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问大师：“大师，我现在很富有，但是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您能指点我该怎么做吗？”大师没说
话，只伸出了一只手。对方恍然大悟：“大师是让我懂得感恩与回报？”“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以“哈佛校训”为代表的“大师体”，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模仿大师的口气，以世事洞明的腔调
讲话骗人，很容易上瘾。但网友的调侃倒也没啥恶意，毕竟只算是善意的谎言。而包藏祸心、故弄
玄虚的所谓“大师”，就很容易惹出事端来。“大师”王林、“神医”胡万林这类“大师”，不去“闭关”
修炼，专门出门添乱，自然只能把他们“关闭”了。

真大师是个什么样？看看曼德拉和邵逸夫似乎就
能明白，无论身陷囹圄还是坐享繁华，都处处为人

着想。无需什么名言高论，百年之后自
然留下一座丰碑。

在自媒体时代，大师往往有个“大v”的外号。诚然，大
v之中不乏有真材实料的高人，但也有一部分舌灿莲花，
忽悠网民跟着网络名人的调子走，做人云亦云的“应声
虫”，自己大谋私利，就没有大师风度了。

这一年，薛蛮子犯了桃花；这一年，方舟子情迷豆荚。
争来争去，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王林“大师”跑路了。
据说王林“大师”手底下还是有

点功力的，能玩“空盆来蛇”的绝活。
就凭这点杂耍，居然蒙混了几十年，
让很多大腕明星达官贵人叹服不已。
看来，“第一托”绝不是董卿。

说到底，愿意给王林当托儿的，
也不见得都是真傻。还不是看中了他
背后的人脉，明知你是个绣花枕头，
正好圆我黄粱大梦。

胡万林又惹人命官司了。他
刚刚出狱不久，一个22岁的大学生吃了他
给的药之后不治身亡。

这个十几年前就已经被推倒的偶像，
居然仍有他的市场。实际上，“大师”遍
地走，反映的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仍有

知识贫瘠、精神孱弱的现象存在。
“信神医，何弃疗？”

林志颖仗着一张俏脸，就下实验室充
大师，声称找到了返老还童的秘密，实在
不靠谱。就算返老还童了，又有什么
好——— 以后上公交车，刷不了老年卡了。

卖萌可以，卖弄不行。

95岁的南非“国父”曼
德拉，与107岁的“爵士”邵
逸夫，相继离我们而去。大
师之谓，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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