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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周克华案当“大片”看
公众对周克华的关注虽是人之常情，但也要牢记凡事过犹不及，不要把沉重的刑事案件演变成全民娱乐。

事件观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周克华死了，与他有关
的新闻却没有冷却。

随着媒体的深入采访，
周克华的犯罪和逃亡生活以
及公安的侦查手段被描绘得
细致入微。面对严重危害公
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媒体确
实有责任去探究新闻背后的
真相，如此才能满足公众的
知情权，也有利于舆论监督，
同时促使更多的人思考生命
的价值。

但是，也需要警惕的是，
一些人对周克华的好奇已经
逾越了权利的边界，有可能
形成新的公害。在网络上，我
们看到有关周克华的讨论已
经呈现娱乐化的倾向，他临
死前看的什么电影，随身携
带的是什么药物等细枝末节
的问题，都被争论得不亦乐
乎。在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周
克华以扇掩面的老母、多年
不曾来往的他前妻的亲戚以
及他刚被警方带走的女友，
甚至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都
成了新闻人物。这种好奇似
乎在无节制地蔓延，刨根问
底的结果是，凡是可以与周

克华发生关联的都有可能被
拎到公众面前。

各种毫无价值指向的议
论和报道，已经模糊了对这
个事件的是非标准。有人以
调侃的口吻称呼周克华为“爆
头哥”，还有人把他想象成事
了拂衣去的英雄。对犯罪情节
细致入微地描写，对被击毙场
景进行情景剧式的还原，对死
者尸体血淋淋地展示，又让人
隐隐感到嗜血的快感。周克华
好像是一剂兴奋剂，让一些人
躁狂得失去了方向。

或许会有人说，周克华曾
经让很多人不寒而栗，现在他
死了，让大家获得一次娱乐的

机会，也算是抵了一些罪过。
而事实上，最终为消费周克华
埋单的恐怕还是社会大众。对
周克华老母面对面的采访，让
公众看到了一位刚得知儿子
死讯的老妇面对咄咄逼人的
新闻媒体是怎样害怕。她内心
有痛而不敢表露，因为她是杀
人犯的母亲，已经成了别人居
高临下进行道德审判的对象。
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丧子之后
的另一种精神折磨。尽管很多
媒体都没有面对面地采访过
周克华的女友，但这个年轻女
人的诸多隐私依旧被翻了个
底朝天，连她得过什么疾病都
没有被媒体放过。以上种种都

与案情无关，但是因为当事人
与周克华有关，就一并成了被
消费的对象。这种无节制的好
奇和探究，让公众在娱乐中失
去了底线，忽略了对他人应有
的尊重，即便对方有可能是个
嫌犯。如果公众之间不能形成
明确的权利边界意识，只有无
所顾忌的八卦心态，彼此越是
关注越有可能造成伤害。

除此之外，另一种让公
众埋单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残
酷。当公众以极大的兴致谈
论犯罪和侦查细节时，个别
怀有不轨之心的人或许正在
学习和模仿。这次，周克华被
一些媒体列入了“十大”或者

“四大”悍匪榜，把他与当年
的张君相提并论。耐人寻味
的是，周克华之前还真仔细
地研究过张君的犯罪细节。
现在固然很难断定就是媒体
笔下的张君把周克华引上了
邪路，但对犯罪情节的细致
描写确实会诱发个别人的犯
罪欲望。

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
不希望再出现下一个周克
华。公众对他的关注虽是人
之常情，但也要牢记凡事过
犹不及，不要把沉重的刑事
案件演变成全民娱乐。为此，
媒体要谨守职业伦理，公民
要牢记公民道德。

□苑广阔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 心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62 . 9%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爱
吹牛的风气在年轻人中严
重。(8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是极少数人喜欢
吹牛，可能还只是个人品德
问题，但如果有多达60%以
上的人都喜欢吹牛的话，这
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
社会原因。

现在很多人内心缺乏安

全感，充满焦虑。在这种时
候，吹牛不仅仅可以满足自
己的虚荣心，还可以让自己
变得更有安全感。比如调查
显示，年轻人最喜欢吹牛的
领域，首选“人脉关系”。为什
么那么多人喜欢炫耀自己的
人脉关系？因为有了人脉，表
示自己背景深，后台硬，不管
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别人
都不敢轻视自己，欺负自己。
通过吹牛，可以营造一种虚幻
的、拉大旗作虎皮式的安全感
作为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再说第二个原因。在一
个充满了浮躁和功利的社
会氛围中，如果你本身不是
强者，但又渴望成功，该怎
么办？吹牛无疑是一个成本
小但收益大的捷径。通过吹
牛，有些人一时获得了耀眼
的光环，积累了超强的人
气，赢得了可观的资源，从
而获得现实的利益和好处。

我们承认吹牛风气的
形成有客观原因，但只有脚
踏实地，勤勤恳恳，才是实
现成功的唯一正途。

年轻人爱吹牛只因缺乏安全感

□汤嘉琛

伦敦奥运期间，中国羽
毛球队女双头号组合于洋/

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参
赛资格，让中国羽毛球队颜
面无光，总教练李永波当时承
诺，比赛结束后会把过程分析
给大家听。但在中国羽毛球队
包揽奥运会五枚金牌之后，公
众等来的回应却是———“都过
去了，就不要再提了。不要再
因为这件事继续纠缠下去。”
(8月16日《成都商报》)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李永波以“消极回应”来应
对问责诉求，与选手在赛场

“消极比赛”的性质一样恶
劣。李永波敢于公然食言，
显然是因为伦敦奥运的五
枚 金 牌 给 了 他“ 免 死
牌”——— 在以“唯金牌论”为
特色的举国体制下，等待金
牌教练的只会是表彰和奖
金，绝不会是问责。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羽
毛球协会对涉嫌“消极比
赛”的队员和教练却开出了

重磅罚单——— 四名队员两
年之内被禁止参加任何国
内、国际比赛，羽毛球队总
教练成汉国、女双教练金文
秀的教练资格也被剥夺。

同样违反比赛规则，中
国羽毛球队用金牌遮盖污
点，韩国则用重罚来重申规
则，二者高下立判。不尊重
比赛规则和体育精神，在赛
后问责这种原则性问题上
打马虎眼，拒绝反思，即便
拿到再多的金牌，也很难被
视为赛场上的“英雄”。

金牌不应成为问责的“保护伞”

女医生黄晓燕2004年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但河南省
中医管理局误将持证人性别填成“男”。8年来，黄晓燕8次申请更
改错误无果，而“变性”证书使她无法从医，只能卖药。(8月16日

《郑州晚报》)

“被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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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上半年的消费市
场看，奢侈品消费都出现了下
降的趋势，说明随着资产兑现
难度上升，随着企业不景气，
拥有庞大资产的高收入群体
或是减少了高端消费，或是将
资产转移到了国外。

——— 财经评论员叶檀
说。

香港的同事刚刚回台湾
探亲回来，听我聊起抗生素，
说起她在台湾的经历。孩子
生病，台湾的医生开了抗生
素，如果当时不是她多问了
一句，医生居然没有告知她，
这让她很不愉快，因为在香
港，每次医生如果开了抗生
素，一定会告诉病人，并且提

醒病人，要把所有的药吃完，
因为如果没有完成整个疗程
的话，产生耐药性的机会就
会提高。

———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
露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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