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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胎撒气要不得 楼道乱停也不该

□

张同森

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口气。 不过气大伤身，

人太憋气了就得找地方撒撒。 国外有专门的撒

气机构， 里面除了有各种供人发泄的工具， 还

可以按要求量身定做成老板、 领导或仇敌的塑

胶人， 任凭你踢打拧掐。 听说深圳等地也出现

了“哭吧”， 让人到里面痛痛快快哭一场， 东

方人毕竟讲究含蓄， 这样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有创意。

7 月 26 日晨报 《只因楼道被堵塞， 多辆自

行车屡被扎胎》 的报道， 让我见识到原来撒气

还有更名副其实的方法： 把对手连同自己的气

一同撒掉———邻里之间下此狠手， 这小子太不

地道。

但仔细一想，这话说得有失公允。 一个居民

楼道能有多大地方，竟然放了 12 辆自行车！ 提

着东西、扶老携幼穿行在这样的“崎岖小道”上，

该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一月

俩月的事儿，搁谁身上不是“烧鸡大窝脖”？

被扎了车胎的那位段先生也相当生气，“希

望大家有事儿能够直说”， 这话听着挺和谐，其

实没有可行性。 一是谁也不可能一天到晚站在

楼道口， 见谁要停车了便当面鼓对面锣发布禁

令，二是即使这样做了，有的人会听，但遇上那

蛮不讲理的， 难听话可就在嘴边伺侯了，“又不

是你一个人的楼道，管什么闲事？ ”“你要是觉得

心理不平衡，也可以停呀”……弄不好啊，旧气

不去反添新气， 引起口角甚至冲突也并非不可

能。

找物业，针尖大的事值吗？ 找警察，你以为

警察是你一个人的私人秘书啊。 贴告示？ 这办法

好象管用， 不过你得先听我讲讲我们小区的故

事。 我们小区有片空地， 老是有人往那扔脏东

西。 夏天一到，臭味熏天。 住得最近的老侯写“讲

究卫生，垃圾入道”，不管用，换成“请不要在此

倒垃圾”，还不管用，老侯真急了，换成“倒垃圾

者罚款 50 元”，仍不管用，最后老侯拉砖垒墙，

把这片空地圈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撒气，有君子之法，有不君子之法。 很多时

候，不君子的做法都是逼出来的。

楼道里的车胎连续被扎了两次， 第一说明

扎胎者心理的确有点阴暗； 有没有第二呢 ，

有， 说明扎了一次之后， 楼道里放车的情况没

有多少改观， 于是才有了第二次。 如果楼道里

接着放车， 我相信会有第三次、 第四次……放

车是前因，扎胎是后果，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最

后，段先生表示，他将和邻居沟通，不会继续在

楼道放自行车。 这是经过扎胎双方磨合的结果，

不是放车人自己觉悟提高的结果。 早知今日，何

必当初？

邻里相处之道，说简单也简单，将心比心 。

比如放车前真的该想想， 把车停这儿会不会给

别人带来不便， 多走几步路放到地下室是不是

更好？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真如此，哪会有后来

的诸多麻烦？ 很多年前姜昆有个相声叫 《楼道

曲》，说的就是买了钢琴，楼道到处设“卡”进不

了门的气人事儿。 近 20 年过去了， 情况依然如

旧， 我们听时哈哈大笑， 个个都以为说的是别

人。

“清官难断家务事”，以往我们处理邻里纠

纷，总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好象“人民内

部矛盾”就是一笔没有是非曲直的糊涂帐。 这样

的做法，暂时息了事，却难以宁人，更教育不了

人。 所以窃以为此事虽然双方都有错，但主要错

误真的不在扎胎者。 有了气，就得撒，只允许自

己打气，不允许别人撒气，非要把人家的肚子气

破吗？

汉语也要考四六级？

据本报今日 8 版报道， 历时 3 年研

制的“汉语能力测试”将于 10 月率先在

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试点实施。教育

部考试中心主任称，近年来，社会上普遍

存在“外语热，母语冷”以及汉语欧化、网

络语言不规范等语言文化现象。开发“汉

语能力测试”，旨在以考促学，推进汉语

学习和应用。

■

不错，强烈支持“抢救国语运动”。

■

出发点是极其正确的， 但是我担

心到了最后又流于形式。

■

增加了汉语能力测试， 社会上也

会生出一些部门来响应， 什么工作需要

“汉语四级”、什么工作需要“汉语六级”，

为人们就业人为地增设了门槛。 测试一

旦推广开来，什么报名费、书本费、培训

班肯定会“应运而生”，岂不是让有关部

又多了一个财源滚滚的创收项目？

■

发明一个考试， 肥了无数人的腰

包， 给多数人带来烦扰， 卡了少数人就

业，反倒得不偿失，不如不考。

■

最好让外国人也考汉语四六级。

同意的请举手！

■

早就该这样了， 不知哪位高人评

价过：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民族这么快

就忘记了自己的文化。 我们一生 99.99%

的时间在说着自己的语言， 却花了 50%

的金钱与时间去学习别人的语法。

■

应淡化考试， 作家连关于自己写

的文章的问题都答不对， 这种考试有意

义吗？

■

真的很不错， 我们必须坚守本国

自己的文化，就像《最后一课》里写的，英

语可以学， 但首先把母语提高到一定水

平， 不然我们就丧失了最根本的民族尊

严。

■

一个英语四六级熬苦了多少学

生，现在又来个汉语四六级，这回有的受

了！

■

不过如果过了汉语四六级就不用

过英语四六级的话， 估计大部分人都会

考！

■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按中文系的

要求讲授汉语课程就行了。 只是不要搞

什么四六级考试， 以免又成为一个新的

经济增长点。

■

强烈支持，问问现在的年轻人，有

几个会书法的？有几个精通古典诗词的？

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啊！

■

是啊，华夏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

与浩如烟海的母语文献代代相传是分不

开的。

■

治标不治本，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取消全民皆英的做法， 实行按需学习的

原则， 谁要觉得英语有用， 谁就去学英

语；谁要觉得汉语有用，谁就去学母语，

两套语言，互不干涉，平等互利。

■

作为一名中国人， 从小学到中学

甚至大学，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着汉语、

考着汉语、用着汉语，现在再来一个汉语

能力测试，只能是重复和浪费。如果一个

文科专业的毕业生连汉语测试都不能通

过，那我们则要怀疑现代教育的水平了。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送中，

中山大学教授手写通知书，上海财大

把通知书做成‘存折’，北大随信附上

‘北大英雄’游戏光碟。咋就没有哪个

学校在信封上直白写上‘账单’呢？ ”

———网友肖锋评高校录取通知

搞怪。

“尽快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

变成铁监会， 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

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

为彻底的市场主体，才能让我国的铁

路建设摆脱在‘大干快上’中噩梦不

断的险恶境地。 ”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痛斥

铁道部“铁路部门出事故是必然的，

不出事故是奇怪的。” 她希望动车追

尾及 39 条生命的逝去， 能够换来对

铁路市场与监管合一恶劣体制的反

思。

“一、 动车避雷措施因何失灵？

二、前方停车，后车为何毫不知情、继

续行驶？三、雷电多发季节，铁道部门

为何没有做好准备？ 四、为何在宣布

没有生命迹象之后， 又救出幸存者；

五、为何迟迟不公布失踪人数；六、为

何不能小心处置乘客遗留在车厢的

物品；七、部长大人为何不能亲自出

席新闻发布会；八、在事故原因未明、

整改方案未定的情况下，为何急于恢

复通车？ ”

———央视主持人马洪涛在微博

上质问铁道部。

据新华社报道，7 月 26 日凌晨，

在由武汉开往利川的 T6717 次列车

的 2 号车厢里， 由于空调温度过低，

很多乘客拿出衣服、毯子避寒，部分

乘客甚至撑伞挡住从头顶吹下来的

冷风。

刘晶瑶：铁路车厢里总是“冬热

夏寒”,夏天空调开得冰冷刺骨 ,冬天

暖气开得热浪逼人。 其实，调节到适

宜的温度有那么难吗？ 既节能低碳 ,

又能给旅客营造舒适的乘车环境 ,何

乐而不为？

据本报前日报道，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发言人表示，上半年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655 万人。 二季度末，全

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908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

几又：农民工失业率就该总是待

字闺中吗？

据《北京晨报》报道，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中华脊梁获奖人”来京要

求主办方退费，遭到拒绝。这位“获奖

人” 去年先后两次给主办方共汇款

29800 元。 主办方的拒绝理由是：

“20000 元已经给了媒体， 而 9800

元只能退两三千。 ”

张丽：说这话的也是临时工？

义

微

言

大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

日， 微博传南京将对城内所

有房屋屋顶重新上色。 南京

市住建委辟谣说：“并非专门

为了统一屋顶颜色而刷屋

顶， 而是考虑在建筑物平改

坡和隔热板的颜色选择上与

周边环境协调。 整个工程的

费用将由市区两级共同支

付 ， 不会让老百姓出一分

钱。 ”南京市房产局物业管理

办公室人士表示， 需要进行

屋顶修缮的房屋在 100 幢左

右， 费用在 3000 万至 5000

万元左右。 有市民称，屋顶搞

什么， 应该是业主自己的事

情， 不应盲目模仿国外城市

统一屋顶颜色的做法。

“给屋顶上色”不如给城市治涝

□

龙敏飞

一个城市的形象，不是标签化，也不是面子

化，不是像珠海一样申请“幸福之城”商标就可

以的， 也不是南京这般给屋顶上色就万事大吉

的，而是需要文化化、内涵化。

所谓里子，除却文化本身之外，也有现实的

写照。 譬如治涝水平，这些排水系统，大多在地

底下，没人看得到，这是一个城市的里子，甚至

是良心。

而据报道，7 月 18 日南京再降暴雨，网友在

新街口拍摄下了暴雨导致积水严重、 行车如行

船的“大海”场面。 换言之，南京也可以“看海”

了，尽管海是不错的景象，但一个本来无海却可

看海的城市， 映射的， 正是这个城市的里子太

差。

站在什么角度才会嫌弃屋顶

□

邓海建

南京要给屋顶整容，而且还是公费埋单，这

当然算不上什么坏事。 漂亮的屋顶很养眼，如瑞

士多见红色屋顶、希腊则是蓝屋顶配白墙。 南京

是个有山有水的城， 我也曾站在高处看过它的

屋顶———错落参差，色彩各异，虽不见整齐划一

的“大美”，但灰蒙蒙的色调也折射着真实的人

生。 如果学瑞士，恐怕妖异有余；设若仿希腊，也

无爱琴海搭配。 那它为什么要在屋顶大做文章

呢？

有首流行歌曲《屋顶》唱道：半夜睡不着觉 /

把心情哼成歌 / 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过日子不像拍偶像剧， 没事儿爬上屋顶研究色

彩的当然不是普通人。 因此，网传“一位市领导

在视察紫峰大厦时表示， 从这处城市地标建筑

的高点放眼望去，一些楼宇的屋顶乱糟糟，色彩

也不统一，很煞风景，希望重视这一以往被忽视

的城市立面景观的整治”。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

诸多问题随之而来：一者，某领导的意见是“个

人意志”还是“集体决定”，一项民意多有反弹之

声的决策，如何因个别领导推崇就彪悍而出？ 二

者， 主倡此建议的领导是色彩学专家还是城建

学者，此项公共决策的科学依据何在？

即使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存疑， 但需要修缮

屋顶的房屋多达 100 幢左右， 有更大的问题需

要考虑：房屋产权属于业主，地方部门以怎样的

“公共利益”为由强迫公民接受“政府统一色”？

就算市民对屋顶颜色形成强悍的统一意见，那

一旦屋顶整容完毕，墙面不配套又如何是好？ 灰

蒙蒙的墙面配上色彩鲜艳的屋顶，这何其诡异？

此外，三五千万元的财政开支，要不要经过绩效

审计？ 这种景观整治受益面非常有限，被刷颜色

的享受不到什么利益， 没被刷的心里又未必愉

悦———难道就为那几双没事儿跑上屋顶看颜色

的官员眼睛过瘾？

站在什么角度才会看不上南京的屋顶？ 一

要以挑剔的视角俯视，二要有看风景的心情，三

要有挥斥方遒的财政兜底。 奔走在 CPI 破六之

路上的市民， 每天基本都在为猪肉或蔬菜价格

而纠结， 他们的眼睛———在隧道的公共汽车里

往上看，只看到 7 月的内涝；在小区的楼下往前

看，是锈迹斑斑的防盗栏、稀疏寥寥的公共绿化

……就算爬到楼顶， 有幸在缭绕的烟雾中看到

几点繁星，也断不会嫌弃自己的屋顶。

一亿也好，五千万元也罢，既是公家的钱，

就得接受公众挑剔的质询。 否则， 油漆刷在屋

顶，和刷在荒山、坟上有何差异？ 这些年，形象工

程开始“升级换代”，扫上民生幸福的嫩粉、刷上

程序正义的眼影、贴起学术专家的画皮，一不小

心，你还误以为是信息时代的“高科技”。 反正都

是为了城市形象， 反正最代表城市形象的市民

是“被沉默”的声音，打捞或不打捞，决策都会勇

往直前———在失序的权力面前 ，反正“形象 ”是

个无底黑洞。

城市要洗脸、要整容、要贴地飞行、要腾云

升空，但更要接地气、要食人间烟火、要心疼柴

米油盐。 总有一些不着调的城市妆容，让我们一

次又一次温习《让子弹飞》里的经典台词：“步子

大了，容易扯着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