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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ldquo;标准答案&rdquo;中突围周瑞金我和肖亚洲同学，原本素不相识，从年龄上看，也相隔了半
个多世纪。
亚洲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我并不是很了解。
偶尔，从媒体对 90后的描述中，恍惚觉得他们是功课很重、睡得很少，又特别离不开网络的一群人。
这样的话，应试压力和网络交往或者构成了双重的隔离栅，让他们远离现实社会，对时事政治和社会
公共事务也有颇多隔膜。
而看到天津的小肖同学送来的他的三本文集，我有几分吃惊了。
我知道，这般大的孩子，是出现过一些文字爱好者的，但大多是偏文学类的，写写小说、散文，而肖
亚洲的偏好，与众不同，他所写的，都是新闻评论，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有时评风格的杂文。
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在课余时间所写的文章，对时事关注维度之广，写作频率之高，思维之
活跃，批判精神之强，都颇出乎我的意料。
特别有一些他涉足的题材，对一个大城市的高中生而言，相距很是遥远，但他仍然乐于关注，写起来
也有模有样，体现出相当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
比如像《农作物为何总按官员意志生长》、《&ldquo;百强县&rdquo;评选，荣誉如何批发零售》、《
他们生产谎言，我们假装相信》、《摩天大楼承载不起华西村的转型期许》&hellip;&hellip;亚洲关注、
评论的许多话题，都是时下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超出了一般中学生的知识范
畴。
但是亚洲的时评，并不比习见的报章或网络时评逊色，倘若不是特别说明，也看不出是出自一个高中
生的手笔。
透过这些关怀公共政策、批判公共事务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和公民的道义担当。
比如，关于华西村造摩天楼，亚洲这样评点：&ldquo;经济学界有一个&lsquo;摩天楼指数&rsquo;的概
念，摩天大楼看上去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但实际情况是，每当有摩天大楼建成之时，都是经济行将衰
退之日。
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转型困难、吹大虚拟泡沫的表现。
任何地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都会出现制造业转移的现象，使得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制造业应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但华西村积累的巨额财富，却走向了炒楼、炒
金，这其实是产业发展困境的一种表现，实业经济面临升级却失去了方向，于是一头扎进虚拟经
济&hellip;&hellip;&rdquo;我们姑且不去判断整件事情的是非，单就亚洲的评点来看，他应该是读过一
些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的，对华西村造摩天楼的分析，虽略显简单直接，在逻辑上却也站得住。
一个在校高中学生，能够这样持续地关注并质疑现实问题，立论敏捷且言之成理，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亚洲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他的才情，而是他在认识国情、吃透国情方面的不懈努力，是
不依不饶的批判精神，是他对公权力习惯性地保持着的批判性质疑的姿态。
而批判精神又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令人仰视的品格
。
亚洲的这种姿态，让我很欣慰。
看来，在青少年人中间，尽管面对无数需要背诵的&ldquo;标准答案&rdquo;，尽管他们被告知只有对
教科书亦步亦趋，才能在升学中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尽管学校和老师也时常有意或无奈地提醒他
们&ldquo;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rdquo;，他们中仍然有人从中国学校教育对思想的制度
性、系统性甚至是惯性的束缚中，突围而出，以年轻人天然的、阳光般的敏锐和颖悟，烛照现实中的
种种假恶丑。
亚洲的努力，让我想起了著名的&ldquo;钱学森之问&rdquo;&mdash;&mdash;&ldquo;为什么我们的学校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rdquo;钱学森临终前的尖锐发问，剑指中国教育事业之弊，并非一两句话就能给出&ldquo;标准答
案&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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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是颇具共识的，杰出人才就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而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却长年累
月地做着束缚孩子们创造性的&ldquo;工作&rdquo;。
钱学森说：&ldquo;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
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rdquo;其实，不独是科技人才，包括社会人文方面，也没有&ldquo;独特的创新的东西&rdquo;。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背历史答案，而那些对历史事件原因解释显得极其机械而且教条的
答案，和对答案的记忆方式让我很是吃惊：这样的学法和考法，怎能让孩子学会辩证地看待视角丰富
的历史？
怎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怎能养成敢于追问真相、还原真相的知识分子品格？
如果我们今后缺乏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缺憾并不小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匮乏。
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在写关于&ldquo;春天&rdquo;的作文时，没有表示赞美，而是表达了厌恶，说春
天太冷、风大，又是细菌和病毒极易流行的季节&hellip;&hellip;结果，这篇说真话的、和别的学
生&ldquo;唱反调&rdquo;的作文，被批了零分。
这样的教育，如何可能鼓励发明创造？
钱学森自诉，他的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
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
而钱老一生恐怕是唯一的败笔&mdash;&mdash; 1958年&ldquo;大跃进&rdquo;时期，他在《人民日报》
撰文，用科学的语言证明亩产万斤完全可能，且远未封顶，为举国狂潮又添了一把火力极旺的&ldquo;
科学&rdquo;之柴&mdash;&mdash;正是缺失了独立思考的结果。
想来，这位老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教育痛下针砭，也是对一生得失的反思结果吧！
可是，新中国成立 6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要仰仗西方教育来培养中国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吗？
话说得有些远了。
谈这些，是因为我对肖亚洲充满期许，希望他能在中国应试教育中，幸存一些创造能力，甚至成为某
个领域的&ldquo;顶尖创新人才&rdquo;，他无疑具有这方面的潜质。
毕竟是谈亚洲的书稿，我就拉回来再说说亚洲的作品。
如果用钱学森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作品固然让人惊喜，但也不无遗憾。
我并不在意亚洲这样一些弱点，比如评论的层面还比较单一；比如文字还可以更加精致流畅；比如有
时滥用双引号&hellip;&hellip;这是初学者的一些问题，相信会随着亚洲的成长、学养的加深，而慢慢改
善、提高。
中国并不缺少时评作者，缺的是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
亚洲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接下去的发展还有各种可能性，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盯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
。
希望亚洲能降低一些写作时评的频率，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行走与思考中。
更多阅读，是因为在他这个年纪，还不急着输出，更需要吸收；而&ldquo;纸上得来终觉浅&rdquo;，
更多行走，见多，才能识广，才能更切实地触摸并体验国情；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则是创新的过
程&hellip;&hellip;而我还有一点现实的担忧，高考在即，或许亚洲还是应该更多地准备大学的&ldquo;
敲门砖&rdquo;，争取去一所适合自己的、层次也较高的大学深造。
我一开始说过，我和亚洲的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
从新事物、新语汇、新思想方面来说，亚洲可以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说的这些，很可能是隔靴搔痒，只是给小友亚洲提供一个老人的视角，听之，并不一定任之
。
祝愿亚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012年清明节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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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就部分新闻事件发表的评论，用自己独特视角提出观点和见解，体现对人
的生命关怀、生存关怀、权利关怀、道德关怀、终极关怀、自然环境关怀，展现了一代少年可贵的人
文情怀。
包括作者在内的90后高中生群体表达出的可贵的反思与理性，与祖辈、父辈相比，其平和、包容、理
性，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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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现就读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文科实验班。
2004年底开始涉足杂文写作，迄今在各类媒体发表杂文、时评、随笔等四十余万字。
系多家平面新闻媒体专栏作者、主流门户网站特约评论员并建有个人文集。
曾获得一些知名网络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评论员、优秀评论文章等奖项，部分作品被编入全国性年度
杂文时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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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运悲情背后的深意在春运车票不大可能充裕的现实情况下，更能承载乡愁，更能连接故乡的，其实
只有公平。
公平从何而来？
长远来看，当然是对铁路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打破铁路长期自成一体的运营模式和格局，加快建立
一套公开、透明且符合公众期待的现代铁路体系。
春运，已然成为难解的民生难题。
薄薄的火车票，载不动浓浓的乡愁，归家心切的游子，沉重的脚步被阻挡在一米多高的售票窗口之外
。
流动，本应是最为灵动的风景，但放置于春运的情境下，却折射出现实的无奈和内心的焦灼。
在杭州一个铁路售票点，湖南永州人李竹清排了整整 6天 6夜的队，仍没买到票。
今年 48岁的他，在浙江富阳做装卸工，他要为一同打工的全家 7口人买回家的火车票。
 6个日夜排队后，他终于放弃了，&ldquo;太累了，扛不下去了。
 &rdquo;在购票的纠结中，在人流的簇拥下，这个&ldquo;龙头兔尾&rdquo;的春运，依然伴随着艰难、
拥挤、焦虑、忧愁，距离&ldquo;春来运转&rdquo;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ldquo;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rdquo;回家，是每人心中的强烈呼唤，那份浓浓的乡愁，唯有回家才能消解。
还是那张回家的信念。
这份超能量其实就是一种超强的精神支撑，来源于白发父母的牵扯，来源于年幼子女的期盼，来源于
熟悉而陌生的家乡的召唤。
被称为&ldquo;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迁徙&rdquo;的中国春运，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温情与渴望，为乡愁
裹挟又被车票困扰的人们，急切无奈四下奔忙，衍生出一种特别的春运表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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