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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课堂

赢在坦荡

□

赵元波

在古代的一座小城里，有两位武林高手，身

为官府弓手的善使长枪，无人能近，远近的人都

佩服他的本领；身为小偷的却擅长使剑，瞧不起

官府的兵将，骂官府的兵将不过是群酒囊饭袋，

无人能敌， 奈何不了他， 才使得他得以逍遥法

外。一山不容二虎，自然一座城里只能有一名高

手，独一无二的高手。

弓手和小偷都发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小

城只能有一名高手，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相遇

之日必是决斗分出胜败之时。

这天，弓手有事到了村边泊船处，正好遇上

那小偷在街上喝酒，弓手顿时锋芒毕露，想一举

成名，一来为官府的兵将出了恶气，二来剿除了

自己心头大患，独霸小城。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

来全不费工夫。 看样子一场恶斗是不可避免得

了，一个使矛，巴不得一枪就刺中对方的喉咙；

一个使剑，指望着一剑刺入对方的胸口。他们就

枪来剑往打斗起来， 观看的人像一堵墙似的围

着看。 高手对决，精彩纷呈，知道对方是首屈一

指的高手，一点也不敢大意，使出的都是看家本

领，是很有看头的，更何况双方都是铆足了劲要

致对方于死地的决斗， 一场关乎自己名誉的决

斗。恶斗了很久，两人实力相当，谁也胜不了谁，

难分胜负。

弓手说：“你敢和我在县尉大人面前决斗

吗？ ”小偷说：“怎么不敢。 ”话音刚落，两个高手

中的一个倒下了，就是那个说“敢”的小偷。

弓手的矛头刺中了小偷，因为小偷分神了。

为什么分神？ 因为他是贼，贼怕抓贼的官，

他口里说的是“敢”，心里闪过的却是“怕”。不是

弓手的矛击中了他，是他的畏惧击中了他。

很多时候，人们赢在心里的坦荡，输在心里

的畏惧。

读书的目的

□

帅 琳

中国有一种读书人，年轻的时候，还没读几

本书的时候，还会说点人话，还有一点质朴纯良

的人性。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得弄些东西证

明自己的本事。 于是他们努力地钻营，名啊，利

啊，位子啊。 终于有一天，他们得到了他们自以

为可以证明他们本事的资本———名、利、荣誉、

位子。 于是，他们便找到了可以雄霸天下、蔑视

众生的资本。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便是这

个世界的主宰， 每个人的作为都要向他们的标

准看齐。他们说好的，就是好的，他们说不好的，

肯定不好。当初他们怎样疯狂地证明自己，日后

他们便会同样疯狂地压迫同类。

这样一来，读书使他们成了恶霸，他们再也

不会说人话了， 他们的那点质朴与纯良也被他

们的霸气吞没了。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为了写几本书？为了一个好位子？为了获得

个糊弄人的奖？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读书最终的目的应

该是：培养一个人将他的温暖撒向亲人、朋友、

同仁、社会的本领。真正的书读得好的人知道如

何让自己的父母欣慰，让自己的爱人幸福，让自

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让自己的朋友心灵

多个依靠， 让社会因为自己多了点进步文明的

气息。

聪明人做的五件事

□

韦华明

大多数人不会真正思考自己该如何学习。

你在听别人说话时，就吸收了他们说的内容，是

吗？ 并非如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真正的知识是

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学会的。世界正在改变，每

天都有新的思想涌出， 让新的知识和思想成为

你生活的一部分，会使你的生活更充实。

以下是五种继续学习、提升智慧的办法，不

管你的年纪有多大，它们都会对你有帮助。

让内心的声音安静下来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别人说话

时你内心给出的评论， 这个声音不断用你的观

点覆盖说话者提供的信息。 我们太容易注重内

心的声音，却不注意听别人在说什么，内心的声

音往往让你没有听完别人的话就关上了心门。

少关注你所想的，多听别人在说什么，你会因听

到的而惊喜。

跟自己争论

如果你不能使内心的声音安静下来， 那就

把它当成你的优势来利用。 每次你听到内心反

驳别人的时候就停下来， 列出说话者或许正确

的理由和你或许错误的理由。

表现出好奇的样子

一些人天生好奇心强，另一些人则不然。不

管你属于哪一类， 表现出好奇的样子都是有好

处的。 下次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表现出好奇的

样子，然后写下三五个相关的问题，接着去寻求

这些问题的答案。 人们常说，好奇害死猫，只要

你不是猫，就会从好奇中获益。

找到“真理”

任何一个概念和理论都不是无中生有，总

有一些方面是基于事实的。 即使你不认同某一

理念，你也可以去探寻衍生出这一理念的道理，

锻炼你的推断能力和推理能力。

关注信息，而不是信使

人们往往因为不喜欢传递信息的人而把他

传递的信息拒之门外。演讲者可以讲得没意思，

他的相貌可以不吸引人， 他可以来自跟你对立

的党派，无论如何，他都可能对你的认知产生影

响。 要把信息跟提供信息的人分别对待。

原创文学

这段时间， 电视荧屏的娱乐档

颇不宁静。

其一， 由湖南卫视推出的大陆

首个歌手对决节目《我是歌手》虽暂

时落幕，却“曲终人未散”，不仅在台

湾刮起一阵歌手旋风， 更引发岛内

文化界、 新闻界一股反思热潮 ；其

二，由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和江

苏卫视《星跳水立方》两档“明星真

人跳水秀”节目，在备受关注之余 ，

更是饱受争议。

且不论《我是歌手》这档大成本

制作的娱乐节目， 带给了观众多少

的震撼， 如何挑战着业界人士的习

惯思维。 该档节目，也因有齐秦、辛

晓琪、彭佳慧、林志炫、杨宗纬等台

湾知名歌手参赛， 引起岛内媒体高

度关注。 如此结果，本是理所当然，

但是之后的发展，却令人深思。 《我

是歌手》在台湾爆红后，媒体纷纷指

出，这一文艺界“台湾开花、大陆结

果”的现象，凸显了岛内电视、流行

音乐产业的生存困境， 值得社会反

思。 著名作家龙应台更如是感慨 ，

“在

30

年后，在创意的这端，台湾是

否还是最充沛的源泉， 这是我们要

很严肃面对的问题。 ”

如此的反思，充满正能量。

而花开两朵，再表一枝。 另外两

档明星真人跳水的娱乐节目，因“明

星跳水”这一关键词未播先红。 但之

后的发展 ， 却是状况频出———“夹

紧” 一词捆绑宅男女神周韦彤引爆

话题，成为网络热议焦点；参赛明星

释小龙的一名随行人员不慎意外溺

水身亡， 更为此前节目的安全性和

专业性受到质疑。

明星跳水真人秀到底是 “力图

用突破自我的励志一面传递正能

量”， 还是又沦为了一个赤裸裸的

“名利跳台”？ 本来，在文化多元的今

天，各种形形色色的娱乐节目，作为

一种文化产品丰富着你我的业余生

活，本也无可厚非。 但因其广泛的传

播性， 究竟其传递着怎样的一种价

值和导向，就显得很重要。

如果一档娱乐节目以标新立

异、哗众取宠，招徕观众眼球为最大

诉求，那么，即使该“眼球经济”规模

不小，“利润”唾手可得，也不应得到

“出生证”。 毕竟，这种打着“娱乐无

罪”旗号，披着“励志文化”外衣，却

有着“眼球经济”内核的文化载体 ，

其背后的危害更为深远。 因为“眼球

经济”的另一面就是“看客经济”，片

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必

然导致社会责任感的淡漠、 整个社

会走向空虚和浮躁。

话说回来， 即使真的 “娱乐无

罪”，也不能让文化“跳水”！ 因为，隐

藏在“娱乐无罪”旗角下的危害 ，如

同“温水煮青蛙”，若任其泛滥，就会

让人们在一笑之中渐渐丧失警惕 ，

对于危害视而不见。 更可怕的是，众

多对事物分辨能力不足的年轻人 ，

长期沉溺于此， 他们逐渐缺失的社

会责任感和日趋扭曲的价值观 ，何

以重建？

文化管见

娱乐无罪也不能让文化“跳水”

青年话题

当代中国青年的浪漫情怀哪去了

□

于 静

那天是五四青年节， 不是经人

提醒， 真的已经忘记一年中还有这

样一个节日， 只知道刚上两天班又

可以睡到“自然醒”，美哉乐哉。 我想

时下之青年，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早

已将这个青年人自己的节日忘得一

干二净。

今年五四青年节， 中新网在首

页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青年重压

之下求“现世维稳”，浪漫情怀过早

缺失》的文章，剖析了当代青年身上

存在的浮躁、焦虑、早衰等问题，针

对他们过早失去浪漫情怀， 年纪轻

轻就变得世故老成， 发出了这样的

呼喊 “青春终将老去， 何必如此早

熟”，并希望社会给他们更公开的竞

争环境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看了后深有同感， 当代中国青

年，与二三十年代的青年比，少了一

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与五六十年代

的青年比， 没有那股激情澎湃的热

情， 也不像七十年代的青年那样充

满求知欲， 没有八十年代的青年身

上那样斑斓的梦想。

如今的中国青年，表面上看，人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或张扬， 或含

蓄，或犀利，或平和，但是当他们坐

在一起， 听听他们侃侃而谈的那些

理想和抱负，就会发现，现在的青年

人身上其实有很多共性。

拿最近央视推出“你的梦想”系

列主题街访来说，一些“

80

后”、“

90

后”年轻人在被问及“你的梦想是什

么”时，很多人的回答都是“我想买

房”、“我要买车”， 不能说这样的梦

想不好，反正听着心里不是滋味。 看

到最后， 好不容易听到个与众不同

的：“梦想，就是特别大，就是想做个

国家领导人。 ”与其说这是梦想，其

实更像是在调侃。

梦想没有了颜色， 生活丧失了

激情， 当代中国青年的现状也引起

了国外一些机构的关注。 前不久，西

班牙《世界报》就曾发文称“中国的

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 也毁

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 他们本可以

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 现

在， 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

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 他们的

生活， 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 世故

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

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

这番分析不是没有道理， 高房

价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青

年追求梦想，享受爱情，实现抱负。

因为一套房子， 多少情侣被迫斩断

情缘，多少青年累得过早白头，多少

人变得压力山大，浮躁加身。

但是， 不能因此就认为房子是

压垮中国青年梦想的“元凶”，只能

说它是“其中之一”。 有些年轻人倒

是有房有车，他们同样焦躁、彷徨，

对未来充满忧虑， 天天没白没夜地

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观赏一

下周边的风景。

说白了， 当代中国青年身上存

在的这些问题，不能全怪房子，也不

是他们本身的原因， 而是时代的烙

印。 这么多年来，整个社会都在以经

济为中心， 以财富多少衡量人的价

值，由此导致金钱至上主义弥漫，公

平公正缺失。 在这种现实面前，青年

人根本没有追逐梦想的精力， 缺少

实现自我的空间。

他们能做的只有按部就班 ，敢

想的只有车子房子， 一个个变得过

早失去锐气，丧失激情，作为社会发

展的生力军， 当代中国青年的这种

生存现状， 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

反思。

不买房，买梦想

□

高晓松

关于房子， 我跟大多数人概念

不一样。 我从小住在清华校园里，家

是那种二层的小楼， 外表看起来很

普通，面积也不是特大，但是特别安

静。

这地儿都没动过， 也没装修之

说， 从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红色的，很

老很旧。 但我在那儿真觉得挺好，有

一个家，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我自

己也不知道这房子多少年了，我们也

在感慨：后边的院子多好啊，出门就

是操场、游泳馆，还有漂亮的女生，白

发的先生。 四周的邻居，住的都是中

国顶级的大知识分子，随便踹开一家

的门， 进去聊会儿天怎么都长知识，

梁思成林徽因就住我前面的院子。小

时候有什么问题家里老人就写一张

字条，说这问题你问谁谁谁。 我找到

人家家里，打开字条一看，哦，你是那

谁家的孩子，那你讲吧，都是中国头

把交椅啊。 这才是住处真正的意义

吧，它让你透气，而不是豪华的景观、

户型和装修什么的。

2007

年，我们搬了出来，因为家

人都在国外，我又不在清华教书，学

校就把房子收回去了， 后来我去了

洛杉矶。

去了美国，我一样是无房户，坚

定的无房主义者。 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做编剧和开发， 只卖出了两首电

影歌曲。 美国流行音乐是草根文化，

美国卖吉他的黑人当我师傅都有富

余，不是说他弹得比我好，是同样一

个琴我们弹的都不是一个级别，出

的声音都不一样。 国外很多伟大的

乐队，都是一个班的同学，而在中国

整个高校也选拔不出一个牛的乐

队。为啥？国内很多年轻人的热情都

分散了，赚钱的热情大过音乐本身，

比如买房。

郑钧有一天跟我说， 有些艺术

家被抓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有

些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成

为艺术家。 你就是那后者，你的生活

就像行为艺术。 不过，我肯定不属于

时尚人士， 因为从来不关注别人的

流行趋势，也算不上中产阶级，如果

我的钱只够旅行或是买房子， 那我

就去旅行。

平时除了听听歌，看看电影，我

最大的爱好就是满世界跑着玩。 大

概去过

30

多个国家了，到一个地方

就买一辆车， 然后玩一段时间就把

车卖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经常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 ，然

后很快成为朋友，然后一起喝酒，然

后下了火车各自离去。 之前还在欧

洲碰见一个东欧乐队，我帮人弹琴，

后来还跟人卖艺去了， 跟着人到处

跑到处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

丹麦……

我妈也是， 一个人背包走遍世

界，我妈现在还在流浪，在考察美国

天主教遗址。

我妹也是，也没有买房，她挣的

钱比我多得多。 之前她骑摩托横穿

非洲，摩托车在沙漠小村里坏了，她

索性就在那里生活两个月等着零件

寄到。 然后在撒哈拉沙漠一小村子

里给我写一个明信片，叫做“彩虹之

上”，她在明信片里告诉我说，哥，我

骑了一辆宝马摩托，好开心。 我看到

沙漠深处的血色残阳， 与酋长族人

喝酒， 他们的笑容晃眼睛……因为

我跟我妹都不买房，你只要不买房，

你想开什么车就开什么车。 你想，你

一个厕所的面积就恨不得能买一奔

驰。 然后她就开一宝马摩托，坏了，

说整个非洲都没这零件， 她说你知

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在撒哈拉

一个小村子里给人当导游。

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 不要被

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 所以我跟我

妹走遍世界，然后我俩都不买房，也

觉得很幸福。 我妈说生活不是眼前

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 我和我妹

妹深受这教育。 谁要觉得你眼前这

点儿苟且就是你的人生， 那你这一

生就完了。 生活就是适合远方，能走

多远走多远；走不远，一分钱没有，

那么就读诗，诗就是你坐在这，它就

是远方。 越是年长，越能体会我妈的

话。

美国人平均

31

岁才第一次购

房，德国人

42

岁，比利时人

37

岁 ，

欧洲拥有独立住房的人口占

50%

，

剩下都是租房。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

年轻人一毕业就结婚？ 一结婚就买

房？怎样才能买到房？一套房子会限

制你所有的行为和决定。 因为你知

道， 要一提裸婚， 没有人愿意嫁给

你。 即使老婆愿意，他们家人呢？ 别

人会怎么看？孩子以后怎么办？以今

天的房价， 普通人买房只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双方父母出钱资助，这种

人基本上前途和发展被父母控制。

第二种人是牺牲了太多的发展机

会，典当梦想来成就一套房子。 他们

购买的，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安

全感”。 他们觉得，有一套房子，会让

自己内心安全一点儿。 但是安全感

真的可以来自一套房子吗？ 归根结

底，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世界再怎么

变，还是要有坚持，即使它是落后。

我不入流， 这不要紧。 我每一天开

心，这才是重要的。

市场上买回的香蕉， 常常放不

了几天，便开始出现霉点。 尽管里边

还没有腐烂， 但女儿无论如何也不

会吃了。 这时候，我常常想起当年的

父母亲。

最早吃香蕉， 应该是我五岁那

年。 当时，父亲从市场上买来一把青

绿色的香蕉，尽管味道微甜带涩，还

是很令我们新奇。 父亲当时留了个

心眼儿，将几根生蕉藏在柜里，一星

期之后被我意外发现了，偷着再品，

顿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

果。

从那时起， 我知道熟了的香蕉

才好吃。 但熟透的香蕉容易腐烂，随

着生活里香蕉数量的增多， 以及我

们对香蕉美味的审美疲劳， 每天吃

香蕉量不断下降， 从最初的一次四

五个不在话下， 到后来的吃一个都

显得勉强。 这样，生活圈子里开始出

现大量的腐烂香蕉。

到后来， 父母每次采购香蕉回

来，总是先习惯性地仔细挑选，看看

表皮有没有霉烂的迹象。 如果表皮

哪怕有一两块黑点， 当即毫不犹豫

地带头吃下， 而将那些外表光鲜的

好蕉留给我们。

时过境迁， 转眼我们也做了父

母。 全家人依旧喜欢吃香蕉，而这时

候选香蕉的成了我们， 我甚至一度

怀疑带头吃坏香蕉的习惯， 应该是

每个父母的遗传基因。 父母将快烂

的香蕉吃掉， 是为了更大限度地避

免浪费，尽管很多书上说，变质水果

有损健康。

我知道，一对持家的父母，遗传

给子女的， 绝不只是一个带头吃坏

香蕉的习惯，而是一种生活的节俭，

一种对子女无言的爱。

励志故事

深度改变中国

从新行政精神开始

———读《新行政精神改变中国》

□

如 黛

“大地震的噩梦再次袭扰中国

四川！”随着雅安地震灾情迅速传遍

世界， 这样的惊叹成了世界舆论面

对中国的主要表情， 新领导班子在

受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关注的同

时，也面临着巨大考验。但值得高兴

的是，我们的政府经受住了考验！这

次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的反应速度

极快，

3

分钟播报、

10

分钟成立第一

支救援队伍、

18

分钟成立抗震救灾

指挥部、

2

小时内调动军队参与救

援……不到

4

个小时，相关负责人、

解放军和武警等已经赶赴灾区。 当

日下午

4

点， 李克强总理亲自来到

灾区探望灾情， 总理在帐篷里打手

电筒开会、吃咸菜喝稀饭、让伤者不

要担心医疗费用等等， 总理向大家

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 一个国家的

真正财富不是别的， 而是它的全体

公民。政府的快速反应，极大地提高

了四川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同时也

得到了全中国的赞扬以及世界舆论

的肯定。

政府迅速展开了全国规模的救

援行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执行力。

这种高效执行力所揭示的道理，给

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这一切有条不

紊的高效运转， 是政府有力执行力

的体现， 也是服务政府能力与责任

感的体现。 这一切跟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

3

月

20

日上午主持召开新

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指出的“要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执行力和效率。政府说到就要做到，

不能‘放空炮’”高度契合，也是政府

实行新行政精神的体现。

但政府的高效执政能力不仅仅

包括国家高层领导，各级党政机关、

领导干部、 众多公务人员都应该贯

彻学习。 正如 《新行政精神改变中

国》 所说：“普通百姓对党和国家的

信任，不仅来自于总书记、总理、省

委书记、市长，更多地来自于面对面

打过交道、接触过的普通干部。从这

个意义上说， 每个干部都是一面旗

帜，每一位干部的日常所思、所想、

所行，举手投足、言谈举止都关乎政

府的执政能力。 ”

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新行

政精神”的落地，将是中国未来发展

的最大红利， 这需要众多的公务人

员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同时， 学习新

行政精神， 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去履

行好公共行政的任务。

什么是新行政精神？ 新行政精

神就是在新时期新一届政府、 新的

公务人员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

题，处理好各种矛盾，切实为人民群

众谋福利所需要的在公务行政过程

中所应具有的精神。而《新行政精神

改变中国》 一书提出了十大新行政

精神，包括：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契

约政府、理性政府、程序政府、廉洁

政府、公开政府、公信政府、创新政

府和服务政府。 不仅明确地指出了

政府所应建设的方向， 而且对于公

务人员的行政精神的新要求， 以及

如何践行新行政精神的内容， 具有

很强的操作性， 是对促进建设法治

国家、 高效廉洁政府提出建设性建

议和对策的高端公务人员读物。

对于一个国家， 自然生态固然

重要， 但社会生态更起着决定性作

用。 公序良俗、道德伦理、社会秩序

决定了幸福度和发展能力。 政府的

执政能力是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和

谐安定的基石。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

放前

30

年，依靠的是人口优势和自

然资源过度消耗， 新一轮改革则必

须转向依靠社会心智资源的创新和

政府改革及“新行政精神”的勃兴上

来。由社会心智资源创新、政府新行

政精神勃兴所激发的社会能动性、

创造性、生产力无可限量，中国社会

将焕然一新，爆发蓬勃生机。

（《新行政精神改变中国》，路大

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4

月第

1

版，定价：

3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