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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童遭性侵，
警示建立常态保护机制

“需”与“须”
文 / 石川

“须”和“需”都念“xū”，不仅同音，而且近义。它们可

构成完全相同的词组，如“必须”和“必需”，“须要”和“需要”，

意义极其接近。每逢用时，常有令人不知用哪个为好的麻烦。

其实，“需”与“须”还是有区别的，“需”相当于“need”，“须”

则相当于“must”。“需”，主要是指需要、想法、愿望、希望、

欲望，偏重于需求、想要之意，是人的一种内在动机和内生动力。

“须”，则偏重必须，着重事理上情理上的必要，或者强调一定

要，是一种意志的强求和责任的担当。

“需”与“须”又是有联系的，“需”的满足需要“须”的努力，

“须”的行为与表现可以促成“需”的实现。只有“需”的愿望

没有“须”的付出，“需”就是空想；只有“须”的劳动没有“需”

的目标，“须”的表现就会流于盲目。

人活世上没有“需”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须”的

表现也是不可思议的。人的一生实质上就是“需”与“须”的组合、

贯通、转换和促进。换言之，人的一生就是想法、行动，又一

个想法、又一个行动的循环往复，是想法与行动互相转换的进

行时，是想法与行动的结合体，谁遵循和践行了这一法则谁就

拥有丰富而完美的人生，谁违背了这一定律，谁的人生不是失败

也是平淡无奇。

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不仅知识浅薄，对“需”

与“须”的意义含混不清，而且在人生的料理中脱离了“需”与“须”

的要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只有“需”没有“须”，或者说欲望、

想法、需求多，而行动、付出、必须少。这种人只想收获不想

耕耘，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只想享受不想吃苦，不愿意履行“需

要”中所隐含的“必须”，其结果不仅不会遂心如意，还会演

变成心理上的“羡慕嫉妒恨”和“空虚寂寞冷”，同时还会落下“空

想主义”、“想法先生”、“徒羡人士”等笑柄，为人所不齿。

人是应该有需要的，而且需要推动着人的革新与成长。人

只有生发出一个又一个的需要和想法，才是拥有了希望、憧憬

和向往，才会面向未来、走向前方。有需要无疑是正常人的表现。

问题是需要不会自发地满足，而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靠践行

所需要内容的运行规律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去达到。肚子饿了

要充饥，要充饥就须找充饥的东西，要找充饥的东西就须花钱

买或者动手做，只有“需”与“须”一环套一环，充饥的需求

才能得以保障，不然充饥这样简单的愿望也会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只有将“需”与“须”有机地捆绑在一起，一个人

才不只是正常的，而且是积极主动、健康向上的。一个社会也

只有将“需”与“须”紧紧地拢在一块，才能有发展、有进步，

呈现出生机勃发之景象。

按照世界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

次，并且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后才可以生发高一层次的

需求。其实，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人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

从不同的维度来划分，人的需求大体应有生理与心理、简单与

复杂、基本与多样、物质与精神、低级与高级、隐性与显性之别。

那么一个人需要什么，怎么满足，反映着其所处的生存状态与

水平，也折射着其思想境界与高度。明白“需”与“须”要义

的人，必然就会不断地按照“必须”的要求去做好相应的

工作，去满足现实的“需要”，

然后再生发更高的“需要”，

再用“必须”的要求去应对。

这样的人必然会希望多多、

收获多多，必然会拥有超然

的成就和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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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自 2017 年 11 月 24 日起推出
专栏《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
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石川，以传统
文化为底蕴，以生活体验为基调，用谐趣笔墨，用乐观
态度，对一些汉字进行精妙解读，并用创新思维丰富了
其内涵，同时还将谐音汉字进行比较、联系和结合解读，
博古通今，言简意赅，读来振奋，予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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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犁一平
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人，从出生后不久

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爷

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 20 公里的村子里。为了

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

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在这家名为“天天”

的托管所里，小月和 9 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

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 岁，最小的只有六

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

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

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

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

贡，6 岁留守女童遭另一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1 月 15 日央视网）
留守女童遭宿管老师长期性侵，不能只盯住性

教育缺失这一块短板，因为性教育阻挡不了色狼的

魔爪。君不见，许多成年人被强奸都不敢声张，遑

论留守女童。作为留守女童，本来就孤单无依，内

心脆弱，更经不起色狼的威胁、恐吓，小孩子根本

不敢把宿管老师性侵的事向家人提起，只能与要好

的朋友和同学私下偷偷交流。同时，爷爷奶奶粗心，

不注意观察孩子的变化，也想不到这些事，错过了

揭露真相的第一时间，致使色狼长期性侵得逞。

这警示和提醒，保护留守儿童，防止留守女童

被性侵，需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护机制，安排专

门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的人员负责，实行常态化关心、

保护，这应该成为由政府牵头的社会责任，而不是

总在事后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处，这虽然能讨回

公平正义，彰显法律威严，但是，却弥补不了受害

女童的心灵创伤，这种伤害将伴随她们一生，可能

改变她们的命运，影响她们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幸

福，甚至可以说毁了她们的一生。

劳动力大流动，仍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

因而留守儿童也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这

是社会发展问题，需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即不能

坐看留守儿童被伤害、留守女童被性侵而无所作为。

窃以为，原有的政府部门或组织机构可以转变职能，

或者增设留守儿童保护机构，从机关到农村，从学

校到企业，建立全覆盖的网络，安排专人负责，把

保护留守儿童的责任担起来，把留守儿童保护起来。

比如，学校安排女性专职人员，专门服务留守

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经常性地开展心理咨询、

健康问诊，了解留守儿童包括留守女童的生活情况、

健康状况、身体安全及性安全等，及时发现问题，

尽早处理，防止发生性侵事件而学校却浑然不知的

现象。农村妇联主席或者计生专干的职能也可以增

设，责成其关心农村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女童，给

爷爷奶奶发放一些宣传资料，主动上门了解留守儿

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的情况，防患于未然，并做到长

期坚持，长期保护。

文 / 钱夙伟
寒假临近，各高校学子们在期末大考中做着

最后的“挣扎”。1月15日，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

院思修课期末考试放了个“大招”：一学期完了，

你认不认得你的授课老师？一道“态度题”引起

考生议论纷纷。

（1 月 16 日《华西都市报》）
这道“选出你本课程的授课教师，请在其照片

对应括号内正确写出名字”的题目，不仅让一些学

生一脸懵逼，而且一经网络发布后也引发网友围观。

题目新颖，而且答对不得分，答错却扣41分的评

分标准，也让大家惊呼“答错了那可是送命”。实际上，

并非一题“定生死”，“期末考核还是要综合学生平

时表现，而卷面成绩只占百分之三十”。

然而，这道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如校

方所说，这是一道“态度题”。“有的同学一学

期完了，可能都还不知道老师是谁。”这在以前

不可想象，比如几十年过去，许多人即使小学

老师的名字也不会忘记。但现在学生叫不出老

师的名字，在高校几乎是普遍现象。这是因为，

许多人上课只是“点个卯”就溜之大吉，有的

干脆让人代为考勤。即使课堂之上，也是一群“低

头族”，课根本没有听进去，又如何分得清讲课

的老师是谁，更不用说还知道老师的大名。因此，

这道题考的是学习的态度。

而从根本上说，这道题考的是学生对自己未来

人生的态度。不容讳言，现在许多学生一进入高

校，就以为“熬”出了头，从此自由散漫，不思进

取，有的盲目攀比、超前消费；有的成天沉溺于网游，

学业荒疏。国家投下巨资，父母节衣缩食，却不料

竟是让学生糊里糊涂地混几年。显然，再不端正态

度，“把整个大学 4 年的黄金学习时间都白白浪费了”

并非杞人之忧。

这道题固然是考学生，但其实更是在考老师。

学生的放任自流，老师难辞其咎。现在许多老师，

教学管理松懈，讲课只是完成任务，学生到不到、

听不听无所谓，备课又不认真，讲课没有吸引力，

让学生更难以打起精神。而平时又缺乏互动和交流，

更遑论思想教育工作，愧对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责任。

这样的老师，怎么让学生记得住名字？

对于促进教学和管理，培养全面合格、有理想

有信念的大学生，让大学生名副其实地成为时代的

骄子，未来的栋梁，这道“态度题”可以说有着“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无疑，无论对大学生还是老师，

这道题，既是约束，更是压力。大学固然需要一个

宽松自由的治学氛围，但这并非可以没有压力，压

力来自于自律，更来自于他律，而这样的他律，或许，

就应该从让学生记住老师的名字开始。

教育评弹 >>

记住老师名字，应是大学常态

新华社 /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