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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搏富三代，正成为渴望逆袭的草根们的信条。至
于用什么来搏、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当
越来越多的人笑贫不笑娼时，所谓底线已经不重要了。
最近有两件事特别引发我的反思。一是用身体来搏、名
利双收的郭美美身陷囹圄；二是在多地警方严厉打击
传销的过程中，发现众多大学生的身影。大富、快富，尽
快进入有房有车、令人羡慕的上层社会，已是很多国人
孜孜以求的唯一奋斗目标。

作为一个从事法学教学多年、具有律师资格的教
师，我先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郭美美的行为。在网上

炫富是人生观问题，姿色尚可，图慕虚荣，厌恶读书却
好吃懒做，这样的女孩放在中国城乡的大街小巷比比
皆是。傍大款是道德问题，对于年满14周岁、精神状态
正常的女子，属于周瑜打黄盖的性质，一个愿打、一个
愿挨。虚构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渊源大肆炒作从而一夜
成名，属于民事侵权领域。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如果
作为当事者的红十字会不加追究，郭美美也可不负任
何责任。至于声名鹊起、亿万人瞩目的明星效应带来的
巨大财富，更是法律管理的真空地带。从法律的本身来
讲，如果不涉及公款，到赌城澳门参赌并不违法，与一
掷千金买春的嫖客发生身体交易也只是属于违法的范
畴。郭美美在风光无限的同时有点利令智昏：到澳门参
赌不违法，与争先恐后花费数万元买春的嫖客淫乱顶
多是违法，在国内聚赌就是犯罪行为了。到头来，郭美
美肆无忌惮的炫富、炒作行为却成了警方破案的宝贵
线索。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郭美美的故事在亿万国人中早已是耳熟能详，近
年来越演越烈的大学生传销悲剧却并不为多少世人所
关注。在参与传销的大学生中，来自城乡贫困家庭的男
生所占比例不低。

1999年中国的大学开始扩招，2003年大学毕业生
人数出现井喷。也就在这一年，传销在大学生中蔓延开
来。近年来，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大学生参与传
销的人数呈迅速扩张趋势。广西南宁、安徽合肥、江苏
南京，到处可以看到大学生参加传销的报道。传销日益
嚣张的现象固然有传销组织作案手段欺骗性强、大学
生自身对传销认识不够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
怕与大学教育质量差、社会基本保障能力弱、社会阶层
固化、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有关。试想，一个刚刚大
学毕业、出身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从事着工资低廉、稳
定性极差、一眼看不到前途的卑微工作，面临着买房、
娶妻、养家糊口的重任，耳闻目睹众多“一搏富三代”的
快速成功故事，有几人能不怦然心动呢？

看过关于大学生参与传销、最后人财两空的报道
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郭美美走的不是通过炒作成名后
当小三、聚赌、卖淫致富的路子，而是像普通人家子女
一样，走的是读大学、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结果
是什么样子呢？

郭美美不爱读书，好吃懒做，学习成绩不优秀，凭着
高考时的分数，估计最多只能读个地处偏僻的三本院校
中一个技术含量不高、容易混文凭的人文社科类专业。
郭的家境不贫穷，但也非官二代、富二代。待她毕业后，
估计在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中只能扮演打酱油的角
色，垄断国企、吃皇粮的事业单位估计由于缺乏人脉也
没有她的份儿。剩下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或许只能是工
资低微、稳定性差、工作环境艰苦的建设工地、富士康类
代工工厂或靠业绩维持生存的销售岗位。郭虽然姿色不
差，但还未达到倾国倾城的地步，嫁个钻石王老五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最终沦为剩女或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概率
极大。

美女为把自己打造成附加值巨大的明星炫富也
好，大学毕业生为改变命运身陷传销窝点也罢，都是底
层人为改变命运所做的一种努力。这些不健康的努力
方式，正是社会状态是否良好的试剂，是民众价值观
念、社会风气的晴雨表。

今天的大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千百万朝气蓬勃、勤
奋好学、对前途充满希望的学子是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
重要力量。反之，当社会上游荡着数百万怀揣花费巨大
时间、金钱成本换来的高学历文凭，做着王子、公主梦，
在现实面前感到悲观绝望，不惜以违法、犯罪、触犯道德
底线的方法一搏富三代的大学生时，社会就潜伏了许多
不稳定的因素，此事不可不察。从这个层面上说，教育改
革的加速、社会风气的塑造、固化利益集团的打破、社会
基本保障体系的构建，已经是迫在眉睫。

（本文作者为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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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搏富三代？
□李明阳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历
史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
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
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
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
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
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
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
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
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
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

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
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
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
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
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
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
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
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
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
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
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
事，寻找战争的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
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
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
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
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
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
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
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
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
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
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
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
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
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
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
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
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
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
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
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
护日本使馆和侨民。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
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
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
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
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
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
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
本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
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
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
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
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
势，徒自扰也。

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
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
解中国的立场。日本随后不断向朝鲜
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
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
袁世凯面商撤并事宜，表示自己已经
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
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
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
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
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
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

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
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
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
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
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

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
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
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
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
国同时撤兵。

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
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
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
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
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
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
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
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
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
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
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
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
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日本军队果然并没有像大鸟告
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
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
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
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
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
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
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
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

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
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
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
手，如果我方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
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夺踞汉城？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
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
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
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
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
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
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
出面协调，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
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
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
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向
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
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
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
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
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
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
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
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

“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
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
不满。一些力主对日本强硬的人不断
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
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
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
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
趋紧张。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
早拿出办法。

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
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
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
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
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
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

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
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
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
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
洋绝对处于劣势，胜算极小。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
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
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
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
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
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
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
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
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
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
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
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
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
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
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
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
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
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
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
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
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
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
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
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
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
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
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
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
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
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
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
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
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
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
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
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
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
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
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
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
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

“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

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
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
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
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
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
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
刊微信“青未了”。

【读史新说】

□马勇

甲午年中日冲突的必然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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