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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女性堕落
导致国家堕落”的言论，遭到众口讨
伐。这种“把所有问题都让女性扛”
的谬论不值一驳，倒是有个问题值得
探讨：为什么这类所谓的成功人士，
会时不时地脑袋抽筋一下，忽出惊
人之语，引得舆论喧哗？

西晋有位杰出的诗人左思，诗风
豪放，为人卓尔不群。他的《三都赋》，
被人们争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的
典故即源于此。左思出身寒微，在讲
究门第的晋代，仕途并不得意。然
而，时人之于左思的追捧，大概与现
在的粉丝追星差不多，狂热得连手抄
本都不够用，连累稿纸涨价。在这个
意义上，左思也算个成功人士。

现在，成功人士成了俞敏洪、马

云这样的商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
有事业，更在于他们有钱。你看，衡
量成功的标准，两千多年来发生了陡
变，人们对知识的狂热，冷却了。这
里本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但有钱
的成功人士为何突然会脑袋抽风一
下，依然是有原因的。

一个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不是一
两个人建立的。它需要大众和成功
人士的互动以及媒介的传播。现在，
成功学能大行其道，形成某些人的价
值观，上述三样东西缺一不可。从这
个意义上说，俞敏洪抛出这样的谬
论，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古代社
会的知识单一性不同，现代社会的知
识呈现多样化，而且越来越专业，导
致功能性文盲越来越多。然而，成功
人士被大众膜拜惯了，被身边的部下
和朋友点赞点惯了，于是自以为无所

不通，就会越界，像文盲一样在自己
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

关于钱和智商的关系，有一个很
有意思的悖论：一个人总能挑出另一
个比他更有钱的人的毛病，但比他钱
少的人，则一定比他蠢。这种逻辑悖
论，在有钱人的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社会上不乏俞敏洪这样的有钱人，自
以为是、好为人师，秀智商、秀优越，
但正如上述所说的知识已经分工，他
们不觉间就越了界、失了智，信口开
河，贻笑于公众。

除了在新浪微博公开道歉，昨
天，俞敏洪专程来到全国妇联，向广
大女同胞诚恳道歉。但我们要看到，
俞敏洪周围的点赞环境没有变，他能
否彻底改变好为人师、四处指点的习
惯，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报道见今天A10版）

俞敏洪道歉了，他会不会改？

□光明

11 月 18 日，2018 苏州太湖
马拉松在雨中开跑。在比赛最
后阶段，一段插曲引发热议：在
距离终点剩下不到一公里的时
候，何引丽与肯尼亚选手向冠
军发起争夺，在冲刺过程中，两
位志愿者先后在赛道上向中国
选手何引丽递国旗。

赛事直播视频显示，第二
次何引丽顺势接过国旗后明显
被打乱节奏，跑了几步后国旗
从手中掉落。这个插曲，导致
何引丽被非洲选手拉开距离，
惜败5秒获得亚军。赛后，她被
质疑将国旗扔在地上，对此何
引丽多次致歉，表示“我不是扔
的，国旗全部湿透，我的胳膊也

僵了，摆臂的时候甩出去了，很
抱歉了，忘（望）理解！”

如果没有接连两次被志愿
者追着强塞国旗，何引丽是否
能够如愿拿到冠军，恐怕很难
得出绝对的答案。但是，马拉
松最后冲刺阶段，任何一点外
部影响，都可能打乱选手的节
奏，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常识
来讲，突然冒出来的志愿者不
管行为初衷是什么，都不乏粗
鲁之嫌。

这并非苛责，而是有着明
确的专业要求。如媒体报道，
根据国际田联手册规定，终点
前只允许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横
幅带，等待冠军，连裁判长都不
可以踏上赛道。照此规定，最
后冲刺阶段，志愿者冲上跑道

给选手递国旗，显然就涉嫌违
规。据媒体调查，此前很多马
拉松比赛中，都能看到中国选
手身披国旗通过终点的场景。
那么在这件事发生后，相关赛
事规定是不是应该拿着“专业”
的尺子量一量，别再重复同样
的闹剧？展示国旗能不能在选
手跑过终点线后再进行？

更耐人寻味的是，何引丽
受到的影响从赛中延续到了赛
后。不乏有声音针对国旗掉落
地上的现象质问何引丽，“成绩
难道比国旗更重要？”这个设问
看似义正词严，其实是个伪问
题，因为成绩和国旗从来就不
是对立的。而这种质问背后的
爱国绑架意味，显然比志愿者
硬塞国旗的行为更让人心寒。

要知道，选手冲过终点线再来
展示国旗，丝毫不会影响爱国
表达。相反，那些影响到选手
正常发挥的形式感和仪式感，
才是真正值得质问的。更何
况，赛后何引丽已作了澄清和
道歉，“我不是扔的，国旗全部
湿透，我的胳膊也僵了，摆臂的
时候甩出去了，很抱歉了，忘

（望）理解！”
在 竞 技 场 合 表 达 爱 国 主

题确是赛事仪式感的一部分，
但不可不论是非，不讲原则，
不 遵 循 赛 事 本 身 的 专 业 要
求。在此次问题上，一些声音
动辄将国旗掉落地上演绎为

“不爱国”，无疑就有此之嫌。
这不仅无益于赛事举办专业
化、人性化程度的提高，更可

能让爱国情感的表达变得肤
浅 和 狭 隘 ，沦 为 一 些 人 随 意

“上纲上线”，搞道德绑架的工
具。而这，实际上是对爱国情
感的最大误读。

任何体育赛事，“形式”上
的表达都应该让位于体育本身
的规律和专业。马拉松赛事
中，到底是赛后展示国旗还是
要选手拿着国旗冲线，只是一
个形式上的取舍问题，本质都
不影响爱国主题的表达。在这
一前提下，到底哪种方式更适
合，就应该充分尊重选手个人
的自由选择，尊重赛事本身的
专业性，不能动辄搬出爱国话
语来“压人”，混淆是非。这也
是体育赛事人性化、专业化的
内在要求。

马拉松赛事应回归于专业

选手冲
过终点线再
来 展 示 国
旗 ，丝 毫 不
会影响爱国
表 达 。 相
反 ，那 些 影
响到选手正
常发挥的形
式感和仪式
感 ，才 是 真
正值得质问
的。

“

现代社会的知识呈现多样性，而且越来越专业。但成功人士被大众膜拜惯了，被身边的部
下和朋友点赞点惯了，于是就会越界，像文盲一样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

□小光

据媒体报道，福彩发行管理
中心 4 名原负责人的忏悔视频
在相关网络平台公布后，记者就
福彩窝案的相关问题与彩票行
业的专家进行了对话。

2017 年以来，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已有 5 名主任
或副主任在反腐行动中落马，共
有14名局处级官员被查处。福
彩管理中心官员如此大规模地
涉嫌贪腐，这即使在最近几年反
腐行动中被查出的腐败大案中
也不多见。14名局处级官员深
陷腐败弊案，这堪称地地道道的
窝案。守着福彩这个聚宝盆前
赴后继地贪腐，这 14 名局处级
官员也堪称是守着这个聚宝盆
的硕鼠。

11月13日从权威机关传出
的消息称：近日有网友传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14名官员共贪
污 1360 亿元的消息为谣言，具
体数据尚不便公开。这个权威
信息发布后，其中“具体数据尚
不便公开”的回应引发了广泛猜
测。从办案程序上讲，“具体数
据尚不便公开”，既可能意味着
这些官员涉贪腐的数额尚在查
实查证中，也可能意味着公开这
些数据，将对福彩运作形成一定
的冲击。但是，不论涉案官员贪
腐涉案数额多少，福彩发行管理
中心 14 名局处级官员窝案爆
发，其本身已经充分说明福彩发
行管理中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关键所在。

福彩或彩票，有“穷人税”之
称。笼统而言，整个彩票业是以
法定规范的渠道，将人的天生的
逐利欲望引至合法轨道，为那些
在社会上按照其脚下的既定道
路永无翻身变富的人们，提供一
个概率虽小却真实的机会，由此
将每个人的小私欲，汇集成社会
的大公益，将“穷人税”更主要地
用之于社会中下层之需。将彩

票发行的单位额度限制在一定
范围，这是防范彩票引发购买人
道德风险的硬措施之一。而防
范彩票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舍公
开透明而无他途。

应该说，福彩乃至彩票业的
腐败问题早有端倪露出，也早有
检举和举报。现在看来，14 名
局处级官员落马的结局，正可用
来解释为什么相关腐败传闻及
其举报迟迟得不到正视和处
理。如果一个单位几乎全部官
员都是你贪我贪大家一起贪中
的一分子，成为你有份我有份大
家都有份的利益关联者，这必定
使任何防范道德风险的制度形
同虚设，使守仓者成为捷足先登
的硕鼠大盗。所以，问题也正在
于福彩发行机制中何以形成了
容纳和容忍这种现象的“容错”
机理，并且能够运行出 14 名局
处级官员涉腐落马的窝案，运作
至14名局处级官员一个个前后
案发那么长时间。

相关数据表明，截至去年
底，中国彩票已经累计发行销售
17950 多亿元。在如此巨大的
数目中，贪腐“具体数据尚不便
公开”数额的彩票款，对上述 14
个局处级官员来说即使不是难
事，但至少也要通过层层的核算
审计，甚至也还要通过开奖公开
视频、公证等像模像样的程序。
不过，福彩发行管理中心 14 名
局处级官员齐齐涉贪，说明如果
这些核算审计环节、开奖公证设
计不是样子货的话，说轻了也是
存在严重漏洞和问题，否则就不
会将那么多官员送进大牢。

2014 年底，审计署既已对
福彩、体彩进行了专项审计。
该审计公告显示，被审计范围
内的彩票资金中，问题资金占
比超过四分之一。发行管理机
构违规采购、账外核算资金、违
规购建楼堂馆所和发放津补贴
的资金竟全部来自这些所谓

“穷人税”。

福彩窝案：
守仓的硕鼠天生为鼠？

如果一个单位几乎全部官员都是你贪我贪大家一起贪
中的一分子，成为你有份我有份大家都有份的利益关联者，
这必定使任何防范道德风险的制度形同虚设，使守仓者成
为捷足先登的硕鼠大盗。

据报道，近日美国“人体酸碱体质理论”之父罗伯特·欧·杨因使用该疗法延误病人治疗被判处巨额赔偿
金。但在国内一些电商平台上，所谓“碱性食品”仍然大行其道，标榜其产品具有“转化碱性体质，孕育活泼男
宝”“溶解身体结石”“预防癌症”“强化免疫细胞”等功效。 新华社发

还在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