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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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权力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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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的边界》收录的时评文章，以理性的批判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公民意识的成长。
这些表达无疑有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助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为，有助于社会单元之间的沟通、理解
和融合，有助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健康发展。
一个90后高中生对社会责任的体认、对公权力的关注，体现了“新生代公民”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
自省和角色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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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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显化&rdquo;的潜规则以&ldquo;广纳贤才&rdquo;的姿态&ldquo;昭告天下&rdquo;，赤膊上阵，
连个遮掩的幌子也不想或不知道打了。
某些权力的分赃已经从躲躲藏藏的潜规则，逐渐演绎成不畏千夫所指的显规则。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招聘中，报名条件有&ldquo;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鹤城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工作&rdquo;等三项，被指是为了照顾&ldquo;官二代&rdquo;。
鹤城区人事局工作人员否认照顾领导干部子女，称具体规定是&ldquo;领导定的&rdquo;。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岗位属于公共职位，只要符合相关学历与能力条件人员就都可以平等参与竞争。
而这样按父母身份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将事业单位工作岗位这样的公共职位私有化，
将其当做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其子女的私有职位，这侵犯了其他公民平等竞争公共职位的
权利。
如此荒唐的&ldquo;招聘简章&rdquo;，无疑是权力集体&ldquo;自肥&rdquo;的又一个标本。
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份&ldquo;招聘简章&rdquo;敢于公然践踏公平公正原则，无所顾忌地
向&ldquo;机关企事业单位&rdquo;献媚&mdash;&mdash;实际上就是&ldquo;媚官&rdquo;和&ldquo;媚
权&rdquo;。
我揣测，如此荒唐的&ldquo;招聘简章&rdquo;得以出笼，绝不是因为某人或某几个人&ldquo;一时糊
涂&rdquo;，应是有备而来，当仁不让。
换句话说，&ldquo;纳入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rdquo;，就要招收&ldquo;有来头&rdquo;者的子女，这
原本已是当地有关人员脑子里的潜规则。
即便以前没有这样的&ldquo;招聘简章&rdquo;，如果父母没些&ldquo;来头&rdquo;的应聘者想进入财政
所、社区工作站谋个饭碗，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ldquo;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rdquo;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实现的权利。
已经让我们产生&ldquo;审丑疲劳&rdquo;的诸多事例已经证明了这点。
我判断，正是因为对基于上述&ldquo;潜规则&rdquo;的谬误思维习而不察、浑然不觉，当地人事部门
才于浑浑噩噩间发了这样一份鲁莽的&ldquo;招聘简章&rdquo;&mdash;&mdash;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此
举足以颠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当不至于愚蠢到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份另类&ldquo;招聘简章&rdquo;只是用一种极致的方式，将当地盛行的潜规则&ldquo;显化&rdquo;了
。
以往的无良官员们，干起违法违规之事，大都阳奉阴违，当不得不拿到桌面上说事时，起码还以貌似
合理合法的面孔遮掩、搪塞一下，讲究个自圆其说，避免&ldquo;太生猛&rdquo;。
即他们使用潜规则时，大致还有一个上限。
鹤城区人事局的这份&ldquo;招聘简章&rdquo;不是内部文件，而是以&ldquo;广纳贤才&rdquo;的姿
态&ldquo;昭告天下&rdquo;，赤膊上阵，连个遮掩的幌子也不想或不知道打了。
某些权力的分赃已经从躲躲藏藏的潜规则，逐渐演绎成不畏千夫所指的显规则。
这一事件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前不久曝出的湖南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子女未毕业就被直接安排进政府部
门的丑闻。
当地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回应称，冷水江市&ldquo;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顾（各单位
）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rdquo;，并称&ldquo;这个事如果查还多的是&rdquo;。
笔者由此判断，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已被潜规则彻底洗脑，他们不是故意要留下肆意妄为的把柄，而
是已经失去了用&ldquo;显规则&rdquo;即正义规则说话和思维的能力。
鹤城区人事局的这份&ldquo;招聘简章&rdquo;，注定不会受到当地&ldquo;机关企事业单位&rdquo;的抵
制。
潜规则在某些官员眼里，不是像鲁迅先生笔下遭人厌恶的社会&ldquo;脓疮&rdquo;，而成了艳若桃花
的&ldquo;爱物&rdquo;，一些权力体系已然认同了这种权力自肥的潜规则。
近期相继上演的江西武宁&ldquo;定向招聘&rdquo;、福建屏南&ldquo;内定事件&rdquo;、江苏句
容&ldquo;量身定招事件&rdquo;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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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上限的潜规则已让公众普遍对社会公平产生焦虑，而权力秉持者却不以为然甚至理直气壮，这才
是最令人不安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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