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 17日晚，在北京大学举
办的一场昆曲演出结束后，有“学术超
女”之称的北师大教授于丹受邀上台
发言，刚一开口说“我代表所有观众感
谢……”就惹得不少观众不快。在台下
的嘘声中，于丹不得已尴尬离场。一名
北大学生表示：心灵鸡汤不能亵渎国
宝。（见昨日本报B01版报道）

老谭：应该尊重于丹说话的权利，即
便她的发言有悖于一些观众的想法和
感受。

小洛：观众有权利拒绝被代表。尽

管方式有欠思量，但这种精神是值得赞
扬的。而且，这是一场商业活动，公开
售票，观众买票是来享受昆曲大师的
艺术瑰宝的，不是来看于丹凑热闹的。
在北大的历史上，演说者被轰下台的例
子多了。

老谭：是，北大追求思想自由，可更
强调兼容并蓄啊！如果于丹的话听起来
不舒服，大可一走了之。宽和谦逊是传
统美德，尊重他人更是修养所在。现在
不少人总是一味地强调“自由”，却忽视
了“尊重”——要知道，这两者是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的。

小洛：这件事情有两点要理清：首
先，向于丹喝倒彩的观众未必是学生，
更不代表北大，公开售票，谁都可 以
来，不应人为地将“于丹”和“北大”对
立。其次，我觉得允许多元表达比认定

对错更重要。轰于丹下台可能过激，但
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仍然值得肯定。
对“倒于”的行为厉声喝止，并施以劈头
盖脸的批判，与他们轰赶于丹的行为毫
无差别。

老谭：多元化表达当然是好的，但应
基于理性。否则，吵吵闹闹弄得一地鸡
毛，于人于己，都无好处。

小洛：可能于丹心里不是滋味，但
对她来说，这也未必是坏事，算是警
醒。当时尚、娱乐、商业等场合都能见到
身为北师大教授的嘉宾于丹的身影时，
对其而言这或许是人生的另一种成功，
但也许又是一种迷失。名利场是个大酱
缸，当学者变成明星，其更应该自尊自
重，有所选择地表达，为自己的言语谨慎
负责，若不论什么场合都想“发言”，难
免贻笑大方。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每年秋冬季节，许多洛宁
果农都要来市区卖苹果，一个孝顺女儿，为
了不让父亲受累受冻，在网上替父亲“支”
起了苹果摊。网友夸赞“孝心苹果”更加
甜。（见昨日本报A08版报道）

女儿当年的学费，是父亲用一个个苹果
换来的。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父亲用报纸和
旧汗衫把一沓现金裹起来的样子。时隔多
年，父亲老了，那个曾经强健的男人已变得
羸弱。女儿心疼父亲，尽己所能给予帮助。

我们的父母都会老去。每个人从出生
的那一刻起，就和父母建立了如同火光和
煤油般的关系——你的成熟与壮大，是以
他们的衰老和离世为代价的。

面对老去的父母，我们需要为他们做
些什么？

当他们日渐老去，反应变得迟钝，动作
变得迟缓，请不要不耐烦，耐心一点儿。因
为他们在你儿时，曾经花了多少时间教你
这教你那。

当他们絮叨着琐事，甚至根本忘记要
说什么时，请不要打断他们，安静地陪在一
边。因为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说话，而
是跟你在一起。想想在你小时候，他们曾
一遍遍地读着故事，直到你静静地睡着。

当他们出入没去过的场所不知所措
时，请不要自以为是地提醒他们，使他们站
在角落恐慌茫然。因为，是他们最先教会
了你不要随地乱扔纸屑。

父母能真正拥有孩子的时间，通常只有
一二十年。在这之后，孩子便有了自己的生
活，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圈子，与父母相对疏
远难以避免。而即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
们还要忍让孩子的任性和少年的叛逆。在
我们为各种事情忙碌，全力搭建自己的舞台
时，请记得，对日渐老去的父母，无论你们之
间有没有共同语言，脾气合不合，都请好好
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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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反装，里面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
候有人会在外面看，谁在看，心里觉得很不舒
服。另外，女生们觉得现在换衣服也很不方
便，只能排队在卫生间换或在被窝里换。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中学女生对校
方在学生寝室门上反装猫眼的监视行为表
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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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发言被轰下台，于丹冤枉吗

获得公平感比增加财富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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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尊重于
丹说话的权利

老谭观点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晓亮

【新闻背景】针对酒鬼酒深陷塑化
剂超标风波，中国酒业协会发布声明称，
目前，我国白酒标准正在研究白酒产品
塑化剂含量标准限定，某些媒体在缺乏
依据的情况下就断言白酒产品塑化剂超
标，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白酒
产品中基本上都含有塑化剂成分。其中
高档白酒含量较高，低档白酒含量较
低。（见11月20日《新京报》）

上次塑化剂引关注，是去年 5 月台
湾地区的“食品塑化剂”事件。当时，卫
生部紧急将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列入可能用于食品的非食用物质“黑名
单”，并明确了相应检测方法。

既已将塑化剂列入“黑名单”，并明
确检测方法，怎么时隔一年多，白酒里隐
匿了40余年的塑化剂才忸怩现身？

现身的方式一如既往——“中酒协：
白酒基本都含塑化剂成分 未现致病案
例”……这种句式太熟悉了，在“乳业三
聚氰胺”里听过，在“肉业瘦肉精”里也

听过。
不少媒体强调了塑化剂的危害：塑

化剂 DEHP 是一种环境荷尔蒙，其毒性
远高于三聚氰胺，会造成免疫力及生殖
能力下降，损害男性性能力等。也有一
些公开资料显示，其对人体的毒性并未
明确，至少未有定论。按惯例，目前各国
可容忍的60公斤成人每日摄取量范围为
1.2~8.4毫克，在这个范围内，人体会将其
以尿液、粪便形式代谢出体外。

这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如乳协、酒协
等行业协会自证清白的自说。但是，目
前白酒中的塑化剂含量是否对人体有足
够的危害？危害程度如何？显然也需要
国内机构给出权威的检测论证数据。

中酒协称，近 40 年的塑料制品（设
备）的白酒生产中，未有塑化剂致病案
例。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酿酒工
艺不需要改进，更不能说明真的没有一
例塑化剂致病案例。

轰动全国的这起风波的真正问题，
可能并非只在酒业。如前所述，三聚氰
胺、地沟油、瘦肉精等造成的食品安全焦

虑，只要还未消散，那么塑化剂风波就只
是其中一个注脚，而非症结的全部。

逆推可知，这次塑化剂风波，不过是
重复了以上食品安全危机的标准发病程
序。在台湾塑化剂风波后，卫生部虽然将
其列入“黑名单”，但酒业和相关监管部门
似并未积极跟进；更恶劣的是，去年6月中
酒协在全国调查中已查出白酒中的塑化
剂，但是，据说“含量远低于国外相关标
准”，而国内在酒类塑化剂含量方面又没
有标准，所以这个消息被隐瞒了18个月。
这和三聚氰胺的瞒报路径何其相似！

而即便曝出新闻后，有个人向质检
部门递交塑化剂相关的个人咨询、检测
申请，仍被驳回，因为“没有专门针对白
酒塑化剂的检测标准”。

检测监管的后知后觉，行业标准的
严重缺失，个人申诉的频频受阻……这
和之前的“标准滞后，检测无门”何其
雷同！

药方已开过不少，病灶却总是披着
不同的马甲，神出鬼没，连绵不绝。这病
的应该不止酒业吧？

病的应该不止酒业吧？

□姜赟

你幸福吗？网络上热议，电视里追
问，人人感受不同，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简
单回答的问题。然而，在众说纷纭中凝
聚起共识：幸福，源于个人感受，更系于
国家发展。

放眼中国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回应的正是人民对幸福的呼唤。人
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GDP增长，更注
重人在发展中的位置，认识到破坏生态、
浪费资源的发展不可持续。在旧有发展
模式下，GDP上去了，个人财富增加了，
许多人的幸福感可能并没有提升。

面对现实矛盾，努力实现公平正义，
老百姓才能过得更舒心、更愉快。经济
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基础，但仅有物质财

富的增加未必能使人感到幸福。可以想
象，假若就业靠“拼爹”、上学走关系、权
益少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就会使人伤
心、寒心，撕裂社会，造成对立。

公平感的获得，权益受到尊重，在很
多时候比财富的增加更重要。

我们看到，“异地高考”的合理诉求
渐行渐近，收入分配改革更加注重公
平，公民“四权”得到保障，惩治贪腐绝
不容情……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虽然我们作出了努力，仍
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实现公平正义正
愈益成为老百姓的共识，不断强化人们
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和憧憬，增强着人们
的信心。

瞻望未来发展，建设丰饶的“精神家
园”才能使幸福有更坚实的依托。许多

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表明，离开文化的
浸润和文明修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世
界就会变得苍白和空虚，放任功利盛行，
造成人际紧张，平添内心焦虑。温润心
灵，涵养人生，成为当下中国的热词，表
明人们渴望寻找幸福的归属。

发展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政府工作
的根本归依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当然，幸福生活不能靠赐予
和施舍，而要靠自己不懈努力去争取。
人们有理由期待，“个个都有好工作，家
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
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在这样一
个美好愿景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参
与者和创造者。

（转自昨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栏目，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