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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年话题”是中国评论界不褪色的品牌。
在当今中国媒体中，北有《中国青年报》，南有《南方周末》，其思想评论南北呼应，成为两颗明珠
，对引领中国社会的主流舆论作出了贡献。

冯雪梅等编著的《今日头条》收入的是最近五年来“青年话题”的头条精选，广涉政商观察、社会治
理、媒体、舆论、民生民情、教育与文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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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雪梅《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青年话题”主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及各类杂文年选。
并有个人文集出版。
 曹林《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青年话题”编辑，知名时事评论员，在全国十多家媒体开有时
评专栏，作品以尖锐、理性、客观和视角独到见长。
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南方周末》和搜狐举办的中国时评大赛一等奖、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举
办的评论大赛一等奖。
 张彦武《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笔名燕舞，2004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
学）新闻系。
有文字散见于《经济观察报》《中华读书报》和《看历史》《艺术评论》《文化纵横》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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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暴力和自戕成为弱者的武器／陈方
  让领导下井是求同生不是共死／余人月
  经济特区30周年系列谈：
  ——特区而立之年重提改革的真义／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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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的奇迹莫过于梦想和自由／李鸿文
  ——探索特区的深化改革之路／邓聿文
  ——探寻改革路径公民社会先行／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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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大代表征求过我的意见／汪强
  沦丧的商业道德只能让人人相互伤害／曹林
  你不是任何人手中的提线木偶／许斌
第三辑 尊重媒体的权利它不是仆从
  面对按表决器的手，请记者克制职业冲动／陈杰人
  官媒面对面”系列评论：
  ——猎奇式的批评是不负责的哗众取宠／张农科
  ——相信事实的力量公信力在平衡理性之中／刘  畅
  ——尊重媒体的权利它不是仆从／鄢烈山
  ——面对舆论监督堵不如疏／李荐国
  ——擅长同媒体打交道是官员的基本功／王旭明
  ——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武和平
  新闻事实的真假比记者身份的真假更重要／魏剑美
  对待食品安全，媒体别做信任危机的帮凶／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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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曝”是一种很恶劣的新闻文风／曹林
  有多少国际忽悠需要审慎报道／刘畅
  “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的假新闻如何传播／曹林
  “我在现场”的使命与“记者添乱”的论争／陈方
  媒体“受欺负”，香港市民不答应／彭健
第四辑 只要舆论有自由，不怕有人雇“枪手”
  网络炫富女与“90后”何干／毕诗成
  真不想就这么辛苦地怀疑下去／毕诗成
  “恢复票证”与容忍“错误言论”／贺方
  艳照门：娱乐退场并不意味反思终结／车浩
  网民越理智，网络社会才能越成熟／邓璟
  道德专制下，大声说“不”已成稀缺品质／曹林
  只要舆论有自由，不怕有人雇“枪手”／盛大林
  接受网络监督：  “80后”市长必经的仕途成人礼／曹林
  社会情绪不是知识分子的风向标／陈方
  公共争论中有多少娱乐刺激和愤青情绪／刘畅
  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吴稼祥
  “情色”营救计划的黑色幽默／王学进
  愤怒点为什么一再成炒作的噱头／曹林
  再公正的调查，也无法说服只信阴谋的人／曹林
第五辑 别把中国的事情想简单了
  建不建经适房廉租房，考验政府想不想降房价／一南
  地方政府与公众在房价上的同床异梦／老梁
  警惕房地产商过于强大的博弈能力／谢作昱
  “震灾中我们成长”系列评论：
  ——新一代公民在灾难中成熟／张天蔚
  ——是“80后”觉醒了还是我们应该觉醒／陈季冰
  ——捌把中国的事情想简单了／刘健
  志愿精神与公民社会相伴相生／杨耕身
  房产新政不是救世主／张农科
  “中国式限薪”别仅仅限制了农民工／胡印斌
  玩不赢“拼爹游戏”就做一个“拼二代”／陈方
  以权谋房：中国住房格局的“三轨制”／梁发芾
  猪你快乐，老男孩／庄华毅
  70年后，我们的房子何处安放／晏扬
  收入翻番之后，未必你就更富／魏雅华
  地方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怕和爱／巴山牛
第六辑 “精英”的两张面孔
  一个大国的作家不需要国家供养／李鸿文
  “精英”的两张面孔／陈季冰
  从郭敬明入作协观世风人情之变／鄢烈山
  感恩不应是件令人恐惧的事／翟春阳
  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空间感受孤单／孟随
  教授选大学校长行得通吗／张鸣
  尽可能给失意的高考状元一个公平／曹林
  中国人应该忘记诺贝尔奖／王冲
  “偏才怪才”本就是叶公好龙式舆论期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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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会向校友募款吗／刘健
  公祭之下“礼多神不怪”吗／胡斯远
  整顿私人电视台易，满足乡村文化需求难／李磊
第七辑 挨骂：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练
  怎样看待外国媒体揭中国的短／冯昭奎
  成长软实力向世界说明中国／李鸿文
  用“民间语文”讲述的中国故事／李鸿文
  告别悲情的大国情结／陈季冰
  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世博／王冲
  “挨骂”系列评论：
  ——挨骂：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练／王冲
  ——挨骂：中国还没有向世界说明自己／李鸿文
  ——挨骂：倾听与沟通同样重要／王冲
  中国GDP超过日本有何意义／徐冰
第八辑 有一扇门为乞丐而开，才有资格叫“天堂”
  当反伪斗士变成“替天行道”的李逵／乐毅
  灾难报道要成为温柔的抚摸者／邓璟
  历史影像化之后，还剩些什么／晋永权
  现实冷漠超越了文学的想象力／谢昱航
  有一扇门为乞丐而开，才有资格叫“天堂”／李甘林
  悲情北川：让寻常生活慢慢抚慰伤痛／张天蔚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虐待的老人／胡斯远
  从高技术决定论中醒醒吧／杨于泽
  任何人都不该因贫困而受“羞辱”／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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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总有一种东西激荡在某些人的胸中，一旦外部条件稍有成熟，自然就血脉膨胀地冒将出来
，让所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一身冷汗。
曲阜这次又很好地承担了这个角色，他们要在附近的一座海拔高度约200米的小山周围，建设一个面积
达到300平方公里、总投入300亿元（据说还不够）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按照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如果这玩意儿建成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副都”。
 作为一个普通人，3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这么大手笔的项目，不能想象
其规模是件遗憾的事情。
我知道一种换算的方式，是从贵州的深山里学来的。
当地经济很不发达，前几年去那里做义工，主要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募捐的方式给
当地孩子缴纳一些学费。
当地孩子对于数学的概念是用土豆来计算的。
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对于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概念。
有孩子问道，你们北京人挣多少钱？
某人说了一个数字，那孩子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换算成多少土豆，那孩子恍然大悟：原来北京人这么有钱啊！
那可是一大堆的土豆呢。
 300亿元是多少土豆？
我按照这个换算了一下，即使换成北京的物价至少也是150亿斤。
这个数字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土豆同时被生产出来放在一起。
那好吧，再换一个方式来让我们加深认识。
山东的人口目前是9700万人，平均每人大概为了这个“文化副都”要掏上300多元。
上网查了一下，山东的低保标准据说有了很大提高，大概是每月900元左右。
这样我们可能就有点感性认识了。
因为如果900元就可以让人养家糊口的话，加上300元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总不是什么奢求。
 算了，直接说我想说什么吧。
前几天接到义工组织的电话，我们曾经去的贵州山村，那些孩子能上学了，但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什
么改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用土豆作为计量单位衡量财富。
中国只要还有这么一个用土豆计数的地方，我就看不出来花上300亿元建立个“文化副都”有任何意义
。
一方面是孩子们每天看着盐水煮的土豆，一方面是在300平方公里的地方宣扬我们灿烂的文化，这样的
反差与对比，会让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恐怕用脚指头想想都能知道。
 说起文化这件事，这个所谓“文化副都”的建议，固然是当地官员好大喜功、政绩工程的表现，但这
种行为里倒确实有那么一点“文化”的影子。
根据报道，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意见很明确，就是把标志城建设
成中国的“文化副都”。
他说，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将部分本应建在首都
的设施建在此城，为举办本应在首都举办的国家级典礼和全国性活动提供场所。
 我们这里光辉灿烂的文化景观之一，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狗皮倒灶的事情，总有一些人冲上去抬轿子。
作为一个学者，在口口声声的“文化家园”的呼喊里，最好先顾及一下自己的精神家园。
什么是学者的精神家园？
我觉得一个以人文精神为己任的人，其精神家园的基础，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是民生之所系。
 如果没有他们的鼓与呼，很多这种类似当年北京“万人大食堂”的荒唐事，不会挂上文化的外衣，就
这么堂而皇之地端出来恶心人。
为这种事情提供文化为借口的背书，知识分子的脊梁何在？
难道真的要堕落到帮闲上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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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青报的“青年话题”，是当代“公民写作”的开拓者，是报业竞争中“观点市场”的重镇。
众多媒体，我必看的有中青报周三的“冰点周刊”和每周四期的“青年话题”。
对于时评界来说，在这个不乏正义感却缺少共识的时期，显示良知不难，表达真知与洞见并不易。
请看这些标题，就别具只眼，发人深省，诸如：新闻事实的真假比记者身份的真假更重要：人民的代
表为何也亢奋地喊增税？
中石油的事故责任人正在接受表彰！
有一种政治索隐癖不仅是无聊，政府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来自民众⋯⋯ ——著名杂文家、时评家鄢烈山
“青年话题”是中国评论界不褪色的品牌。
在当今中国媒体中，北有《中国青年报》，南有《南方周末》，其思想评论南北呼应，成为两颗明珠
，对引领中国社会的主流舆论作出了贡献。
作者的敏锐洞察，编辑的历史责任感，一并奏响了鞭笞特权与腐败、为改革开放鼓呼呐喊的时代强音
。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青年话题，年轻，新锐，刀刀见血。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 评论者，识时务。
识时务者，为俊杰。
 ——青年学者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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