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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 ： 我们很有兴趣弄懂自

己，但又不想不留情面地拆穿自己，所以

我们没事做做心理测验、翻翻星座分析，

无杀伤力的轻轻碰一碰自己的内心。 如

果真要全面地拆穿自己，那太狼狈、太难

堪了。

@

任志强： 过去许多人曾担心微博

会被官方关闭。今天已有了大量的官方微

博。 从不理解、看不起、怀疑、反对到建立

官方微博

,

这是一种进步。 如果通过微博

能建立民与官的监督、联系、信息公开

,

不

是比围追堵截上访更好吗？只要官方微博

不是个摆设，这里将是民主竞争的开始。

@

姚晨 ： 知道吗？ 每个人都会遇上

孤独的小雨滴，有时候是孤单，有时候是

难题，谁都有笨手笨脚的日子。

@

几米童话集 ： 暗恋撑到了最后，

都变成了自恋。 那个对象只不过是一个

躯壳，灵魂其实是我们自己塑造出的神。

明白这件事之后我突然一阵失落。 原来

我害怕的，根本不是你从未喜欢我，而是

总有一天，我也会不再喜欢你。

@

胡锡进：问一位离开体制到民营

公司做高管的朋友，回头看体制，什么感

受？ 他说：体制内问题重重，但“很多人有

理想”，“有为国家服务的幸福感”，“有最

后的尊严 ”， “领导其实不能把你怎么

样”。 而在民企，命运完全取决于老板对

你的态度， 没有守护尊严的底线， 而且

“只是挣钱 ”， “没劲 ”。 他的话让我意

外。

@

张泉灵： 近来在讨论地铁和公交

是否超载， 查了下国家标准地铁车厢每

平方米核载

6

人，超员最大载量

9

人。 摆

了下， 发现

9

人塞进一平方米还挺不容

易的。 诸位的经验，上下班高峰时到底一

平方米能塞多少人？ 同事说，悲哀的是，

挤得关不上门时，有人从后面推我一把，

踹我一脚，好让门关上，我还内心投去感

激一瞥，可万一呢。

@

浙江大学胡晓云：今日的大学，真

的是很有意思的。 当老师的不愿意多上

课。 因为上课不仅辛苦，而且得不到学校

的尊重和肯定。 现如今， 学校只尊重学

位、课题、论文，不尊重教书育人。 对大学

教师的评价不是教书育人， 作为大学教

师不愿意教书育人，最后倒霉的，当然是

如今的大学生了。

（均来自新浪微博，部分语言为网络

用语，不符合语言文字规范，请勿模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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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达 4.2比 1�

12

月

1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报告指出，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达

4.2

比

1

， 其中

2010

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最高 ，达

70146

元。

该报告指出，收入差距主要表现

在

4

个方面：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

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

差距扩大；企业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

收入差距扩大。

看点 同时报告还指出，造成行

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

质量有差别，这是决定工资报酬水平

及工资差距的核心因素。 技术含量

比较高的复杂劳动、生产流程中责任

大的岗位等往往工资报酬要高一些。

其二，商品市场及价值规律会对

劳动差别产生放大或缩小的扭曲作

用。比如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中的员工

可能工资会高一些。

其三，人力资源市场会对工资产

生调节作用，供大于求的劳动者劳动

力价格会偏低，供不应求的劳动者劳

动力价格会偏高。

其四，生产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

也不小。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时代，资

本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的比

例相对较多，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

所得份额相对较少。

其五，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政策大

环境会起导向作用。一方面要反对平

均主义，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

方面要警惕贫富分化， 缩小收入差

距，实现共同富裕。

20

多年前我在老家种地， 每到农闲

时，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人。 那

时我有很多时间。 我可以懒散地蹲在街

边的一块青石上，看两只公鸡斗架，也会

没黑没白地钻进一间老屋里看书、睡觉，

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地胡思乱想， 任凭日

升日落。 后来，因为听不惯母亲的唠叨，

我每天一吃早饭， 就带着一身的力气从

家里匆匆往外走， 那样子好像外面有一

件要紧的事等我去干。 其实我外面什么

事也没有， 我只是想为吃饭找到一个理

由。 每次出门之后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走，都要在门口稍微犹豫一下。 面对如此

多的闲暇时间，我不知道该咋办。 我曾漫

无目的地在村外我耕种好的土地边上转

悠，在埋有爷爷、老爷的坟地里转悠，有

时也会一个人顺着石河一直往上游走，

上到太行山顶，坐下来看看我的村庄，看

看棋子一样摆在地面上的其他一些村

庄，还有地面上那些树、烟囱和那两三条

弯弯的明镜一样的河流。

其实，农闲也就是人闲。 想一想，种

庄稼都是按照节气种的，紧要时候，人的

力气都要往那几天赶，整日里弯腰躬背，

打骂牲口， 就要很累人。 现在种子下地

了，它就慢慢开始成长了，得了地气，就

是进入了天地秩序，它想偷懒也不由它；

人要想让它长得快一些，成熟得早一些，

也由不得人。 种子不听人话， 不听人指

拨。 它在土中肯定遵循着一部大书，有着

自己的一套日历， 而长时间空闲下来的

人却是难受的， 这种空落并不是我一个

人，而是一村人。 他们平日在田地里出惯

了力气，猛地没有活儿干了，时间一长，

身体里憋屈的力气就像关着的一条狗，

急抓抓地无法跑出来。 往往这种时候，村

人的性情就趋向急躁， 老夫老妻的吵嘴

打架就要增多， 远村近邻的娶亲相亲的

事也会增多， 就连站在土街边没有什么

事的人， 说话的嗓门也会比平常高出一

倍。 也有支摊儿打牌一粒一粒赢黄豆的，

一张牌出不好就要高声别嘴， 也有枕了

掌心躺在柳圈椅子上， 俩脚蹬着榆树看

蚂蚁上树的， 还有的人可能是闲得太难

受了，家里不修院墙不盖房的，却一车一

车地从石河滩上往家拉石头， 还一块一

块地在门口摞得老高。 我看到，搬运石头

的人一身一脸都是灰，却总是高兴，那一

定是他的身上流出了很多的汗， 为一窝

力气找到了出口。

那天早上， 下了一整夜的雨突然停

了。 我仰脸看看天，内心就有了害怕。 我

那时不怕过黑夜，就怕过白天。 我过不好

白天。 我正站在自家门楼下看积水，住在

街东头的麦旺趟着水走到了我跟前，笑

着对我说：“老弟，跟我去背河吧？ ”麦旺

是个没有妻室的人， 我们一条街上就他

一个没妻室。 由于那时我也没有成家，他

可能看我年龄也不小了，也没啥指望了，

就在心里盘算了我， 好让我的名字跟他

的名字做伴，他也不显得那样孤单。 说实

话，我一听说背河，心就凄惶，我不想去

背河，我心里有爱，还想成个家。 我于是

瞪了麦旺一眼，麦旺就走了。 麦旺走路的

姿势不是很好看。

在我们家乡一带，谁都知道，背河是

一桩苦男人干的苦差事。 也就是说，只有

一辈子死心塌地做了光棍的人， 才会热

心背女人过河。 男人只要背一次河名声

就坏了。 这河是北边太行山崖口泻洪时

冲刷出来的石河，是一条季节河，平日里

河套中间就一条溪流， 不宽的水面上搭

有简易木桥，两岸的人们可以相互走动，

只是每当雨季里山洪一下来， 河水就要

暴涨， 汹汹涌涌的水面就扩展到了四五

十米宽， 先前的那个小木桥也早淹得没

了踪影。 这时，两边河岸上，总有一些急

于过河的女人们过不了河，急得团团转，

就在她们左顾右盼快要急疯了的时候，

背河人就出现了。 这背河的人一般都是

40

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没娶过媳妇，没亲

近过女人。 他们背女人过河时不需要啥

设施，最多手里多拄一根木棍，就那么一

弯腰， 让一个女人实贴贴地趴在他的光

脊梁上。 从下水到河对岸，一般需要十几

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女人的胳膊就

要搂紧了背河人的臂膀， 两条腿也会把

背河人裹夹得很紧， 尤其是女人丰满的

乳房， 总是一下一下地股涌着背河人汗

淋淋的脊梁，越股涌越有劲，那一阵一阵

的奇痒会一直痒到背河人的心里。 到了

河中间，浪花飞溅，水声四起，背河人往

往还要有意停下来， 叫背上的女人睁眼

看看喧哗的河面， 这时女人一抬头便会

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接着浑身就收得

更加一紧一紧的， 这样就弄得背河人越

发抖擞了精神， 只想在河水里多磨蹭一

会儿。反正上岸了也没什么事。一个背河

人曾经对我说过， 背着这样中意的女人

走到河中心时，他是很想反转过身子的，

但他不敢，他说像他这样苦命的男人，能

让自己的光脊梁挨一挨女人的热怀，也

就得够了。

在乡下， 在我所经历的一大段的农

闲里，我确实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人，通过

各种方式应对了寂寞，而我是一个笨人，

始终也没有找到适合我的那样一种排遣

方式。 以至于几十年之后，我感觉那寂寞

还该存放于我的心中。 而几十年前属于

我自己的那么多的时间， 我基本上都没

有用过，现在我不知能否重新认领它，让

它跟我一起重回老家的地面上走走。

这是一朵开在卑微深处的花。虽

然气势不够张扬， 举止不够自信，芳

香不够浓郁， 却始终是淡雅而悠长，

坚韧而持久的。 它不因风雨而变色，

不因寒暑而凋零， 不求掌声赞美，一

心只为安静地开放。

她是我认识的最低调的女子。

文字写得好，华丽而大气，温婉

而诗意盎然； 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在

单位是部门领导， 成绩有目共睹；孩

子也教育得十分出色， 明理懂事，成

绩优秀，刚刚考入重点中学。

可是，她却是少见的低调。 总说

自己不够聪明，做得不够好，唯有努

力。 开始我还以为她谦虚，后来发现

真的不是，她做事的确有点笨；除非

工作需要，与人交往她轻易不主动开

口，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清高，后来发

现，真的不是。 因为你若主动去跟她

沟通，她会回报以最真挚的友好和热

情。 在很多不需要她上台说话的时

候，她都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或翻看

一本书，或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

很奇怪这样的女子，于是我怀着

好奇心，带点刻意地走近，却很轻易

地获得了她真诚的信任，知道了这一

切，源于她内心的自卑。

她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女孩。少

年时代更因为身体残疾，承受了无数

异样的目光，把一份自卑深深镌刻于

心。 后来好不容易才治好了残疾，和

别人一样恋爱结婚生子，在平凡的幸

福中刚刚积蓄了一点自信，便又有霜

雪袭来， 刚过而立之年再遭离婚丧

父。 于是，一个平凡柔弱的女子牵着

不谙世事的孩子，行走在原本势利纷

繁的红尘间，挣扎着走过无数黑夜苦

痛，受尽了无数委屈伤害，还有那些

有意无意间的轻视与不屑，让她的自

卑变得更加深厚而沉重。

离婚五年，她买房购车，加薪升

职，走出生命的低谷，赢得亲人同事

朋友的由衷欣赏和钦佩。

可是，那份自卑已经与她如影随

形，不可分割了。

她说：因为自卑，所以永远不放

弃努力。努力地工作，认真地生活。我

用别人逛街看电视的时间读书思考

工作，所以才能比别人做得更好。 我

尽可能地陪伴孩子的每一天成长，所

以我的孩子才阳光自信。

她说：因为自卑，所以自省。我知

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够

做什么。所以时时谨慎，事事在心。尽

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始终是

我的座右铭。

她说：因为自卑，所以自律。不敢

轻易放纵自己， 永远珍惜自己的拥

有，感谢生活的馈赠，因此能始终安

静如水、从容不迫地把握着自己生活

的节奏。

听了她的故事，我无限感慨。 原

来不仅自信能让人美丽充满阳光，那

深藏于内心的自卑也可以转化为生

命的动力，让人隐忍奋发，推动我们

生生不息地去努力，成就一段美好人

生。

热点观察

欧盟各国召回大使 全面制裁伊朗

因伊朗学生砸英国使馆引发的

外交冲突，迅速扩展为欧洲多国对伊

朗的集体报复。 继法国、德国和荷兰

下令召回驻伊朗大使之后，美国参议

院

12

月

1

日晚全票通过对伊朗执行

严厉经济制裁的决定，对于与伊朗中

央银行有石油及相关产品业务往来

的金融机构， 将冻结其在美国的资

产。另外，挪威已暂时关闭驻伊使馆，

意大利、瑞典等国则召见伊朗大使要

求道歉。

看点 《华盛顿邮报》称：“大量

撤离外交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

伊朗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孤立了，几乎

没有盟友和朋友。”但在这场“外交战

争”中显得形单影只的伊朗却没把它

当回事儿。

1

日从德黑兰传出的消息

称，伊朗已经释放了因冲击英国使馆

而被捕的学生。伊朗媒体对与英国关

系的典型说法是， “与英国的关系对

伊朗毫无益处”，“人民要求中断与这

个制造阴谋的国家的关系”。香港《太

阳报》评论说，最近的外交冲突是伊

朗向西方发出的警告，表明伊朗不会

坐以待毙，一旦美以动手，爆发的将

是一场地区大战。

(

本报综合

)

国家扶贫标准线提高至 2300元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11

月

29

日在北京召开， 中央决定将农民

人均纯收入

2300

元

(2010

年不变价

)

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

2009

年提高了

92%

， 把更多低收入

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看点 以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线，毋庸置疑，

这个扶贫标准依然属于低标准 ，但

是，公众应当看到我国扶贫标准线逐

年不断大幅提高的事实，大幅上调后

的扶贫新标准依然采取低标准事出

有因， 不是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不

愿意将一些被贫困标准排除在外的

“被脱贫”人群纳入贫困人群中来，而

是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只能选

择这个低贫困标准。

校车安全条例即将制定

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

11

月

27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

议并讲话。

温家宝强调，要预防和避免儿童

各种意外伤害， 特别要加强校园治

安、 消防安全和校车交通安全工作。

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定校

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做

好校车设计 、生产 、改造 、配备等工

作，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 做好校车

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

担，多方筹集。 要明确地方政府和部

门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制，对发生的

恶性事故要依法严肃处理。 要通过

中央、地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使

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为孩

子们建立起安全无忧的绿色通道。

看点 这次温总理把安全法规

和公共财政投入的问题同时提出，的

确是回应了这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

但是，一谈到公共财政投入，分配的

正义合理与否又成为人们担心的问

题。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早已使人们

深深地懂得：教育投入依据公办与非

公办内外有别、同是公办也有重点与

非重点之分等，都使人们不敢奢望公

平与正义的校车分配会自动降临。还

有，一直以来许多教育专家都指出必

须从教育机制改革入手，通过教育资

源的公平分配实现小学生基本就近

入学，这是降低学生上学风险的根本

举措之一。 而且这也是在《义务教育

法》上明确规定的，一所学校的辐射

半径是

3

公里， 以保证学生就近入

学。 但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中小学布

局调整的方向却是撤点并校，使幼儿

园、中小学校更为集中。

让自卑成为生命的动力

□

郭 利

11

月

22

日下午开始，科普

学者、“打假斗士” 方舟子通过微

博，向前谷歌公司高管、现创新工

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连

连宣战。 方舟子先是质疑李开复

在自传中描述， 曾于

26

岁时留

任为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最年

轻副教授的真实性， 并请李开复

进行公开解释。当日，李开复即公

布导师的邮件等给予回击， 但方

舟子并不买账， 而是进而接连质

疑其自传中关于 “和美国现任总

统奥巴马曾同窗共读”的描述、中

英文版本似有不同等问题。

方舟子扳倒“打工皇帝”唐骏

一年后， 又将矛头对准了被誉为

“青年导师”的

IT

、投资界名人李

开复， 很快在各大媒体和网络引

发了一场混战，一时间帮派林立。

经过辩驳、置之不理、圈内人士力

挺，

7

天后，李开复转而主动在微

博公开母校

20

多年前的聘书 ，

并约见媒体公开道歉。 李开复承

认是因为虚荣心而进行了自我拔

高， 并承诺将在言行上都纠正这

些错误。 方舟子基本认可了李开

复的道歉， 称其与唐骏学历造假

不可同日而语。

（综合媒体报道）

痛快淋漓的

愤青批判书

□

忘情风君

“愤青” 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现

象。 “愤青”的言行往往带有强烈的非理性

色彩和情感偏见，并且容不得反对意见，动

辄将不与自己一条心的人斥为 “汉奸”，加

以激烈的谩骂和人身攻击。 这已经是病态

行为，急需有人对此进行一次全面剖析。因

此，当看到廖保平这本《打捞中国愤青》时，

我在第一时间购买。

书中，作者一上来便指出，如今活跃在

互联网上的中国“愤青”，已经脱离了欧美

“愤怒青年”的传统定义，不再是标榜人道

主义的社会进步力量， 而是病态民族主义

者的化身。 作者以理性的视角和高度的洞

察力，揭穿了“愤青”披在自己身上的 “爱

国” 外衣，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缺乏理

性，感情过剩；擅用精神胜利法，自我欺骗；

盲目狂信，以偏激为骨气，以鲁莽为血性。

读来真是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当然，作者批判愤青，并非否认爱国，

而是提醒那些盲目的爱国者， 应该先弄清

楚爱什么，如何爱。

作者花大力气揭示愤青的真面目，不

是要和其打嘴仗， 或是圈出一撮人对其口

诛笔伐，而是有感于其“看似爱国，实为误

国”的行为而希望能够劝其迷途知返。这也

是本书名为《打捞中国愤青》的原因。

其实，读完全书，我对作者的一些观点

也有不同意见， 比如道家思想是否就是愚

民， 比如普世价值是否就等同于西方价值

观， 比如说美国到底是民主国家还是 “美

帝”，比如说愤青是否只对外不对内，这些

都是可以引发思辨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

题的争论， 应该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和互相

尊重的前提之上的， 而不是用狭隘的视点

和肮脏的谩骂来进行。 与作者争论的那些

愤青们， 如果哪一天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

点，而学会“以理服人 ”，那么即使观点不

同，想必作者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打捞中国愤青》，作者：廖保平 ，出

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0

年

11

月）

人 闲

□

马忆边

新闻背景

“

26

岁还是

28

岁 ？ 任职 ‘

assistant

professor

’该翻译成 ‘助理教授 ’还是

‘副教授’？ ”“与奥巴马同窗？捕风捉影

还是有真凭实据？ ”一场唇枪舌剑，未

见血雨腥风。 对比“打假斗士”之前的

累累战果，如指出“打工皇帝”唐骏学

历造假、“肖氏反射弧” 并未得到国际

公认、乐嘉的母校并非国外名校等，这

次质疑李开复履历真实性的论战结果

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没有剑拔弩张，也

并非要争个鱼死网破， 而是双方最终

都端起了“谦谦君子”的模样，握手言

和。

被批评的对象变了， 批评者方舟

子的态度似乎一以贯之， 无论被其盯

上的是谁，若被抓住了小辫辫，就要向

公众认错、改正。 李开复这边可谓一波

三折，解释几句后，便发微博喊“错错

错”；后又暂时淡出江湖，却得到了投

资、

IT

等各界人士的联名力挺，给了方

舟子“有圈子无是非”的口实，倒激起

了他越战越勇； 直到主角转身低调登

场，贴出相关证据，承认因虚荣心的作

怪而自我拔高了形象， 并承诺在相关

出版物中作出相应变更， 论战方戛然

而止。

李开复的公开履历中的确存有瑕

疵， 这已不容置疑， 承认因虚荣心作

怪，也并非天理难容。 人非神，经不起

众人宗教般狂热的朝拜。 这对于被批

评者的一味支持者们是一个提醒，对

于批评者的一味支持者们同样是一个

提醒。 最终方舟子也不得不承认，李开

复的情况和唐骏不同，算不得造假。 相

比方舟子之前打假几乎一打一个准 ，

对方要么冷漠，要么交恶，甚至不惜以

身试刑进行报复，这次过招，似乎在公

众面前上演了一出真实戏剧———针对

对权威的颠覆进行了再颠覆。

双重否定让之前的挺李派和挺方

派都多少略显尴尬， 他们都在第一时

间选择心中的偶像不会有差错。 看来

对待权威，可以敬重，不可迷信。 好在

这次的结果并非两败俱伤般惨烈 ，给

“粉丝”们造成的心理落差应该不会太

大。 否则偶像一旦倒下，不仅雪中送炭

者少， 恐怕锦上添花就瞬间赤裸裸变

成了落井下石。 就算没了信仰，也要心

理平衡的嘛， 因为感觉受了偶像的蒙

骗似的。

一群人行为背后的心理可以解释

为“从众”，一个人的心理反而不好妄

加揣测。 批评者怀有怎样的目的和动

机， 恶意还是善意 ， 加害还是救赎 ，

这与批评内容的真实性比起来都无关

要紧。 被批评者做出一系列反应背后

的心态， 同样难以揣摸， 谦虚谨慎还

是假模假式， 这与被批评者的行为反

应比起来也都无关紧要。 这次被批评

者李开复的最终反应， 显然也为其他

公共人物或公共组织树立了一个典

范， 或许可以加个 “被批评者导师 ”

的头衔了。 这场争战终究难分清胜负，

旁观者权当看了出戏， 若觉得还有那

么点意思， 也算不枉浪费了围观付出

的情感。

批评、被批评和旁观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