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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给赵红霞一点悲悯

□本报评论员 金岭

赵红霞，这个重庆不雅视
频的女主角，很多人正在梦寐
以求她的真容，有的媒体还试
图还原她的成长轨迹，甚至试
图到她的家庭成员中去挖掘新
闻素材。对赵红霞来说，这无疑
是一种裹挟着暴力和冷漠的狂
欢，她为自己的过去承受着没
有边界的代价。

在整个事件中，赵红霞
是个受益者，但也是受害者。
根据目前能够掌握的情况，

赵红霞虽然是不雅视频的主
角，但只是整个事件中任人摆
布的一颗棋子而已，尽管她的
角色十分重要，但并非核心人
物，更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从已
知情况看，赵红霞起初是在被
欺骗和洗脑的情况下进入角色
的，是被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使用的，她后来的参与动机，主
要是出于一个小人物艰难求生
的需要，无非是想从中获得一
些小利，仅此而已。

赵红霞不是不能关注，
如果从她那里能挖出更多的

“雷政富”，能找到新突破口
揭露更多的犯罪事实，能最
终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当

然有必要去关注她。但眼下
一些网民和媒体对赵红霞的
兴趣，好像和这个目的相去
甚远，更像是被情色视频激
起的窥视欲，一定要看看视
频中的女子是何等模样。这
样的关注，和反腐败已没有
一点关系，不仅如此，还把严
肃的反腐败议题，弄成了低
级下流的娱乐。在这种关注
之下，受害最大的很可能不
是雷政富这样的大佬，而是
赵红霞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
物：她能承受隐私被撕扯出
来的痛楚吗？她的家庭成员
会怎么对待她？孩子长大后，
会怎样看待自己的母亲？更

可怕的是，她和自己的亲人
会不会因不堪重压而选择极
端的应对方式？

在重庆不雅视频事件
中，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有没有
更多官员涉身其中，涉事的官
员和犯罪团伙之间是怎样交
易的，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能
否做到公开透明，有没有可能
被永远掩盖的内情等等，所有
这些，都比“还原”赵红霞这个
底层小人物的成长轨迹和家
庭情况重要，都比赵红霞的真
容“有看头”。如果一定要从哪
个人身上找到“扒粪”的突破
口，那雷政富等涉事官员，哪
一个都比赵红霞体量大分量

重，都比赵红霞更能引领我们
接近真相。非得“抡圆了”把这
种“扒粪”的劲头对着一个艰
难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于心何忍？

对赵红霞隐私的窥探，
突显了社会理性不成熟的一
面，尤其是媒体职业理性不
成熟的一面，折射出了法治
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
残缺。某种程度上说，媒体的
品质，决定着公共生活的品
质。如果一方面渴盼建立完
备的法治社会，渴盼以人为
本的理念能体现在每个细
节，一方面则把严肃的社会
议题变成无聊的谈资，把可

怜的小人物有意无意地踩在
脚下狂欢，我们离社会正义，
是更近了呢，还是更远了呢？

对一个情色视频的女主
角，只要不是圣人，都会有窥
视的欲望和冲动，这很正常，
但这是一种应该节制的冲
动，尤其是媒体，这种节制，
其实是一种职业素养，更是
一种社会责任。无论是公众
还是媒体，对赵红霞这个社
会底层的小人物，都应该有
一点悲悯。任何时候，失去了
对弱者最起码的悲悯，所有
应该坚守的底线，无论表述
得多么精致，都有可能失守，
这比出几个雷政富还可怕。

在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中，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有没有更多官员涉身其中、有没有可能被永远掩盖的内情等等，所有这些些，都比
“还原”赵红霞这个底层小人物的成长轨迹和家庭情况重要，都比赵红霞的真容“有看头”。

□汤嘉琛

春节前后正是各种聚
会的高峰期，相信不少人
都有这样的感受——— 近些
年，原本为联络同学、亲友
感情而组织的聚会，很多
都因攀比成风而变了味。
近日，《检察日报》报道了
一个案例：在辽阳，有俩老
同学因聚会时炫富斗嘴抢
着埋单而互相撕扯，导致
其中一人因小肠系膜破裂
入院，另一人则被检察院
以故意伤害罪批捕。

报道中的案例虽有些
极端，但各种饭局已不再
像过去那样单纯，却是不
争的事实。现如今，一年未
见甚至多年未见的同学、
亲友聚到一起，言语之间
总少不了各种炫耀和攀
比。从丰厚的年终奖到奢

华的出国游，从羡煞众人
的大房子到呼风唤雨的新
官衔，从价格不菲的新车
到表现优异的子女，几乎
所有能炫耀的资本，都成
为饭桌上的话题。这种陋
习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
甚至催生了“恐聚族”。

聚会是最能观察人们
社交心理的场合，在一定
意义上讲，亲友聚会中的
众生百态，正是管窥社会
价值观的绝佳视角——— 如
今的聚会主题由单纯变得
庸俗、从丰富变得单调，正
是源于当今社会“成功”标
准的庸俗和单调——— 在很
多人眼中，只有拥有财富
或者权势才算成功，如果
钱和权“两不占”，跑去参
加聚会就是自讨没趣。

将有钱和有权当作
“成功”的标尺，是庸俗的

现实土壤中长出的一棵歪
脖子树。当人们通过亲身
经历体会到，有钱才有安
全感、发言权时，想方设法
地追逐财富，自然会成为
一种价值观；当人们在生
活中处处遭遇“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权势就会
成为一种诱惑，让人们为
谋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

同学、亲友聚会对人
际网络的恢复和维系至关
重要，不让攀比炫耀的歪
风吹凉人心、吹淡情感，需
要改变公众眼中单一的

“成功”标准，更需要社会
价值观能够复归理性和多
元。实现这一点，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不过，我们可以
试着从现在做起、从自己
做起，让自己参加的每一
次聚会，都不再因攀比炫
耀而变质变味。

一篇报道，怎那么多

“领导重视”

大河网刊发的一篇《连
霍高速义昌大桥发生垮塌
事故 省市组织抢险救援》
报道，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这篇1300余字的报道，提到
16位省市领导的重视，1134

字表扬河南省委省政府如
何辛苦工作，没出现一次伤
亡人员或家属名字……

这则“以褒扬领导为
主，以报道事故为辅”新闻
的出炉，不是偶然，而是习
以为常。很多地方的官网、
媒体已经习惯了八股式的

报道，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
此也习惯了。甚至有些地方
官员刻意为之，希望通过正
面报道将坏事变好事，或者
是洗刷、推脱自己的责任。
(据《新京报》社论)

龚爱爱事件里的

中国缩影

藉由“房姐”龚爱爱，陕
西神木这个短短六年内发迹
起来的富裕县城进入公众的
视线。某种程度上，神木是当
下中国的一个缩影。高速的
发展，财富的急剧膨胀，对资
源的强烈渴求，在这个过程
中，资源、财富重新分配，利

益群体形成。由于调整分配
过程的不透明、不规范，掌
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员、国企
高管，与寻找机会的资本拥
有者“顺利”地走到一起，这
场权贵“联姻”的双赢，最终
让少数人成为公共资源再
分配的受益人。(据《长江日
报》，作者：付小为)

□本报评论员 崔滨

4日，胶州市为去年因深
水救人而不幸溺水牺牲的烈士
管廷江颁发了116万元的烈士褒
扬金、抚恤金和慰问金。这也是
新烈士褒扬条例实施以来，青岛
市首次重奖见义勇为的烈士。

（本报今日A07版）
上百万元的奖励，不是烈

士舍己救人的动机，但政府拿
出更多的抚恤金保障烈士家
属今后的生活，将会让更多愿

意伸出援手的人感受到自己
并非孤单无援。

路见危难出手相助，本是
我们的传统美德，但因为保障
制度不够完善，一些见义勇为
的善举反而不被理解，甚至落
得“做好事没有好报”的结果。
甚至有见义勇为者，受伤后得
不到及时的救治，牺牲后家人
得不到应有的救助，使整个家
庭陷于困顿。不能让英雄流血
之后家人再流泪，这就是新烈
士褒扬条例修订出台的初衷，
相比原条例提高10倍的抚恤
优待标准，可以保障烈士的家
人维持基本稳定的生活。

虽然说见义勇为的行为

不掺杂利益诉求，但为让社会
美德得到弘扬，政府部门有责
任健全与之相关的保障抚恤
制度，让见义勇为者敢作敢
为，不用思前顾后。眼下，除了
国家层面对烈士褒扬力度的
大幅提高，很多地方政府也出
台法规重奖见义勇为者，都是
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道德的
积极尝试。

一百多万元的奖励抚恤，
与一个人的生命相比，其实也
不算重奖，大概只能保障烈士
的家人应有的尊严和体面，不
必再为生活的困顿落泪。所
以，听到百万大奖奖烈士的消
息也不必太惊诧。

“成功”标准单一，同学聚会不比也难

与生命相比，百万大奖不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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