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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浙江桐乡，13 岁的初一女生杨玲玲 “一夜
成名” ：当地媒体惊讶其 “六年级写成 7 万字婚恋小说” 
，省外报纸赞她可能是 “下一个张爱玲”，中央电视台也
闻讯赶来。热度持续到 2013 年，她高喊着 “要么当作
家、要么做乞丐” 现身东方卫视，她的 “未来”被嘉宾
升级为或将成 “下一个诺奖获得者” ，当这个学习成绩
不佳的高中生歪着头说出 “我要退学 ”" 时，嘉宾惊呼

“她在战斗”。杨玲玲最终并未退学，但她所在的桐乡二
中已然轰动。事实上，“破格” 正是杨玲玲杀入这所高中
的 “秘籍”。2012 年，她的中考分数仅过职高线，可开
学不久，这个“少女作家”直奔教育局，此后命运反转。
今天，杨玲玲没有叱咤文坛，可依然“迷恋”着“破格”——
两度高考，她试图凭文学特长申请读本科，均止步大专；
当被四川某 “985” 高校拒绝之后，她怒而网上筹款，
欲提起诉讼，但应者寥寥。一些支持者也开始反对她。

天才与破格的辩证论
文 / 郭丹
人们对于天才的理解，往往与偏才挂钩，似乎在某个

领域的出类拔萃，总是会以偏废全，不但不可能全面发展，

甚至会成为其他领域的弱势群体。为了让特殊人才有充分

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及其社会价值，很多学校都在进行制

度改革，力求在录取和培养工作中，为天才保持足够的社

会上升空间，实质上就是个性教育和基础教育，专业人才

的成长和考核机制。然而，我们不能为了追求“不拘一格

降人才”的口碑，迎合打着天才的幌子、急功近利、迷失

初心的伪天才。真正的天才，其实并不依赖破格录缺。负

责的破格，更不能对天才盲目放行。

我们常用钱钟书、钱穆、臧克家等大师的先例，号召

现代应试教育为天才高抬贵手，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为社

会贡献自己的特殊才能。然而，高考制度似乎依然僵化。

原因很简单，高考关乎每一个国民的受教育权，在缺乏界定

天才的统一标准和社会认同前，其公平性比成就一段佳话更

重要。在把将天才破格录取制度化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尤为

谨慎，避免引发钻制度空子、急功近利的伪天才潮。杨玲玲

的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实际上她的天才梦远盖过她的天才值，

她的天才头衔里功利色彩远远超过她的真实才华。

的确，我们需要对天才给予足够的包容，前提是我们

必须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特殊才能？ 13 岁的年纪写出的

婚恋小说，缺乏应有的生活阅历和真实经历，这是想象力

而不是特殊才能。遗憾的是，在当时浮夸的舆论宣传刺激

下，这种想象力被夸大和膨胀，不仅没有成长为名副其实

的才能反而朝着功利化的方向背道而驰。当她目空一切地

喊着要退学、理直气壮地要求天才待遇、少年老成的运筹

天才战略时，更是天才幌子下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可以说，

今天坚决不为杨玲玲开破格之门，不仅不是对天才缺乏包

容，恰恰是出于对天才的最大尊重和保护，更是对教育公

平和价值导向的最大保护和坚持。唯有无情浇灭杨玲玲走

火入魔的天才梦，才能让她以及千千万万的学子们勿忘初

心、不离真情、不偏正规、不忘真才。

可以说，杨玲玲对破格的痴迷，幕后操手的关系功不可没：

这个幕后操手有媒体，为求标题效应过度宣传，是杨玲玲虚

妄的开始；还有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对其出格行为的消极

应对，是对杨玲玲不负责任的纵容；当然还有家长和老师以

及提供推荐信的诸多专家们，他们或粗暴或敷衍或被动的引

导方式，让杨玲玲孤身一人在偏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

我们更加不能一错再错，以大开方便之门等同于包容、以破

坏教育公平弥补曾经的失职、以模糊人才标准标榜所谓的不

拘一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会损失高校的学术声望和教育产

出，更会极大扭曲以杨玲玲为代表的学子们应有的价值观和

人才观，迷失在天才功利的陷阱里难以自拔。

我们要明确一个观念，天才培养和基础教育绝不矛盾、

更不悖离，这世界虽然百花不同，却都是根深方能叶茂。

我们切不可忽略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把天才变成不切实际的

空中楼阁，更不能在天才的光环里难以自持用破格代替了

最重要的淡泊自守和刻苦钻研。我们需要制度的弹性给钱

钟书们这样的天才们保留成才的空间，更需要制度的刚性

让杨玲玲这样的偏执者迷途知返，避免让伪天才钻了空子，

堵塞了真天才的制度通道。

报刊亭不卖报纸卖寿衣
“本来是为了方便大家买报

纸杂志的地方，现在全用来私人

盈利了。”近日，有市民反映天

通苑清华长庚医院附近一处报

刊亭卖起寿衣、骨灰盒。记者了

解到，该报刊亭已存在两年多，

夏天时售卖食品、饮料，今年入

冬开始售卖殡葬用品，从未卖过

报纸。经营人称会在入春后开始

售卖报纸。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

工作人员昨日表示，现场查看后

已对其断电并责令整改。

市民举报报刊亭不见一张报
“天通苑东二街、清华长庚

医院东边，报刊亭变身寿衣店，

该有部门来管管吧？”近日有市

民网上爆料报刊亭变身寿衣店，

便民设施变味成了私人的盈利工

具。

1月8日 , 记者来到天通苑，

在太平庄中二街与立水桥北路的

交叉路口看到已经“变身”的报

刊亭。报刊亭占地 5 平方米左右，

周围被蓝色的铁皮围挡起来，仅

在西北侧留着一扇门。门旁张贴

着巨大的广告，上书“寿衣”二

字，旁边小字写着“24 小时一条

龙服务”并附上电话号码。在另

一侧，则有一个黑色电子屏幕轮

番播放经营项目，包括各式寿衣、

骨灰盒、墓地、仪容修复、遗体

返乡、灵堂布置等与殡葬相关的

各种商品和服务。推开报刊亭的

门，里边放着寿衣、被子等殡葬

用品，不见报纸、杂志，也不见人。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个报

刊亭已存在两年之久，空置了很

长一段时间。“去年夏天开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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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亭卖寿衣”角色失范也是一次转型提醒
文 / 杨朝清
作为一种角色失范行为，“报

刊亭卖寿衣”让人在情感上和

心理上难以接受。报刊亭所销

售的报刊杂志，原本可以丰富

老百姓的精神家园，现如今报

刊亭却徒有其名，“从未卖过报

纸”；对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的

背离，让没有殡葬用品营业执

照的商家超范围经营，将报刊

亭用作其他用途。这样的违规

行为，理应得到规训和惩罚。

伴随着移动阅读的兴起，报

刊亭的衰落成为一种无奈而坚

硬的现实。在笔者所在的校园

里，鼎盛时期有五家报刊亭，

报纸杂志也很丰富；现如今，

只有两家报刊亭还在不忘“初

心”，另外几家早已改头换面。

两家依然坚守的报刊亭，销售

报纸杂志基本上也挣不上什么

钱；曾经的“主业”已经彻底

沦为“副业”甚至面临着“失业”

的风险。

急剧的社会变迁，改变了不

少人的生存生态，也让一些事

物遭遇了“冰火两重天”。报刊

亭昔日的火爆局面，如今已经

难得一见。将报刊亭用作其他

用途尽管不够合理，却是一种 

“生存理性”——报刊亭进行多

种经营是为了收入来源多元化，

多挣一些钱。“报刊亭卖寿衣”

尽管背离了社会规范，却依然

隐伏着商家的利益诉求。

和曾经风靡一时的街头电话

亭一样，报刊亭也难以阻挡时

代前进的脚步。报刊亭在本质

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如何更加

便民、利民？报刊亭要坚守“本

分”，售卖报纸杂志的功能不能

废弃。尽管移动阅读方兴未艾，

但依然有一些读者喜欢纸质阅

读；尽管报纸杂志的市场需求

减少，报刊亭也需要承担文化

传承的社会功能。

报刊亭不是不能做“副业”，

而是要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

化轨道。没有相关商品的营业

执照却超范围经营，这样的自

弹自唱需要戴上“紧箍咒”。对

于报刊亭而言，既不能只要文

化功能、社会功能却忽略经济

功能，也不能只要经济功能却

漠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二

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身处变革时代，“报刊亭卖

寿衣”尽管不合规矩，却给我

们带来了一次转型提醒。作为

一个公共空间，报刊亭既要便

民、利民，也要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报刊亭在售卖报刊杂

志的同时，也可以为过往的行

人提供一些常用消费品——遵

循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循序规

范的利益的支持，其道德价值

就是脆弱的；寻找公共利益和

商家利益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

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报刊亭才

会更有生命力。

时候卖小食品和饮料，卖了一段

时间，今年入冬开始卖寿衣。”

一居民告诉记者，从报刊亭开业

以来，从未见有人卖过报纸或

是杂志。“政府给他批的就是卖

报纸的地方，他占着公共地盘卖

其他东西，太不合适了！”住在

附近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

偶尔会购买报纸、杂志，但如今

只能在地铁站内购买。“便民服

务不光不便民，现在霸占便道还

挡路呢！”

经营者解释寿衣只是搞副业
随后，记者拨通寿衣店经营

者崔先生的电话。他表示自己经

营这个报刊亭并没多久，“这才

刚弄好，开张没多久”。他解释，

由于天气寒冷，报刊亭内并无取

暖设施，所以他一般并不会坐守

报刊亭。“冻得人坐不住，所以

也就没法儿卖报纸了。”

之所以选择售卖寿衣是因为

报纸难卖，利润很少，“所以大

家都得搞点儿副业来补贴，你看

其他报刊亭除了卖报纸也卖很多

其他东西。”崔先生表示，他只

是暂时不售卖报刊，等到气温回

暖就会正式售卖报刊，“等开春

了暖和了，这儿也会卖报纸和杂

志。”

报刊零售公司将约谈经营者
记者就此联系到北京市报刊

零售公司昌平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杨先生表示，曾接到过群众

相关举报，检查后也多次约谈

该报刊亭的经营者，并要求停止

经营。经查，该报刊亭属超范围

经营，也没有经营寿衣等殡葬用

品的营业执照。昨日记者再次致

电杨先生，他表示分公司已联合

街道办对附近几处报刊亭进行

检查，对属于占用报刊亭用作其

他用途的三家报刊亭断电，要求

整改，几家报刊亭将在整改之后

恢复正常营业。

（据 1 月 11 日《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