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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被打事件】

方大国有两重身份：
武 装 部 长 ，消 费 者 。 如
果 动 用 公 职 身 份 ，以 势
压 人 ，就 该 严 惩 。 如 果
自始自终都没以身份为
势 ，就 是 个 普 通 消 费 者
和 商 家 之 间 的 一 般 冲
突。直到目前，我都没看
到方以军 人 身 份 欺 负 空
姐的直接证据。至于方
一 家 人 的 修 养 ，那 是 另
外的问题。

——王志安（媒体人）

这个看法，忽略了事
情发生在航空器上这个特
殊环境里，而非常规的消
费纠纷，这是一。二、无论
方是什么身份，我都只关
心纠纷事实过程。目前显
露出来的证据虽然还不充
分，但已足够说明事实基
本面了。三、事后查实方
的军人身份，公众自然会
对其以此身份的道德修养
标准要求之，这个没啥好
争议的。

——石扉客（媒体人）

一个地方值得深究，
@新华社中国网事说，事
实上，有五位中国网友爆
料。有的因为不愿提供登
机牌无法作新闻引用，有
的受到威胁。——谁在威
胁乘客，不让出来接受采

访和作证的？
——连鹏（专栏作家）

事 件 最 终 会 走 向 何
方目前还很难说，但有必
要提醒一点：南航作为一
家大企业在这起事件面
前应该表现出一定的担
当和社会责任感，至少应
该保护好这名空姐的人
身安全。

——孟非（主持人）

【其他】

儿子入学家长会，听
校长谈教育应有的改革。
校长说：“一样考甲午海
战，咱中国考学生：甲午海
战哪年发生的？它的历史
意义？然后老师会总结 5
点，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
分。日本会考学生：了解
了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
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
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
做这样的判断？”是啊，这
样下去谁会赢？

——张泉灵（主持人）

官员朋友私信抱怨，
说搞大了，现在戴个表都
不安全了，被人肉。我只
好安慰他们说，等到官员
财产公开后，你就可披金
戴银了，随便多少表，欢喜
谁就戴谁，乖。

——邓飞（媒体人）

■ 视点

激辩城管的“鼓浪女”
为何这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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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段题为“鼓浪
女激辩城管”的视频在网上引
起轰动。现场争执源于女住
户陈亚星在围墙上搭盖的花
台，被指为违章搭盖，城管、公
安等执法人员要求拆除。陈
亚星情绪激动地发表数分钟
演讲，不断向执法人员发问，
稍后执法人员撤走。陈的言
论得到许多网友的赞赏。

陈亚星“激辩城管”视频
之所以引起轰动，从形式上
讲，主要是因为她口才好，具
有很强的感染力。从内容上
讲，主要是因为她“激辩”的
对象是城管，很容易触发人
们对城管的“惯性印象”，很
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摊
贩受到城管欺负后发出的愤
怒呐喊。同时，她以“钓鱼
岛”、“我们家房子（有）100
多年，需要产权证吗”等“兴
趣点”提出质问，很容易激发
人们的情绪，在公共场域引
起共鸣。若是换了一个口才
不好也不会煽情的人，不可
能形成“激辩”之势，不可能
达到如此轰动效果。

其实，在陈亚星“激辩城
管”视频中，一些事实和细节
被陈激昂雄辩的气势遮蔽
了。城管指出陈将物品摆在
围墙外搭建的铁架上进行销

售，并在门口摆摊占道、无证
照经营小吃，违反了厦门市的
有关规定。这一点陈亚星是
承认的，并安排员工将物品收
拾移走，执法人员随后离开。
一定意义上说，城管不是被陈
亚星“激辩”得理屈词穷后离
开，而是在制止了陈违章销售
物品、占道经营之后离开，城
管的文明、克制值得肯定。

普通公民维护自身权
益，像陈亚星那样“激辩”和煽
情虽然能够引来围观，产生轰
动效应和监督作用，并对公权
机关形成相当的压力，但维护
自身权利，最根本的还是要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武器。
如陈亚星所居住房子的产权
问题，其为此与厦门市国土局
打了8年官司，这场官司需要
经由严格的法律程序、公正的
司法审判，才能做出符合法律
规定和社会理性的决断。

陈亚星“激辩城管”可能
会“酣畅淋漓”地满足了一些
民众的正义感。不过，这终
究是一个偶然事件，更像是
大家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
下 ，看 到 的 一 出“ 维 权 童
话”。大家在网上看了“鼓浪
女激辩城管”，欢乐一下子，
可以。当真，就不必了。

□李端（媒体人）

■ 议论风生

近来，一个叫萧宏慈的
“神医”又出现在公众的视
野中。据《新京报》调查，
这位“拍打拉筋”的倡导
者，自称结合了道家、佛家
和中医的拍打所长，可以

“改善各种急性、慢性病
症，达到延年益寿”的作
用，被信奉者尊称“神医”。

诸多“神医”的出现不
是偶然，和当下医疗服务的
不尽如人意以及“有病乱投
医”的心态有关。但稍微考
察一下这些“神医”，不难
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
自己伪装成“中医”大家。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经
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
地扎根在人们的文化脉络
之中。因此，用中医的理论
更容易打动一部分人群。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
中医本身带有一定的玄学色
彩。就中医的起源看，本身就
有着所谓的“医巫同源”的说
法。虽然，在之后的中医发展
过程中，巫术逐步从中医体系
中被剥离了出去，但仍不可避
免地留存着倚重推理和言语
诱导的痕迹。

与此同时，中医的理论
基础又主要依据气血阴阳

展开，可是气血阴阳的概念
又带有很多“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属性，这又决定了中
医在看病时，缺乏相对客观
的指标。医生的主观感受
和言谈的引导就容易产生
十分明显的作用。同样是
皮肤青紫，甲中医可以说是
淤血，乙中医可以说是“痧
气”，只要当事的医生能够
将之“说圆”即可。“神医”
之所以屡屡利用中医能把
自己装扮成“神医”，显然
是将中医的这一“特点”发
挥到了极致。

“神医”现象实际上透
视出中医市场的混乱。这
提示有关部门，对于中医的
门槛要有一个严格的把握，
对其从业者要有定期的考
核，并应严格限制非专业人
员对“中医”概念的应用。

在2010年前后，萧宏慈
曾在台湾走红，但“台北市
府卫生局”就认定萧宏慈不
具备医师资格，一些言论违
法，对其进行了处罚。但他
同样的言行，在北京、上海、
成都、深圳、锦州等多地公
开办班宣讲，各地有关部门
有无进行针对性监管处罚？
□郑山海（煤炭总医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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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神医”
败坏了中医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