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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来

8 月 26 日上午，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吴谢宇弑母案作出一
审判决，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
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死刑。

从一个聪明、热情、自律的好
学生，到一个压抑、想自杀，最终
杀死自己母亲的罪犯，吴谢宇在
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
化，或者他是否有长期的心理积
淀在某个时点爆发而引发悲剧，
这两天舆论依然在追问。

吴谢宇归案不久，新京报推
出一篇《“双面”吴谢宇》的报道。
几乎同时，三联生活周刊也为他
勾勒出一个分裂的“画像”。显
然，正面的吴谢宇只要保持好学、
自律的习惯，将有一个积极的人
生向未来延续。然而，这种美好
的延续会被他的反面随时中断，
为他的人生画上句号。

吴谢宇学霸形象近乎完美，
他潜心学习、高度自律，对同学热
情有礼貌。他的学霸符号不仅是
考上北大，而且是北大学子中的
佼佼者。但与此同时，他宅、压
抑，想自杀，没有能够说话的朋
友。有同学觉得跟他亲近不起
来，而且很难说他是哪里让人感
觉不轻松。媒体没有提及他有好
哥们儿、好朋友，即使接受采访的
同学，与他也只是普通关系。这
就形成一种矛盾，媒体称他有好
人缘，他却没有好朋友，似乎他与
同龄人，尤其在青少年阶段，很难
形成性习相投的“手足”关系。这
并不常见。

在媒体的报道里，吴谢宇的
母亲谢天琴也有着“双面”形象。
同事认为她“真的特别好，无论工
作还是生活，工作非常勤奋，是非
常负责的老师”。但与此同时，谢
天琴性格孤僻，与人交往不多。
吴谢宇的舅舅说“我姐也有种清

高，或者说人格洁癖，从而注定了
悲惨的结局”。所谓人格洁癖是
多少事例的概括总结，外人不得
而知，但显然有很多推测空间。

媒体称，吴谢宇每天都给母
亲报账，“在食堂里吃了什么东
西、几块几，在超市买了什么东
西、几块几，会报得很细”。这种
高度精细化的习惯，与他钻研学
习的高度自律，有没有缘于同一
逻辑的内在联系，也值得思考。

吴谢宇在庭审中承认在大学
期间心理问题严重，曾寻求医疗
帮助。他父亲的好友在庭审后不
断感慨：“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太
重要了。”

现在，我们基本都能认识到
心理问题的重要性。不过，即使
我们已经认识到孩子存在心理问
题，但依然处于不为、难为或作为
不够的困境。今年 5 月，成都 49
中学生跳楼事件引发舆情，但警
方抽丝剥茧后的调查结论指向的

是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原因在
于孩子的心理问题。这让孩子母
亲很难接受，孩子高高兴兴上学
去，却毫无征兆跳楼自杀？但孩
子心理问题的蛛丝马迹平日不可
能没有呈现，孩子父母难辞其
咎。一个人的生理疾病，只能由
自己承受，但一个人的心理问题，
很可能殃及其他，制造极高的社
会成本。

吴谢宇积极向上的 A 面人
生，是大多数父母希望自己的孩
子追求甚至复制的，但在追求 A
面的过程中，父母是否给孩子施
加过多压力，导致有消极压抑的
B面倾向，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我们讨论吴谢宇，不是论证
他的罪有应得，毕竟杀死一个人
不值得庆贺，哪怕借助法律工
具。悲剧尽管是低概率事件，但
发生在个人身上，就是百分之
百。我们唯愿类似悲剧不再发
生。

“双面”吴谢宇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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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明

近日，一篇题为《女性干部傲
娇的典型表现与矫治策略》的论
文在网上火了。该文章于今年 1
月发表在刊物《领导科学》上，论
文作者、同为女性的副教授回应
称，她是根据期刊给的题目作文，
并非诋毁、歧视女性，初衷是希望
女性领导能够不断提升，论文若
有不妥之处，她向公众致歉。

这篇论文以“女性干部”为主
要论述对象，论述“女性干部傲娇
的典型表现”，如“装模作样”“差
别对待”“假意托辞”，可能会导致

“影响个人职业发展”“降低部门
合作效率”“破坏团队和谐气氛”
等，也提出了诸如“组织教育”“制
度规制”等“矫治策略”。

从学术规范来说，这篇论文
并不严谨。比如女干部傲娇，定
义并不清晰，定量并不明确。比

如有多少女干部，有多少人傲娇，
傲娇后果具体有多大？这篇论文
更像是一种印象化的描述，当然
这种描述未必没有现实依据，但
论文一旦在定义定量上过于含
糊，针对性就会变弱，争议性也会
变强，科研价值就会受损。

这篇论文就是这样，在网上
引发热议。其实遮住论文题目，
单说“装模作样”“差别对待”“假
意托辞”云云，其实也看不出说的
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作风不佳
的干部好像都差不多这样。这些
个人特征，在干部队伍里是个问
题，但也未必就是个性别问题。

不可否认，这种归因方式并
不少见。网络上流传的自媒体文
章，不少主题都聚焦“男干部”“女
干部”“男领导”“女领导”“来自
XX 地的干部”“出自 XX 系统的
干部”等等。这种认知，其实也不
能说全错，概括性陈述、标签化定

义，也是对概率的一种提炼，虽不
精确，但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
式。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不严谨
的描述，也会有人觉得“准”。因
为不可否认的是，性别特征、群体
特点，一定是以某种比例存在的，
也一定会正态分布于生活里。社
会本身是参差多态的，人们有多
元面貌才是自然的。

但这种个性化特征，放到公
共生活里应该被置于何种位置、
被以何种角度讨论，却大有可议
之处。尤其是在干部队伍里，在
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这种
性别区分有没有那么重要？“女干
部傲娇”也好，“男干部大男子主
义”也罢，如果仅因为性格特征，
就导致事业受挫，那么权力运转
的监督保障机制本身才是更应该
被关注的。

其实在现代社会，组织结构

的演进方向是“非人格化”，即置
身体系内的个人，无论其性别怎
样、有何喜好厌恶、个性特点如
何，都不影响正常的组织机能运
转、预期功能实现。尤其是在干
部队伍、公职人员层面，更是要尽
可能地排除个性因素干扰，用制
度规章去规训，扩大个人公共性
的一面，使其完成公共职能。

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一旦
不是针对组织机构，而是指向个
人，那么讨论的空间就会无比巨
大，“大”到丧失改革鹄的。就以
这篇论文为例，它可以无穷无尽
地写下去，“女干部”说完了，是
不是还可以说“年轻女干部”“中
年女干部”？性别说完了，是不
是还可以说“XX地干部”“XX学
历干部”？这是个永无止境的话
题，但有意义的话题其实只有一
个——权力如何关进制度的笼
子，这远比性别重要。

论文写“女干部傲娇”，性别真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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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降糖”、打针“瘦
脸”、“古禅茶”治痛风……市
场监管总局近期曝光一批民
生领域“铁拳”行动典型案
例，在不法商家宣称能治病、
美容的神奇疗效背后，隐藏
着非法添加处方药、毒性药
品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
门将持续加大对有毒有害食
品、“神药”的打击力度，同时
消费者要了解食品药品非法
添加的危害及辨识方式，提
高防范意识。 新华社发

奇效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