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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雷道歉了。这位德云
社当红小生恐怕怎么也没有
想到，去年表演时抖出来的包
袱，竟以这样的方式重重地砸
在自己的头上。

一切似乎都是源于“旧事
重提”。去年年底，张云雷参加
了一场跨年演出，跟搭档合说
了一段相声。其间，他因“嘴
欠”而铸成大错——— 竟没心没
肺地把汶川地震等当包袱来
抖。这份“嘴欠”当时并没有激
起什么波澜，到了今年5月12

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这一
天正是汶川地震11周年纪念
日。就在这样一个举国哀思的特
殊日子，近半年前那次表演被翻
了出来，相关视频在网间热传。
眼见着，“拿国难开玩笑”的张云
雷就要成为千夫所指的“恶
人”——— 不仅网友们心绪难平谴
责声声，不少主流媒体也拍案而
起，“提醒”张云雷们注意“艺
德”。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张云
雷何以诚惶诚恐地赶在5月13日
凌晨发微博道歉。

这份道歉理所应当。并不
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来搞笑，
即便表演的初衷再“单纯”，也
不能百无禁忌。以轻佻的姿态

对待理当严肃对待的“题材”，
拿国难事件来“开涮”，无论什
么时候，这种突破底线的做法
都是不应该的。在这个意义
上，张云雷在事情发生近半年
后出面道歉并不冤枉，更多的
是在做一件早就该做的事儿。

对张云雷而言，这应该是
一次惨痛的教训。伤愈复出之
后，这位排行第二的郭德纲弟
子迅速蹿红。在这个时候栽一
回跟头，对他来说堪称一次严
肃的“警告”。有了这次教训，
他今后的艺术与人生之路想
必会更稳当一些。对德云社而
言，张云雷的“雷暴”也不失为
一次及时的提醒。虽然张云雷

在道歉中极力说明自己的错
误跟德云社无关，但是，作为
德云社的“当红炸子鸡”，张云
雷的错误很难不会对德云社有
所影响。怎样更好管理旗下员
工，在追求“笑果”的同时避免类
似错误的发生，也成为了德云社
接下来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不过，在声讨的人群中，
有一些人就揪住张云雷的小
辫儿不放，恨不得将其“一棍
子打死”。这样做显然就有点
儿过分了。毕竟，张云雷已经
道歉了，他的错误也远没有严
重到不可原谅的地步。这个多
灾多难的年轻人走到这一步
不容易，他的艺术才华也已广

受认可。对这样一个难得的年
轻艺人，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
关爱和包容。他正在为自己的
错误付出代价，大家应该对他
多一些耐心，为他留出充足的
改错时间。

更必须看到，这次事件来
得颇有些“蹊跷”。一些人对张
云雷近半年前的“嘴欠”给予
曝光，时间选择非常精准。这
份精准不仅恰好触到了汶川
地震这一痛点，也很好地“呼
应 ”了 近 期 的 一 场 粉 丝 之
争——— 一边是张云雷的粉丝，
一边是德云社另一位相声演
员的粉丝。双方激战之际,张云
雷的错误被“旧事重提”。

批过张云雷“嘴欠”，不妨给他改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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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开直升机进校园已经“超纲”了

□毛建国

近日，有网友爆料，在北京
某小学的科技节上，一学生家
长，因为其孩子的科技节课题是
直升机原理，在科技节当天亲自
将直升机开到校园内展示，其孩
子也因此获了奖。当事家长介
绍，把直升机开到学校并非个人
行为，是应校方的邀请配合完成
科技节活动，性质是完全公益
的。而且活动前一天，就已经完
成了航线和准飞的申请。

对于此事，舆论争论不断。

很多人的质疑，未必就是“玻璃
心”，更多针对的还是家长开直
升机这一行为，会不会给自家
孩子和其他孩子带来成长干
扰。至于说是不是炫富，符不符
合规定，反倒成了细枝末节。

据了解，事件发生在5月10
日，当天恰好为北京市海淀区枫
丹实验小学的科技节活动日。学
校举办这样的活动，当然是有意
义的。很多家长即便有些抱怨还
是主动参与了进来，但常见的参
与，一般都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
完成一个“手工”。而像这位家长
一样，直接“上实物”，且是飞机
这种“大块头”，还很少见。

单从活动效果来讲，可谓

非常理想。可是，教育从来都是
一个整体，评价一种教育实践，
得看整体效果。很多人的担心
正在于这里，讲直升机原理，连
直升机都能开进来；那么讲汽
车原理时，操场怕是要成了豪
车的停车场。无论一些家长是
否有心，在事实上都用财富构
筑起了一道防线，并对家长和
孩子进行了筛选。如果此风蔓
延开来，一般家长和孩子，连参
与活动的资格都会被无形剥
夺。最让人担心的是，这将会在
孩子心中埋下不平等的种子。

不必讳言，当下教育在很多
方面都遇到了“超纲”现象，不少
问题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按

照老套路也无法解决很多新问
题。当然，“超纲”并不完全都是
坏事，有些“超纲”还是好事。但
不管如何，教育还是要“一切为
了孩子”出发，要尊重教育规律、
成长规律，不能任由一些社会现
象干扰孩子成长。

就此事而言，草木皆兵的
“琉璃心”不必，完全无视的“弹
簧心”也不可取，更值得探讨的
是，如何留下好的一面，减少对
孩子的负面影响。

现在，直升机进校园的活动
已经结束了，但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很有可能成为孩子们谈论的
话题。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
要思考，这件事会不会出现副作

用？比如说，那个处于焦点的孩
子，会不会因此产生虚荣心？而
一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会不
会因此失落，埋下不平等种子？
如果老师和家长重视问题，拿出
办法，是能够避免副作用的。

其实，此事也是一个契机，
通过成年人的引导，让孩子们学
会思考社会，学会正确面对一些
沉重的现实。其实，很多人都矛
盾，一方面想让孩子看到社会的
一些真实，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
真实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从这个
角度来说，“直升机进校园”事件
对当前的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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