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一周，新闻过于纷
扰，言论格外凌乱。拨开重重迷
雾，在千丝万缕的声音中，有两
个字十分扎眼，那就是：真相。

深圳保安案的真相是什么？
很多报道以“窝囊”为关键词开
始，以尴尬的反思结束。当舆论
惯性地扼腕叹息，对保安乱象大
加鞭挞之时，媒体人却从新闻伦
理上悄然引申成一种“暴力”，认
为这是媒体自身的一场羞辱，有
的甚至上升到职业道德的层面。
而另一种声音也在反问：因为要
规避对当事人客观的伤害，就该
沉默吗？面对这样一起有标志意
义的公共事件，真相虽然痛苦，
但一旦关上真相的大门，受到伤
害的就不止这一家人。

正应了徐志摩那句诗：如果
真相是一种伤害，请选择谎言；
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请选择沉
默；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请选
择离开。郑东新区那尊巨型雕
像，就让相关方面选择了沉默。
在巨型雕塑背后，引发的是一起
公共迷思。巨型雕塑到底是“宋
庆龄”，还是“黄河儿女”，抑或是
敛财的幌子？至今依然是个谜。
一味回避总不是办法，公众在期
待着一个真相。

想知道真相，往往没这么简
单。当非同寻常的“反垄断第一
案”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有
人目瞪口呆，有人欣喜若狂。第
一天，群情激昂，叫好声一片；
第二天，持续发酵，部门利益说
浮出水面；第三天，媒体掐架，
和谐社会中罕见的大鳄交手，
火药味十足；第四天，有权威声
音说：这是一场与消费者无关的

“神仙战”。“神仙战”越来越走入

迷局，会不会成为一出闹剧？饶
了俺们老百姓吧，不想知道了，
行了吧！

可有一种脏话，你不想知道
都不行。北大的孔教授，前几天

“骂出了名”。孔教授是一种怎样
的大无畏精神？最直接的批评：
人至贱则无敌；最官方的评价：
岂能把粗鲁当个性；更犀利的观
点：这是在撕裂社会共识。让人
费解的是，居然有人认为这是

“不拘小节”，认为应该“兼容并
包”。更有甚者，从不同的杂音中
解读出当下社会的价值分歧越
来越大。这是孔教授的本意吗？
我们老百姓看不透。

对很多事情看不透，不是因
为我们笨，而是因为我们太善
良。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上周都
过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神棍节”。
原本是一个搞怪自嘲的数字游
戏，似乎一夜之间堂而皇之地冲

击到了每一个角落，最后竟演变
成一场全方位的全民娱乐盛宴。
是爱情太难寻，还是生活太沉
闷？人们在呼吁，薪水再少、房价
再高、车子再贵，这些细节都不
能打败爱情。

如果非要时髦地用“青年”
来概括过去的一周，那么真相是
普通青年，“神棍节”就是文艺青
年，而孔庆东骂人，无疑就是不
靠谱青年了。

其实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靠
谱：楼市真的在下跌，CPI迎来拐
点，民间借贷有望合法化，日子
更有盼头了。在我们身边，24岁
的龙口姑娘刁娜偏偏“管闲事”，
为了救人不幸被撞骨折，在这个
乍寒的初冬，刁娜用柔弱之躯拦
截了自私自利，温暖了整个社
会。

我们坚信，真相总会浮出水
面。

热语

中国的政治生态正愈发
开放、求实，普通民众的民主
意识和民主素质早已今非昔
比。对中国基本制度设计的合
理性，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
路的生命力，我们应该有充分
的自信。

11月8日，北京区县、乡镇
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近
900万选民依法投下了神圣庄
严的一票。 (据《人民日报》)

“爹”不是万能的，没有
“爹”也绝非万万不能。无数杰
出人才的成长经历告诉人们，
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并不一定
得“拼爹”。

家庭条件优越、父母拥有
广阔人脉者优先。日前，成都
一家网络公司高薪招聘客户
经理的帖子引来质疑。

(据《中国青年报》)

中国的体制决不简单是
“共产党的”。中国有大量“处
于底层”的共产党员，也有无
数人生获得巨大成功的“党外
人士”。中国的体制的确存在
不平等，但每一个人在不同位
置间的移动，途径越来越多。

一些人把“体制”当成了
中国各种问题的“原罪”出处，
同时还出现了“体制内”和“体
制外”之说。 (据《环球时报》)

3 0 0家企业平均得分仅
19 . 7分，七成企业严重缺乏社
会责任，其中有26家企业得分
为0分甚至是负数。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尚属起步
阶段。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了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课
题组对中国境内的国企、民
企、外企的百强企业进行了调
研评估，结果如上。

(据《北京晚报》)

（来义 整理）

高论一周串评

□张贵君

“神仙战”快成闹剧了
“维权”，

才能更好地“维稳”

所谓的“维稳”，不是权力维
稳，而应是权利维稳，是以保障
公众权利为基础的维稳；不是静
态维稳，而应是动态维稳，是“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维稳；不是
强制维稳，而应是和谐维稳，是
围绕群众所急所盼、所忧所愿充
分协商的维稳。

11月10日《人民日报》

“医德”也要公示

医生的用药问题，表面上看，
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本质上说，
则是一个责任问题，一个“医德”问
题。甘肃省对“医师用药”的公示，
其实就是对医生“医德”的公示。

11月12日《解放日报》

一个市场两种房合理吗

11月9日，国土资源部召开
通气会表示，小产权房不得登记
发证。评论认为，同一个市场不
应该有两种房，产权没有大小，
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对于小产
权房，要么与商品房一视同仁，
要么按照保障房的思路，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11月11日《大众日报》

别恐慌，

中国经济还没触礁

随着国内各种泡沫日益显
现，似乎所有人都在担心。尽管
中国的决策者知道艰难的经济
调整已不可避免，但眼下的恐慌
或许并不比此前的乐观更具说
服力。若经济调整有序进行，中
国的金融体系不会崩溃，社会代
价亦将降至最低。

1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
（尤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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