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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冒名顶替上大学的黑幕不断
被揭开，以立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呼声
越来越高。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
对此作出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
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
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组织、
指使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

短评：冒名顶替上大学，侵害了他人接
受教育的权利，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痛苦
巨大。此类侵权者的后台非富即贵。冒名顶
替上大学者依仗其强势使公权使用脱离法
治，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是造成社会割裂
的恶性隐患，将其规定为犯罪，是正确的。
对冒名顶替上大学者，必须依法严惩。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以《刑法》保证公民平等接
受教育的权利，是对幻想以特权侵害公民
接受教育权家伙的强力震慑。权大，大不过
法；钱多，盖不住真相。谁再敢冒名顶替上
大学，人民不答应，法律必严惩！

近日，一段办案就是为了“搞钱”录音
在网络流传，引发网友热议。录音中，时任
湖南省慈利县鲤鱼桥派出所所长刘某表
示，“开始我的初衷是搞个千把万两千万就
行了。”“实际上我办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
想搞点钱的。”“所以谈钱是最好摆平的，当
然我的胃口也不大，是吧？”

短评：办案就为“搞钱”，这是典型的公
权私用。对这种恶行，党岂能答应，人民岂
能答应，法律岂能答应！司法为民，是为人
民服务在政法工作中的具体化。按照这位
派出所所长的逻辑，如果不搞钱，或搞不到
钱，就不办案了。这种人，还配办案吗？据
悉，这位办案就是为了“搞钱”的所长已被
免职。问题是，是谁培养、提拔、重用了这位
办案“搞钱”的所长的呢？这种人不揪出来，
一个“搞钱”所长倒下，还会有另外的“搞
钱”所长、局长、市长替补上去。反腐败，苍
蝇老虎都得打呀！

近日，一则“小学家长约架，头破血流进
医院”的微信对话截图和视频在网上热传。
上海市杨浦区某小学校两名学生的爸爸，疑
因为孩子在学校发生小打小闹，竟在家长微
信群中“放狠话约架”，最后打得两败俱伤。

短评：这两名小学生的父亲，能够动手
打架，皆是因为爱——爱自己的孩子，觉得
自己孩子吃了亏，咽不下心中的这口气。爱
孩子，希望孩子能成长为理性正常甚至优
秀的人，这人之常情。可是，这两位打架的
家长，是否想过自己的行为给孩子造成的
影响？遇事用拳头解决问题，这种原始野蛮
的处世之道，将把孩子引上什么人生之路？
爱你的孩子，先从加强个人修养做起，毕
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长平日里的
身教，强于学校教师的言传呀。

近日，有两个新闻事件让人颇生感慨。
一件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一件发生在上
海浦东。10月7日晚，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北湖医院正门外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伤
者急需救治，司机及亲属三入该医院寻求
帮助，却无一人出来将伤者拉进医院。医院
负责人称，医院确有规定值班医生不能脱
岗，且当日急诊只有一名医生值班。10月3
日，上海浦东的一家药店忙中出错，给糖尿
病患者多配了药物。得知病人一旦错服，可
能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浦东警方接到药
店求助后立即行动，5 小时内辗转找到了
购药人，避免了一次用药意外。

短评：同样是人命关天的紧急事件，有
救死扶伤责任的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北
湖医院，却以所谓的制度为由推诿，让人心
寒、愤怒。本无法定责任的浦东警方却雷厉
风行，堪称及时雨，令人感动。有为人民服
务的意识，遇事总能迎难而上。没有为人民
服务意识，遇事就会挑肥拣瘦，麻木不仁。
看看浦东警方的行动，对照一下自己的行
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北湖医院是否
应感到惭愧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死
不救，还配当医生办医院吗？见死不救者，
自己遇到危难时，还好意思寻求社会帮助
吗？面对两个新闻事件，有些人真得想想该
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了！

今年暑假，山西省长治市将把裸眼视
力和体重考核结果纳入中考总成绩的消
息，引发社会关注。有网友质疑此举“涉嫌
基因与经济双重歧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
个好的导向。面对公众质疑，长治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两项考核，考生最
后得分差距并不大，主要是想起到一个导
向作用，引导青少年自觉加强体育锻炼、保
护视力，提高身体素质。”（10月12日《新华
每日电讯》）

短评：长治的新举措不能说是尽善尽
美，但是，这种创新的探索精神就值得肯
定。以中考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引导师生、家
长注意保护视力，增强体质，就遭非议，那
么，只以文化课考分名次论英雄怎么就没人
提出否定意见呢？看来，把身体素质列入中
考总分值，不是列错了，而是列对了；不是列
早了，而是列迟了。面对日益滑坡的学生体
质，长治市毕竟有所作为，比起那些唯分数
论的地方，我们难道不该为其点赞吗？

世间大概没有谁能够完全否定
金钱的作用。过日子哪天不花钱啊，
一日三餐要钱，用水用电要钱，买衣
购鞋要钱，看戏旅游要钱，培养儿
女、赡养父母要钱……没有起码的
赚钱能力，让家人偶尔吃顿猪肉、牛
肉都要欢喜老半天，作为一家之主，
我们的内心就应该生出愧疚。

然而，生活需要钱，并非意味着
一个人什么钱都可以赚，至少有两
类钱我们应该远离。一是昧心钱；一
是让你声名受损或自由受累的钱。
昧心钱好理解，就是有违公序良俗
的钱，比如偷扒抢劫、贪污受贿、坑
蒙拐骗之所得。拿了这样的钱，你会
受到社会既有规则的惩罚，代价可
能大到不堪承受的地步。只是类似
话题我们以前讨论过，此处不展开。
让人声名受损或自由受累的钱，你
拿了，个人生命安全没有问题，只是

日后的人生会出现种种麻烦，这种
钱也最好不赚。

早年，某市一老板通过熟人找
到我，希望我为其写一本传记。这个
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一年营业额有
几十个亿，头上戴着许多顶闪闪发
光的桂冠。他当初是这样说的：“您
只需要负责将书写好，出版的事我
自己搞定，20 万字、30 万字都行，
500 块钱一千字，书上保证署你
名。”要说完全不动心，也是假的，书
写成之后，我起码可以拿到10万块
钱，那时我的年工资才4万多，但想
来想去，我还是谢绝了。其一，我对
老板本人并不了解，他让我知道的
肯定都是光鲜的一面；其二，这类书
其实并没有多少读者，老板约人写，
不过是花钱买点虚荣而已。过了七
八年，此老板果然出事了，罪名有两
个：一是非法集资，二是涉黑。就我

对法律的了解，我当初如果替他写
了传记，不参与其他活动，受牵连应
该不会，只是我的那本书一定会成
为笑话，使我在周围的人面前灰头
土脸。

一位画家朋友也经受过一次
金钱的小困扰。那年，他刚评了副
教授，省城的一所民办高校就打来
电话，邀请他加盟，许诺给他 5 万
块年薪，当时他每月在单位只拿不
到两千块钱，这吸引力是显而易见
的。只是朋友觉得：公立大学工作
相对轻松，对搞创作比较有利，没
有答应。朋友的判断是准确的，据
调查，那所民办高校的工作量是他
在公立学校的三倍，老师们整天忙
于备课、上课，根本没时间侍弄别
的事情。再后来，该校因为卖给别
人，开始大规模欠薪，还曾引发老
师的抗议。

《世说新语》讲过一个故事。西晋
重臣王衍志存高远，他的老婆却非常
贪财，而这个人又是贾后亲戚，绝不
是想离婚便可离婚的，王衍非常厌恶
自己的老婆，一直口不言“钱”字，以
此表达自己的不满。某次，他的老婆
想试探他，便命婢女用钱围绕在床
边，让他无法下床行走。王衍早晨起
床，看见钱阻碍他走路，便叫来婢女
说：“拿掉这个东西”，始终未言“钱”
字。我们今天当然不必像王衍那样清
高，连个“钱”字都不愿说，但看到半
路相遇的金钱，调动一下内心的智
慧，分清这钱该不该得，得了全是好
处，还是有好有坏，或者压根儿就是
不定时炸弹，非常重要，否则，钱不会
死在你手里，你的生命或灵魂就很可
能“死”在钱上。

生活反复告诉我们：许多时候，金
钱与灵魂，我们真的只能挑选一个。

金钱与灵魂有时只能选一个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
日报上曾刊出市长的文章，题为《为
伤害松鼠道歉》，坦诚地承认了政府
的过失，并表示尽快“亡羊补牢”。

原来，该市为了吸引外资，扩
大生产规模，将郊外的一座山夷为
平地。虽说在诱人的补偿标准下山
民的迁移没有多大阻力，但受到了
一群松鼠的“抗议”。长期以来，此
山就是松鼠与山民“和平共处”的
栖息地，形成了自己的食物链，一
旦“毁山”，便意味着它们失去了赖
以生存的家园。政府可以给离乡背
井的山民补偿，何以罔顾松鼠的存
在呢？于是乎，无家可归的松鼠不
时流窜到附近农户抢食，还频频

“光顾”蒙特利尔市，破坏交通线
路，霸占公用设施，甚至威胁游人
安全。鉴于加拿大法律规定“禁止
猎杀松鼠”，市长束手无策。倒是一

位生物学家出了主意：一、迅速恢
复原来的小山，让松鼠重归故土，
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二、市长登报
向松鼠道歉。一场由松鼠引发的风
波终于尘埃落定。

在偌大的地球上，人类与生物
界、大自然共存。相对其他有生命
的物种，人类有动手能力，有思维
能力，有创造能力，因此也就自然
而然地产生优越感和操纵性。悠
悠岁月，人类在靠自己的能力优
化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危及
了其他物种，危及了自己的生存
环境。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甚为感
慨地说：“人类应该把爱心扩大到
整个大自然和全体生命。”人类与
大自然其他物种的关系不是一种
功利关系，自然界的万物，在人类
的 眼 里 ，不 应 仅 仅 是 一 种 资 源
——被人类取之、用之的对象，它

完全可以成为人们情感的寄托、
精神的依恋、文化的象征、信仰的
目标。然而，检视现实，爱因斯坦
所倡导的那种“爱心”并没有达到
普适性的程度，包括动物在内的
一切自然之物，都成了某些人享
用和支配，甚或虐待的对象。在我
国，像蒙特利尔市那样为扩大生
产规模而恣意“驱赶”小动物的事
儿还见得少么？

近读英国作家彼得·辛格在上
世纪70年代写的一本书——《动物
解放》，深受启迪。他痛切地指出，人
类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剥夺动物的天
然福利，并把动物置于苦难的窘境，
这是不道德的，是反自然的，最终也
有害于人类自身。因为，人类与万物
共处于一个统一的生物链或生命场
里，在这一共同的场域里，强势的一
方若总是无节制地加害于弱势的一

方，虽然加害者从被害者身上获取短
暂的好处和收益，被害者承受了极大
的痛苦，但是，共同场域的痛苦总量增
加了，大到一定的程度，生命程序将会
彻底崩溃，所有生命在无序中将会日
趋消亡。如何缓解大自然承受的重压
而使之永葆生机？作者提出了“动物解
放”的理念。

简而言之，动物“解放”包括两
方面：一是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恢
复它们的天然福利，停止一切对动
物的施虐行为，即使有的动物为了
人的目的不得不死去，也应该尽量
让其无痛苦地死去；二是人类要尽
量少吃肉多吃素，这样就可以减少
被圈养和宰杀的动物数量，一些动
物也可以重新成为大自然的成员。
对从“三畜以备食”到“背朝天都能
吃”的国人而言，要做到第二点尤其
必需，也尤其不易呀。

向松鼠道歉为哪般

站这山眺那岭，
吃碗里看锅里。
审美永无止境，
良心岂可丢弃？

马菁海 绘 杨光洲 诗

良心审美

古人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史
记 刺客列传》），也说过“书到用时
方恨少”（《增广贤文》），没有说过

“士到用时方恨无”。“士到用时方恨
无”，是光洲说的。光洲虽为一介布
衣，所说的话不能称为语录、理论、
思想、主义，但是，古往今来的很多
铁血事实，不断在为这句话提供着
实证，印证着其正确。

卫懿公的小命就是在“士到用
时方恨无”中玩完的。这厮淫乐奢
侈，平日里不仅不礼贤下士，反而把
士看得连鸟都不如。他为鹤“中毒”，
为鹤“发烧”，精力多用于养鹤，还给
鹤封了官职，给予俸禄和专车。狄人
打上门来了，这位仙鹤“发烧友”忽
然想到了士，觍着脸央求众士为其
卖命。众士却说：“使鹤，鹤实有禄
位，余焉能战！”派鹤去吧！鹤有官
位，拿高薪。打仗，我哪能如鹤呀！在
这厮低三下四死缠百赖的求告之
下，将士们还是到前线比划了一阵。
可是，离心离德之师，焉有取胜之

理？狄人杀了这个“发烧友”，他带着
“士到用时方恨无”的懊悔，驾鹤见
阎王去了。

盛唐是在“士到用时方恨无”
中滑向下坡路的。李隆基手下本不
乏人才，重用姚崇、宋璟等一大批
贤能之士，开创开元盛世，赢得了
满堂彩，可是，一把好牌，最终又让
这家伙给打输了。他晚年老当益
骚，专心致志爬灰搞破鞋，最终把
本是儿媳的杨玉环揽入怀中。“春
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在美人儿的一次次高潮中，李隆基
早已把士们忘到了九霄云外。当
然，美人儿的高潮也不是白给的，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
户”。大舅哥杨国忠节节高升，任宰
相，封卫国公，身兼四十余职，权倾
朝野，排斥贤良之士，又为争宠与
久怀异志的安禄山狗咬狗，成了安
史之乱的导火索。“渔阳鼙鼓动地
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打来
了，谁去为朕拼命？“六军不发无奈

何”！老骚货“士到用时方恨无”呀！
将士们宰了杨国忠还不解恨，还要
求杀掉那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
尤物。老骚货舍不得呀！可是，不杀
就无士可用。尤物“宛转蛾眉马前
死”后，将士们才去御敌，用了 8 年
平息了叛乱，勉强维持了稳定，但
大唐从此由盛转衰。

袁世凯也是在“士到用时方恨
无”中完蛋的。作为北洋重臣，新军
领袖，袁世凯身边云集了如徐世昌、
段祺瑞、冯国璋之类的政治精英和
军中豪杰。袁对这些人恩宠有加，这
些人起初对袁世凯也感恩戴德忠心
耿耿。可是，当袁世凯要当皇帝时，
他的把兄弟徐世昌劝说无果后默默
离开了；曾为袁的铁杆下属、又与袁
有翁婿之亲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三
次劝阻被拒，两次吃闭门羹，最终辞
职；在小站练兵时即走袁世凯路线
的北洋之狗冯国璋，不仅拒绝为袁
世凯镇压云南反对帝制的起义，而
且还领衔签署“五将军密电”，要求

“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
“登基”后，面对国人的唾骂与讨伐，有
镇压之心，却众叛亲离，在“士到用时
方恨无”的绝望中一命呜呼。

面对多国联军的进攻，萨达姆曾
一度对自己的共和国卫队的忠诚与战
斗力充满信心，因为这些军人大都来
自萨达姆的家乡，与萨达姆属同一教
派，骨干成员多是萨达姆的亲戚或亲
信，萨达姆给他们的待遇也远比其他
部队要优厚。然而，开打前，共和国卫
队的重要将领都被联军收买了。共和
国卫队放弃了抵抗，萨达姆带着“士到
用时方恨无”的心境先逃后亡。

平日里不知爱士的卫懿公、李隆
基之流，自然“士到用时方恨无。”不
能用共同的理想、事业凝聚士气，而
是靠小恩小惠骗士为己卖命者，最终
也只能“士到用时方恨无”。因为真正
的士不好骗，而且，敌人也会给士小
恩小惠甚至大恩大惠。

“士到用时方恨无”者，最终的遗
憾都一样：悔当初呀！

士到用时方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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