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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扬

前几天，一篇题为《通过
靶向肠道菌群调控人体的物
质需求欲望有望提高廉政文
化建设效率》的论文，跻身“奇
葩论文”之列。12 月 11 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忍不住
刊文回应：我们只能保持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文章称，
遏制腐败，相比寄希望于肠道
菌群，需要更靠谱的操作。

肠道菌群，是生物学概
念；反腐倡廉，是政治层面的
话语。两者确实风马牛不相
及，但该论文俨然将“六度区

隔理论”搬到了跨学科领域：
贪污腐败、物欲横流等人性中
经常被探讨的话题，被归结为
肠道菌群过度活跃和紊乱之
类的生物学诱因。至于解决
之道，就是通过靶向肠道菌群
调控，可以生理性地消除饥饿
感，减少人对物质的需求，从
而挽救被物欲控制的目标人
群，提高廉政文化建设效率。

扯上这么多科学术语，建
构起这么繁复的关联，其实意
思就是：吃饱饭，不饿着，有利
于廉政。对这种近乎一本正
经扯淡的论调，不由得想起某
综艺节目那句口号：搞笑，我

们是认真的。
对该论文的论调进行驳

斥，无异于降维回击：先将逻
辑段位降到“扯淡”的境地，再
试图打败它。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饥饿感确实可能导致腐
败，但腐败从来都有更复杂的
原因——很多涉贪人员，物质
生活都很充裕，但仍然没能控
制住“贪欲”，没能管住寻租与
自肥之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就说，腐败是多种因素交互作
用的结果，既有惩罚力度不
够、制度不完善、监督乏力的
原因，也有私欲作祟、侥幸心

理等因素，还有政治生态、社
会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影响。
幸亏那篇论文的题目里加“有
望”，否则这番结论遭遇的吐
槽会更多。

如果这样的论文只是些
山寨机构或民科人士炮制，姑
且一乐就够了，但其作者有着
博导、教授等头衔，难免让人
产生某种戏剧性落差。在崇
尚科学的现代社会，此类反
智、反理性的“神论文”出炉，
显然值得寻思。

其实，有些“神论文”碰瓷
某些高大上的主题宣传词或
社科领域热词，未必是他们认

为这跟其研究领域真的有关
联，而是想以此去套取些东
西，如科研资金、课题经费。
所谓“神论文”，也只是吸引注
意力罢了。以往的经验一再
证明，在有些热门研究领域，
总有个别作者会丢弃应有的
科学态度，转向“投机”的小
道。“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就
是挺好的例证。

说到底，在学术研究中，
除了学术素养外，尊重科学与
常识尤为重要。调控肠道菌
群有助反腐，确实很有想象
力，但科学与常识层面的“智
识余额”，真该充值了。

调控肠道菌群有助反腐，真的科学吗

饥饿感确
实可能导致腐
败，但腐败从来
都有更复杂的
原因——很多
涉贪人员，物质
生活都很充裕，
但仍然没能控
制住贪欲，没能
管住寻租与自
肥之手。

□与归

从家里打到走廊，女子遭男友
十多次疯狂家暴，监控拍下全过
程。近日，这则报道引发舆论关注。

12月 11日晚，深圳宝安警方通
报称，施暴男子龙某系该分局民警，
两人系恋爱关系，现已依法对龙某
行政拘留5日。

家暴者是民警，这个角色反差，
让人一时难以消化。在以往的案例
中，我们刚建立起“遇到家暴要及时
报警”的共识，现在转身却看到这则

“民警家暴”的新闻。知法犯法甚至
可能是“执法者犯法”的一幕，令人
错愕。

警员家暴，或许应“罪加一等”：
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人民警察
法》，都对有公职在身的警察提出了
更高的守法与守德要求。而宝安警
方将龙某行政拘留后，还移交上级
纪检监察部门进一步处理，就呼应
了严肃处理的呼声。

该案例也告诉我们，家暴不分

职业、身份，对家暴的零容忍，就是
不管施暴者是什么人，都要保持第
一次便报警、第一次便寻求帮助、第
一次就让施暴者付出法律代价的坚
决姿态。

该案中，受害者反映，自己曾多
次报警，但都没有解决。不知道这
句话的潜台词里，是否有男友以职
业身份的干预。如果是施暴者身份
堵住了受害者报警维权的通道，那
么是谁帮助施暴者堵住了这个通
道？

目前龙某已被交给当地纪检监
察机关，他有没有进一步的违纪违
法行为，还需要后续的调查认定。
但就这件事来说，无论是从施暴者
还是受害者的角度看，都远远未完。

此前深圳电视台的报道中提
及，受害者汤某向龙某提出过分手，
但受到龙某的死亡威胁。如果此情
节属实，那便有可能触犯法律。相
关部门也不妨对此进行调查和释
疑。汤某还向媒体爆出龙某与 50
岁阿姨有“外遇”等情况，其真实性

仍待查证，但这些线索显然宜进入
调查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报中，我们
看到了“龙某向汤某赔礼道歉，主动
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汤某谅解”的
表述。也就是说，这场家暴更像是
以和解的方式收场。但从受害者的
反映来看，龙某的家暴具有持续性

（一年内十多次，几次被打入院）。
这似乎不是当事人原谅就能了结的
事。

当下，针对家暴事件的讨论中，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反对“劝和”
思路，尤其是针对持续性的家暴行
为，零容忍态度已经得到官方和民
间越来越多的认可。大量案例表
明，不顾现实情况，一味地“劝和”，
不利于矛盾的解决，也不利于保护
受害者。

对施暴者的任何一丝妥协，都
有可能助长其下一次举起拳头。
摒弃“劝和”思路，也许需要当事
人、执法者、其他机构以及公众细
细思量。

家暴者系警察，知法犯法更应零容忍
大量案例表明，不顾现实情况，一味地“劝和”，不利于矛盾的解决，也不利于保护受害者。

□思凝

马云指挥交响乐，充其量
就是个内部年会的小花絮，兴
之所至、尽兴而归、无伤大雅，
不必大惊小怪。

最近，马云又出圈了，这一
次是当起了乐队指挥。视频扩
散开来，引发舆论热议。有观
点认为，这样的举动令艺术蒙
羞，再次证明“只要有钱就能瞎
指挥”。

据了解，视频来自日前在
河北廊坊举办的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周年音乐会，中国爱乐乐
团奉献了一场顶级古典乐盛
宴。在音乐会的最后，指挥余
隆邀请俱乐部主席马云上台指
挥一曲国人耳熟能详的《拉德
茨基进行曲》（就是那首颁奖专
用曲）。随后就有了这段广为
流传的视频，视频中马云兴致
高昂、不时转身拍手调动现场
气氛，乐队成员则低头含笑。
结束下台，马云还略带娇羞地
上演“捂脸杀”，不难料想，最后
的“彩蛋”成就了整场音乐会的
高潮。

其实，这原本就并非官方
活动，充其量就是个内部年会
的小花絮，兴之所至、尽兴而
归、无伤大雅。而且，这太“马
云”了，从朋克造型唱摇滚到

《功守道》里 KO 功夫明星，他
一直都是个非典型企业家。说
是“有钱任性”也好，说是“兴趣
广泛”也罢，只要没有对他人权
益和公共利益造成伤害，不必
上纲上线。

音乐从来不是“不食人间
烟火”的虚空之物，而恰恰就是

日常生活的延伸。即便是略显
小众的古典乐，也依然流淌着
生命的韵律。音乐的背后是一
种特殊的共情，离不开人的参
与，一味强调它的阳春白雪、遗
世独立，或许也是种误读。当
彩虹合唱团以古典的方式唱尽
现代人的辛酸苦楚，当周杰伦
和交响乐团合作完成《菊花
台》——对公众来说，是一种艺
术的启蒙；对古典乐本身则是
一次难得的“出圈”。

这样的“出圈”，无损古典
乐的纯粹性；相反，一些人固执
地认为交响乐不该为五斗米折
腰，反而可能导致发展道路越
来越逼仄。

当然，我们不必给马云赋
予多高的艺术评价，他不过是
来过把瘾的“客串演员”，他的

“捂脸杀”也表明他无意KO真
正的指挥家。而这场表演将引
发怎样的反响，是夸赞、吐槽还
是嘲讽，他选择上场时想必也
做好了承受的准备。

在演出前的当天下午，主
办方还举办了一场沙龙，小提
琴家吕思清和爱乐乐团团长李
南等分享了各自对音乐的感
悟，在沙龙上提到了法国思想
家蒙田的一句话：我们最豪迈、
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的惬意
——这才是我们的初心。

无论是身家千亿的富豪，
还是你我这般寻常人，享受音
乐带来的美好，让音乐为生活
点一盏灯就已足够——至于是
否专业，又有什么关系。音乐
不会将一个流浪汉拒之门外，
而当它邀请一个企业家时，我
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马云指挥交响乐
谈不上冒犯艺术

马云指挥交响乐，充其量就是个内部年会的小花絮，兴
之所至、尽兴而归，只要没有对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伤
害，不必上纲上线。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因前
夫父母看不起自己的教师工
作，女子何某想努力考上公务
员。拿到笔试第一名后，何某

竟用毒品陷害竞争对手，让其
无法通过政审。该案于 11 月
25 日在北京顺义法院开庭审
理。

如此“竞争”，令人瞠目！

@微言博议

@逍遥哥哥真逍遥：幸亏
她被抓进去了，不然体制内又
多出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

@大鲤驴：别人不是看不

起教师，看不起的是你这个人，
因为你这个人就有问题。

@白白白_lu：为啥我的第
一反应是：哪来的毒品？

12月 12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一起擅自使用“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专用标识案，作为
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经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对外公布。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阳澄湖”不敢随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