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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海平

南昌大学简称为“南大”，引起南京大
学不满。有媒体从教育部了解到，《南昌
大学章程》经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后，尚未
到教育部备案。教育部希望南昌大学、南
京大学能规避引发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
协商妥善解决此事。

本来，“南大”简称也并非南京大学独
享，简称“南大”的，除了早年间的岭南大
学还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甚至南宁学
院。国内这种现象很普遍，比如有3个“华
师”：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2个“华工”：华中理工大学和华
南理工大学；2 个“华农”：华中农大、华南
农大；2个“北工大”：北京工业大学和北方
工业大学。大学简称往往具有归属地性
质，譬如广东人口中的“华师”是华南师范
大学，湖北人的“华师”是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人的“华师”是华东师范大学，不至于
引起多大麻烦。

这意味着，南昌大学也有权简称“南
大”（事实上当地人口中的“南大”多半是

指南昌大学），但前提是南京大学没有先
行一步——在2014年经教育部核准的《南
京大学章程》中将“南大”简称“注册”。一
旦木已成舟，南昌大学无视已成事实而争

“南大”，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哪怕教育部
未对学校简称作具体规定，公道自在人
心，公众会认为南昌大学想搭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的便车，沾国内名校的光，这难
道是南昌大学愿意看到的吗？最有资格
争“南大”的南开大学自称“南开”，实属明
智之举。

说到底，大学简称不过是一个符号而
已，它对于大学的意义，远不如争名者想
象得重要。如果名实不符，徒有一个响亮
的名字，那又如何？就算把“南大”名字给
你，你的实力、排名能赶上南京大学吗？
考生会奔“南大”这个名字而来吗？罗马
不是一天建成的，看看国外名校，哪一所
不是靠实力而是因名扬名？国内也一样，
没有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练，南京大
学能够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名校吗？

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争名无疑是一
种自损声誉的短视行为。争名不如争实，

与其“偷吃不成反惹一身腥”，不如下苦
功、干实事，实实在在将大学办好。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大学办好了，腰杆硬了，
简称什么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一所“文理
工医渗透、学研产用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211工程重点大学，南昌大学实力不菲，应
该将眼光放远，不该在名字上过多纠缠，
浪费精力。

“南大”之争虽然是个案，但有“名字
幻觉”，甚至患上“更名综合征”的高校绝
不止这一所。近年来，高校升级、改名成
风——“专科”改“学院”，“学院”成“大
学”，职业学院变综合大学。当中不排除
高校自身发展需要，但也存在着好大喜
功、攀比心理、政绩需求与利益诉求，认为
大学比学院层次更高，对学生更有吸引
力。过犹不及，追求表面功夫，都是大学
精神与自我价值的迷失。世界著名学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虽说是“学院”，却不
损其“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美名，说明了
什么？

大学之大，要有大师，而不是大楼或
“大名”。

争“南大”之名不如争大学之实

孟真：经过高四，我更加成熟九里山高考复读学校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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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在今年的高考中以471分的成绩
过了二本线。提起去年的高考成绩，她似
乎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419分”，这个成
绩在当时只过了专科线。

“成绩不理想，根本没有想去的学校，
我决定复读一年。”孟真说。孟真高三期间
在班里的成绩挺不错，还是数学课代表，可
是不知为什么最后的高考没能正常发挥，
这才让她下定了复读的决心，她相信经过
一年的努力，她会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的。

“经过一年的系统复习后，我感觉以前

对于数学的学习比较随意，知道一道题的
解法即可，基本没有总结过每类题型的解
法，没有系统化地进行学习。”孟真对于高
三数学的学习感到十分后悔。同时，她说，
以前不怎么会做政治的大题，只会简单地
套用一些原理，其实根本不理解，因此分数
肯定上不来。英语也是不知道攻破单词大
关，而是一味钻到语法里出不来。

如今，再看到政治大题，孟真能联想思
考，在原理的基础上阐述问题，做到有的放
矢，不再方向不清。也在英语单词方面下

了很大的功夫，阅读理解等大题都能做到
不失分。她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超越自
己就是一种成功，除了个人的拼搏努力外，
这得益于学校的教育。“这里的老师非常负
责任，发现我们压力大，就会开导，如果有
老师感觉哪个人最近思想波动大，还会单
独和这位同学聊天沟通，说实话，这里的老
师很少回家，都是住在这里的，有时觉得他
们比我们还紧张。”孟真坦言。

“没有高四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不
少同学都会这样说，其实孟真认为，这句话并

不是鼓励大家都复读，而是一种人生经历，
“当初选择复读只是希望我的人生不留遗
憾。然而，复读这一年，非常值得，收获的不
仅是扎实的知识基础，更是心理的成熟，对待
人生的态度也随着经历的增加而改变。”

据了解，孟真的家庭条件很一般，父母
都是普通工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孟真
在高考完选择打工，“在一家KTV做收银员，
一天的工资是50元，我希望能用这两个月
时间赚一点钱，好让父母不那么辛苦”。孟
真说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加懂事了。

□张天蔚

民政部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
报》披 露 ，2014 年 全 国 依 法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1306.7万对，依法办理离婚登记 363.7万对，离
婚率27.8%。如果按总人口中每千人离婚对数
统计的“粗离婚率”，则2014年达到千分之2.7，
也为史上最高。因此有媒体查阅历史数据后
报道称，自 2002年以来，全国离婚率已经连续
12年递增。

笼统而言，离婚率连年攀升不能算是好
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则社会安，是人
们的一般共识。于是面对离婚率攀升的现实，
社会舆论往往会做出负面评价，并始终不曾放
弃寻找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以为找到了“根本原
因”，就能相应地找到拯救婚姻的办法。

但离婚率连续12年攀升的事实，显然证明
以往的努力都有些徒劳，不是没有找准原因，
就是那些原因本身就是很难改变的现实，通过
解决掉原因而拯救婚姻，也就成了“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婚姻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社会关系，任
何一段婚姻从无中生有到白头偕老或中途解
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或道理。但离婚率出
现“现象级”的连年攀升，那么在无数个案式的
复杂成因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共性
因素。

不难理解的是，中国离婚率的稳步上升，
绝非严格始于2002年。如果有数据可以观察，
则这个上升过程很可能可以前推很多年。事
实上，所谓现代社会的基本含义，就包含着以
下基本内容：其一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导
致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
和经济自由，无论男女；其二，法治社会保证每
个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
护，无论男女。有了这两项基本的自由和保障
之后，婚姻关系的“外部性”，即对婚姻之外的
他人的影响逐渐减弱，婚姻愈发成为“两个人
的事情”。同时，婚姻中的人身依附和经济依
附关系被大幅剥离，婚姻关系变得相对单纯和
简单。与上述变化相应，维系甚至“捆绑”一桩
婚姻的各种纽带也随之减少、松弛，离婚率随
之升高也不足为奇。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分析，目前有些技术性
手段的变化，如离婚财产分割相对简单、离婚
手续简单快捷等，确实可能让离婚程序变得更
加简便、离婚过程变得更为短暂，也很容易被
视为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但如果促使离婚率
上升的根本原因不变，则试图以增加技术难度
的方式抑制离婚率的上升，只能是徒劳。至于
有专家把离婚归因于婚外情，把婚外情归罪于
社交软件，更是令人无语。有些离婚确因婚外
情而起，但只有当婚姻的基础出现松动，婚外
情才有插足的空间。更可信的是，婚外情的出
现和离婚的发生，都是婚姻关系松动的结果，
它们可能先后出现，却分不清谁因谁果。至于
社交软件的出现，不过是顺势而生的市场行
为，却无辜分担了些人们的愤怒和焦虑而已。

当然，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婚姻都不可能
成为纯粹的两个人的事情，对他人、对家庭、对
社会的影响，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尤其在当
下的中国，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并非所有
人，尤其是女性，都能获得相对独立的经济地
位。对于经济不能独立，因而不得不在婚姻中
寻求生存保障的女性而言，“被离婚”往往成为
最大的噩耗。

因此，在保证个人婚姻自由权利的前提
下，通过文化、经济、法律等各种方式，促进婚
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抑制离婚率的上升势头，
既是必须努力的方向，也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
难的过程。

离婚率连年攀升
不是好事□闫祥岭 杨绍功

近来，公众对纪念抗日战争、缅怀抗
日先烈、守护和平正义的关注度持续升
温，抗战题材电视剧也愈发受到关注。如
何艺术地再现严肃且厚重的抗战历史，兼
顾时代精神和市场需求，是当前业内的一
道必答题。只有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始终
忠实于伟大的抗战精神，才能创作出更多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作品。

近些年，社会资本不断进入，从业人
员日益增多，电视剧发展百花齐放，相关
作品硕果累累。历史剧、谍战剧、动画剧、
家庭伦理剧，几乎每个领域都产生了脍炙
人口的优秀作品。近年来火爆一时的抗
战剧同样产生了一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再现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让观众通过屏
幕感受到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

在抗战剧成为地方台、卫星台、网络

等诸多播放平台“宠儿”、创造一个又一个
收视率高点的同时，机械模仿、千篇一律、
过度娱乐的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当前
公众对文化作品优劣的评判主要通过网
络传播。《亮剑》中骑兵连断臂连长血性冲
锋带给观众的震撼，会在网络上掀起满满
的正能量；而有些剧中“手撕鬼子”“裤裆
藏雷”之类的雷人情节，则会在网络上引
发大量的吐槽。

社会责任感缺失，是当前精品抗战剧
数量不多的重要原因。部分创作人员对
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和尊重，沉迷快速获
益，相关作品不以求新求实争夺观众，却
用雷人雷语献媚市场，对抗战历史进行快
餐式消费，最终让一些抗战题材作品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的作品。如何在包括电视剧在

内的文化作品中，告诉人们应该坚持和赞
扬什么，必须反对和否定什么，值得从业
人员和有关部门深思。对于抗战剧来说，
只有恪守事实、保持艺术格调，才能真正
把爱国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观众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增强骨气和底
气。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进
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
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
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
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永远激
励国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弘扬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支撑起相关文艺作品
品质和格调的精神内核，也是抗战剧赢得
观众口碑、获得市场认可的必备条件。

抗战剧应忠实于抗战精神

这是一个至少数十亿元的大
市场，更是一条侵蚀消费者权益
的灰色利益链。在巨大的利益面
前，手机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近
乎“归零”。

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就手机预装应用软件引
发侵权责任纠纷问题，分别向三
星和欧珀发起消费公益诉讼，并
被法院受理，这也是全国首度被
法院受理的消费公益诉讼。

新华社发

“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