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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的比分让人既惊且忧

□

戎国强

“狂屠”———不少网站在转发一场中俄少儿

足球赛的消息时， 标题里用了这样的词语来形

容比赛结果。

10 月 24 日晚，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与来访

的俄罗斯一支小学球队踢了一场友谊比赛，主

队输了个 0

∶

15。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比分。 从

一些北京网友的留言来看， 地坛小学是一所足

球传统学校；虽然客队实力很强，是一支地方代

表队，曾获 2011 年西伯利亚联邦区冠军，但也

不该输得这么惨。 更何况主队有年龄优势，中国

孩子的身高明显高出对方一大截，从图片上看，

明显是“以大欺小”，大的却被小的玩惨了。

说实话，我对这个比分倒无所谓，对双方的

足球水平的悬殊，也无所谓。 一个国家，没必要、

也不可能任何年龄段的任何运动项目都要很突

出，我在意的是另一个差距：体力。

地坛小学校长说， 事先他已考虑到中国孩

子体力不太行，跟对方商量后，把比赛时间限定

在半场 20 分钟。 可就是这 20 分钟，身材高大的

中国学生还是跑得气喘吁吁。 有这样一张图片，

一个俄罗斯小孩进球后边跑边张开双臂庆祝，

那叫一个享受；在他身后，比他高一大截的中国

孩子才赶到球门前，目送皮球滚进网窝。

孩子体力不行， 其实是体质不行； 体质不

行，其实是教育不行。 重考试，重分数，就是不重

体育，体质，各种要用到体力的活动，被减到了

不能再减的程度。 昨天，一个同事谈起自己还没

有读小学的孩子，问别人该给她报个什么班了，

是不是给她买架钢琴？ 很少听家长说我的孩子

在户外活动太少了， 太斯文了。 这样的孩子多

了，遇到体育比赛，就找不出几个足够“野”的孩

子来了。 国安足球俱乐部少年部最近招小学员，

报名的不算少，符合要求的只有两个孩子。

友谊比赛，比赛时间可以跟人家打商量，正

式比赛呢？ 难道你只踢 20 分钟，剩下的时间就

让人家“狂屠”？ 比分不要了，难道脸面也不要

了？ 可是，体力都没有了，哪来的脸面？

有人说：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 这不由让

人联想：假如是另一种较量，既没有友谊，也不

是比赛， 而是最尖锐 、 最极端的较量， 比如

说———战争呢？ 有人说现代战争都通过高科技

来进行，体力差一点没关系。 错！ 现代战争不需

要短兵相接，并不等于烈度降低了，在另一个维

度上，较量可能更激烈、更白热化，而且更加诉

诸人的心理层面。 高科技武器需要人来操纵，相

比传统战争， 现代战争对人的心理素质的要求

更高了———反应的迅速，判断的准确，行动的果

决，还有意志、毅力的强韧等，这一切，都需要体

力、体质当后盾。 如果这些你都不如对手，那结

果就只有一个：狂屠。

我们的祖先曾经何等尚武而谦和，“惟武止

戈”、“武德为先”、“不怒而兴兵”等以武修身、强

国、谋和平的格言警句俯拾皆是，而今天我们的

未来却耻言、羞言、不敢言“武”字，情何以堪？

@ 韩浩月：1991 年，一位摄影记者拍

摄的大眼睛女孩， 成为希望工程的代言

人，她传递的愿望是“我要读书”。 20 年之

后的今天，《弟弟要睡了》照片中孩子的诉

求，依然是“我要读书”。 孩子还是不能安

心地守着自己的书桌，度过快乐、充实的

童年， 谁让这个简单的愿望变得如此之

难？

@ 宋英杰： 上周在内蒙古阿拉善左

旗的一个嘎查（相当于村）看到，在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前，养牛户一斤鲜奶可

以卖到 1.2 元左右，之后一斤鲜奶只能卖

到 0.8 元左右，养牛便意味着赔钱。“牛吃

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 ”，但对很多农民而

言，牛吃的“草”比挤出的奶还贵！

@ 张泉灵：昨天在一个论坛上，听一

位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越过了最困难，

到了比最困难更困难的时刻；中国已经越

过了最复杂， 到了比最复杂更复杂的时

候。”看看温州老板跑路，鄂尔多斯的资金

链的危机，上海砸售楼处，全线赔的基金，

是目眩神迷。可我总觉得，事情都暴露了，

都藏不住了，政策面就要开始向好了。

@ 武志红： 越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向

何方的人，越喜欢给别人指路。 譬如人生

乏善可陈的父母，很喜欢掌控孩子人生的

方向；譬如李阳，不知如何与自己的妻女

相处，却喜欢讲家庭教育。 相反，自己内

心安定的人，更喜欢聆听，并告诉你，找到

你自己的路。

据本报今日 9 版报道，肉羊是山东东

营市盐窝镇的支柱产业之一，拥有农业部

定点市场。不过，在盐窝镇，羊喂食瘦肉精

并不是秘密。 根据当地官网的消息，这里

的羊肉销往北京等 17 个省市。 当地称一

直在严打，而养羊户摸索出多种方法成功

对付检测。 但，随着“瘦肉精羊”风险越来

越大，肉牛已成为下一个目标。

@ 张丽： 最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瘦

肉精人。

据《广州日报》报道，北大硕士毕业、

在深圳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工作的廖

某对从湖南赶来照顾媳妇和孙子的父母

家暴，打母亲耳光、撕咬父亲胳膊，对挣钱

供其上学的姐姐拳脚相加。廖某所在单位

负责人表示， 廖在单位一直彬彬有礼，表

现不错。

@ 张丽：都是两面派。

据本报今日 19 版报道， 江苏淮安市

金湖县为了让“清网”行动中尚未归案的

12 名逃犯尽快落网，该县公安局在 10 月

22 日下午对这 12 名逃犯进行了内部公

开竞标。 12 名逃犯已被民警竞投一空。如

期追回逃犯的追捕组，不但给予 5000 元

奖励，还将在公务员年度考核和提拔任用

时优先考虑。 记者赶到该局采访时发现，

所有竞标成功的民警都已分赴各地抓捕

他们的目标。

@ 于立生：抓逃本是警察本职，要是

如此“内部公开竞标”抓逃可行，那下次岂

不是有嫌犯也大可不必抓，且先“养”着，

等到有奖励驱动的时候再奋勇向前？

湖南醴陵市农机局党委书记 8 万元买官

被骗，诈骗者徐某获刑 3 年半。而买官者竟然

仍在原岗位任职，未受“买官”事件影响。（详

见本报今日 19 版）

一场闹剧大曝光，骗子入狱已锒铛。

买官书记却无事，依然逍遥在原岗。

公众心眼皆透亮，党纪国法都受伤。

敢问书记一句话，谁在背后撑你场？

期待“为道德撑腰”成为时尚

□

李思辉

近日， 北大一位副校长发微博 ,“你是北大

人 ,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 他要是讹你 ,北大

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 ,要是败诉了 ,北大替

你赔偿 !”这一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火暴

网络。

作为一种网络流行语 ,“校长撑腰体”可谓切

合了当下之需。 时下 ,因搀扶老人被讹的事件 ,特

别是女童被碾而路人漠视的事件 ,让整个社会陷

入了一种道德大讨论、大反思之中。 这种“为道

德撑腰”的表态 ,有如此惊人的传播效率 ,从一个

侧面折射着人们对社会美德的呼唤和渴求。 事

实上 ,社会个体有践行道德与良知的责任 ,也应

该有“不因践行道德与良知而蒙受损失” 的保

障。 只有在平等的社会杠杆下 ,个体的义举才能

形成整体的善风。

一些专家分析得很有道理 ,他们认为“撑腰

体”实际上是“扶德体”,蕴含着“扶起道德”的意

味。 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以抚平我们因

小悦悦事件而产生的心灵颤栗。 可是我们该如

何去搀扶呢？ 是借助国家立法还是公民觉悟 ,抑

或是其他的什么办法？ 在笔者看来 ,立法当然有

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依靠量化的立法来规范不可

量化的道德 ,还需慎重 ;依靠公民自觉来重塑全

民对道德的崇尚 ,虽然可行但无疑收效缓慢。 依

靠社会力量“为道德撑腰”不失为第三条路径 ,而

且影响和效果也很明显。 在这样的路径下 ,道德

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 ,个体没有了行善的后顾之

忧 ,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

手”。

公共层面的很多事情 ,往往需要社会力量来

撑腰。 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 ,依靠社会的自净

遏制道德的滑坡 ,不失为“扶起摔倒的道德”的有

效途径。 很显然 ,社会舆论对这种“为道德撑腰”

的模式十分感兴趣。 北大的“撑腰体”一出 ,人大

版、地大版、武大版等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

速出现 ,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这些网民的

创作 ,正是一种对道德救赎的草根表达。

令人欣慰的是 ,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

的调侃上 ,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 成都一

家公司就贴出了通告 ,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

动去扶 ,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 ;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

费法律支持 ;一家网站发出倡议 ,希望更多的企

业和单位加入到“扶一把”的联盟中来。 很多企

业表示愿意加入这一联盟。“用自己的行动，让

大家知道，这个社会并非那么冷漠”。

我们不妨为“撑腰体”叫好，呼吁更多的社

会群体参与到类似活动中来， 构筑一道强大的

社会道德后盾，以保证人们“对道德与良知的坚

守”，没有“粮草不济”的后顾之忧。 期待着这种

“为道德撑腰”的做法成为一种时尚 ,期待着搀扶

弱者成为无须多虑的公民自觉。

社会杂谈

“御史在途”的命运

值得关注

□

王聃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湖南省纪委

干部“御史在途”微博叫板长沙县县委

书记事件仍在深度发酵中———10 月

23 日， 长沙县公安局在县政府网站上

登出官方情况说明，表示所谓的当地公

安局诱捕民工实际是一起民工干扰工

程的事件，长沙县公安局对工地阻工报

警进行出警、处置是正当执法，长沙县

公安局对何太雄等人裁处治安处罚是

依法、正确的。“御史在途”回应称，他认

为长沙县的这份说明完全是在捏造事

实。

一起网络博弈，开始呈现出胶着的

对决状况。“御史在途”已经执意要去做

无视官场潜规则的人。

对于微博叫板可能导致的风雨坎

坷，“御史在途”应该也曾有所预想。 不

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该事件，更需要

看到一个可以被期许的结果。一起民工

维权事件，最后演变成了微博上的公开

对决， 这已经是社会诸多病症的伤口。

如果类似被深度围观的公共事件，最终

都无法获取一个由独立第三方给出、可

信度高的结论，抑或“御史在途”再遭遇

到现实中的诸多压力， 仕途遭遇阻力，

那么，正义的信心会更萎缩。

关于说真话， 关于挑战官场潜规

则， 公众会很容易想起另一个群体，那

就是退休官员。 早有论者指出，退休官

员之所以敢于说真话、敢于直陈官场潜

规则， 一方面固然是其回归平常人后，

对某些社会议题能有更清晰的再次认

知，但不可回避的是，退休后，类似的举

动不会“真正得罪人”，更不用拿自己的

仕途当抵押，所以讲真话与挑战官场潜

规则的行为才会喷薄而出。

比照退休官员，我们能看到“御史

在途”微博叫板行为的弥足珍贵，也更

能窥见他所要面临的艰难。而他的命运

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 韩浩月：即便没有小悦悦事件，“撑腰体”

早晚也会流行起来， 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呼唤人

性与良知的强烈愿望，是“与人为善”、“好人有

好报”等善良观念的一次集体苏醒。

@ 中青：“娱乐”也好，建议也罢，“撑腰体”

会像其他网络文体一样， 热闹一阵之后被逐渐

淡忘，但希望这个语体的创造者、模仿者和传播

者们， 都记得自己这个或沉重或随口言说的承

诺，在有符合条件需要帮助的人出现时，能够尽

自己所能弘扬善行、传递善意。 人人都如此，社

会风气自然会改观，这也不枉“撑腰体”流行一

时所作出的贡献。

@ 网络微评 @

@ 黎明： 体制内按部就班的正式

维权、 纠风渠道若有效，“御史在途”就

不会采取“网告天下”的方式了。这位纪

检干部不得已的“非职务行为”，在揭示

反腐机制巨大漏洞的同时，也指出了一

条“公开警示”的有效途径，这种“网民

行为”或者说“公民行为”值得相关机构

深思。

@ 张铁：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

注，在于这其中涉及的，是几十名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是一名纪检干部不惜以

自己名声甚至前程为民工维权的勇气。

如此，对“御史在途”“叫板”的农民工维

权问题能否及时关注，对他质疑的警方

问题能否介入调查，考验着相关部门的

应对能力，检验着对群众的感情，更关

系地方的公信力———“御史在途” 的选

择， 就像一记无奈之下发出的险球，该

由谁接招？

@ 网络微评 @

世相漫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