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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校花排行榜”，小风向大思考

■教育评弹

■社会观察

文 / 禹佳言
据《河南商报》报道 郑州

市十里铺 社区，有一位 68 岁
的老太太。她学医出身，是一
家诊所的掌门人，在郑州有 4
套房产。遗憾的是，她和老伴
无儿无女。前几天，她找人代
写了一份招聘启事，不是为诊
所招聘员工，而是要“招聘”
一个女儿。如果能顺利通过她
的“面试”，女儿将来便可以
继承她的房产。

（1 月 28 日 荆楚网）
报道一出，我们不禁在为

老太太的任性而感叹之余，还
是感受到了老太太无儿无女的
无奈和心酸。

老太太是任性的。她年轻
时毕业于许昌一所卫校，后来自
己开起诊所，看病救人的同时，
攒下了4 套房产。性格好强的
她，想找一个和她一样坚强奋
斗、心地善良的女儿。她讨厌
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年轻人，
喜欢善良、勤快的姑娘。也正
是由于有如此强硬性格，年轻时
并未考虑到年老后的问题，也
正是因为自己能干，任性地做着
自己的事业，

老太太是无奈心酸的。也
许年轻时，有事业和老伴可以分
散注意力，未觉不妥，可当老伴
卧病在床，自己虽然物质条件充

足但没人陪伴时，老太太感到了
无奈和心酸。老太太说，她想
找个女儿，不是保姆，自己能够
给她女儿的温暖和幸福。老太
太说，她的要求很简单，希望女
儿能懂事孝顺，周末抽空陪陪他
们老两口，偶尔做一些家务，让
她感到慰藉，这就足够了。“如
果她能发自孝心，带我出去逛
街，或陪我出去玩，那自然是最
好了。”她说。从如此任性的老
人口中说出此话，内心长久的寂
寞和空虚可见一斑。

于是，满心无奈的老太以
公开招聘的方式，希望能找到自
己中意的女儿，笔者认为，此
举弊端颇多，细细分析就可列
出二三，要知道钱财找来的往
往是祸不是福，所以，还望老
者三思。奉劝老人，既然任性了
一辈子，何不继续任性下去。首
先，自家的房产可以出租，选择
一家资质、条件优良的养老院生
活也十分惬意，自己想出门散心，
雇请相应团队代办亦可，自己聘
请律师处理财务等问题。其次，
自己的情况想必周遭人等尽数知
晓，可以与当地社区、街道等取
得联系，以便解决一些生活实
际困难。

最后，真心希望老人家规
划好自己晚年的生活，平安、健
康。

“买得起的奢侈品”为何也敏感
文 / 张楠之
1 月 20 日，美国管理咨询

公司贝恩发布《2014 年中国奢
侈品市场研究》称，中国内地
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为 1150
亿 元， 增 长 -1%， 这 是 中 国
内地奢侈品市场首次出现负增
长。深圳一国企员工戴了一块
5000 港元左右的旧款瑞士雷
达表，开会时被领导表扬“低
调得好”。

(1 月 27 日《时代周报》)
按照这位国企员工妻子的

说法，相比其丈夫的收入来说，
“这块表不算贵”。了解国企薪
资水平的人对此应该不会有太多
疑虑，因为，通常情况下，国企
尤其是一些关键领域的国企，其
员工收入确实相对较高，随着
职级的增长，其收入还会更高。
5000 港元按照现有汇率兑换成
人民币是4000 元左右，花这么
些钱买一块表对于普通人来说
不容易，但对于一些国企员工来
说并不难。

实际上，近些年曝出的一
些被冠以 “表哥”、“香烟哥”、

“眼镜哥”等名号的官员，以
其正常收入来算，也并非买不
起几块表、几盒香烟、几副眼
镜——虽然论单价都非普通人
轻易能买得起。可是，即使是
普通人，不也有一些奢侈品发
烧友，几个月省吃俭用也要买个
几万块的包包挤公交车吗，收
入较高的官员或国企员工就不能
也发烧一回？

问题其实不在这里。事实
证明，那些“表哥”、“香烟哥”
们的天价表、表价烟根本不是
花自己的钱买的，或者说，根
本不是花自己靠劳动挣来的钱买
的，而是用贪腐来的钱买的。“表”

和“烟”不过是“顺藤摸瓜”找
到其贪腐证据的“藤”而已。

即便能够向公众证明这些
奢侈品来自合法收入，穿戴或
使用奢侈品的官员们也不会受公
众待见。原因其实很简单：如
果你穿上了一件上万元的衣服，
你会不会去一个灰尘漫天的地
方与公众沟通？即使勉强乘车去
了，你会不会从车里下来？即使
从车里下来，你会不会停留较
久？恐怕无论是谁，都会有所顾
忌吧。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穿
的是一双奢侈的皮鞋，就不会去
满地泥泞的地方；如果你戴的
是一块奢侈的手表，就不会去
环境潮湿或需要攀爬、碰撞而
可能损坏手表的地方。在这种
情况下，为民办事的主动性就可
能大打折扣。

人的欲望在不受控制的情
况下，很可能变成让人坠入罪恶
深渊的魔鬼。一旦对非正常经济
承受范围内的事物有了欲望，就
像馋虫被勾出来一样，会出现欲
罢不能的感觉，今天买这个，明
天就会想买那个，今天买个贵
的，明天就会想买个更贵的。很
快，这种购买欲就会超出其经
济承受能力，这时，一些人就
会选择铤而走险，坠入贪腐的
深渊。

4000 元钱的手表被评为“低
调得很”，但这样的低调却不是
普通人有能力做到的，这只能说
明，在某些人眼里，奢侈的定
义也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国企
领导有这样的认识，机关官员有
此认识的人也一定大有人在。看
来，公众对政府官员或国企干
部奢侈品的敏感并非没有来由，
见微知著而已。破解此局，唯
有靠制度防微杜渐才行。

“招聘女儿”是老太太无奈之举

文 / 李劲松
近日，“中国大学情怀排行榜”

在微信朋友圈里异常火爆。在此
榜上，复旦大学排第一，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紧随其后。排行榜中，校
园饮食、大学社团都是当下年轻人
喜欢的话题，而“校花排行榜”最
吸引眼球。网络上又掀起了一阵“校
花热”。

（1 月 27 日《光明日报》）
笔者向来不赞同大学搞什么“校

花”选美，好在“校花排行榜” 非
出炉于校园官方。大学是全社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大学教学、
职称论文、科研项目乃至与学术无
半毛钱关系的学生数量、占地面积、
校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之所以成为焦点，在于大
学历来是人类“美丽的象牙塔”之故，
是学子接受圣学的殿堂。人们形成
已久的对大学过高期盼值，与真实
大学校园内发生的学术造假、桃色
丑闻、大学投毒以及马加爵、药家
鑫等凶杀案件之间的鲜明比对，造
成人们心理上的巨大落差，直接影
响着人们对大学的评价。同时，也
使得大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
发了社会对大学和教育的深思。

大学是什么？大学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悉尼大学校长 Michael 
Spence 告诉我们答案：“大学必须
成为这样的一个圣地，不仅在这里
可以获得信息，同时你也可以在这

里学到最为核心的思考技能。”芝
加哥大学安德鲁• . 阿伯特教授说，
大学培养人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必
要的写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终
生学习的能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认为，大学和教育不只是纯粹培养
人才和发展知识为社会所用，还应
当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问题的自
觉参与者和积极组织者，在服务与
引领社会前进上发挥作用。可见，
大学应在价值导向、服务引导社会、
能力创造上都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
能及的。

可如今我们的大学究竟走到了
什么方向？我们的大学是否还存在大
学之“创造精神、批判精神、社会
关怀精神”呢？大学是否还有自己的
操守？是否还有独立的人格特质和骨
气？能够抵御金钱的诱惑吗？又能否
抵抗来自知识之外的压力和干扰？
我看未必。例如，我国一流学府清
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笔者
就曾撰文声讨过，鄙视清华大学为了

“五斗米而折腰”的行为。而与清华
截然不同的是，一个被世人津津乐
道的关于牛津大学的故事：牛津大
学曾拒绝了一位沙特富翁1000多万
英镑的捐款，原因在于这位沙特富
翁在捐款时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
牛津大学办一所以他命名的商学院。
牛津大学董事会经过讨论，认为不
能够因为钱而放弃大学独立自主的
传统，不能开大学受制于个人的先

例，于是毅然拒绝了唾手可得的巨
额钱财。牛津大学并不是不需要钱，
而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所以，当资金的获得需以自由研究
和独立决策的丧失为代价时，牛津
大学毅然“望而却步”了。牛津大学
对大学精神的守护以及始终保存的
那份骨气十分值得我们敬仰和赞誉。
当然，清华大学无法与牛津大学相
提并论的。

笔者认为，“校花排行榜”是
大学乃至全社会需要关注引导的
一个小风向。爱美、追美本身无
错无过，但在物欲横流、急功近
利、风气不正的当前社会，定有
一些权贵和富人觊觎垂涎“校花”
之美色。倘若把握不好青春，再
美的“校花”都极有可能会沦为
物质的奴隶，极有可能会成为色
欲的诱惑，甚或成为一些权贵们
的玩弄对象。大学生不该也不能
忘记在象牙塔里的神圣使命和职
责，所在大学和教育也不能放任
学子们有脱离本职的行为。我们
不能把非官方评选出的“校花”
简单当作是一个“笑话”。大学固
然需要温度，需要宽度，需要容
度，但绝对不能丢失大学的风度。
大学仍需就此小风向开展大思考，
努力去除大学不该存在的现象和
行为，不断提升大学含金量，如
此方能使大学人才发挥引领社会
前进的积极作用。

大学生给父母洗脚的作业并不奇葩 
文 / 郭元鹏
从 上周起，“史上最长 寒假”

拉开序幕，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
生领到了一份“寒假作业”：在大年
三十晚上为父母洗脚并写一篇心得
体会。这份作业被贴到微博上，一
些评论立刻跟了上来，“有没有大
学白考的感觉”，“像小学生的作
业”，“走形式而已”。

（1 月 27 日《成都商报》）
一则儿童端水给妈妈洗脚的公

益广告，温馨而又动人，不知戳中了
多少人的柔软情怀；一则大学生年三
十晚上为父母洗脚并写一篇心得体
会的作业，却让大学生普遍觉得尴
尬，甚至私下议论为“奇葩作业”，
不少人感觉自己像小学生一样被对
待。同样的孝心的表达，天差地别
何以如此？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父母的恩情，万恩千爱百苦，当然需
要我们时时牢记，并以适当的形式
予以表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
前大学生孝道教育渐趋弱化，孝道
情感日趋淡漠，孝道实践一日不如一
日。不能体谅父母的艰辛，甚至视父
母为累赘，对父母粗暴；或者不尊重
父母，对父母生活和健康状况知之
甚少，缺乏对父母的精神慰藉等等，
不一而足，有不少家长都发出这样的
感叹：孩子读大学后，一个月才联系
我一回，还是为了要钱。

而另一方面，当前的孝道教育
确实存在着形式化、商业化倾向。
搞一个孝敬感恩教育报告会，眼泪、

下跪成标配；做一个孝道教育演讲，
买书卖书成为某些商业人士的头等大
事。这种情况下，由衷而发的孝道情
感被消费，做秀、卖萌成为打动人心
的利器。时日渐久，自然而然的情感
表达成了某些人士的赚钱工具、谋
利手段，所谓“百善孝为先，论心不
论迹”，就无“迹”可寻，只剩下难
以表达的“心”了。所以面对给父母
洗脚的作业，大学生们普遍觉得尴
尬，甚至会难为情。

当然，也许会有大学生觉得给父
母洗脚，一道小学生就能完成的作
业，实在是有“贬低”大学生智商之
嫌。读了十多年书，历经大考小考无数，
作业也做了不知做了多少本，如此作
业，只要发挥想象力，一篇“充满智

慧与爱心”的心得体会便可瞬间完成。
其实，孝道意识淡漠也好，商

业作秀也好，小学生作业也好，这
正是布置给父母洗脚的作业的由来。
说它是“奇葩”作业，也实实在在的
冤枉了它。这几年，类似作业实在是
举不胜举，通过自己打工赚钱，在
过年时给父母发个红包；放下手机，
与家人共同准备年夜饭等等。而据

“洗脚作业”的发起者介绍，其实洗
脚作业只是个由头，为父母洗衣服、
做饭、陪他们聊天都可以，关键是
为了唤起孝心。

值此方才恍然：不是作业有多
奇葩，而是孝心的荒芜有多普遍，
而跨越孝心的荒芜需要从细节做起，
从小事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