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芜的监督
衍生“疯狂的支架”

造房子不是搞怪比赛

“从诺奖到教材”
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休闲时间越来越少”
源于“自由时间”的本意丧失

评论

时事
乱炖

莫 言 获 得 诺

贝尔文学奖后，有

关莫言作品是否

该入选中学生教

材的话题引起热

议。语文出版社

称，目前该社已确

定将莫言作品收

录在高中语文选

修课程中。《人民

文学》杂志主编李

敬泽认为，不要低

估中学生的理解

能力，莫言早期的

短篇小说充满诗

意，非常适合中学

生读。（10月14日

《京华时报》）

2012年8月底

至 9 月初，《小康》

杂志社联合清华

大学媒介调查实

验室，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中国休闲

小康指数”调查。

2011-2012 年度国

人依旧忙碌，人们

的休闲时间连续

三年下滑。休闲

时间指数的最高

值 出 现 在 2007

年。

（10 月 14 日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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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条题

为“沈阳街头一建

筑酷似黄金版‘大

裤衩’”的微博引

起网友热议。从

微博配发的图片

看，这是一座位于

铁西区核心位置，

上部为黄色、下部

为 棕 色 的 建 筑 。

开发商回应称，建

筑原型其实是个

“鼎”。（10月14日

新华网）

非常
道

什么是休闲时间？社会学家魏克曼把休闲时间

看作“大体上等同于自由时间。是在承担了工作责

任，满足了像睡、吃、个人卫生这类最重要的人类基

本生存条件之后所剩余的时间”。然而，相对于人的

无限多样的需求与欲望而言，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

源。

在经济的不断增长中，“欲望制造”和“加速消费”

导致人们对时间需求不断增加，使得时间发生一种普

遍性的稀缺。而时间稀缺性变化也引致出休闲的变

化，“自由时间”的本来意义失去了，表现为休闲的工

作化与休闲的物质化。这也就无怪乎休闲时间指数

连续三年下降，只因很多时候休闲被物质劫持。

忙碌的城市中，你有多少休闲时间？你过得幸

福吗？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后，越来越多的国人

开始关注内心感受。如果说，闲暇是幸福感的基础，

那么收入水平则可影响这种幸福感的层次。但国民

休闲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人都热衷于上网和看电

视，而且多数会选择娱乐类节目，选择出门看电影、

戏剧，参加培训的人并不多。这种休闲方式多少有

些被动，甚至有些苍凉感。

习惯于被动休闲有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崇尚

静态休闲，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但

这也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更多的时候，不是

我们不想休闲，而是没有资本休闲。这种情况下，需

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

事实上，“为生活而工作，还是为工作而生活”，

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于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

真正目标的思考。长期以来，人们都把物质文明作

为衡量人类进步的尺度，但进步的手段不能等于进

步的最终目的。休闲面对的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

需求。正是这一新的休闲理念的确立，使我们有信

心相信一个大众休闲的时代正在来临。只要改变传

统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不仅能理性地认识休闲，而且

也能有意义地享受休闲。

“想要加班费可以，拿钱后直接走人。”“失业比

没得几天的3倍工资更惨。”

一项有9224位网友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加班

没领到加班费的人有6732 人，占73%。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许多人不得不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却在白干

的现实。这样的担忧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劳动者不敢

维护正当权益的现实。

“这就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

碗啊！”

2013 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计划招录公务

员2万余人，具体职位表日前正式公布，但职位表上

的一些“备注”，诸如“经常出差”、“下基层”、“加班”

等，让不少考生“凉”了心，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有网

友感慨。

吴江

平心而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当然不言而

喻，即便是在诺贝尔文学奖所最常眷顾的西方国家，

获奖作家也往往会因此而获得包括商业在内的极大

关注。既然如此，早就对诺贝尔奖充满渴望的中国，

对于首个中国籍作家获奖而引发的热闹场景甚至是

单点聚焦，自然也就更不必觉得意外。事实上，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遭遇挖地三尺、翻箱倒柜，不

能不说是当下这个时代“赢者通吃”现象的又一极端

体现，在诺奖获得者这样的殊荣面前，连语文教材也

难以淡定，急于与时俱进，与诺奖看齐，收录诺奖作

者的文字，其心情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诺奖评选的眼光虽然也不乏争议，但却仍大体

不失公允，更能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与关注，那么，

获得诺奖当然不能说全靠运气，而的确有其获奖的

道理和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诺奖看走眼的

几率并不高，那么，将诺奖作家的作品选入教材，多

半也错不了。至于对于诺奖获得者的文字是否适合

中学生去读的担忧，其实也大可不必过虑。毕竟，除

了《丰乳肥臀》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也有“充满诗

意，非常绚丽的作品，能让十几岁的年轻人体会到中

国文字之美”。这些作品被选入教材，要说也无可非

议。

当然，诺奖归诺奖，教材归教材，尽管都是对作

品与文字的遴选，但标尺显然并不一致，当然也就不

必去盲目跟风。例如，国外的诺奖获得者，尽管获得

商业出版的追逐是常有的事，但成为教材眷顾的对

象，似乎并不多见。那么，国内教材选入莫言作品，

究竟是与诺奖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外巧合，还是仅仅

因为诺奖的影响力，而被动选择，教材选入莫言作

品，似乎也有必要如同诺奖一样公布其入选的理由，

以及教材选择作品的眼光。

一言以蔽之，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诺

奖固然是作家的无上荣誉，更是对其作品的充分肯

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材也必须去亦步亦趋，否

则的话，即便是与诺奖站了队，恐怕也无关教材编选

的水平，甚至反而暴露其眼光的势利与局限。

东湖客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

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

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

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

建议做支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

在第 23 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安装一个心脏

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

几倍的钱，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

贩毒。（今日本报18版）

整个链条缺乏监管，也没有有力的惩戒

手段，支架等医疗器械、耗材的流通过程，十

分混乱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个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以药养医”

机制。当时，由于财政投入有限，医疗资源

不足，国家有了药品加成政策，但是如今这

一政策早已异化。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

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药品加成政策已逐

步演变成以药养医这种逐利机制。这种逐

利机制，使公立医院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

老百姓看不起病，同时老百姓也用了很多不

该用的药和器械。

18世纪的医学专家在没有支架的时代，

能把病人带到空气新鲜的森林里用伐木的

方式治好了心绞痛。虽然今天我们不奢望

医生能放弃搭桥的现代技术而带领病人去

伐木治疗，但是给病人合理而不过度的治

疗，应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做到的。

但是，要做到这些，不能仅仅寄希望于

医德的自然回归，仍须有制度的护航，即医

改之船的正确航向和“以药养医”机制的消

除，还有，外部的监督也不可或缺。

钱兆成

钱夙伟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怪

异建筑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

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

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确实，比如对于“裤衩”，大多

数的中国民众至今还是对其难以“消化”。

显然，建筑并非建筑师的实验场，建筑的功能也

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更不是以搞怪吸引眼球。即

使是引人注目的外形，与主流的、大众的审美观、价

值观相符，也应是城市建筑的应有之义，如果城市街

头斥充各种各样的怪异建筑，公众一旦走上街头，无

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

无论如何，城市建筑不是私家客厅里的陈设，而

既然每分钟都要进入市民视野，公众当然有话语权，

尤其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不能由投资方说了

算。否则，如此造房子的搞怪比赛，只能愈演愈烈。

10 月 12 日，广州交警联合多部门整治

濂泉路的交通秩序，透露将对占道经营阻碍

交通的商家，用高音喇叭进行劝导。（10月

14日《京华时报》）

根据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商

业区噪音标准白天为 60 分贝，夜里为 50 分

贝。显然，高音喇叭产生的噪音，将超过这个

标准，对周围群众产生噪音污染，使无辜群众

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执法成本。这些群众不仅

包括周边住户，还包括商家客户及路人，可谓

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另外，“喇叭执法”对

于违法商户更是一种额外的惩罚，它并没有

行政处罚之名，却有着行政处罚之实。

“喇叭执法”
犹如隔靴搔痒

舒锐

王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