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羞辱无助于道德提升

汪彦玲

日前， 浙江台州市民抓到
一名女小偷， 把她上衣撕扯成
“露背装”，背上写“我是小偷”

四字示众，暴打一顿后报警。

其实，小偷失手后被抓，受
到如此待遇的事件屡见报端；

有些地方曾将失足妇女、 犯罪
分子游街示众；去年，某市曝光
了乱闯红灯、乱停车辆、乱穿马
路、乱扔垃圾的市民名单，并附
了视频截图， 百姓们对这一举
措纷纷叫好。或“游街示众”，或
“张贴示众”， 不但社会上的有

些民众对此举推崇备至， 就连
有些执法部门也赞成这样做。

其实不管是小偷还是乱穿
马路者， 其行为确实令人不齿。

小偷被现场逮着，我们可以立即
报警，交由警察处理；乱穿马路，

可以由交警或者志愿者劝阻，都
合情合理。但有些人和有些部门

却采取羞辱当事者的方法，以为
可以达到惩罚目的。羞辱社会违
法违规之人，看似有效，但实质
上是违背法治精神的，势必会造
成更多的反感情绪。

羞辱社会成员的做法与其
说在减少不文明行为， 还不如
说是变相地增加不文明行为。

在这样的“教育警示”之中，更
多人嗅到的是公共管理部门和
某些社会成员的强权意识，而
不是对社会公共道德及规则的
敬畏。

用文明的方法去倡导文
明，社会文明才能建设起来。让
社会有序、纯洁，就要不以羞辱
社会成员为手段； 要提升公众
的道德感， 那么就先请公共管
理部门与个人从自身做起，做
到敬畏法律，尊重他人。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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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尚未入冬， 但这条新闻所传递出
的冷漠会让你产生一种惊心刺骨的寒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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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半左右， 在广东佛
山黄岐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面包车撞
倒两岁女童后逃逸，路人无人伸援手，接
着又有一辆车从其身上碾过。前后

7

分钟
内共有

18

人路过没有出手相救或打电话
报警， 直到第

19

位———一名拾荒阿姨发
现后将其扶起。女童奄奄一息，几乎脑死
亡。

前段时间，当有港媒以《中华民族到
了最缺德的时候》 的评论批评内地社会
道德失范时，很多人还很不以为然，称问
题没那么严重。 可当面对这让人颤栗的
冷血场景时， 看着路边的监控视频拍下
的那两个残忍的司机、 那

18

个冷漠的路
人、那个可怜的女孩时，谁会再去质疑港
媒那个虽刺痛了我们的尊严感、 却击中
了当下某些残酷现实的标题。

从监控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长
长的冷血链和缺德链。第一个司机，在前
轮碾压过后，停了一下，又加大油门，用
后轮碾压了第二次；然后是

3

个路人冷漠
走过，只看了一眼女童，没有人停下来；

接着就是又一辆货柜车从孩子身体上碾
过； 接着是一个个像什么都没有看到的
路人……实在不忍心叙述这个残忍的过
程，可是，这就是让人难堪的惨痛现实，

我们无法背过脸去假装没看到。

如此世道人心， 要经过多少冷漠的
沉淀，多少缺德的累积，才会在光天化日
之下形成这么根深蒂固的冷血。 也许有
人会说，还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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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那个拾荒的阿
姨扶起了那个女童。 有什么值得庆幸的
呢？这时候才有人扶起，而且扶人的是一
个常遭都市人歧视和驱逐的拾荒阿姨。

我们的灵魂无法从这种“最终还是有人
伸出援手”中获得救赎，只会从内心涌起
一种深重的、无地自容的耻辱感。

然而，即便心中对残害那个孩子的冷血充满愤慨，再次袭
来的是一种无力感———面对那些冷漠的路人，能怎么办呢？道
德讨伐听起来是最激烈的，而却又是最无力的。而且在进行这
种道德批判时，心中又有一丝不自信：当我们身临其境遇到当
时场景，能不能确信自己不会冷漠地走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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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冷血路人身
上，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影子？面对这个缺德链，我们无法置身
事外。

想起了前段时间热议的“不敢扶老人”、“做好人没好报”

———这种反道德的撒娇之声很流行，而且似乎很冠冕堂皇：因
为做好人有被诬陷的风险。现在看来，这纯粹是一种伪正义，

是为社会的冷漠找了一个看似正当的借口。佛山那
18

个路人，

如果把被撞倒的女童扶起来，他们会有什么风险呢？会有人诬
陷他们撞人吗？不会。这种冷漠无关什么风险，只是暴露了堕
落的、冷酷的人心。

还想起了杭州那个勇救坠楼女孩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不幸的是，佛山这个叫小悦悦的女童，没有遇到这样的“最美
妈妈”。那时，我们沉浸于对“最美妈妈”大爱的赞美中，而没有
深刻反思：“最美妈妈” 所以震撼人心， 正在于冷漠社会的背
景。我们没有反思过，在经济日益发展、物质日益丰裕的社会，

“最美妈妈”变得越来越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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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路人”的冷漠群像则是民
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令人颤栗。 （据《中国青年报》）

和 谐 诚 为 先

张真
时下，“不信”，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语：做好

事，不信，认为是作秀；帮助人，不信，认为有企
图；甚至有人遇险去解难也不信。媒体报道，广
东肇庆一

70

多岁阿婆跌倒后被人扶起，闻讯赶
来的阿婆女婿却对其恶语相加：“周围的人都
不扶，就你来扶？不是你撞的你会扶她？”多亏
有监控录像证明。这个故事真让人感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要和
谐，诚为先。诚，不仅是和谐的润滑剂，而且是
和谐的奠基石。可以说，离开诚，谈和谐，无异
于缘木求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人与人如果
互不信：“话到嘴边留半句”； 或者是互猜疑：

“未肯全抛一片心”；或者是互防范：“明是一盆

火，暗是一把刀”，能和谐得了吗？

同样是媒体报道，安徽合肥一
76

岁老大妈
搭本村顺风车意外身亡，车主四次提出赔偿都
被老人亲属婉拒， 理由是要做好事人的钱，良
心会不安。这种以德报德、好人好报的故事，展
现了社会风气的另一端，折射了人性诚挚美好
的一面，读来让人温暖感动。

和谐诚为先， 就是把诚视为做人的根本。常
言道：“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对于诚，我们的中
华文化早有定论：唐代的李翱，把“诚”视为“人之
性”；北宋的周敦颐，把“诚”看作“人之本”；普通
的老百姓，更是把天行四时、地育万物当作“诚之
源”。可以说，自古诚行天下，而今诚比金贵。事实

最具说服力。且不说过去那个老喊“狼来了”、“狼
来了”的小孩，由于自己的不诚而险些被狼吃掉
的故事， 就是当今那些头上带有不少光环的专
家、学者、教授，最终由于自己的学术不诚，或抄
袭、或造假，不照样落个身败名裂的结局吗？

和谐诚为先， 就是为人处世要诚心诚意。

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之谓也（《后汉书·
马援传》）。可以肯定，做事只图其表，不叫诚；

干事只谋私利，更与诚风马牛不相及。诚，只能
是以心待之，诚恳、诚挚；以实处之，实心、实
意。喜欢上镜、热衷造势，蓄了一尺水，却掀一
丈浪，尽管所为之事是好事，所干之事是实事，

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毕竟，真诚，用不着表

白。其心，人能感；其意，人能知。生活就是这
样：人心自有一杆秤，心心相通可预知。

和谐诚为先， 就是诚字当头， 行在其中。

诚，不是外衣，穿穿就行；而是行为，只有行动
才行。这种行动，不是比谁说的动人，而是比谁
行的扎实。这种扎实，自不妄语始：即便有天大
本事，也决不说天大话语；自做小事始：见有
难，帮一把；见有哭，问一声；自放身段始：处
高，向低走；有根，向群众。相信，只要这样做
了，说不上能感天地，泣鬼神，倒是可以天天心
舒畅，夜夜入梦乡。毕竟，诚字当头，于人有相
长之益；行在其中，于己无自辱之患。

和谐诚为先，既是一种道德追求，又是一
种行动底线。是道德追求，就要宣传教育；是行
动底线，就要法律约束。实践证明，一种好的行
为形成，只靠教育、不靠法律是不成的。不能设
想，人人都是雷锋。对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
事”的，对有诚信不良记录的，就要靠法律与纪
律，不仅使之得不到便宜，而且让其处处碰壁。

如此，才能让“诚果”累累，才可使和谐满园。

（据《人民日报》）

国考报名“税务最热”的现实隐喻

秦淮川
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

15

日开始，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竞争最激烈的
20

大职位中有
12

个职位都来自税务部
门。（

10

月
16

日《法制晚报》）

其实，国考虽热，但不是所有岗位都热，热得撩人和
冷得出奇同时存在。

媒体报道，

2007

年至
2011

年国考报名显示，

5

年来热
门职位中有

8

个属监管类职位。显然，很多人认为这些岗
位权力大，其权力色彩相对浓厚。另外，海关、税务等部门
也是报考热点，如

2010

年国考报名人数最多的前
9

位都是
海关系统。 因这些部门基本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收
钱、管钱和用钱，部门福利待遇较好。

与此同时，则有不少冷职位，有的甚至因为达不到最
低报名人数而取消职位。如地震、气象、煤矿安全监察一
直是冷门机关，尤其是气象部门最冷。

2007

年国考，相当
一部分气象局的职位无人报。这些岗位门前冷落鞍马稀，

不外乎三个原因：单位福利差，工作辛苦，地处偏远。

国考报名一冷一热，耐人寻味，也引起不少人的反思
与质疑。有网友斥责报名者嫌贫爱富，趋利避害。其实，每
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权利，人们选择大城市、油水
足的职位，选择与权钱关联大的职位报名，无可厚非，是
经过权衡对比的结果。与其苟责这些人“嫌贫爱富”，不如
关注这些热门职位为何有如此之大的魅力。 不少热门职
位确实有魅力， 比如税务部门， 前不久， 国家税务总局
“晒” 三公，

2010

年国税系统三公决算达
216631.68

万元，

在已公布的中央部门中开支最大。

当然，有些人向往权钱职位，还与腐败想象有关，有
人认为进了这样的单位，可以“勤捞”致富。因此，与其追
问人们为何追逐热门职位，与其炮轰人们向往权与钱，不
如规范权力，用事实告诉公众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大
不等于权力变现的机会大。

（据《广州日报》）

学生的“江湖”

春鸣丫丫

到广告公司定制竞选海
报、印学生名片进行自我宣传，

甚至以“代写作业”、请客吃饭
作争取支持的条件……新的学
期， 不少中小学又进入班干部
竞选季。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
官场”也堪比“小江湖”，不仅拼
实力，还要拼“人气”。（

10

月
14

日《扬子晚报》）

从好的一面看，但凡竞选，

选来争去、拉票火爆，并不是坏
事， 起码好过上级指定或者老
师“钦点”，起码让人看到自己
的选票有点价值； 从不好的一
面看，靠请人吃饭换取支持，靠

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父母的
金钱；许以“代写作业”，虽说靠
学生自己的能力，其实也很“坑
爹”的。

在“盼父是李刚，望子能成

龙”的社会里，各种光怪陆离的
怪现象不时出现。中小学生的世
界不过是大人世界的一个翻版，

班干再小也是官啊，为了家里多
出一个“官”，还不上阵父子兵？

成人社会里潜规则多多，中小学
生中岂无潜规则？要纯洁中小学
生的“竞选风气”， 请自大人的
“政治游戏”始！

（据《羊城晚报》）

新同志：“临时工”的换代产品？

殷国安

有网友几天前丢了手机，

她通过被盗手机的定位功能找
到窃贼位置，遂报警求助。接警
员回复称让失主自己去抓，抓到
了再送到公安部门由警方处理。

之后银川市公安局经调查确认
情况属实，遂向失主道歉并对当
事接警员作出停职培训处理。

110

居然让受害人自己抓
贼， 这实在是一个笑话。“该接

警员是一名刚刚录用不久的新
同志”，这句话引起了网友的不
满。过去，许多部门一出问题就
推说是临时工，因为

110

里不可
能有临时工了， 于是又拿一个

“新同志”来搪塞，强调是新人，

难道为自己减轻责任吗？

没有这个道理， 只要担任
接警员，不管他是什么性质、什
么身份，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代

表公安机关， 他的成绩是公安
机关的荣光， 他的错误是公安
机关的耻辱， 他的问题当然也
应该由公安机关负责。

现在有些出问题的部门，

一出问题就拿“临时工” 来卸
责，民众可不管什么“工”，谁代
替政府履职，他就代表政府。所
以， 这种欺人自欺的办法就不
要继续使用了。（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