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高考失意者更多关怀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公布高考
录取分数线。在登录网站查询分数
的那一刻，很多学生和家长的心情
比开考那一天都紧张。每个人都想
杀出重围，但是高考的“优胜劣汰”
模式注定了，很多人不可避免地会
成为这场竞争中的失意者。与那些
春风得意的成功者相比，这些失意
者更应该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怀。

现在的高考确实还有不合理
不完善之处，但它仍然是公认的最
公平的选拔制度之一。对绝大多数
希望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来说，高

考也是必经的一关。在高考扩招之
前，录取率很低，注定了只有极少
数人会成功，而绝大多数人都要成
为失败者。面对失意的高考，那些
刚刚成年甚至尚未成年的学生，自
然而然地会产生失落的情绪，严重
者可能会因此丧失继续走下去的
信心。前几天，马云给高考失意的
学生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了自己
第二次高考落榜后的恐慌，“怕被
人看不起，怕被家人埋怨，怕自己
会永远抬不起头，怕自己没有未
来”。这也是大多数高考失意者正
常的心理变化。

当然，今天的高考录取率远远
高于马云参加高考的时代，一些地
方的录取率已经达到八九成左右，
一些学校还出现了招生困难的问

题。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学生和家
长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以前考
个专科都能皆大欢喜，现在冲不上
一本就有严重受挫的感觉。舆论关
注高考录取分数线，也主要聚焦在
一本线。今年山东共有八万五千多
名考生过一本线，而报名参加高考
的学生将近七十万名。如果社会判
断高考成败只有这样一个标准，那
么大多数考生都将成为旁人眼中
的失意者。

古人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胜
败也是考场常事。像马云这样久经
考场的人再回首发现“人生一辈子
总有机会等着我”，但是很多刚走
出考场的学生还不可能有这样的
觉悟。他们很可能会被这次不理想
的考试吓得手足无措。这时，他们

需要一碗温热的心灵“鸡汤”，让自
己用平常心看待这次考试的结果。

可是很多人的目光都被高分
和名校牵引过去了，在一片啧啧声
中忽略了更应该受到关怀的人。如
果家长和老师能够发自内心地对
高考失意的学生说句“你已经尽力
了”、“你还有很多机会”，或许就可
以在不经意间消除一个悲剧的萌
芽，让一个忧虑惆怅的考场失意者
成为未来的马云。马云因为自己的
惨痛经历，对考场失意者给予了

“同命相怜”的关怀，只是这样的声
音太稀缺了。只有在全社会营造出

“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舆论氛围，才
能让年轻人不断接受锤炼和考验，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韧性，而不是
胜则骄、败则馁。

马云对考场失意者给予了“同命相怜”的关怀，但是这样的声音太稀缺了。只有在全社会营造出

“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舆论氛围，才能让年轻人不断接受锤炼和考验，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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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崔方骂战”

重点在判决之后

□盛翔

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崔永元互诉
名誉权纠纷案日前宣判。法院认为，崔
永元和方舟子部分微博均构成名誉侵
权，双方互赔4 .5万元。（6月25日新华网）

法院的一审判决等于是各打五十
大板，但在笔者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

“和稀泥”，因为所谓微博骂战，本来就
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法院还特别
解释了“别人先骂我，我后骂他，不算正
当防卫”，因为正当防卫一般限于严重
的、紧急的侵害行为，侵犯名誉权的行
为显然不在此列。

判决书中这样一段话，值得所有人
都好好读读：方是民、崔永元在讨论过
程中，不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科学
论证上，而是意气用事、各自投入大量
精力用于相互抹黑揭短、人身攻击中，
将本来有价值的话题讨论，拉入到无价
值人身攻击的泥潭中。这不仅是对各自
聪明才智和精力的浪费，也是对社会公
共资源包括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会侵袭
网络言论空间造成语言污染。

的确，以人身攻击取代理性探讨的
网络论战方式，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
决，反而会产生侵权的隐患。网络也不
是法外之地，网上骂人也要承担侵权责
任，这起微博骂战判决带给我们最大的
启示，无疑就是这一点。如果说一场微
博骂战真能留下点价值，那就应该让公
众知道“网上骂人不对”，而不是“网上
骂人有理”。若在法院判决之后，两位当
事人仍然不能有所反思，而是要继续上
诉“讨个说法”，或者继续将骂战进行到
底，除了浪费司法资源污染网络空间，
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积极意义。

□王昱

按理说，如果只是一起普通的
车祸，未必能引起多大的波澜，但车
祸发生不久，有关肇事者的“劲爆”消
息很快传播开来——— 除了驾车超速
和闯红灯等车祸要件，还牵出了“无
证驾驶”的问题，甚至有传言称车内
发现了“白色粉末”。

就在公众普遍猜测“其中有故
事”时，南京交警以出奇的高效率试
图从速解决此事，案发后24小时内已
经将事件详情公开，得出的所有结
论几乎都与流传甚广的猜测相
反——— 宝马车并未狂奔，肇事者并
非醉驾或毒驾，驾驶证在有效期内，
所谓的“白色粉末”只不过是“玉米
粉”。或许南京警方并未想到，这些案
情通报彻底将公众的质疑引向自
身。

相比于情绪激动的公众，媒体
的声音更为客观，长江评论以《“狼来
了”还是狼真来了？》为题评述此事，
文章中肯地分析了公众不接受警方
调查结果的原因：“不得不说的是，车
祸发生后最先的相关信息，迎合了
公众对宝马车的联想……通报对车
速的描述‘确实要比身边车辆快一
些’，与现场视频差异甚大，难免让人
产生警方是否存在立场先决的猜
疑。由此及彼，就造成了对警方其他
调查结果的怀疑。”

的确，作为既有调查责任又有

调查能力的公权力部门，陪着公众
一起“猜真相”并不是警方应该做
的。诚如《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王
云帆所写的，“民众对于公正的渴
求，不是一个结论就能轻易满足的。
所谓‘有图有真相’的网络互信法
则，对警方而言指的就是应有更多
的证据材料和证明过程来佐证结
论。”《钱江晚报》的评论《用严谨抚
平情绪的波动》也着力指出了这一
点：“你可以用数据说话，但不能用
形容词回应质疑；你可以老老实实
地承认你还没调查清楚，还不能下
结论，但你不能含糊其辞。”

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贸
然做出与公众预期相反的推测，试
图平息事态，显然是南京警方此轮
危机公关中的最大败笔。但从更长
远的角度看，围绕着“6·20南京重大
车祸”，民众与警方对于真相几乎截
然相反的解读，其实“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

就像东方网那篇《我们为什么
关心一起南京车祸》所总结的：“2009

年发生在杭州的‘70码’事件，2010年
发生在河北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莫
不如此。归根结底，安全感与公平感
的缺失，使得某些突发事件可能迅
速演化为一起公共事件，每一个陌
生人的积极声援与强烈质疑，不仅
是在为受害者讨说法，同时也是担
心‘背景’‘包庇’‘摆平’等潜规则在
我们身边又一次上演。”

于是，有关“6·20南京车祸”的官
方态度，就成了对公众安全感的回
答，但这种安全感，并不局限于对事
件真相的调查，还在于如何让公众
对交通安全本身产生信心。

例如《新京报》就刊登了律师邓
学平的文章，用以解释另一个公众
关注的问题“闯红灯撞死2人该怎么
治罪”。文章从专业分析出发，表达
了担忧，“按照南京警方刑拘时的罪
名，即便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且具
有肇事后逃逸等情节，按照刑法，其
面临的法定刑责也仅仅只是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处罚力
度与两死一伤的危害后果不成比
例，不仅不能安抚死者家属，而且不
利于遏止愈演愈烈的无底线驾驶行
为。”

顺着邓学平的那句“某种意义
上讲，追究王某的重责并非目的，但
刑责相符、重拳惩治或许更有助于
保障公众的安全”，《中国青年报》刊
登了兼具文理学科背景的《百科知
识》杂志副主编张田勘的文章，题目

《驾车闯红灯的法律代价宜高不宜
低》直抒胸臆：“只要违反交通法规而
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应当以‘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审理和
量刑。这样不仅让当事人记住教训，
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认清这一警
示，理解那是一个千万不能逾越的
高压线。”

相对于邓学平和张田勘或委婉
或直接的规劝，在《宝马车司机是否
重判吸毒并非要件》一文中，《法制晚
报》评论员庞岚的态度则更加乐观，

“至于宝马车司机究竟是‘故意’还是
‘过失’，则要由司法机关通过严格的
调查取证得出结论。对于该司机的
处理，是否会将‘危害公共安全罪’与

‘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以警示危险
驾驶行为、有效维护公共安全，也需
要司法机关充分考量。”

总之，这起交通事故在社会上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在关注、谈
论此事的同时，更要充分相信法律
的公正，相信肇事司机会得到应有
的惩处。

葛公民论坛

车祸余波

6月20日，在南京市秦淮区发生一起惨烈车祸，一辆闯红灯的宝马轿
车将一辆马自达轿车撞成两段，马自达轿车内的一男一女当场死亡。在接
下来的一周，这起事件也像那辆宝马一样，以极大动能撞击着舆论场。无
论是被蒙蔽无法获知真相，抑或是对“飞来横祸”充满担忧，这“两匹马”的
撞击，波及到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安全感。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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