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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什么人？

比具体事情上的义利之辨更艰难的取舍，是人生“大盘”
的艰难抉择，即在生死之间、今生与来世之间的“路径选择”。

【葡西行随感之二】

鄢烈山 知名评论人

快乐着快递

有人在总结黑猫宅急
便的开发方式时这样写：

“要彻底融入消费者的情
境，人在家中坐，物自然到
家中。”

【台湾观察】

周益帆 资深媒体人

要问我，最害怕接谁的
电话？不是来自领导的催
促，不是来自家长的逼婚，
更不是来自朋友的抱怨，我
最怕：接快递的电话！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
因为人不在或者手头有放
不下的事，而错过快递，开
始的一次两次，还觉得没什
么，但当我经历过好几次的
包裹寄丢、证件拖延、厉声
说教后，我决定，不管多曲
折、多忙碌，一定要在第一
时间，且保证在接到电话的
5 分钟之内，冲到快递员面
前，从地上捡起我那沾满泥
土的包裹……

与我感同身受的，一定
不止一个两个，尤其是在节
日的时候。

大概半个月前，一位媒
体同行即将结束在台湾的
采访工作，收拾了一下，发
现居然有 60 斤的行李。“你
快 递 一 部 分 好 了 。”我 建
议。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
知道可能会不开心，却不得
不去选择。听了我的建议，
她开始打电话、约取件。

两天后，在我们一起出
去采访的路上，我听到了她
冲天的怒气：“你们怎么回
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
不来收钱？也不告诉我重
量！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 叹 气 ，天 下 乌 鸦 一
般黑。

放下电话，她继续向我
抱怨：“钱都没收就把东西
拖走了，肯定把我的行李堆
到了仓库里，也不知道会不
会丢……”

我 心 里 一 激 灵 ，这 姐
姐，一定没吃过快递的亏。

然而，隔了一天，她高

兴地跑到我房间，说：“我家
人说包裹已经收到了！他
们虽然到现在还没来收我
的钱，不过东西早就寄出去
啦！说过两天来收钱……”

拜托，大姐！你有多不
知足，就冲这速度和态度，
你也该快乐着收快递呀！
事后，我检索了台湾快递业
的信息，发现了很多让人吃
惊的做法。

比如，台湾五大宅配之
一、隶属于日本大和运输的
黑猫快递，会在网站上更新
每天的《宅急便配送讯息通
知》，比如：“因春节包裹激
增及航空运能有限，1 月 9
日至 20 日期间集货寄往离
岛包裹需寄件日后两天方
可 配 达 ；因 苏 花 公 路 坍
方， 1 月 9 日云林嘉义以
南集货往花莲所、瑞穗所包
里今日将有延迟现象……”

又比如，日通快递采用
掌上 PDA 系统，可与作业
中心的取件讯息同步化，客
户在包裹签收后三分钟，就
可以在网站查到单据上签

字的照片，本人、家人、邻居
或是托管代理员签收，一目
了然。

再比如，成龙快递制定
了五“W”调度模式来提升
品质：“What：运送何文件？
Who：何人来接此 case 最适
宜？When：预计取送时间
各为多长？Where：预计取
送位置为哪里？Which：需
要多少成本，何收费价格最
适宜？”

我不敢说台湾的快递
公司挣钱比大陆的哪一家
要多，可那种同时掌握着

“物流与情感流”的经营理
念，让他们更加成功。有人
在总结黑猫宅急便的开发
方式时这样写：“要彻底融
入消费者的情境，人在家中
坐，物自然到家中。”

如果某一天，大陆的快
递公司也能这样考虑，不再
把自己当成简单粗暴的运
输业，而立志成为细心体贴
的服务业，我是不是就可以
快乐着快递，而不是悲情着
快递了？

童年离不开“童年生活”

童年之善和童年都不
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社会
构建的。不同的社会或群
体会为“童年”添加具体的
社会文化内容。

【教育观察】

施小炜
旅美教师

近日，一段有关一名 4
岁男孩在父亲强迫下，在零
下 13 度的冰雪天气中裸跑
的视频，引起许多媒体及网
友的强烈关注，这位男童的
父 亲（在 网 上 被 称 为“ 鹰
爸”）表示，他这样做是为了
将儿子培养为“强健的男子
汉”。2 月 13 日，《劳动报》
又报道说，苏州诺斯达电子
厂涉嫌雇童工，童工最小者
9岁半，1天要干12小时。

这样的报道很自然地
引起人们对当事儿童的关
心和同情，也引起了人们对
古代斯巴达儿童军事训练
和狄更斯笔下的童工生活
的不快联想。从社会学的

角度来说，这些儿童之所以
被许多人视为不幸，乃是因
为他们的“童年经验”被强
行扭曲，而这种扭曲是与现
代人具有相当共识的“童年
之善”不相符合的。

这些童年之善包括无
忧无虑（不包括儿童的那些
小烦恼）、受到父母的爱护、
不必承受成人的沉重责任
压力、不接触成年人的性
或其他强烈欲望、远离成
人的虚伪不需要为生计劳
作、身体不受药物或致瘾
物品的控制、充裕的游戏
玩耍闲暇等。

童年之善和童年都不
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社
会构建的。不同的社会或
群体会为“童年”添加具体
的社会文化内容，如被训
练成“男子汉”、体育或别
种专门人才，无休无止的
考试等。童年离不开“童
年生活”，而童年生活的特
征与内容则是由具体的环
境，如政治制度、社会文化、
历史传统主导的，儿童行为
的价值规范，如什么是“好
孩子”，也受这些外在力量

影响和制约。
构建儿童就像构建“男

人”、“女人”、“老年人”、“青
年”、“疯子”、“残疾”，不是
不能从生物学或生理上把
这些类别的人与其他人群
加以区分，而是单纯的生物
学或生理的区分缺乏具体
和准确的社会文化意义。

虽然构建的观念有助
于了解“童年”的形成，但
是，极端的构建观却容易把
人们带入“命定论”和“相对
论”的误区。它认为，既然
所有社会中的童年都是构
成的，只是内容不同，那么，
对童年也就只能采取道德
相对论的态度。民主社会
构建儿童，与希特勒纳粹极
权构建儿童，只是“产品”或

“结果”不同，而“构建”却是
一样的。所以，只是彼此彼
此，没有什么价值标准可以
用来判断孰优孰劣。

这种价值相对论和虚
无主义的构建观，显然是不
正确的，但它却在现实中拥
有土壤，有些人就认为：国
情有别，无论怎么对待儿童
都属合理。

就建构童年而言，国情
有别论在国际上已鲜有市
场。在绝大部分国家，包括
中国，童工都是在法律上
被禁止的。但是，即使在
有儿童保护法的国家里，
仍然存在着童工现象，而
国家对违法行为的重视和
采取实际措施也还差强人
意。使用体罚或者严酷手
段教育儿童的问题，与使
用童工有所不同，在有的
国家里被看成是“家庭内
部”事务，公权力不予干涉；
但在另一些国家里，则被看
成是与公共价值有关，公权
力可以干涉。

体罚或者严酷手段，在
一些儿童教育中之所以还
被允许，是因为教育者总是
用自己的“良苦用心”，或者

“爱”和“关怀”维护这样的
手段。这样的爱和关怀以

“良好目的”证明伤害性手
段的合理性，而这种为达目
的不择手段的合理性，它本
身就是社会观念的产物，更
不要说，所谓的爱和关怀其
实往往隐藏着教育者的自
私动机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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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概括国内旅行团的
日程是“下车看庙，上车睡
觉”，到欧洲就更是免不了
参观教堂。不论历史人文，
还是建筑艺术，教堂之于

“旧大陆”都是最重要的文
化遗产。

我们在葡萄牙虽然只安
排了一天时间观光，但还是
进了首都里斯本的热罗尼姆
斯大教堂。它是葡萄牙第
14任国王堂·曼努埃尔一世
为纪念葡萄牙人发现通往东
方的海上航线而建，在 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中奇迹般
地矗立，现列名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目录。这座全国最庄严的大
教堂里安葬着两个人，进门
左右两侧分别是他们的棺
椁：一个是航海家瓦斯科·
达·伽马；一个是诗人路易
斯·德·卡蒙斯。

葡萄牙人对他们的尊
崇可见一斑。其中，对诗人
卡蒙斯的崇敬更甚于航海
探险家达·伽马。据说不少
到访的外国国家元首，都要
到这座教堂向卡蒙斯表达
敬意。

这大概是因为达·伽马
只是葡萄牙众多航海家的代
表，例如比他稍年轻的麦哲
伦，第一个实现环球航行，
成就与贡献就不输于他；而
诗人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在葡萄牙参观的第一个
景点——欧亚大陆的最西端
的罗卡角，纪念碑上以葡萄
牙语写的那句著名的“陆止
于此，海始于斯”，就出自卡
蒙斯的长篇英雄史诗《卢济
塔尼亚人之歌》。

欧洲教堂安葬的大体是
三种人，一是王公贵族，二
是传教的圣徒与先知，三是
先贤。卡蒙斯与达·伽马当
然属于先贤。

西班牙人尊崇的先贤，
从埋骨“毗邻天堂”的教堂
角度看，一是航海家克里斯
托弗·哥伦布，二是建筑大
师安东尼·高迪。西班牙首
都马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巴塞
罗那都有纪念哥伦布这位西
班牙“客卿”的宏伟建筑，而
1492 年 8 月 3 日哥伦布奉西
班牙国王之命，从今之塞维
利亚地区出发，横渡大西洋
探险，他死后就安葬在壮丽
的塞维利亚大教堂里。那个
灵台的造型很特别，是国王
斐迪南与王后伊莎贝拉盛服
为之抬棺，极尽“哀荣”。高
迪则安葬在历百余年仍在施
工却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圣家族教堂”底层，它是西
班牙最大的教堂，也是高迪
亲自设计。

需要说明的是，在先贤
里，西班牙人其实非常崇敬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
斯，可惜他在贫病交加中死
去，早已尸骨无存。于是，
在马德里皇宫旁边的西班牙

广场上，建立了一座塞万提
斯纪念塔。作家安坐在高
处，俯看他笔下的两个人物
——骑瘦马的堂吉诃德和坐
驴子的仆从桑丘·潘萨，一
起出发行侠。

尊崇什么人，体现一个
民族的精神标高。可以看
出，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推
崇的是创新者、冒险家——
二者表现的都是不安于现
状、不满足于已知的探索与
开创精神。如此，放在第一
位的不是道德标准，而是对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
包括创造了多少可传诸后世
的精神文化遗产。

当然，人类社会的价值
观是与时俱进的。英雄时
代，征服者凯撒、拿破仑等
人被崇拜，而哥伦布、达·伽
马这种探险家兼征服者残
忍的一面被视而不见；如
今，人们仍然推崇的，是他
们英勇的探索精神，而中国
先贤孟子所谓“杀一无辜而
得天下，不为也”的人道主
义思想，正在成为人类共同
的价值。

对个人来说，义利之辨
相对而言较为容易。孔夫子
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
事，吾亦为之”，“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取
舍是道德层面的，心态没被
扭曲，而正义感、羞耻感尚
存的不少人可以做到。比具
体事情上的义利之辨更艰难
的取舍，是人生“大盘”的艰
难抉择，即在生死之间、今
生与来世之间的“路径选
择”。

航海家、探险家达·伽马
与哥伦布，固然有将生死置
之度外的英雄气概，敢于冒
常人不敢冒的风险；了解一
下文豪卡蒙斯与塞万提斯的
生平经历，可知他们也绝不
是奉行“好死不如赖活”哲
学的庸碌之辈，也曾豪迈地
闯荡过世界。建筑大师高迪
虽出身贫寒，性格孤僻内
向，一生不曾出过远门，但
他在精神世界里探险。他不
奢求今生今世的荣华富贵，
却追求精神创造的不朽，晚
年声名赫赫，仍时常在寻思
完善的构想，以致走路时被
电车撞倒，路人以为这个衣
履不整的老头是流浪汉而将
他送入廉价医院，延误了救
治时机……

不仅是葡萄牙、西班牙，
世界各国、全人类都该推崇
那 些 勇 于 牺
牲，勇于探索，
执著于精神追
求而豪气干云
的 人 生 冒 险
家，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