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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这两天，国内一些中学的
老师在寒假推荐书目上推荐
了武侠小说《天龙八部》，“这
次，爸爸妈妈再也没有理由拦
着我们看武侠小说了。”

对于 70 后、80 后家长来
说，小时候偷看武侠小说，简直
成了“成长标配”，不吃饭也要
读，躲被窝里打手电也要读。
虽然有着这样的经历，但对于
寒假荐读《天龙八部》，不少年
轻家长还是感到意外。我们的
教学往往是严肃的，这种严肃
认真不仅体现在教学中，而且
体现在课文内容上。延续着这
样的逻辑，即便课外阅读，也长
着一副严肃认真的模样，出现
在学生视野里的假期推荐书
目，往往是传统的狭义的名著，
类似《天龙八部》这样的通俗文
学，一般“上不了厅堂”。

现 在 进 入 教 材 的 课 文 ，
包括一些经典推荐阅读，都
是 精 挑 细 选 的 结 果 。 有 人
讲 ，阅 读 这 个 东 西 ，就 需 要

“富养”，长期把最好的内容
放在前面，时间长了，感觉有
了 ，也 就 容 不 得 一 些 垃 圾
了。这种观点很有市场，恐
怕也是现行学生阅读经典当
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的关键是，人的阅读
口味、欣赏品位是不同的，长
期接受一个东西，也容易造成
疲劳。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

趣，更需要发挥语文本身的魅
力。而在坚持经典阅读的同
时，适当吸收一些通俗文学的
精品，能够起到很好的调节作
用。“无心插柳柳成荫”，天天
读课文可能没有感觉，偶然看
一次武侠小说，就有可能像一
束光碰到另一束光，发生奇妙
的反应。看名人传记，很多文
学大家的写作兴趣，就是从阅
读一本通俗小说开始的。

更重要的是，《天龙八部》
虽然是一部武侠小说，但无论
是文字还是思想，都有可取
性。特别是蕴藏其中的历史
知识、传统文化，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生活观，对于青少年
成长都不无裨益。作为过来
人的我们，印象最深的书中，
总有武侠小说的身影。而在
前段时间，上海少年儿童图书
馆发布了首份《上海市少年儿
童阅读报告》，中学生借阅最
多的图书即是《天龙八部》。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式
是指令性、灌输式的，很少注重
对学生兴趣的尊重。寒假荐读

《天龙八部》的最大意义，在于增
加了一个选择项，体现了对于学
生阅读兴趣的尊重。这不会对
现行教育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但
毕竟体现了一种探索。记得周
杰伦的歌曲《蜗牛》进入教材，舆
论也是表现出了一种兴奋状
态。类似的尝试丰富了语文形
态，让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它
代表一种努力、一种方向。

寒假荐读《天龙八部》
多一种阅读选项挺好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全国知名
专家、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
皓夫教授于1月24日6时56分在河
北省儿童医院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
世，享年 88 岁。胡皓夫从医 50 多
年，坐诊的几十年间，只开一些抗病
毒的西药和中药。为孩子治病，20
年他只给一个休克孩子进行了肌肉
注射，被小患者们亲切地称呼为“不
打针爷爷”。

@刘远举（财经作家）：这是一
个极其糟糕的新闻。从概率上讲，不
可能50年都遇不到不需要打针的孩
子，要么有筛选机制，要么就是被这

个称号绑定，这必然会耽误病情。而
且，把“不打针”作为好医生的标志，
本质是反科学、反智的。

@王志安（媒体人）：媒体宣传
河北那位去世的老医生给高烧的患
者开八毛钱的药固然不对，但也要看
到，这背后是公众长期以来以药养医
体制不满的情绪。没有这种情绪，也
就没有这种报道。单纯谴责这种报
道并不会让患者心绪平静，唯有彻底
取消以药养医的体制，人们才会从医
学本身的复杂性去理解，看病并不是
药开得越便宜越好。前一个是社会
问题，后一个是医学问题。对于普通
读者也包括患者而言，更容易触动他

们，让他们理解的是社会问题。
另外，涉医报道思维和技术的陈

旧和落后，不仅仅有媒体的责任，很
多时候甚至是媒体和医疗部门的合
谋。比如，许多医院，尤其是大型医
院就热衷于让媒体报道“奇迹性”的
救助案例。但这种报道：1.增加了患
者的就医期望；2.让普通人产生大医
院崇拜，对分级诊疗产生本能的抵
触。而这，不正是许多医生和医院抱
怨的吗？

说到底，涉医报道水平的提升，
要靠媒体和医疗部门共同的努力。
单纯指责媒体，达不到这个目标。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观点

不打针是好医生的标志吗？

□沈彬

这两天，“汤兰兰被性侵”
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008年10月，当时年仅14
岁的汤兰兰向黑龙江省五大连
池市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称
其从7岁开始被父亲、爷爷、叔
叔、姑父、老师、村主任、乡邻等
十余人强奸、轮奸。最终11人
获刑，罪涉强奸罪、嫖宿幼女
罪，其父母还被判强迫卖淫罪。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因
为主要证据的缺乏，使案件显
得如此模糊、暧昧和诡异，特别
是此案严重缺乏足以认证犯罪
事实的物证，主要是依赖于受
害人指控。

目前，众多被告人都在申
诉喊冤。1 月 30 日，最高检两

位工作人员约见了该案律师及
两位当事人。

对于未成年人的性侵，特
别是对幼女的性侵，很多是熟
人作案，犯罪具有长期性和隐
蔽性等特征，取证、调查工作的
难度很大。但是，“无罪推定”
是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为保
护未成年人也不能在证据标准
上打折扣。

一般来说，对于幼女强奸
案件客观证据主要有：法医鉴
定（有处女膜是否破裂的检查
和精液鉴定证据），还有撕扯过
的衣服、身体抓痕等；如果是熟
人作案，时间较久的话，也可能
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隐私部
位及特别特征的描述，作为客
观证据，以形成完整证据链。

遗憾的是，报道显示，本案

中很多对案件的指控都非常模
糊、笼统。比如只能说是发案
时间确定为“二零零几年春

（夏、秋、冬）的一天”，两名被告
甚至是“零口供”，但法院仍以

“被害人指控、同案人供述相互
印证”定罪。

《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规
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
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
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
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
罪和处以刑罚。

特别是作为本案定罪客观
证据的汤兰兰“怀孕”B 超单，
也出现阴阳两份——标明“王
兰兰”、年龄“17岁”的两份B超
单，为同一天做出，检查医师是
同一人。而结果却截然相反：
一个显示怀孕，一个显示没怀

孕。这是怎么回事？
还需追问的是，在这起离

奇的未成年少女举报父亲、爷
爷等强奸自己的案件中，汤兰
兰的所谓“干爸”“干妈”到底起
的什么作用？

从一开始，汤兰兰写举报
信就明说“为了能让我干妈、干
爸为我申冤”，当地警方的询问
笔录作为“监护人”签名的也是
干妈李忠云；带其做流产手术，
留下阴阳两份 B 超单的还是

“干妈”。
“干妈”在这起案件中起的

作用，如此之大？当地警方有
没有认真详细询问过“干妈”，
并固定为客观证据？

值得关注的是，被判决载
入的法医鉴定意见为汤兰兰

“有过多次性行为”，“不能排除

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
如果这份鉴定意见是没有

问题的，对于当时只有14岁的
汤兰兰来说，她肯定是有被性
侵的（而且很可能是在她不满
14 周岁），但性侵者是谁？有
没有后来指控的那么多？或者
说，有没有谁在利用她的受害
者身份搞敲诈、诬陷？

这起牵涉到 11人获刑，甚
至汤兰兰爷爷背着强奸孙女的
恶名死在牢狱中的案件，不应
该在一片证据模糊中走完司法
程序。

韩国电影《素媛》让我们认
识性侵幼女的危害之大，另一
部丹麦电影《狩猎》则让我们认
识到了办理涉及性侵幼女的案
件必须坐实证据，否则的话也
会酿成人间悲剧。

女孩被亲属“性侵”案，最终还须证据说话

▶网评

@五岳散人：有网友让我
评论一下汤兰兰案件。没法
评论，因为拿不准。我就知
道一件事儿：媒体吆喝让法
律认定的、当年为了保护其
后续成长而变换身份的受害
者出来对质……这干的是人

事儿吗？这案子要翻，也是对
当时办案机构说话，证据、卷
宗都在那里，让她出来有什么
用？即使她出来有用，那也是
有关部门的私下讯问，您啥意
思？接受你们采访？我们要
明白一个道理，哪怕这事儿有
一分可能是真的，这种所谓对
质也会对其造成再次的、巨大

的伤害。这个道理不难懂
吧？如果这是冤案，自然有国
家赔偿机制启动，也不能追究
到当时未成年的孩子头上。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孩子可能
由于种种原因编故事，但最终
还是办案机构把事儿坐实了。

@就叫熊太行也行：你要
是汤兰兰干爸干妈，把这么多

人送进监狱后，你愿意出现在
他们身边吗？觉得是冤案，走
申诉，但在裁定下来之前，这
些人就是犯罪分子，受害者和
证人当然有权躲开这些人。

“为什么不能面对媒体和公
众。”你们新闻伦理谁教的？
没人告诉你老百姓没义务配
合你采访？

@黄章晋ster：报道在技
术上可指摘之处不少，今天调
查记者队伍凋零瓦解，这实在
不算意外。但由此怒称记者
为妓者，语气恨不能食肉寝
皮，多少还是让人不安。我不
认为公安比爹妈亲，外人比父
母更疼孩子。尽管报道的问
题很多，但案子的问题更多。

这起牵涉
到 11 人获刑，
甚至汤兰兰爷
爷背着强奸孙
女的恶名死在
牢 狱 中 的 案
件，不应该在
一片证据模糊
中走完司法程
序。

“

“无心插柳柳成荫”，天天读课文可能没有感觉，偶然
看一次武侠小说，就有可能像一束光碰到另一束光，发生
奇妙的反应。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去年面向社会征集到上百条有关保健品和保健仪器欺
诈的线索，通过梳理发现，上当的以老年人居多，虽然骗子的“套路”不外乎三招，但老年人招招都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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