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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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一代中的很多青少年处于一种精神匮乏的“悬空状态”，而透过本书收录的几十篇评论公共
事务的文字，我们看到了90后身上孕育着的新生因子：心态开放、阳光，关注公共事务，充满责任感
。
公共意识的成长，无论是对实现社会转型，还是构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都是极为重要的力量。
而公共意识恰恰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缺失，本书无异于将给其他年龄段人群上一堂直观可感的“公民素
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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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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公共利益&ldquo;众等公议&rdquo;与拒绝听证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
的明证&mdash;&mdash;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
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
对于无人主动报名参加的东莞市水价涨价听证会，东莞有关方面 6月 10日澄清说&ldquo;零报
名&rdquo;系&ldquo;误报&rdquo;，原本邀请 21人，实际有 5人报名。
这意思相当于改口说&ldquo;成熟消费者&rdquo;和&ldquo;民主素质高&rdquo;的市民还是有的，凤毛麟
角。
报名者究竟有几无从考证，市民看似不给官方面子，那是&ldquo;给脸不要脸&rdquo;，官方脸面啥时
候都是&ldquo;重于&rdquo;百姓脸面的，当然要自己找个台阶下。
如同当众摔了一跤遭人哄笑，就要说地有点滑，还好不是太滑，摔得一点也不狠。
不论怎样自说自话，此次东莞水价上涨听证会代表的遴选，无论是零报名还是五人报名，反映的都是
市民的不配合。
总说听证会系舶来品，从西方漂洋过海，移植我域十余载，老是水土不服。
其实与百姓利益相关的价格听证会，并非西方专利。
新华社 2008年 3月的一则电稿说，福建安溪县城附近雅兴村一干涸的河床旁，发现一方 180年前就交通
价格进行公议的&ldquo;听证会&rdquo;石刻。
刻曰：&ldquo;舟楫之利，本以通往来，近因子侄纷更多事，兹众等公议，定：澳水安流一文；满牛皮
石二文；大水难渡，听其对约甘愿。
公定如此，倘有违者，就近闻知，众等自当督责，决不宽恕。
许家众等谨白。
 &rdquo;文物部门考证，石刻为清嘉庆年间所刻，&ldquo;许家&rdquo;即现在的雅兴村。
当时澳江两岸百姓要过此河，船家与过河百姓因船资起争吵。
澳江村里有威望的士绅就召集村民，就船资问题开讨论会，定出大家认可的过河价格，这类似于现今
的听证会。
价格听证究竟源于中国还是西方，是经济史专家的事。
我感叹的是，价格听证远不是东莞市消委会秘书长邓国平说的那么复杂，又是消费者成熟度，又是民
主素质什么的。
如果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东莞市民，民主素质尚不如 180多年前的福建雅兴村村民，那是对现
代文明的辱没，不值一辩。
&ldquo;听证会&rdquo;后，雅兴村村民过河费是涨了还是降了，或是维持原先水平，已无从得知。
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ldquo;众等公议&rdquo;，无论过河费收取标准变与不变，不是船家说了算，
也不是过河百姓说了算，而是利益双方充分商议的结果，时髦点说是博弈。
就角色而言，召集听证会的士绅，相当于如今居中裁判的物价局或发改委。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封建时代的士绅，就一定比民主法治社会的物价局或发改委公正公平吗？
过去说皇权不下县，乡村谁管？
大多靠不支朝廷俸禄，不受朝廷官位和阔绰公堂，守居乡村的士绅。
士绅乃一方之英，也称英耆、乡贤，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
这些人中当然有为恶一方之霸，但也不乏儒家济世之士。
千年以来，乡土社会的治理一直主要依赖士绅阶层，强调道德规范、乡村自治，公权力介入较少。
自明代开始，士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清代开始，士绅阶层的影响更是扩展至社会生
活的各方面。
士绅要实现个人价值，势必通过诸多社会活动才能体现，也有个公信力的问题。
因此，从出发点上说，我相信召集雅兴村百姓开听证会的士绅，会前未必抱定了&ldquo;过河费一定要
涨多少多少&rdquo;的念头，得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说再定。
不难想象，如今主管价格的部门拥有公权力，如果公信力受损，损的是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官员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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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啥大不了，该发号施令还发号施令。
倘若士绅公信力受损，损的是个人公信力，弄不好在乡村社会身价看跌，往后不大好混的。
由此说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兴村百姓过河费问题的听证会，大抵不会出现与会者身份造假，也不
会有人扔水壶（那时没矿泉水瓶），更不会通知开个会还扭扭捏捏，应者寥寥甚至无人响应。
想想那会场的情景，一定会是唇枪舌剑，唾沫乱飞，倘是过河费真该涨，也断不会是众口一词
的&ldquo;该涨该涨&rdquo;，除非雅兴村百姓脑子集体出了毛病。
一个是过河费，一个是水费，都属民生范畴，且都有自然垄断的属性。
你可以不这样也可以不那样，但你不能不过河、不能不喝水，增之一分与少之一厘，无不关系到千家
万户。
正常生态下应该是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去说叨说叨，而现实情形呢？
老百姓一听&ldquo;听证会&rdquo;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如果不偏离&ldquo;众等公议&rdquo;的应有之义，哪会出现拒绝参与的怪事呢？
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mdash;&mdash;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
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
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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