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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1.2 月 2 日 A19 版

《英外交大臣计划登马
岛》（编辑：任业刚 校对：
王春然）一文，标题中的

“英外交大臣”应为文中
所说的“英外交国务大
臣”，副题中的“黑格”应
为文中所说的“布朗”。

2.2 月 2 日 A22 版
《科 比 赞 新 秀“ 小 曼
巴”》（记者：张宾）一
文，第 1 栏倒数第 3 行
中提到的“奥多姆”应
为“保罗·加索尔”。

【文字更正】
1.2 月 2 日 A12 版

《拍 摄 前 多 次 推 翻 剧
本》（校对：田秋霞 编
辑：魏佳）一节，第 2 栏
第 2 段第 3、4 行“也更
容易贴进观众”中，“贴
进”应为“贴近”。

2.2 月 2 日 A16 版
《“建无门馆是为更自由
读书”》（校对：薛京宁 编
辑：杨清晓）一文，第2栏
第 6 行“行政大楼是有
门德”中，“德”应为“的”。

3.2 月 2 日 B07 版
《小肥羊今日在港除牌》
（校对：薛京宁 编辑：常
菁）一文，第 1 栏第 1 段
第 4 行中“已经完成完
成”应为“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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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公开透明的选举开启乌坎未来
乌坎选委会的顺利产生，昭示着乌坎正在逐步走向正常选举、自治、生活的道路；由此可

见，乌坎人愿意、也有能力在法律框架内表达诉求，用好自身的权利。

■ 观察家

公共表达伦理何以如此匮乏
孔庆东事件及香港媒体反内地孕妇广告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粗野的语言根本无助于辨

析任何问题，在粗野言辞所构筑的话语场中，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

2月1日，广东陆丰乌坎
村迎来了热闹的投票选举
日，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是第
一次投票。有准备外出务
工的村民，特意推迟行程，
只为投出属于自己的一票；
还有腿脚不方便的村民，由
亲 人 推 着 轮 椅 到 投 票 现
场。最终，11人组成的村民
选举委员会被推选出来，将
具体负责组织村民委员会
的重新选举工作。

从当初的群体性冲突
到重新实施自治选举，从省
委、省政府介入到村民选委
会产生，乌坎事件的演进过
程一直处于外界的聚焦之

下。广东省委、省政府介入
后坚持“法律至上”，保证乌
坎村村民进行自治选举，无
疑对事件的良性转折起到
了重要作用。现在，乌坎选
委会的产生，昭示着乌坎村
正在逐步走向正常选举、自
治、生活的道路。这不光是
乌坎村民，也是社会各界乐
于看到的。

乌坎事件发生后，外界
在高度关注的同时，也给出
了很多不同解读，甚至有人
给该事件贴上各种标签。如
今，乌坎人用公开透明的选
举，证明他们此前是在表达
自身正常的利益诉求，所争

取的是他们自身的权利。但
回顾这一事件，整个过程还
是聚集了太多值得总结的信
息，也启示了落实农村基层
民主之路径应该如何走。

乌坎事件起源于部分
村民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
务、换届选举等问题的不
满。这种不满说到底事关
村民利益和村民权利。面对
利益分歧，地方政府应该采
取什么样的态度？地方政府
如果能正确看待利益冲突，
并且能向民众显示正常渠道
进行权利救济的有效性，就
有可能在事件发酵之初，用
最低的成本平衡各方利益，

避免冲突的发生。
乌坎村高效、透明、有

序的选委会选举，提醒一些
政府官员，应该相信基层的
民众，包括乌坎村民，愿意、
也有能力在法律框架内表
达诉求，用好自身的权利。
用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
銮的话说，“只要按照政策
和相关法律法规办事，老百
姓是拥护的。接下来的选
举也会继续这么搞。”

在这过程中，政府最重
要的就是要做到“法律至
上”。特别是在面对现实中
一些冲突事件时，政府不仅
要依法追究各种违法行为，

更要依法保障民众的合法权
益。乌坎如今所发生的一
切，都是在政策和法律框架
内的。这就说明，只要尊重
制度，尊重民众的权利，很多
冲突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
启示不止是对乌坎有意义。

一个月以后，乌坎将进
行村委会的选举。只要继
续秉持透明公开的原则，充
分尊重乌坎村民的权利，乌
坎人可以选出他们心目中

“有能力、能办事”的村主
任。这一个个常态化的选
举，也将能保证乌坎走向美
好的未来。

相关报道见昨日A15版

最近的微博似乎陷入
狂热之中：先是方舟子等质
疑韩寒作品由人代笔，质疑
韩寒的人中也有被挖出有
抄袭之嫌的。孔庆东针对
香港人发出不当言论，引发
港人强烈不满，网上一片骂
声，其中也有令人大跌眼镜
的“ 揭 露 孔 氏 隐 私 ”的 文
章。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香港某媒体竟登出广告，以
蝗虫比喻在港生育的内地
孕妇。

凡此种种没有底线而
丑恶的言辞，及其背后蠢蠢
欲动的相互不尊重，不宽
容，甚至仇恨，清晰地呈现
当代国民德性之匮乏，具
体而言是公共表达伦理之

匮乏。这个被很多引以为
自豪的信息时代最可怕的
地方在于，很多人缺乏与
他人交往的基本德行，就通
过道听途说而形成满肚子
的意见。并且，因为有一种
真理在握的自信而急于表
达，他们以最为粗野的语
言，对着各种各样的事务，
匆匆忙忙地宣告自以为是
的真理。

这些表达者似乎从不
顾忌自己的表达是否会伤
害别人，因为他们缺乏人之
为人的底线道德自觉：仁。
仁让人相互尊重，也避免相
互伤害，也即“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自古圣贤特别注意言

语表达之遣词、语气，实在
是因为，言辞是人际交往的
最重要工具。曾子所说之

“出辞气”，既包括私生活领
域各种场合的言语表达，也
包括公共表达之礼仪。在
这两个领域，各方辞气得
当与否，对于共同体能否
维持其秩序，具有十分关
键的意义。

孔庆东事件及香港媒
体反内地孕妇广告事件，已
经清楚地表明，粗野的语言
根本无助于辨析任何问题，
在粗野言辞所构筑的话语
场中，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什
么共识。相反，哪怕双方都
在表达真理，这样的语言只
会扩大分歧，制造怨恨、仇

恨，撕裂本来存在的共同
体。最终，公共空间所剩下
的惟有一地鸡毛。

当然，言为心声，言辞
的粗鄙显示的是心灵的蛮
荒。近来种种事件表明，
这 种 心 灵 的 蛮 荒 是 普 遍
的。最让人震惊的是，一
些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
分子言辞之粗野、心灵之蛮
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
们与粉丝相互激励，他们
彼此之间也相互激发，而
共同向下堕落，让诸多“神
话”破灭。

这不是什么国民性问
题，而是文化断裂、教育失
败、教化空虚、利益至上侵
蚀的必然结果。虽然人皆

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
让之心、羞恶之心“四端”，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
觉地将其扩充而为仁、义、
礼、智四德，这需要教化，需
要风俗之约束，需要君子之
表率。

因此，光是对着公共空
间呼吁言辞之德行是没有
用的。中国社会需要文化
的自觉，需要重温圣贤的教
诲，思考如何做个好人，做
个好公民。而掌握着巨大
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尤当深
刻地反省，在这个大转型时
代，自己怎样做，对于公序
良俗之形成和维护，才可发
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秋风（学者）

来信

没想到教室照明
居然这么差

据《新京报》报道，全市
中小学校教室课桌面平均
照度合格率为 60.3％，黑板
平均照度合格率仅 22.9％。
昨天，来自市教委的消息，
该委将下拨专项资金，对教
室及黑板照明条件不合格
的1496所学校进行改造。

不是昨天看报，笔者还
真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多学
校、教室的照明、光线存在
如此大的问题。不少父母，
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会花
成百、上千元钱，给孩子购
买护眼灯具。却万万难想
到，孩子们待的时间最长，
最重要的学习场所，学校教
室的光照却是这样一种不
堪状况。

中小学校教室课桌面、
黑板平均照度这么差，应该
是早就存在的事实，有关部
门是刚发现吗？如果是这
样，在这几年学生视力普遍
下降严重的情况下，为什么
不早做调查？在教室照明
的问题上，现在及时整改
也算是亡羊补牢，但有关
部门需要举一反三，还有
没有类似顽疾未被发现，要
及时作出反应，不能让学生
成为受害者。

□刘桂华（市民）

“和谐家庭”标准
让人难理解

据报道，伴随首都人民
半个多世纪的“首都五好文
明家庭”已更名为“首都和
谐家庭”。“北京市和谐家庭

指标体系”分为城区版和郊
区版，涉及三方面内容：家
庭内部和谐、家庭与社会和
谐、家庭与自然和谐。

笔者对城区版的和谐
家庭评比标准，有些难以理
解和认同。城区版和谐家
庭标准包括：家庭主要成员
要经常上网；家庭藏书量要
在 300 册以上；订阅报刊不
少于 1 份；家庭人均每月用
水量不超过 8 吨；经常有旅
游、聚餐、购物等家庭活动，
促进家庭凝聚力和加深感
情等。

对此，我不禁要问：家
庭成员上不上网、上网时间
长短、家庭藏书量的多少与
家庭和谐有何关系？经常
旅游、聚餐和购物的一个
重要前提是要有钱，要有
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不是
所有的城区家庭都能承担
得起的。这样的评比，必

然会把那些经济条件差的
家庭阻挡在外，而这样的
标准会让人误解“有钱才
能和谐”。

□张成浩（职员）

语文教学要让
“套公式”失灵

来自市教委的消息：今
年秋季，中小学将全面启用

“新课标”。今年 9 月，中小
学生将能用上修订后的新
教材。

据说其中语文教材也
要 改 动 ，要 减 少“ 死 记 硬
背”，尊重学生成长规律。
说到语文教学改革，我想起
了一件事情。期末考试，上
初中的女儿语文考得不太
理想，主要是“阅读理解”部
分失分较多。针对这一问

题，我给女儿报了一个语文
提高班，第一课就讲如何做

“阅读理解”题目。老师的
办法十分出乎意料，她教给
孩子一些答题“公式”，称只
需熟练使用“公式”，就能保
证基本分数不会丢。

女儿说，老师的方法还
真好用，遇到阅读理解题，
她只需针对不同的阅读题
来“套公式”，居然接近标准
答案。

中国语言的特点就是
博大精深，变化莫测，同一
个字就有不同的含义，同
样的句子也可以有多种理
解。会“套公式”的孩子才
能得高分，无疑就是语文
教学的悲哀。

因 此 ，建 议 语 文 教 学
中，改变阅读理解设定标准
答案的做法，采取开放性的
教学考试方式。

□韩雪（学生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