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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季，又见大学排
行榜。前不久，艾瑞深中国校
友会网发布2017年中国大学评
价研究报告，其中不仅有对各
个高校综合排名的整体呈现，
更以一份新鲜出炉的中国高
校富豪校友排行榜引起坊间
的热议。

这些年来，大学排行榜形
式多样屡见不鲜。仅以国内而
言，编制大学排行榜的单位或
机构曾有二三十家之多。作为
大学排行榜的“品类”之一，中

国高校富豪校友排行榜早已
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自2005
年起，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已
连续13年推出这款“产品”。尽
管如此，每有这样的“产品”推
出的时候，人们依然会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就在
于，按富豪校友数量为中国高
校排座次，以一种轻巧的方式
碰触了这个时代的创富主题，
激发并迎合了人们对财富话
题的关切。

中国高校富豪校友排行
榜用数据说话，看上去很“正
式”很“学术”，其实，在很大程
度上，我们更应将其视为蹭高
招热点的一则趣闻、一条广

告。对这样的榜单做过于“严
肃”的诠释大可不必，否则，极
易陷入认知的误区。

这份高校富豪校友排行
榜虽然对富豪与高校进行了
看似精确的匹配，但是，稍有
常识的人都会懂得，富豪的财
富与富豪曾经上过的大学之
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人
能否成为富豪，取决于多种复
杂的因素，跟他上过的大学没
有必然的联系。即便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一
直位居富豪校友排行榜的前
列，最多也只能说明一个人的
创富能力可能跟他所念的大

学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有多
大、有否偶然性任何人都难以
说清。从这种意义上说，面对中
国高校富豪校友排行榜，任何试
图在高校与富豪之间建立必然
联系的努力，都有失浅薄。

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那
样，在这份榜单的背后隐隐流
露出某种炫富的冲动。如果高
校富豪校友排行榜真成了一
份高校炫富榜，那么，这份榜
单所宣示的就是一种极其粗
鄙的大学价值观。在这种价值
观里，大学教育价值被粗暴地
简化为创富技能的培训。毫无
疑问，这是一种对大学教育的
亵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大
学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创富
技能，那么，将所有的大学改
成商学院岂不成了最好的选
择？但是，人类文明又岂是仅
仅靠财富就撑得起的呢？

这样的引申或许有些绝
对，但是，只有将榜单潜在的
某种价值取向推到极致，人们
才能看到其中的荒谬之处，进
而在解读过程中将榜单安置
到合适的位置。

一言以蔽之，中国高校富
豪校友排行榜或许是茶余饭
后一份不错的谈资，绝不是一
个可以严肃解读的文本，过度
诠释你就错了。

别拿“富豪校友排行榜”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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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狼神器”击中女性权益保护软肋

□木须虫

进入夏季以来，性骚扰、地
铁“咸猪手”等引发社会关注。近
日，有记者发现，一种名为“防狼
喷火器”的器械在淘宝上十分畅
销，卖家在宣传中称“轻者烫伤，
重者毁容”。对此，有民警表示，
这种“防狼神器”不合规。

先不谈“防狼喷火器”是否
合法合规，就算拿来对付色狼、

“咸猪手”，可能会导致不必要
的伤害，甚至可能引发公共安
全事件。这些“喷火器”威力有

大有小，威力大真有可能如卖
家所称：“轻者烫伤、重者毁
容”，且“咸猪手”多在公交、地
铁、超市等人流高度密集的地方
出没，使用可能形成火灾隐患，
购买和使用本身就存在不小的
风险，特别是造成严重后果可能
面临严重的法律责任。例如，遭
到性骚扰喷火致人毁容，就算
女性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也逃
脱不了防卫过当的罪责。

“防狼神器”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心理营销，利用了女性对性
骚扰的普遍心理焦虑，自然也迎
合了一部分女性自卫防护的非
理性冲动。当然，这种带有相当
危险性的防卫产品热卖，事实上

击中了女性权益保护的软肋。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相

对弱势，性骚扰是侵犯女性身体
与人格尊严最常见的形式，如何
预防和惩治，全世界范围都是难
题，存在违法成本低、执法取证
难、覆盖领域广的共性问题。相比
较而言，我们在这些方面显得更
薄弱。例如，性骚扰还不是一个法
律上的词条，在最常见的治安处
罚法中，笼统地以“猥亵他人”而
代之，而且是“情节恶劣的”，处5
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按此规定，
地铁上的“咸猪手”就算被抓，大
多只能批评教育了之。

此外，在人流涌动的公共
场所，谁来执法管理、维护女性

权益，始终都存在比较突出的
短板。很多时候都在呼吁女性
面对公共场所性骚扰时要大声
说出来，借助公众的力量对色狼
形成震慑，这的确是积极的一
面，但是，在公共空间，如果长期
没有管理力量的介入，周边公众
的帮助很难具有可靠性，如果围
观者冷漠，对性骚扰视而不见，
甚至带上讥讽的眼光，反而会
扩大女性的心灵伤害。

如果社会对女性权益的保
护长期缺位或者软弱，导致女
性公共生活安全感的焦虑，自
然会加剧女性对自我防卫的依
赖，甚至畸生出借防卫泄愤的
冲动。重视和加强女性权益保

护，既要充分营造尊重女性的
社会文明氛围，如在公共空间
中倡导女士优先等，赋予女性
更宽松的生活空间，也要突出
女性权益的法治保护，如细化性
骚扰行为的具体违法规定，提高
处罚成本，畅通女性维权的渠
道，加大公共场所便衣执法力度
等等，形成威慑，甚至可以考虑
赋予女性面对性骚扰时适当的
防卫权利，明确可采取的防卫
措施，防卫后果具有豁免权的
界线，消除女性自我保护的模
糊地带，这既是强力撑腰，也是
对性骚扰者的现实震慑。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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