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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日前，某收藏圈自媒体发
布 一 篇 文 章《重 庆 大 学 耗 资
670 万 建 了 一 座 赝 品 博 物
馆？》，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文
章作者称，10 月 7 日前往刚刚
落成的重庆大学博物馆参观，
发现馆中展示的大量藏品疑
似为赝品。重庆大学在其官
方微博上回应称，校方对此事
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工作
组，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
该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将
及时向社会公布。

这篇自媒体文章，图文并

茂地对重庆大学博物馆文物
进行了“打假”，也得到了业界
人士的认可。一位曾供职于
国内知名博物馆的文物专家
就对媒体表示，从这些公布的
藏品看，“绝大多数已经是假
冒到荒唐的地步”。

正因为“假冒到荒唐”，甚
至不少网民看了藏品后也忍
俊不禁。目前，重庆大学博物
馆已于 15 日起闭馆，暂停对外
开放。

有意思的是，普通网民都
能感到蹊跷的文物，如何就被
大张旗鼓地迎入博物馆？据
报道，捐赠者吴应骑为重庆大

学艺术学院退休教授，专业为
中国美术史。荒唐的是，2015
年重庆大学曾邀请国内 14 位
博物馆建设及文物专家就吴
应骑拟捐赠的藏品进行评估，
与会专家表示部分藏品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学
研究价值。专家本来是为藏
品作专业保证的，没想到“假
冒到荒唐”，真可谓咄咄怪事！

大概此事有超出文化逻
辑之外的考量。正如学校相
关负责人曾在一次会议上表
示，筹建博物馆是重庆大学师
生多年来的愿望，“学校向来
以工科见长，希望通过建设博

物馆及文博研究院，培养学生
传统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综合
性人文素养，使学校的人文社
科发展得到全面提升”。建一
所博物馆，大概对于一所工科
院校在美誉度，乃至各类考核
测评中能助益不少。这些，或
许能够构成理解此事的一个
注脚。

此外，不止一所学校在文
物一事上掰扯不清，究竟是眼
拙，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颇可玩味。如果是后者，那
么高校何以在文物一事上轻
信急躁，文物究竟是高校的事
业，还是一时的政绩之需，这

些都是应当在查清个例之外，
追问深层次的动机。

当然，大学建博物馆，展
现人文关怀，本身是值得肯定
之事。只不过，文化自有它的
韧性。尤其是文物，它们所凝
聚的历史沉淀，本身就自然生
成了进入门槛。如果掺杂别
的心思，在跨越门槛时怕是容
易摔得难看。所以，大学的文
化建设，既要热心也要耐心，
遵循文化本身的逻辑。否则，
风雅之事，变成附庸风雅，对
承载社会期待、展现学术严肃
的大学来说，必定是一次沉重
的挫伤。

花670万建赝品博物馆？该有个明确的说法

大学的文
化建设，既要
热 心 也 要 耐
心，遵循文化
本身的逻辑。
如果掺杂别的
心思，在跨越
门槛时怕是容
易摔得难看。

□李勤余

25岁的湘西女教师李田田
一定想不到，在自家公众号上
发布的一篇文章，会给自己惹
来那么大的麻烦。

10 月 11 日，她发文称，自
己疲于应对上级各类检查，耽
误了教学。15 日，李田田在朋
友圈中称，当地教体局要求她

“马上赶进城，因为那篇文章，
局长要见我”。

李田田写文的目的很明
确，就是要批评上级的形式主
义影响到了基层教师的日常工
作。她的批评是否准确？目前
我们不得而知。但要了解真
相，方法并不少。比方说，上级
部门下来做一做调研，就能检
验出李田田说法的真伪。

可在无数种可选择的方法
中，当地教体局偏偏选择了最
匪夷所思的那一个——在一个
下着雨的深夜，“召见”李田
田。如此情景，很难不让人产

生联想。这也就难怪，李田田
当时感到很“惶恐”。

对此事，当地教体局的回
应里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拨出这通电话的，是李田田的姑
爷、永顺县教体局人事股肖股
长。按照他的说法，打这个电
话，是因为领导要了解情况。教
体局局长潘清海则说，“不是那
么回事”，这个电话只是表达了
姑爷对李田田的关心。

到底是要关心基层教师，
还是要了解情况，这其实并不
重要。值得注意的倒是，当地
教体局始终不愿到群众中去，
反而摆出了一种“高姿态”。如
果说李田田要批评的形式主义
问题是否存在还无法确定，那
么当地教体局的应对则更像是
形式主义的生动写照。

据李田田说，她发文后，
“他们到学校来过两次，按照他
们的要求，叫我删”。发现问题
后，不是及时解决问题，而是解
决发现问题的人，这是一种形

式主义。肖股长为李田田的文
章定了性——“造成了不良影
响”。发现问题后，不是想法解
决问题，而是更关心问题产生
的“影响”，这也是一种形式主
义。

肖股长还说，“对于文章中
反映出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
么处理。”但是以形式主义治理
形式主义，造成的后果，恐怕只
会是更大的形式主义。

李田田，不仅是一位年轻
的教师，还是一位童话小说作
家。对这样一位有能力、有想
法的人才，当地教体局确实更
应该好好关心一下。只是，目
前她收到的形式主义“关心”，
实在太过沉重。

在工作和情感上遭受形式
主义的夹击之后，真让人担心，
李田田今后的生活会不会沦为
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既然说
真话如此不易，是否应该选择
随波逐流、见风使舵？

（相关报道见今天A10版）

领导的形式主义“关心”，湘西女教师消受不起

批评上级
的形式主义影
响到了基层教
师 的 日 常 工
作，李老师在
下雨的深夜被
教体局紧急召
见，被要求删
帖。这是要解
决问题，还是
解决发现问题
的人？

□叶克飞

这几天，一段视频刷了
屏：一群蒙眼孩子人手一本
书，以飞快速度哗啦啦翻
书。你以为他们在参加翻书
大赛？不，他们是在参加量
子波动速读大赛。

相关机构的说法是：在
高速翻动书本的过程中利用
HSP高感知力进行量子波动
速读，就能在1至5分钟内看
完一本10万字左右的书，且
过目不忘，“翻得越快，你和
宇宙的距离就越近”。这个
显而易见的骗局，居然成了
许多家长的选择。

据说科幻小说界流行一
句“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指
作者编不下去了，就会以“量
子力学”的神秘力量来敷衍
剧情。这句话似乎也可以代
入现实，改为“父母不决，量
子力学”。没有那些因望子
成龙而陷入迷失状态的父
母，怎么会有这种骗局生存
的空间？

很多人嘲笑这些孩子的
父母，认为“父母的智商才是
孩子成功路上的最大绊脚
石”。可量子波动速读班一
直走高大上路线，主打大城
市，学费动辄5万元，忽悠的
正是有学历且具备一定经济
能力的城市中产。

其实，作为当下中国孩
子的父母，面对赢在起跑线
的教育竞赛，每个人都在交
智商税，无非多少之分。

给两三岁的孩子报培养
“领导能力”的早教班，不看

孩子数学成绩如何就报奥数
班以求“开发智力”，坚信写
作文可以速成……哪样不是
交智商税？

难道那些父母都不清
醒、不敬畏科学吗？当然不
是，但“为了孩子”可以压倒
一切，焦虑往往会压倒清
醒。

其实我们一直有“教育
速成”的传统。时至今日，最
受赞誉的往往还是年少老成
的“小大人”。这种思维直到
今天仍有市场，许多家庭对
五六岁孩子的要求已远超其
年龄应有的表现。

很多人曾经以为，这一
代年轻父母可以扭转这一局
面，但教育焦虑反而加剧了
教育速成观念。这也让骗子
有了更多空间。他们的骗术
并不高明，甚至一击即破，但
总有些担心自家孩子比不上
别人家孩子的父母，对这类
骗局趋之若鹜。

在量子波动速读的骗局
中，最让我感慨的是，本是受
害者的孩子们最终却成了骗
子的合谋者。正是他们认同
量子波动速读的“成效”，才
让更多家长在骗局中越陷越
深。但错不在孩子，面对父
母的焦虑与督促，他们并没
有说“不”的权利，更不敢说
自己什么也没学到。

说到底，当中国父母用揠
苗助长的方式，赋予孩子远超
其自身年龄的期望时，孩子要
么就走向反叛，要么就为了让
大人满意而选择欺骗。

（相关报道见今天A8版）

量子波动速读
又一次收了“智商税”

据新京报微博报道，自
1985 年以来的 30 年，中国
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指
数 逐 渐 下 降 。 特 别 是 从
1995年起，营养过剩比例开

始上升，正常体重儿童比例
降低。而课业负担重、户外
锻炼时间短和高热量食品
的摄入，都是造成这一局面
的原因。

青少年体质为啥越来越差？

@微言博议

@财神姐：体育课被数学老师上了。
@肖宁：建议从小学开始一天一节体育课，每天都要上。

所谓的“网红食品”可能违法添加了非食品原料，没有经营资质却在网上卖出了“爆款食品”；所谓的“代购”进口
食品可能只是一个虚假包装……

在互联网消费变得极为普遍的当下，消费者如何避免网购食品的那些“坑”？北京互联网法院运用互联网审理模
式，让网上违法行为“原形毕露”，为消费者解决诉讼难问题。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