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清华的招生人员为抢高考
状元在微博上抓头撕脸，两败俱伤。这
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兴趣，状元真的会
成为国之大器吗？有媒体对恢复高考
以来的状元做了统计，发现各地状元
就业后普遍“沦为”普通白领。

当初万人艳羡的状元最后成了
职场上的普通白领，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令人唏嘘”的新闻。其实，这种
感慨也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昔
日状元成为白领，只能证明在单纯
以数字论英雄的赛场上没有常胜将

军，一旦看淡这个胜负，实现人生价
值的天地反而更广阔。

尽管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早已
走不通了，高考状元依然被人寄予
厚望。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学霸”
应该永远出人头地，成为行业的领
头羊或者国家的栋梁。其实，“高考
状元”不过是一场竞赛的结果，只能
证明过去，不能决定将来。就像拿过奥
运会冠军的刘翔，走出跑道也没有显
现太多超人之处。高考状元走了平常
路，从另一面证明这个社会在考场之
外还提供很多成功的机会，即便不
能成为高考状元一样可以实现人生
价值。寄希望高考状元一步领先步
步领先，反而是不现实的。

从状元到白领，有些人认为这

是个“沦落”的过程，这样的看法折
射的是价值观念的褊狭。在这些人
看来，成功的评判标准很直观，那就
是有钱或者有权，一个高考状元混
不成商界巨子或者高级干部就是失
败了。一些“学霸”经过高等教育的
培养或者职场历练以后，反而能以
更豁达和开放的心态看待成功。继
北大“卖肉状元”陆步轩之后，很多
当年的“学霸”都选择了与众不同的
人生之路。日前又传出消息，北大毕
业的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刘涛辞官
务农，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转身简
直要“沦落”到社会底层了，刘涛看
到的却是“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
非常缺人”的严峻现实。

当然，高考状元不再“独占鳌

头”，也不能证明读书无用、拼搏无
功。有调查表明，现在各行各业的中
坚力量如大学教授、工程师等，其中
许多都是当年各地的高考状元，即
使卖肉的陆步轩也不是一般的肉贩
子，这些年卖肉之余也有著作有演
讲。再退一步讲，一个高考状元从事
了非常普通的职业，未必不幸福，如
果当年读书不刻苦的话，可能连普
通职业也谋不到。

在思想更加开放、社会更加自
由的今天，我们既需要破除对高考
状元不切实际的崇拜，又要提防“读
书无用论”的卷土重来。进考场就要
拼成绩，进社会就要拼能力，只有这
样的观念成为主流，才能让那些“拼
爹”拼背景的人抬不起头。

欣闻状元“沦为”白领

一旦监管者缺位，势必各类障
眼法层出不穷，普通投资者被忽悠
得团团转。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
行副院长刘胜军表示，此轮股市出
现的“波折”，凸显政府缺位。监管部
门应该收起自己对股市走势“忍不
住的关怀”。让投资者认清风险，是
对投资者最大的保护。

文化可以多元化，“汉服秀”自然
可以算作“一元”，但如果把这些娱乐
传统的行为神圣化，就很可怕了。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认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要做的
是发掘精神内核，而不是形式复古。
从某种程度上说，“汉服热”不过是
能够带来商机的“汉服秀”，是精神
空洞、生机倒退的文化表现。

看不见的身体健康，并不比肉

眼可见的财产损失更为廉价。
在法律学者姚遥看来，6月30日

发生在北京“大红门”的火灾，不仅
波及财产，还释放出来大量有毒气
体、有毒粉尘等。有形的损失无论多
么复杂，最终还是能有相对公允的
责任计算，同样越来越被人看重的
那些无形的损失，法律却束手无策。

当下摆在所有艺人面前的最大
课题便是：如何避开节目组设的陷
阱，克制自己的某些本性。

对于眼下火热的所谓“真人
秀”，作家王欣表示，在编导们费尽
心机地引诱明星表现本真时，越来
越多的明星已经在尝试解题了。于
是，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一切，不过是
商业利益包装下的另类舞台剧。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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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技术大学”挤掉高教“泡沫”

葛公民论坛

昔日状元成为白领，只能证明在单纯以数字论英雄的赛场上没有常胜将军，一旦看
淡这个胜负，实现人生价值的天地反而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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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联组
审议，就“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
题询问。代表国务院到会应询的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将根据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对地方高等院
校结构调整力度，促进部分地方普通
本科高等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
发展。（7月1日《新京报》）

所谓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
大学转型发展，说白了，其实就是大
学向职业教育的回归，“应用技术大
学”不过是职业教育的婉转说辞罢
了。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地方职业教
育院校争相升级大学，却并不具备

综合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能力，高不
成低不就的“新晋”大学们，难免遭
遇尴尬。

相比股民们疯狂追逐涨停板，
各类地方普通院校争相改名升级为
大学，也不过是同类故事的不同演
绎罢了。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应用技
术大学，与其说是大学转型的与时
俱进，毋宁说是大学“泡沫”已经大
到不得不挤的地步，根本是在为此
前的盲目发展还债。

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应用技术大
学，固然不失为务实的回归，但高等
院校结构频繁调整、左右摇摆的根
源，却更需反思。除了学校本身缺乏
定位一哄而上之外，高等教育发展
背后过多的行政推手，大学级别、数
量乃至招生人数之类的政绩化指
标，尤其是背后畸形的行政激励机
制，恐怕更亟待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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