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来自奥运的争议中寻找共识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伦敦奥运会已在北京时
间今晨闭幕。

本届奥运会自开幕以
来，话题不断，争议不休。外
媒对叶诗文的质疑、中国羽
毛球队的“消极比赛”、刘翔
的再次“伤离别”等，都在国
内形成了舆论热点。从北京
到伦敦，时隔四年之后再度
关注奥运，我们开始多角度
地发现奥运对于中国的价
值，这些观点的碰撞也超越
了体育本身。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

代表团首次跃居金牌榜首
位，这个成绩鼓舞了中国民
众的信心，很多人认为正在
崛起的中国很快将在其他领
域实现更多的超越，甚至把
金牌的多少等同于国家实力
的大小。在此之后，世界经济
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
性的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
机接踵而至，而在国内，社会
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也
集中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看伦敦奥运不再像往常
那样，只是盯着奥运赛场的
竞技胜负，现在我们同样关
注赛场之外，关注东道主和
我们的差异，关注世界对我
们的评判。虽然中国观众依
然关注金牌榜的排名，但是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金牌只
是国家强盛的一个符号，国
家的强盛却不以金牌的多少
论定。认识的转变源于已经
强大的民族自信，在世界竞
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
国，不会再为几块金牌患得
患失。相反，中国民众正在变
换不同的角度审视体育乃至
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公共
媒体，还是在网络空间，我们
都可以看到围绕不同话题，
从不同角度出发所激起的碰
撞和争议。

围绕伦敦奥运的争议，
几乎是全方位的，既有浅层
次的探讨，也有深层次的思
考。针对中国羽毛球的“消极
比赛”，我们不仅听到了对竞

赛规则的质疑，也听到了关
于价值观的批判；面对刘翔
的意外受伤，有人送上了温
暖的感情抚慰，也有人质疑其
受利益驱使，身不由己；对“举
国体制”的争议几乎贯彻始
终，有媒体认为，“中国体育的
举国体制需要大变革了”，也
有媒体针锋相对，认为举国体
制是“中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
积累起来的体育发展模式，适
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这些争
议没有因为官方的表态而统
一立场，也不会因为奥运会
的闭幕而迅速平息。

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
多年关注奥运的我们似乎从
来没遇到过这么多争议。或
许有人在嘈杂中感受到的是

当下价值判断的混乱，而我
们认为，这种基于不同方位
的观察而引发的观点碰撞不
是坏事。事实上，围绕伦敦奥
运的争议不是非此即彼的对
立，也有共同的底线和基本
一致的方向。本届奥运会上，
出现了名次并列的情况下国
旗上下悬挂的场景，最初有
很多种猜测和说法，经过国
际奥委会的解释，是否符合
规则就成了评价这个事件的
共同底线。即便是对“举国体
制”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其实
也是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
是为中国体育更长远发展，
这个恐怕没有人会否认。

在某种程度上，持续不
断的争议也许是我们现阶段

必须要承受的。我们要寻找
的共识其实不是简单的观念
一边倒，只有承认不同群体
的认识差异才能更快地找到
潜在的共识。曾经，我们习惯
的舆论态势是强势者高声、
弱势者低声，精英说话、大众
听话，而现在很多不甘沉没的
声音逐渐涌上来。让不同的观
点得到正常的表达，恰是我们
关于现代文明的共识。在这一
点上，观点对立的双方也能形
成合力。莎士比亚说，“一千个
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奥运
会，恰是社会思想日渐活跃和
言论空间不断拓展的体现，
这或许是奥运会对中国的又
一次推动。

□汤嘉琛

在众多法律人、媒体人
以及微博网友的接力呼吁之
下，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
会于8月10日撤销了唐慧的劳
动教养决定；湖南省委政法委
组织的联合调查组表示，正在
调查永州市公安局民警包庇
犯罪嫌疑人等问题。

唐慧从被判劳教到平安
获释，表面上看是民意的一

次胜利，但细究劳教风波的
细节不难发现，很多实质性
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
矛盾与诉求也依然存在。如
果不以本案为契机进行制度
性反思，唐慧的“幸运”仍只
能是一个难以复制的个案。

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纾解
民怨和听取民意的制度化渠
道，不能总是等到“闹出动静”
之后才特事特办。唐慧的“幸
运”，源于媒体和网友关注所
制造的舆论压力，“媒治”的色
彩明显多于“法治”，这对“法
治社会”四个字是一种嘲讽。
毕竟，绝大多数遭受不公待遇

的上访者，都难以像唐慧那样
成为舆论焦点，而且随着媒体
关注和网友围观转向其他热
点，当事人依然无法获得稳妥
的安全感，这也正是唐慧获释
后担心“回去后再次孤立无
依”的原因。

另一方面，唐慧的劳教
决定虽已撤销，但公安机关
对其行为的违法性认定仍未
改变，舆论介入让她得到了
自由却没有得到正义。唐慧
的遭遇理应成为反思劳教制
度的催化剂。

唐慧获释，不仅不应是
“永州案”的终点，也不应是舆

论关注和社会反思的终点。在
这起劳教案的戏剧性转变过
程中，舆论压力牵引出的高层
介入固然能传递出一定的正
能量，但“永州幼女案”中暴露
出的渎职、伪证、串通、滥权等
问题，展示的其实只是基层政
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在行政过
程中诸多乱象的一个样本。以
此来看，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
运行模式，以司法体制改革为
社会公平正义护航，其紧迫性
或许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再造“汴京”

可别弄成“大跃进”

四年时间、千亿投入、十
几万原住民的搬迁，开封市
还原宋城汴京的气魄确实不
小。不过，再美好的设想也不
能脱离地方经济社会的具体
情状。再造一个“汴京”，城市
管理者可别弄成“大跃进”，
不要在漫无边际的想象中规
划城市的未来。城市规划、建
设不是搭积木游戏，更不是
比气魄、比勇气的赌局，而是
需要真金白银作为现实支撑
的。这既是一种“量力而行”
的务实态度，也是政府责任
所系。(《新京报》社论)

对官员“艳照门”

公私要分清楚

庐江县有关部门为什么
会荒腔走板、忙中出错？他们
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他们有

“一强两弱”：维护县委书记形
象的意识很强，这本来也可以
理解，你只要做法得当。问题出
在“两弱”上，一是法律意识弱，
一看事关县委书记的形象，就
急急忙忙表态了，连“像县委书
记”和“是县委书记”的区别也
不管了。二是一开始庐江县有
关部门声明照片是PS的，差
一点帮了书记的倒忙，实属
逻辑思维能力太弱。(《钱江
晚报》，作者：戎国强)

唐慧获释不应是“永州案”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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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围绕伦敦奥运的争议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有共同的底线和基本一致的方向。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奥运会，恰是社社会思
想日渐活跃和言论空间不断拓展的体现，这或许是奥运会对中国的又一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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