生于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
3点05分，用16毫米彩色胶片摄制而成。这则
长度为1分30秒的电视广告，距离1941年美国
播出全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时间已过去了整
整38年。

“雷达表——现代化的手表”。
这是1979年3月15日《文汇报》第3版雷

达表的广告。
1978年1月1日，CCTV《新闻联播》开播，最

早的主播：李娟、赵忠祥。
正如《南方周末》一篇文章评论的：30年

来，这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广、全世界观众数
量最多的电视栏目。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质
疑和压力，30年收视历史所形成的巨大惯性，
依然推动着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在每天晚上7
点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它是这个
国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意识
形态符号。它的永远不苟言笑的播音员，被
称为国脸；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导人的出
镜时间，被精确到秒；主持人服饰的颜色冷
暖，意味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调；节
目形态和播音员人选的些许变动，就意味着
政治格局的调整征兆；而“今天的新闻联播大
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
生。

正是从1978年正式开播起，《新闻联播》
就成了中国老百姓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窗
口。它的“中国政治、经济风向标”的地位，在
中国人心中不可撼动。

明日关注：“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
装！”

笑中带泪才是最好的
曾经与地方台合作，做一档慈善节目时，

和制片团队发生了激烈争执。
主人公是个小男孩。现场先播放他简陋

不堪的家，再播他残疾的父亲和精神恍惚的
母亲、玩泥巴的弟弟妹妹。那一刻，小男孩在
舞台上羞愧得不肯抬头。我愤怒了，比起贫
穷，这些对他伤害更大！停止录制！

我希望做的节目，是能在快乐的体验过
程中让孩子自己领悟：“笑一下，这些只是暂
时的，只要有梦想，在哪儿都能飞起来！”

这样的机会来了，就是《勇往直前》。
有一个河南新乡的女孩，叫青果，因车祸

而高位截瘫，妈妈照顾了她五年，她却觉得没
指望，给家人徒增烦恼。她总对妈妈说：“让
我死吧，不想再拖累你了。”

偶尔也有让她感到快乐的事，其中之一
是每周末的《勇往直前》。有一次她看到电视
里的明星蹦极，对妈妈说：“你肯定不敢！”妈
妈说：“只要不放弃希望，什么都有可能。”

后来我们收到了这位母亲的来信，说：
“我要为女儿蹦一回极！”

那一期节目是在桂林录制的。年过半百
的母亲站上70多米高的跳台，吓得抖作一
团。见惯了明星们开跳之前，哭得眼泪鼻涕
一把抓，这位大姐的表现已算很勇敢了。

“大姐，我跟你说个事。”我故作轻松，准
备给她戴眼罩。

“锐哥，你放心，为了青果我能行。”她紧
紧抓住我的手，眼神很坚定。

“我放心，放心，我就想跟您说，跳的时候
千万别拽着我不撒手……”

无论生活中还是镜头前，我总是习惯于
在别人陷入悲情的时刻，冷不丁打个岔。我奶
奶教会我改变人生，首先要改变人生态度，她
老人家就是用微笑化解了大半个世纪的磨难。

大姐果然乐了，蒙着眼罩，底气十足地喊

了一句：“青果，你要幸福地活下去！勇往直
前，不后悔！”

这一刻，现场所有的人，编导、摄像、化妆
师……无不泪飞如雨。

而我在给她戴眼罩的时候，偷偷做了个
手脚，把她的身体扳到了相反的方向。她鼓
足勇气往后一倒，径直倒在了提前备好的海
绵垫子上。

这把年纪，不敢让她真跳啊。
替她往下跳的，是台湾艺人王仁甫和几

个小伙子。一帮大老爷们儿，站了足足几个小
时，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愣是不敢往下跳。

我和海涛都等饿了，蹲在寒风中吃方便
面。突然听仁甫大叫一声：“我跳了！”全速向
跳板跑去。我和海涛扔下饭盒同时跳起来紧
紧压住他，好险！他腿上没拴保险绳！紧张
得全忘了！

感谢所有参加过《勇往直前》的朋友。你
们用行动创造了希望工程“捐款额第一”的成
绩，更让孩子们懂得，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
苦难和困惑。

记忆里有这样一幕与你们分享。汶川地
震中，有个小女孩失去了双腿和所有亲人，但
当我和杨乐乐、谭维维在成都医院看望她时，
她满面阳光地喊出了我们挑战时常喊的那句
话：“勇往直前，我做主！”喊得我们仨当面对
她笑，却在走廊里抱头痛哭。

直到今天，还是有些公益节目仍然绕在
悲悲戚戚的套路里，“看我家多惨，看我多
惨”。但我们更愿意坚持“快乐慈善”。我们
已经证明了笑中带泪才是强者的人生，阳光
和欢乐也可以成就善举。

我看不起那些舞台上泪流满面煽情的
人，摄像机一停就变了模样；也瞧不上灯红酒
绿的名流慈善夜，百万钻戒豪车却只从手指
缝里捐出一点点。

对于慈善，有一颗真心足矣。
明日关注：小哥，真爷们儿

去菜场买菜，人流量太大，一时电动
车进不去，于是我就把它停在路边，步行
进去。没想到我刚一转身，迎头就来了个
白发老太太，她从我车子旁经过，一不小
心，将我的车子碰倒了。

这是个意外发生的事故，我见状赶紧
回头把地上的车子扶起来。老太太的脸
色也显出惊恐状，一边向我道歉说对不
起，一边问我道，姑娘，车子坏了没有，要
是坏了，我给钱帮你修。我笑笑说，车子
坏了也不要你修，我自己修就是了。就是
您老人家这么大岁数，我刚才还担心车子
要是砸到你身上就糟了，走路还是小心点
吧。我的话一出口，老太太乐了，说，没
事，我这身子骨硬着呢，砸死了也不赖
你。说完，就各自散去。

老太太没走多远，路边卖菜的和买菜
的目击者就都找我搭话了。一个说，姑娘
刚才真是险啊，幸好你遇到的是一个讲理
的老太太，要是遇到不讲理的，明明她撞
你车子上了，还反咬你一口，说是你撞她
的，赖你钱看你怎么办？我说这也不是图
赖的事，刚才我已经把车子停在路边锁在
那了，是她自己走过去撞到我的车子的，
又不是我骑车撞她的。这是大白天，大家
都看到了，你们都是目击证人啊。又一个
上前搭话说，话不是你这么说的，目击者
很多，但是真正出来愿意为你做证的有几
个人呢。这年头人们信奉的不都是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嘛。

这话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我刚掂量
了一下，再次上来一个人插嘴了。他说，
我看你还是快走吧，老太太是讲道理的
人，可她家里的人不一定都是讲道理的。
她刚才已经回家了，要是到家把这事情告
诉家里人，说不定家里人出主意会再回头
来找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时候人多

嘴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要说这话是杞人忧天也不见得。去

年我骑车撞到一个老太太没伤，当时就报
了警，现场处理觉得没事，就吩咐我们各
自回家了，没想到第二天还真就找来了。
那老太太一开口就在电话里说，我儿子说
了，这事虽然没伤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得
付点精神损失费，不要多，你就给几百意
思意思吧。讹诈我，吓了我一跳，后来还
是再次到事故科去交涉这个事故，结果得
到现场的答案是，已经处理过了，不好再
处理第二次才作罢，打发她一家走了。

遇事要报警，这是我在这个城市这么
多年总结出的经验。可是像今天这个事，
实在没必要报警了，芝麻大点，根本就不
算是个事。但是不算是个事，被市井中的
人们你一句，我一言地一掺合，感觉也像
个事了。你说它是小事故吧，到底过去
了，可是小事故被人一围观，就成了生活
中的小故事。这小故事让人听了感觉不
舒服，好像世风日下弄得草木皆兵了。

雨整整下了一个星期还没有停下的
意思，饥饿与寒冷使蜂窝里早已骚动不
安，尤其是那些年幼的马蜂。可雨下得
那么大，只要一飞出去，它们那薄薄的翅
膀立马就会被打湿甚至被打落在地上，
永远都别想回来了。大家都在等待并期
盼着雨赶快停下来，可是雨下了一个星
期又零两天还是没停下，终于这只青年
马蜂乘着一个雨稍小一点的中午，仗着
自己身强体壮，在同伴们的惊呼声中用
力地飞出了蜂巢。可它刚飞出蜂巢翅膀
便被雨水打湿了，差点掉到地上。它连
忙用力振动翅膀，冲到了一户人家的屋
檐下，它扑扑翅膀，摇摇头，身上的雨水
被震落了，可是当它擦干眼睛看院子里
那些令它魂牵梦绕的花时才发现，它们
早已被雨水打没了。它的内心被绝望充
斥着，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它此时仍
不想回蜂巢，因为回蜂巢依然是挨饿，还
不如在这里等待时机呢。

傍晚时分，这户人家的院子里来了
一群学生，他们进屋打开灯就开始学习
了，先是有一位老师在讲着什么。这只
马蜂好像还听到了这位老师在说着自己
的名字，接着这群学生就大声地读起了
书，他们好像都在喊着自己的名字。这
只马蜂一时糊涂了，它想难道自己被这
群孩子发现了？可刚才他们进来时自己
停在屋檐上根本没动，更没想着要伤害
他们呀？正在这只马蜂胆战心惊的时
候，突然学生们的读书声停住了，那位老
师问道：“同学们，这只马蜂本来是因为
蜇了文中的作者而死的，可这位作者却
说面对这只死去的马蜂有一种负罪感，
这是为什么呢？”

“是作者年幼无知先捅了马蜂窝，马
蜂才蜇他的。他的行为不仅使一只马蜂

失去了生命，还使其他的马蜂失去了家
园，所以作者感到一种罪孽感压在心
头。”学生们回答。

那位老师接着说：“同学们，马峰是
益虫，它能够帮助人们除去农作物或树
木上的害虫，平时如果你不伤害它们，它
们也不会伤害你，它们是人类的好朋
友。我们不应该伤害它们，应该和它们
友好相处才对。”

马蜂听了高兴极了，为自己也为自
己的同类。它决定去会会他们的朋友
——人类。它要为他们跳一支舞，以表
达自己和同类的感激之情。于是它鼓足
了劲，朝屋里飞去，它飞到了学生们的头
顶，开始边跳边唱。这时正在写字的学
生们一齐抬起头来看它，接着全部惊恐
地叫起来：“啊！马蜂！”

这时，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发出了
命令：“同学们，坐着不要动！”然后她举
起了手中的一本大书，朝马蜂慢慢地走
了过来。

此时马蜂好像也意识到了气氛不太
对劲儿，再加上它自己饥饿难耐体乏无
力，就收起了舞步，飞向墙壁。谁知它刚
在雪白的墙壁上站稳，只见一块巨大的
长方形物体朝自己的身上压来，还未来
得及躲避，一阵疼痛使它昏了过去。当
它落在地上的一刹那，它醒了过来，睁
开眼看到眼前站着的是那位手里拿着
书本的老师，它费力地、疑惑不解地最
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然后无声地闭上
了眼睛。

一只马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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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是怎样演变成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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