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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理想从何处开始迷失
胡印斌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汉大学

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 “《理想大学》 专题
研讨会” 上语惊四座， 他说， “我们的一
些大学， 包括北京大学 ， 正在培养一些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高智商 ， 世
俗， 老到， 善于表演， 懂得配合， 更善于
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人一旦掌
握权力， 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
（《中国青年报》 5月3日）

钱理群教授的这段话说得直接， 也让
人动容。 话语中所概述的诸如 “世俗， 老
到， 善于表演， 懂得配合” 等等特质， 到
底是极个别人某个阶段的极端表现， 还是
相当一部分人常态化的集体群像 ？ 换言

之， 从什么时候开始， 理想的大学， 以及
大学的理想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终至于
迷失了方向？ 值此国内大学纷纷举办校庆
的年代， 颇有反思的必要。

在我看来 ， 所谓 “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 指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在
目标追求上过于实用主义， 在手段方法上
缺乏底线意识， 在表达方式上则可以使用
自己并不相信的说辞。 “精致” 云云， 不
过是一种存在策略， 一种纹饰， 抑或是一
种遮蔽其利己目的的保护色。 在这样的人
群里， 很难找到那些与理想共生共存的真
诚、 热情、 坚持等等品质。

这种人或许不是如今大学中的主体，
却让实用主义侵蚀大学精神。 一方面， 此
种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大学里颇受欢

迎， 很有市场， 即便有些人表演得还不那
么老到， 但配合表演却是没有丝毫问题
的。 另一方面， 时下大学的制度对此不仅
很少抵制， 某种程度上讲， 还在默许， 甚
至是鼓励这种深入肌理的实用主义。

眼下正好有一个实例。 5月1日， 清华
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质疑 ：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
法学院读博士， 但从未见其上课。” 随后，
相关人士回应称， 厅长读的是论文博士，
第一年每月集中两天学习， 之后专门做论
文研究 ， 不需要上课 （《新京报 》 5月3
日）。 此言一出， 网上一片喧哗， 质疑声
声。

其实， 这一事件不过掀起学历泡沫的
一角罢了。 有资格派发文凭的大学与有意

愿谋求学历的官员一拍即合， 文凭只是合
作的一个筹码。 至于招生的门槛、 学习的
过程、 乃至最后的产品， 似乎并不是需要
格外留意、 格外坚持的事情， 很难讲谁比
谁更世俗、 更缺乏底线。

若问大学的理想到底从何处迷失， 至
此或可多多少少有些明了。 其一， 大学的
理想是在大量日常的损耗、 细节的溃败、
以及习焉不察的妥协中， 一点点沦丧的。
对此， 大学自身当然负有责任。 武大老校
长刘道玉疾呼， “教育需要乌托邦”， 这
样的呼吁并非虚文。 世人每每提及西南联
大， 而这所大学最值得珍视的价值， 正是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

其二， 大学的理想也并非完全是在大
学里面迷失的， 早在大学之前， 即已经颇

多折损， 元气大伤了。 这些年来， 我们的
教育从幼儿园、 小学、 中学一路走来， 实
用主义、 功利主义、 市侩精神可谓如影随
形， 畅达无阻。 孩子们在进入大学之前，
已经千锤百炼， 习惯世俗、 习惯表演了。
大学阶段不过是加速、 加剧了这种表现而
已。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诗人刀尔登在 《不读<左传>》 一文
中写道， “我们看 《左传》 里的平民， 也
沉着得很， 仿佛他的生活， 在许多方面都
有些余裕， 这不仅令人想到， 春秋时虽有
严重的压迫， 方向却单一， 并不是从四面
八方挤过来， 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 大
学里一旦充斥着 “浑圆” 的师生， 则大学
的理想 、 理想的大学又怎么可能凌空而
来， 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理想？

【韩国式就业难】 韩国30岁以下
人群失业率为8.3%， 是各年龄段失业
率平均值的两倍多。 韩国大学生在全
国同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80%，
而众财阀提供的就业岗位仅占全国的

10%左右。 对韩国年轻人及韩国整个
经济而言， 最令人担忧的是， 韩国工
业巨擘越来越多地在海外打造新的增

长引擎。
———FT中文网

或许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和他

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童年， 而不是对他
们的未来无止无尽地期待与焦虑。 如
果这些回忆能让他们拥有发自内心的

向往与热情 ， 当他们长大 ， 就会了
解， 只有那样的向往与热情， 人才有
能力去爱 ， 去承担 ， 去享受并且超
越。

———侯文咏

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

的政治意志， 教导别人做什么， 而是
通过在自身领域所作的分析研究， 对
那些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疑问， 动摇
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打破常规，
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 这就是知
识分子的特殊工作， 知识分子正是通
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
从而尽到公民的责任。

———福 柯

《港青多不知 “五四” 青民促

政府弘扬》 明天便是五四运动103周
年， 青年民建联最新调查发现， 在香
港11岁至35岁青年中 ， 有63.3%人不
知道五四精神是代表 “德先生 ” 和
“赛先生”， 60.2%表示从未参加过五
四青年节活动。 青年民建联建议当局
带头举办五四运动的大型庆祝活动。

———香港文汇报

【麦肯锡 ： 中国消费者研究报
告 】 1.中国消费者消费信心一路高
涨； 2.消费取舍行为大幅减少； 3.初
次购买感知对消费增长的重要性减

弱； 4.接受陌生产品的速度很快； 5.
对品牌有高依赖度， 但忠诚度很低；
6.社会化媒体发布的信息可信度增
加； 7.情感对消费者品牌选择的影响
较大。

———北大新媒体

【名片】 被蒙骗多了， 我养成了
一个偏见， 看一人名片， 如果头衔超
过五个， 那么这厮便无足观矣； 如果
他还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 标明所
对应的行政级别， 我连与其喝酒的兴
致都化为乌有。

———羽 戈

【鲁比尼： 美国经济2013年将二
次衰退 】 经济学家鲁比尼发表演讲
称， 美国经济将在2013年再次萧条，
最后进入二次衰退下半场。 美国工人
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并且沉重的债
务负担扼杀了经济增长。 这意味着美
国可能陷入财政困难。 今年的美国经
济可能增长2%， 但明年预计重回零
增长。

———财新网

【如何和对手达到共识？】 1） 如
果两方业绩指标不一样， 这时两家放
下冲突 ， 一起商量如何各自达到指
标， 就可能看到曙光， 2） 两方受众
不一样， 各说各话， 都可称自己是赢
家， 但前提是彼此达到共识默契， 否
则打起口水战， 就双输了， 3） 有压
力和期限， 必须在某个时间前解决问
题， 双方会比较愿意让步妥协。

———李开复

【驱散 “文革” 幽魂】 由于改

革、 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滞缓，
当前中国面临不少挑战。 由于对历史
真相的无知有些人甚至主张 “退回
去”。 避免 “文革” 成为中国未来的
选项， 要克服集体失忆， 将 “文革”
的脓液彻底挤出。 更重要的， 是要从
制度层面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

题。
———雷 颐

早在1993年年底， 联大宣布5月3
日是 “世界新闻自由日”， 旨在提高
新闻自由意识， 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和
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 因为自由、 多
元化、 独立的新闻是民主社会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 而新闻自由权利， 铭
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之中。

———阿 忆

如果说真话是这个社会的高地，
那么不说假话就是这个社会的底线；
如果说真话是长在悬崖上价值连城的

雪莲花， 那么不说假话就是三块钱一
支充满生活气息的康乃馨； 如果说真
话是写透荒唐言辛酸泪的 《红楼梦》，
那么不说假话就是三岁孩童与妈妈之

间最亲密无间的可心话……
———马九器

误读书比不读书更可怕

张田勘

每到 “世界阅读日 ” （4月23日 ）
前后， 社会舆论就开始关注青少年阅读
的话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
显示： 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
是犹太人， 一年平均每人是64本。 上海
在中国排名第一， 只有8本。 而中国13
亿人口， 扣除教科书， 平均每人一年读
书一本都不到。 有人担心， 青少年阅读
缺失可能将使其变成最愚蠢一代。

阅读缺失固然有可能让人变愚蠢，
但要论证这一命题需要更多证据和更多

时间 ， 比如说 ， 两代人或几代人的实
践。 但是， 谈到可能， 有一种比不读书
更糟糕的结果， 即误读书。 实际上， 读
书不是问题， 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才是
问题。 而且， 爱读书的人不用什么 “阅
读日” 之类的引导和督促， 不爱读书的
人再怎么激励也无用。 更何况读书也是
一种分工或谋生手段， 有的人不读书照
样能生存， 并且活得比读书人更好； 有
的人则只能靠读书谋生。

提倡读书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要看
读什么样的书， 尤其是青少年该读些什
么。那些误读书而变蠢的人，误以为读的
都是真理，反倒误人误己。现今市场上出
版的书，真正“开卷有益”的恐怕不多。大
约是三分无用，五分被歪曲，剩下二成是

真正值得读的书就不错了。 至于内容和
意义被歪曲的书，或称“伪书”就数不胜
数了。概括说，那些背离生活真实、科学
真实，偏离和违反人类主流价值，不讲真
话但又要粉饰太平和扮酷扮靓的书，都
是内容和意义被歪曲的书。

别的不说， 就拿近日一位否认大饥
荒时期饿死大量民众的人的一本书来

说 ， 真的是不读还好 ， 读了则害人不
浅。 抗战时期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
线总指挥明明是赵登禹， 此书却写成是
张自忠 ， 其间还有诸多不符史实的内
容。 如果不是有意为之， 就只能是没有
细心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了。 至于那
种罔顾史实而否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

府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一类的

书， 更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会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比较阅读， 对

于讲述同类问题的书， 广泛涉猎， 在对
不同观点的比较鉴别中， 思考辨别， 去
伪存真 ， 从而获得创意 ， 形成一己之
见。 而在无法自由选择的阅读环境中，
让人们去读书 ， 尤其是读 “钦定 ” 的
书， 只能越读越不明事理。

当然，读书并非万能，人类的技能，
包括生活和工作能力， 需要从实践中学
习，“纸上得来终觉浅 ， 绝知此事要躬
行”。到实践中去体验和验证书本上所获
得的知识或信息，方能学有所用。

量身定做
四川省卫生厅就

中西部地区村卫生室

信息化建设项目进行

国内公开招标， 因项
目需要采购的4万多
台一体机在配置、 软
件、 技术标准上， 有
针对性很强的严苛规

定， 被多家计算机企
业质疑为某企业 “量
身定做”。 （《经济参
考报》 5月3日）

漫画： 徐 简

美国人竟然羡慕中国人？
王 冲

这山望着那山高。 在中国人觉着美
国牛奶便宜、 汽油便宜的同时， 美国人
竟然也觉着中国人的日子好过。

美国 《迈阿密先驱报》 5月1日的文
章讨论了这么一个话题： 在中国一个月
挣475美元， 如何过得舒坦？

按照西方标准， 中国平均工资水平
很低。 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或者工厂新
招的工人每月只挣475美元， 但是生活
并不会面临太大压力。 青岛25岁女孩孔
雅雯（音）在一家私企上班。她说：“我喜
欢买新衣服和鞋子， 平均每月在这上面
花300元至500元。 我上个月刚申请健身
卡，花了900元，可以用一年。周末我会去
看电影或跟朋友们一起购物。”

《迈阿密先驱报》 感叹说， 那些起
薪为每月475美元的人， 并没有过着大
多数美国人想象中的节俭生活。

不止是美国人羡慕中国人， 北京、
上海这些大都市的人， 时常也会羡慕那
些在小城市月薪3000元左右的人。 因为
他们尽管薪水低， 却可以悠闲地生活，
有大把时间照顾家小。 不过， 外出旅游
的时候， 显然还是薪水高的大城市人沾
光。 动辄上百元的门票， 对于低收入阶
层而言， 确实影响不小。

新加坡 《联合早报 》 5月1日报道
说， 中国景区进入 “百元时代”。 未来
数月将有超过20个知名景区门票涨价，
涨幅从20%至100%不等。 据统计， 中国
大陆130家5A级景区中， 近半数的旺季
门票价都过百元， 而四川九寨沟、 安徽
黄山等14个知名景区的门票价格， 均超
过200元。

景区门票为何在今年身价陡增？ 坊
间盛行的说法是 “三年解禁期” 已到。

但 《联合早报》 分析认为， 在这 “三年
必涨” 的表象背后， 隐藏着旅游产品结
构不合理、 地方政府过分依赖旅游产业
等深层问题。 要打破 “涨价怪圈”， 除
了对旅游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外， 政府
也需对公益性质的旅游景区的开发给予

一定财政支持， 减轻景区的成本压力，
让其有更多资源发展周边产业。

门票贵， 便滋生逃票。 香港 《南华
早报》 5月2日报道说， 内地好几个景点
提高门票价格， 引发网上频现 “逃票攻
略”。 一篇关于泰山攻略的网贴非常流
行， 它为业余观光者提供了6条登山道
路， 为有经验的徒步旅行者提供了多达
20条路径， 帮助游客逃避127元的门票。

门票贵， 忍忍也就罢了， 可如果你
旅游时买饮料喝， 可要小心了。 《南华
早报》 的另一篇报道说， 总部设在太原
的可口可乐 (山西) 饮料公司一名员工
说， 今年2月生产的12万多箱可口可乐
产品氯含量超标， 后被销往市场。 氯超
标的原因 ， 是工人在2月3日维修管道
时， 误把含高浓度氯的消毒水与生产饮
料用水混到了一起。

另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称， 中国警
方4月16日逮捕了22名生产和销售用皮
革废料制造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的犯罪

嫌疑人， 对其中11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
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杭州警方表示， 他
们将配合药监、 工商等部门， 对浙江省
新昌县43家胶囊生产企业进行停业整
顿， 对非法企业进行封查。

《澳门日报》 则刊文称， 违规企业
罪不可恕， 应当依法严惩相关责任人，
使其不再敢为一己私利铤而走险。 但监
管不力， 有关部门基于地方、 部门利益
或个人利益不作为、 失职、 渎职， 才是
问题食物药品泛滥的 “帮凶”。

谁愿去捡一个遗落的麦穗儿
郭震海

一位老党员， 五一期间高高兴兴进城
看望上大学的儿子， 中午由儿子领着去饭
店吃饭，结果饭没吃好却气得回了家，见人
就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应该挥霍粮食吗？
我多嘴告诉人家要节约粮食， 可人家年轻
人都说我是老眼光看新问题， 说什么这不
叫浪费，叫刺激消费。我真弄不明白，看着
好好的白米饭整碗整碗没动筷子就倒掉，
能刺激消费？”

有媒体报道，据估算，全国每年浪费食
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相当于全国
粮食总产量的1/10。按较保守的推算，我国
消费者仅在中等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

中， 每年最少倒掉约两亿人一年的食物或
口粮；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
堂，每年至少倒掉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
物；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
斤粮食，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如今在我国温饱
问题基本解决，“珍惜粮食” 早已成为一句
过时的口号。君不见在一些大中专院校，就
餐时间尚未结束， 食堂一角的泔水桶里早
已经倒下了不少米饭、馒头，有些饭菜只吃
了一口，有的原样没动。一位老师说，他常
在食堂看到有人匆忙中将馒头、 油条掉在
了地上，却很少弯腰捡起来，即便是农村来
的孩子。一位乡下的学生说，如果馒头掉到
了地上， 捡起来再吃， 会被别的同学看不
起，为了节省钱宁愿不吃这顿饭，也绝不能
去捡一个掉在地上的馒头。

有一次笔者在一个只能容纳十几人的

小餐馆吃饭，听经理说，他们这里每天最少
要倒掉10公斤米饭，全是客人剩下的。全国
有多少家这样的小餐馆，一年下来，光浪费
掉的米饭就令人心惊， 这还不算大酒店里
公款吃喝。经常出入酒店的人，有几个将剩
下的饭菜打包？据统计，全国一年公款吃喝
的开销已达上千亿，既挤占教育、卫生、医

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又形成了巨大的
浪费。

现在的农村，青壮年都在外打工。麦熟
时节，他们匆匆回乡几天，十分方便地机械
化收割之后， 没人再去回头捡掉在地里的
麦穗。村里的老太太说，过去她每年麦收之
后都能从地里捡回几十公斤麦子， 如今捡
不动了，孩子们都说，打一天工就等于捡了
一季的麦子， 没必要再去拾那几个遗留在
地里的麦穗。

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生活的必须品，
和水与空气同等重要。 尽管人民的生活水
平提高了，富裕了，科技也发达了，亩产和
过去相比成倍地增长， 基本上可以自给自
足，但富裕了，就意味着能挥霍吗？

如今，我们已经在浪费中走向挥霍，又
从挥霍中走向冷漠，“珍惜每一粒粮食”就
象一句过时的口号，没有人再提起，生活中
有几个人愿意弯下腰捡几个遗留在地里的

麦穗呢？

补办实名火车票何须如此繁琐
浦江潮

铁道部发布消息，从5月10日起，实名制
火车票丢失后可以挂失补办， 补票手续费
为2元。按照补票办法，旅客先到售票窗口
按原车票的车次、席位、票价重新购买一张
新车票，到站后24小时之内，再到退票窗口
办理新车票的退票手续。（《新京报》5月3日）

千呼万唤， 实名火车票补票办法终于
出台。 自去年6月1日动车组列车全面实行
实名制以来， 就一直有旅客不断反映补票
问题———由于实名火车票存在“五个一”规
定， 即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同
一车次同一乘车站只能购买一张实名车

票，所以车票一旦丢失，旅客无法再次购买
同一车次的车票，给出行带来不便。就此，
铁道部曾于去年10月18日发布消息称，将
于春运之前出台实名火车票补票办法，如
今终于兑现。

补票办法出台，手续费仅收2元，值得

赞扬。更重要的是，旅客补票不需再次支付
票款，购买新车票的钱到站后可退。这正是
实名车票的一大好处： 由于一张车票对应
一张身份证件，售票系统里有据可查，车站
很容易查证补票者此前是否购买了车票。

当然， 铁道部也担心有旅客趁机占便
宜，所以在补票办法设计上比较繁琐：要求
旅客先到售票窗口重新购买一张新车票；
乘车时，旅客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
到站之前，列车长要确认该席位使用正常，
并开具客运记录；旅客到站后，要凭客运记
录、 新车票和身份证件办理退票手续……
这些措施目的显然只有一个： 防止有旅客
谎称车票丢失而补票， 或丢失的车票被别
人捡去，两个人各持一张车票乘车，却只花
一张车票钱。

有没有必要这样繁琐呢？ 我认为没有
必要。旅客持实名火车票进站上车，检票时
必须人、证、票合一，新车票、原车票都对应
着购票者的身份证件， 其他人根本没法使

用。 也就是说， 只要铁路工作人员严格检
票，就能防止有人浑水摸鱼。即使没有补票
这档子事，铁路工作人员也得严格检票，否
则车票实名制就失去了意义， 就无法打击
“黄牛党”。补票办法设计得如此繁琐，是否
意味着对严格检票没有信心， 甚至明知没
有做到？日前有报道称，五一假期，北京、山
东、贵州等地火车站的“黄牛党”卷土重来，
或可为佐证。

实际上，如果旅客上车时检票不严格、
乘车时查票不严格， 那么补票办法设计得
再繁琐， 也无法防止个别旅客占便宜。比
如，要求列车长确认席位使用正常，分别持
新车票、原车票的两个人，不在同一个车厢
就是了，大概不难蒙混过关。

繁琐的补票办法不仅给旅客增添了麻

烦，也增加了铁路部门的人力成本。免费补
票本是便民之举，理当化繁为简，最大程度
地方便旅客， 同时提高铁路部门的工作效
率。

《知音》上市梦不应折戟于“知音体”
邓海建

《知音》 杂志计划上市， 成为中国
期刊第一股。 《知音》 通过大量复制悲
惨曲折的爱情故事， 以及名人轶事， 与
精英文化形成对垒 ， 占据广大农村市
场。 有业内人士认为， 《知音》 长期传
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 缺乏媒体
的社会担当 ， 不应该被批准上市 。
（《北京日报》 5月3日）

时至今日，“市场的归市场、 道德的
归道德”———看来仍是一个需要不断重

申、乃至费力辩驳的常识。情理不分、法
理不明的纠葛， 往往冠冕堂皇挑逗着秩
序之下的游戏规则。 证监会日前披露的

消息显示，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目前正处于初审
之中；若在证监会过堂成功，知音传媒或将
是国内首家登陆A股的期刊传媒公司。

上市梦能否心想事成， 这是资本市场
需要费思量的事情，而业内人士所谓“缺
乏媒体社会担当”的说法 ，不过是一种道
德考量罢了。闻说“知音传媒”即将上市的
消息，有作家第一反应是：“这家严重侵害
知识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能上市？”梳理
一下对知音上市的怨愤，大致有三 ：一是
诉其缺乏道德底线 ，不尊重作家 ；二是斥
其内容游走在灰色低俗之间，尤其是知音
体“臭名昭著”；三是论其缺乏起码的媒体
公信力 。其实这三条 ，只要不触及法律底

线，就与杂志是否能上市无关。若其果真如
此不堪， 早有文化主管部门、 司法部门介
入，恐怕也等不到上市这天。如果法制底线
在、剩下的纠结，不过是“雅”“俗”之争。

你可以喝着咖啡读时尚杂志， 我可以
嚼着馒头看 《知音》 ———这是两种并行不

悖的自由与权利。 尽管在2007年， “知音
体” 引发公众热议， 但须厘清的是， 一篇
文章名叫 《白雪公主》 还是叫 《苦命的妹
子啊， 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
的一片天》， 不过是文化范畴的见仁见智。
这世界需要阳春白雪， 当然也容得了下里
巴人 ， CBD里的风尚固然可爱 ， 城郊结
合部的人情也未必可憎。 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张柠认为 ， “知音体 ” 这种 “软硬兼

施” 的叙事 ， 语体风格兼顾 “二胡 ” 和
“京韵大鼓” 格调， 而 “拍案惊奇” 的开
头， 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 那么， 这种带
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 未必个个讨喜，
却也定然不是人人得而诛之。

不是每个人都要爱看 《知音》， 抛开
语体与叙事上的 “农村烙印” 不说， 一家
合法传媒企业， 按程序谋求上市之路， 当
非 “道德” 之内的事。 资本市场自有资本
市场的逻辑， 你可以不买它的刊物、 甚至
可以鄙视它的故事， 却不能以道德之名阻
碍其上市之路。

对 《知音》 的义愤填膺， 不禁令人想
起此前的归真堂。 2月14日， 70余位社会
名人联名签署了一封 “吁请函”， 由北京

爱它动物保护基金会送交证监会， 要求
驳回归真堂的上市申请。 “活熊取胆”
是个道德问题， 上市与否却是个法律问
题。 股市不是一个高尚的道德领域， 合
法赚钱才是最后的底线。 相信市场的力
量并尊重市场的选择， 才是避免道德暴
力戕害自由市场的基本理念。 如果申请
IPO的资格， 取决于仁义道德上的 “看
不顺眼”， 资本市场还有什么规则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以2010年紫金
矿业渗漏事件为典型的上市公司问题屡

见不鲜， 真正危害环境、 侵害权益的公
共事件并不少见， “业内人士” 何以没
有斥其退市的声音？

资本市场上只有两种企业， 守法企
业与违法企业， 而没有所谓高尚企业和
卑鄙企业之分。 你可以鄙视知音体、 知
音上市也可以折戟在审批程序上， 但若
夭折于道德阻击的口水里———这就不只

是知音之殇， 而是市场的不幸、 秩序与
规则的混沌。

冰点时评

微言快语

域外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