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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听听“洋人”的批评能让我们更清醒

□本报评论员 金岭

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
不少外国的政治家、商业领
袖和学者权威等发出的肯定
赞扬之声，在我们的媒体上
所在多有，但批评之声则很
少能看到听到。最近一个偶
然的机会，读到美国学者沈
大伟(David Shambaugh)关于
中国的言论片断，才知道一
些对中国发展的负面评价也
很值得关注，比如这位美国
学者说，中国的软实力基本
上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不具
备全球大国的条件，只是一
个被动回应型的孤立国家，
中国没有什么领先的跨国企

业等等。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喜

欢听顺耳的话，对逆耳之言
会有本能的反感，像沈大伟
这类批评甚至非议，显然不
如颂扬之声听起来舒服。人
性有弱点是正常的，但如果
一遇批评就把耳朵捂起来，
就有点不正常了。

其实，如果不揣摩人家
的动机，赞扬和批评的不同
之处，仅仅是因为认识问题
的角度和参照系不同得出不
同的结论而已，无论是褒扬
还是唱衰，其中都可能包含
着值得思考和正视的真问
题。我们听到的那些批评之
声，更多是把中国放在当今

世界格局上进行横向比较，
这当然会发现我们的很多不
足。事实上，人家指出的许多
不足，我们自己也早就意识
到了，区别只在于，批评者使
用的语言不太符合我们的文
化和政治习惯，听起来感觉
有点别扭罢了，比如沈大伟
说中国“软实力基本上可以
忽略不计”，话虽然说得有点

“狠”，但也点到了我们的软
肋，只不过同样的问题我们
自己一般不去表达到极致就
是了。

多听点洋人的批评，能
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
己。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
展，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我

们一些人的头脑也开始膨胀
起来。这些年来，社会上的奢
糜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和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颇
有关系。一些人到发达国家
转一圈回来，就大言不惭地
说“发达国家也就那么回事
嘛”，完全忘了中国还有数量
巨大的贫困人口，忘了中国
正面临着经济和社会转型的
巨大压力，忘了中国的问题
还得靠更大的发展来破解，
甚至忘了连自己的成功都是
规则不公平下的偶然。听听
洋人的批评，至少能提醒我
们不少人，中国这个“大国”
离“强国”还很远，还需要几
代人的奋斗才有复兴的希

望。而只听“好声音”，对批评
之声不予理会，是一种文化
封闭的表现，很难建立起真
正经得起考验的自信。

对外来批评的包容程
度，能看出一个民族的心灵
空间有多大，更能看出一个
民族理性的成熟度。处在一
个开放的世界中，必然要面
对外部的品头论足甚至刻意
挑剔，何况人家评论我们，我
们也在评论人家，很多互相
品评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智
慧、远大的眼光和宝贵的经
验，多听取不同的声音，有助
于涵养大气从容的文化风
度，也有利于塑造健全的国
民心态。如果我们对外来批

评过于敏感甚至本能排斥，
很可能因精神残缺而陷于偏
激，并最终酿成国民精神的
麻醉剂，一旦剂量加大，就有
出现精神障碍的危险。

良药苦口利于病，虽然
外来的批评之声动机各异，
背景复杂，不一定都算得上
是良药，但一个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国家和
民族，善于听取和包容不同的
声音，这本身就是自信的表
现，只能赢来更多的尊重。任
何人都不愿面对批评，但减少
批评的最好办法就是听取批
评，并在批评中不断反思和修
正自己，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
超越所有的批评。

对外来批评的包容程度，能看出一个民族的心灵空间有多大，更能看出一个民族理性的成熟度。如果我们
对外来批评过于敏感甚至本能排斥，很可能因精神残缺而陷于偏激，并最终酿成国民精神的麻醉剂。

仅凭“人民战争”，艳照敲诈难根除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湖南双峰县“掀起
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
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
诸如“全社会动员起来”、“坚
决打击”、“严厉打击”这样的
用词，被制成标语挂在县城
以及乡镇大街小巷。

在此之前，很多地方都
侦破过犯罪分子通过PS艳照
敲诈官员的案例，但反应如
此“强烈”的，双峰县还算头
一个。这种运动式的执法活

动是否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滥
用，产生此类犯罪活动的社
会土壤能否就此被铲除，都
是值得深思的。

PS淫秽图片实施敲诈，
与抢劫、偷盗等犯罪行为没
有本质区别，面对任何违法
犯罪活动，不论犯罪手段如
何、犯罪对象是谁，司法机关
都应当依法办案。打击犯罪
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需要
司法机关的长期努力。反观
双峰县打击PS艳照犯罪，由
市级领导牵头，全县统一行

动，还通过悬挂宣传标语等
形式大造舆论，仅一次行动
就出动了300多名警员。因此，
人们有理由怀疑，在一定时
间段和一定范围内，针对某
种具有特定手法、特定对象
的犯罪活动展开运动式的打
击，会造成司法资源分配上
的不公平。另外，从双峰县已
经侦破的案件来看，PS淫秽
图片的敲诈对象主要是党政
机关的领导，这容易给当地
的老百姓造成一种错觉，这
一专项行动似乎是为了保护

某个特定的人群，很可能会
造成恶劣的舆论影响。在这
种声势的威吓之下，如果民
众试图通过“艳照反腐”的路
径也被“误伤”，就更加得不
偿失了。

从报道来看，双峰县的
严打行动还是颇具成果的，
仅3月15日就逮捕了4个团伙，
涉案金额高达4530多万元。
涉案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
大，让人触目惊心，PS艳照
敲诈活动在当地俨然已经
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是清

白的官员不善于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是个
别腐败分子为掩盖贪腐行
为而“破财消灾”？无论是哪
种情况，这个“产业链”长期
生存的社会土壤都值得深
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
薪”，当地政府有必要重视
这种特殊犯罪活动存在的
社会土壤，监察部门也应以
此为突破口，查查官员中的

“受害者”，还无辜者一个清
白，对贪腐者给予制裁。只
要暗藏的腐败得不到查处，

此类特殊犯罪活动生长的基
础就不能从根本上被铲除，
在这一波打击过后，PS艳照
敲诈的勾当一定会卷土重
来，恐怕到时候又要挤占大
量的司法资源。

事实上，应对PS图片敲
诈，官员们最该想到的就是
报警，用这种最常规也是最
有效的武器将犯罪分子绳之
以法。“身正不怕影子斜”，如
果官员能够在工作中严于律
己、清正廉洁，PS艳照自然也
就无用武之地了。

很多地方都侦破过通过PS艳照敲诈官员的案例，但反应如此“强烈”的，双峰县还算头一个。这种运动式的
执法活动是否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滥用，产生此类犯罪活动的社会土壤能否就此被铲除，都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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