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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将“中国式 XX”扩大化

近日，一组“中国式晾晒”的图片在网上
迅速走红并引起热议， 其中展示了全国各地
的晾晒“风景”，如公共场所马路边上的栏杆、

电线杆、树木、健身器材等常常都被用来晒衣
服、晒被子了，看起来很是“壮观”，令无数网
友叹为观止。

(

人民网
)

现在只要一出现“中国式
XX

”，往往让大
家联想到的都是一些不文明、不道德的现象，

例如前段时间在网络上走红的热帖“中国式
过马路”。 其实，这些现象确实是影响城市形
象的陋习， 让我们自身对这些行为感到羞愧
的同时，从中反省自己的行为，不断的改善不
足之处。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从对待小事
上的态度就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整体的道德水

平与国民素质。

晒衣服、晒被子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
公共场所时不时的就会看见晾晒的衣物也
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中国式晾
晒”的帖子也受到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但
是，一些媒体把“中国式晾晒”与“中国式
过马路”混为一谈，都归入了一类不文明、不
道德的陋习， 网友们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与
反驳。他们认为这种“中国式晾晒”是一种优
良传统，是一种生活习惯，而且能够“天然
消毒，节约能源”。 其实，有的人觉得“中国
式晾晒”是种陋习，只不过是在观赏，觉得有
些不雅，影响整体美观。 但是与“中国式过马
路” 不一样， 后者是一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

为， 是一种会影响到他人与自身生命安全的
陋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将五彩缤纷的衣物晒在自家阳台或是操场
上，也能展现出一种和谐平凡的美丽。 这并不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不干涉他人利益，也
不涉及文明与道德，反而体现出了是一种“节
能又环保”的生活方式。 这又有什么好斥责的
呢？

我们不应该对“中国式
XX

”进行全盘的
否定， 对待任何事情的好坏都应该加以了解
与分析，不能对任何事物前面加上“中国式”

就觉得是不好的现象，就被批评，莫要将“中
国式

XX

”扩大化。 （王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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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交锋
教授的笑容

新闻背景：

13

日晚，中国社科院教授唐钧
做客央视《新闻

1+1

》栏目，在解读两起民工
冻死事件过程中，唐钧面带笑容，被网友批为
“冷血无情”。 事后，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己面相就是如此，自己的笑与对待此事
的态度无关。 （

16

日《京华日报》）

笑谈悲情就是冷漠
张剑（四川绵阳学生）

没错，诚如唐先生所说，逼人改变自己面
容，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表情不是表演，就像
动物在愤怒时会龇牙咧嘴， 害怕时会毛骨悚
然，高兴时会手舞足蹈一样，它都是个体内心
世界的外在反映， 一旦被强制， 就失去了本
真。

但是，人又和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
有情怀，有悲天悯人之心，能通过理性认知表
达自己感性世界。 不管是情绪上的传染，还是
感同身受的体验， 大部分人还不至于沦落到
“笑谈悲情事件”的地步。

农民工被冻死，如此严肃的社会话题，其
本应拒绝任何形式上的“嬉笑”渲染。 唐先生
声称自己面相如此，况且只是在谈论政策，并
不涉及对此事的态度。 的确，刚性的政策与人
之情怀并不成任何比例关系， 先天长相也不
是在一个节目中就能“即兴”改变的。 但唐先
生似乎忘了， 作为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

中心的秘书长，其社会责任并不是“笑哈哈”

地对现行政策进行一番解读， 而是更应看到
这些不足背后，自己肩上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如此沉重与严肃， 又怎容得下那刻在脸上的
笑容与回荡在耳旁的“呵呵”之声？

或许是政策与现实的距离太远， 抑或是
唐先生只是把这个节目当成“业余任务”来
做，他的一脸轻松，他置身事外的态度，都让
人心悲凉。 如果说，现行的《救助管理办法》无
法救助这些露宿街头的农民工， 是政策上的
“后天硬伤”，那么，没能制订出相对完善的政
策， 没能把他们从街头拯救出来的政策执行
者，一心研究于“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的唐
先生，难道没有半点自责？

在“感情冷漠与理性残酷”的交相辉映
中，唐先生一脸轻松地在公众场合表达着
自己的观点。 这种脱离人文情怀，徒具“笑
话”观感的表达形式，可见其内心冷漠到了何
种程度。

笑容不代表冷血
辛木（山东教师）

唐钧教授的笑容很容易令人想起那个因
为在特大车祸现场面带微笑而引起网友愤怒
的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 其实两者是
不同的，唐钧的“笑容”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性
的职业微笑， 而且是在解读相关政策时表现

出来的， 不能轻易地和武断地将唐钧的笑容
归结到“冷血无情”上面。

许多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或者在接受记者
采访的时候都会有些紧张， 公众人物也不见
得会免俗，为了掩饰紧张，有些人便会采取微
笑来加以掩饰，久而久之，这种微笑成为了习
惯，即使是在谈论一些悲剧性事件的时候，他
们也很难迅速地改变。 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公
众人物能够像电视主播那样时时地根据事件
的性质来改变表情，毕竟，他们没有受过专门
的职业训练。

另外，有些人天生就是一种微笑的表情，

而有些人则天生就是一副哭丧脸。 曾有过这
样的传说：文革时期红卫兵对一“走资派”实
施批斗，但该“走资派”总以一副笑脸对之，这
令红卫兵们尤其怒不可遏，认为该“走资派”

甘之如饴或者满不在乎， 便更加猛烈地批斗
他，这令该“走资派”比他人多吃了不少苦头。

实际上那位“走资派”天生就是那副尊容，他
正在心里叫苦不迭呢，哪里还会笑得出来？

退一步讲，就算唐钧的“笑容”不是面相
使然和职业习惯所致，也不能说明他一定“冷
血无情”。 两起民工冻死事件固然令人唏嘘不
已， 但谈论时未必就一定用沉痛的语调和哀
婉的表情。 笔者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朋友亲人
的葬礼，在礼毕返回时，刚刚还悲痛欲绝的朋
友有时也会微笑道谢道别———你能说朋友也
是“冷血无情”吗？

如此高调
新闻： 云南昭通市永善县一位老人去

世，其在当地任官员的子女大摆宴席。老人
灵堂设在一家宾馆内，设宴

5

天招待客人，

每顿不少于
200

桌。宾客们多为当地群众，

也有昭通各县市公检法等公职人员， 当地
县城中小学生放学后可到该宾馆吃“免费
餐”。永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

12

月
16

日
《新民晚报》）

连续
5

天的大规模“流水席”，前来吊
唁的当地党委政府和机关公职人员络绎不
绝，送殡车排成长龙，开销定然不菲，礼金
也不会少。 老人的六个子女中， 有四人为
官，一人经商。硬要说这排场能暴露出贪腐
问题，也尚无证据。 然而，如此“风光无限”

的葬礼，多少能引人思考。

中国人讲究红白喜事， 老人去世后操
办一番，宴请亲朋，有些场面特别大的，倒
也算不得新闻。放在普通人身上，也就是一
般人情世故的范畴，而一旦涉及到官员，却
难免和权力沾上关系。一场葬礼，也能成为
“经营”权力的机会。

如此铺张的场面， 尽显毫不避讳的姿
态，唯恐撑不起全家皆官的“面子”，罔顾
“贫困县”的头衔，全无顾忌地大肆操办。

凡是近权力者，行事都须谨慎，更何况
官员本身。一些地方“高调”官员的行为，显
示出“风险意识”的薄弱，暴露出的是对权
力实质的认识。

文
／

李杏图
/

曹一

“末日”论
5

名中年妇女从老家听到“末
日”谣言后，在武汉街头持传单宣扬
世界末日，称“地球将连续

3

天没太
阳，人类将面临

72

天的灾难”。

5

人
因“涉嫌传播恐慌信息”被处行政拘
留

10

日。

＠

钟声飞扬：“末日” 之说用来
做历史和文化研究或许有其价值，

哪怕做商业噱头博人一笑也无伤大
雅， 但影响甚至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就成问题了。 政府需进一步强化公
信力，媒体进行充分的正面、科学信
息传播， 可能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安全事大
因在茅台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塑

化剂、 三聚氰胺无害言论的北大教
授李可基，日前接受了记者采访，他
表示可以就信息传播中的误导向公
众道歉，但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回应了网友对其为何登上茅台新
闻发布会、有无收取代言费等质疑。

＠xinghui144

：学术观点的发表
可以是自由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对人体有害” 在逻辑上没有太大问
题，但是事关食品安全，这种说法触
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 在一定程度
上，学者也要多考虑社会情绪，并注
意言论的舆论影响。

没那么简单
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查显

示， 中华儿慈会的财务人员专业性
不够，其账户不是自动生成，而是手
动，因此出现多敲一个零的情况；财
务方面专业性也有待加强， 用于理
财的累计金额不是

4.75

亿元， 而是
5.25

亿元。

＠

韩东微言：手误可以理解，多
敲一个零也不奇怪， 但是没有检查
没有验收就敢发布， 这就是大事了。

“不专业”绝不是个好理由，解释不了
管理流程与机制上的严重缺陷， 更无
法澄清背后是否有违规行为， 伤害的
是公众的信任和慈善业的发展。

“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
化”

———王立军在会上曾如此
训斥重庆警察。

出处：红网
“我们普通人家，谁办得起这

样的丧宴”

———云南贫困县官员葬父宴
请宾客

5

天每顿不低
200

桌，乡
民感叹。

出处：新民网
“至少有两三个星期，每天就

看他用清水煮面， 只放一点油、

盐”

———湖北大三男生为省出恋
爱费用，吃一个月面条。

出处：《武汉晨报》

“央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
余，我幸不幸福，关你鸟事”

———易中天武大演讲批央视
“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

出处：人民网
“肯定一天卖不掉啊，下班我

们就换个日期”

———太原一家乐福超市熟食
到期了就“自动”长一天，工作人
员如此对记者说。

出处：《京华时报》

“我的公公———省农科院人
事处处长杨某包养情人”

———河南一官员被儿媳举报
养情人。

出处：大河网
(

木桦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