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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莫言锋

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
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
一封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的信，他在信中说，“在我离
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
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
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经济观察网9月6日)

为此，有评论者乐观地
指出，希望这位“中国首善”

的“裸捐”之举，能够为中国
富豪树立一个标杆，进而带
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全新发
展。然而，陈光标的“裸捐”真
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应
吗？对此，笔者深感怀疑。

事实上，类似于陈光标
这样的“裸捐”，在近年来中
国慈善界早已有先例。比如，

2002年，中国文艺界名人牛
群曾到公证处公证，说要把
财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此
外，像陈发树、曹德旺等企业
家都有捐款盛举。可事后证
明，要么是“曲高和寡”，无人
能和，要么则被怀疑是一场
商业炒作，纯属制造噱头而
已。

中国式“裸捐”，难以成为
富豪们的慈善标杆，主要原因
有两点。其一，中国社会缺乏
理性、成熟的慈善文化氛围。

中国的慈善文化虽然源远流
长，但是，由于中国的慈善历
来都没有摆脱过“官办”的羁

绊，以至于其数千年来所形成
的慈善传统似乎一直都被某
种自上而下的、非自觉的外在
力量左右着。在这种文化氛围
之下，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
是很难从民众意识中自发产
生出来，进而成为一种广泛社
会共识的。在理性、成熟的慈
善文化土壤还没有养成之前，

“单兵冒进”的慈善之举，最终
可能无法在社会上促成某种
群体行动。

其二，中国社会缺乏科
学、深厚的慈善制度环境。在
西方，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很
多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套有
效的慈善制度体系，从法律上
落实了公民的慈善知情权，确
保了慈善程序和结果的透明、

公正。反观中国，由于慈善立
法上的滞后和规范上的不足，

常常会使得人们对社会上各
类慈善行为的公信力和合法
性产生怀疑。试想一下，在一
个连基本制度尚不完善的环
境中，仅靠一两个慈善家出来

“裸捐”一番，就试图能够唤醒
中国富人们内心那颗沉睡已
久的“仁慈之心”，这显然是一
个很不现实的愿望。

□赵健雄

儿子李戡与韩寒的口

水仗之后，此次李敖在上海

看世博期间，也涉及到这个

话题，指韩寒“要是只写小

说、只赛车完全没有问题，

但一进入知识的境界就出

局了”。

其实大多数知道与喜

欢韩寒的人，可能没看过他

的小说与赛车，然而恐怕都

读过韩寒那些语言犀利、直

指问题核心、随时贴在博客

里嬉笑怒骂的网文。如果说

知识，这也算一种关于韩寒

的知识吧。在这个知识领

域，估计李敖掌握的广度与

深度，包括速度，都不及其

他许多关心韩寒的人。这也

没有小觑李敖的意思，因为

对韩寒置身其中的生活和

他似乎随口谈论的问题，我

们感同身受，李敖却隔了一

层，而这是大不一样的。

类似李敖的担忧，其实

我在十年前就有过，2000年

1月底，因为替一家电视台

做节目策划，我参与全程跟

拍了韩寒两天。那次与韩寒

住在一间屋里，两天相处中，

经常问韩寒看些什么书，我

想知道他的知识范围与学问

根底。后来把自己的感觉写

进一本叫《致韩寒——— 我们

的留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书的序言中，

我在那里说：“写作需要依

托，十几岁时可以凭青春激

情而使作品畅销一时，尤其

韩寒，现在成了一个既成教

育制度叛逆者的形象发言

人，从而拥有广泛的同龄读

者，但须知这是要时过境迁

的。往后再写下去，你就得另

外告诉人们一些什么，让读

者有所收获与裨益，而这就

离不开科技与学问。但韩寒

好像还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

李敖对韩寒的担心一

如当年我对韩寒的担心，而

事实上今天的韩寒早已不

是当年的韩寒，他后来的发

展使我当年的担心变得完

全没有必要。韩寒的读者范

围也远远超出他的同龄人，

包括了许多梁文道这样的

知识分子。梁甚至说韩寒：

“再写几年他就是另一个鲁

迅，他只是少些鲁迅身上的

深沉和悲剧感。”

如果李敖认为今天的

韩寒仍属无知无识之辈，那

无疑是在嘲弄梁文道及许

多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的

判断力了。

事实上知识有许多种，

也有许多得来的方法。作为

一个在公共领域里发言的知

识分子，有某种专业背景当

然好，却并非必要的前提。必

要的是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与

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两点，韩寒都不缺乏。

早在还是一个中学生

时，韩寒就对我说，他不喜

欢出于实际利益与人应酬

与周旋。

那时他身上就显出某种

理想主义色彩，这恐怕是比

专业知识更重要的素质。说

到专业知识，韩寒的赛车知识

显然远远超过这个社会上的

绝大多数人，尽管很少有人读

韩寒的文章是想向他学习相

关知识。但在一些与此多少相

关的文章中，的确也帮助韩

寒树立了某种权威性。

我仍如十年前那样，希

望韩寒能够积累更丰富的

知识，却并不希望他一头扎

进知识中，成为一只两脚书

柜。如今他对中国社会的贡

献，早就超过几打耽于“知

识的境界”里的书生。

李敖“出局”的说法显

然过于片面了，这也说明在

关于韩寒的问题上，李敖自

己是比较没有“知识”的。

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特

区新使命。

———《南方日报》刊文
称，在特区建立30年的历史
节点上，作为各项改革的先
锋和试验田，特区也应该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建议把郑州“地下房间”

留作纪念。

——— 郑州矿工地下6米
建房躲高房价，媒体认为这
是对当今老百姓住房难的有
力控诉，更是对无良房地产
商和失责政府的有力鞭策。

中国企业500强没有一

个叫得响的全球品牌。

——— 学者马光远说。

谁来控制国美电器重要

吗？

——— 有媒体说，国美无
论生与死，都不过是本土新
商业模式继续生根开花和演
化升级的一个历史片段。

政商关系，才是退休高官
对于企业的最大价值所在。

——— 有消息称，一些跨国
公司想聘请李荣融做顾问，有
媒体评论，和李荣融对央企的
管理艺术相比，政商关系或许

才是企业最看重的。

于中国的现实而言，死

刑也是一种遗憾的必要。

——— 有媒体评论认为，

对75岁以上老人废除死刑，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是不
合时宜的，要谨防老年人成
为权贵阶层的“替身杀手”。

“裸捐”的陈光标

难成中国的慈善标杆
在理性、成熟的慈善文化土壤还没有养成之前，

“单兵冒进”的慈善之举，最终可能无法在社会上促成
某种群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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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并没多少关于韩寒的“知识”

>>头条评论

我仍如十年前那样，希望韩寒能够积累更丰富的知识，却并不希望他一
头扎进知识中，成为一只两脚书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