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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说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

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这

个名字，很多人听着耳生，但

提到那位辞官的民政部司长，

恐怕就有很多人会想起来了。

虽然从司长位置上主动退下
来才半年时间，56岁的他头发
却花白了很多，原因是“做院

长比做司长要忙一倍以上”。

尽管从前的朋友依然称

他为“王司长”，但是，这位民

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

进司的前司长更喜欢人们叫

他“王老师”。那么“王老师”是

否已经过上了他想象中的生

活？他又是怎么看待中国慈善

的呢？

当院长比

当司长忙多了

记者：从司长变成研究院

院长有将近半年时间了，您这

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和您辞

职前想象的是否一样？

王振耀：还确实不太一
样，我原来想象做一个研究院

的院长，一定是以做研究和发
表文章为主要工作，但实际上

参加社会活动也成为了我工

作的一部分。很多慈善方面的

会议都会找我参加，后来我发
现实际上参加这些活动也是

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能够让我

们现代的慈善事业被更多人

关注，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
现在我也转变了观念，不会把

这些活动当作包袱了，也很乐

意参与其中。

记者：和原来做司长的日

子反差大吗？

王振耀：做院长比我原来

当司长时的工作量大出一倍

以上，而且原来我的工作有配
合默契的副司长、各位处长可

以帮我分担，而现在我的工作

别人没法代替。而且我还要去

学习一些新东西，比如去美国

看人家怎样办基金会，不学
习、不充实自己就没办法和社

会互动。

2008 年全民捐款

2010 年全民思考

记者：感觉最近两个多月

慈善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全社

会的热点，包括您本人参加的

活动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慈

善的范畴。

王振耀：我也有同感，而

且我认为过去的两个多月时

间，中国慈善事业正在完成一
个思想大跨越。先后有三件事

情被大家高度关注，第一是陈

光标提出的裸捐，引起了社会

的巨大反响；第二是李连杰创

立的壹基金受到体制制约面

临转型；第三是巴菲特和盖茨

的“巴比”慈善晚宴，由于重量

级人物和不公开而受到空前
关注。我个人甚至认为，这几

个多月对中国慈善的影响一
点也不弱于汶川大地震。

2008 年，是中国全民参与

慈善捐款，而 2010 年，是中国

全民参与慈善思考。就拿陈光

标的事情来说，你经常会在某

个饭店听到人们在餐桌上谈

论裸捐的事。这件事本身就是

一个进步，这是慈善在中国社

会的升华。

记者：您的意思是全民参

与慈善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话

题是否有争议都没有关系，有

人关注就好？

王振耀：没错，我的一个

朋友告诉我，他们亲友聚会

时谈论的话题就是裸捐和

“巴比”晚宴，这正印证了我

的观点，本来家人亲友在一

起时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

够体现人们想法的，亲友聚
会都说慈善话题而不是房价

和花边新闻，说明慈善更加

深入人心了。前不久我在大

凉山出差，居然听到那里的

农民在谈论“巴比”慈善晚宴
和裸捐，这让我十分震惊。人

们的关注是现代慈善的心理

基础，很多共识就这样静悄
悄地达成了。这一次全民大

讨论完全是自发的。

不要用过高道德标准

要求慈善家

记者：前不久媒体报道

了北京一位送水的老太太，

据说三天时间就收到了10万

元的市民捐款，但是后来又

有街道和邻居站出来说他们

家其实每月有3000元收入，

因此就有了是否慈善过度的

争议，您怎么看？

王振耀：不管怎样，这位

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还在做

送水这样的辛苦工作，肯定有
她的难处，别人的捐款能够帮

到她也是好事，我们现在所做

的就是让今后的慈善更加公

平，这是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慈

善的特殊性。在中国慈善的转

型过程中，必定会有传统的观

念受到颠覆，这是中国慈善要

迈过的一个大门槛。

记者：还有很多人质疑像

陈光标那样做慈善太高调，难

道做慈善还有固定的模式吗？

王振耀：在这样的背景

下 ，慈 善 也 有 中 国 的 特

色——— 传统上中国的慈善是

以邻里互助为主要形式的，

中国人是讲感恩和回报的。

而对于做慈善的人也形成了

简单的道德标准，似乎做慈

善的人是不能有缺点的，但

这是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也
会去喝酒，喝多了也会吐、也
会说脏话，也许还会打架，但

是，这并不妨碍他有一颗慈

善之心、做很多慈善公益之

事，所以不要用过高的道德

标准来要求他们。

本版稿件据《北京晚报》

辞官司长眼中的
中国式慈善

国外做法>>

给富翁

善意的压力

记者：您曾经说过要给亿万

富豪一些慈善压力，为什么要这

么说呢？

王振耀：中国一些媒体对

待做慈善的人的态度好像经

常走极端，要么是把捐款的人

架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让人

家下不来，以后不捐不行了；

要么就是对捐款人进行揭、

批、曝光等，比如去年的章子
怡诈捐事件。

这样就会给一些旁观者这

样的感觉，做慈善是有代价的，

人家会质疑你的财产来源是否

正当、有没有偷、漏税等。其代价

就是，很多有心做慈善的人会

想，如果那样，还不如不捐呢。

国外对待慈善的态度就
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的

一些媒体每年都要搞一个个
人捐款和企业慈善的大排名，

然后再和去年的排名做比较，

他们不会刻意说谁捐多了、谁

捐少了，但是排名摆在那里，

相信对于富豪和企业来说也
是有压力的，不过这是善意的

压力。

辞官原因>>

杀童案促使我

下决心辞职

记者：您一直回避谈辞官的

根本原因,原因到底是什么？

王振耀：我肯定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媒体披露是 6 月底的

事，实际上我 4 月底就决定了。

了解我性格的朋友和家人，他

们对此一点也不意外。真正让

我下定决心辞职的，是今年四

五月间发生的几起杀童事件，

作为民政部的官员，我受到了

太大的震撼。国外的一些人对

这件事最不能理解，他们问：

“中国人怎么了？”因为他们觉
得动物都不会消灭同类的幼

仔，而人类怎能如此？

另外，我不是来养老的，人

不能什么都占着，我现在损失的

就是职位和一点医疗待遇，但得

到了更广阔的空间。
王振耀（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