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7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编辑：沙元森 组版：商进

深读·评论

媒体评论年终回顾(二)

给失态的公众人物“喝倒彩”

当下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

期，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面

临着冲击，一些追逐名利和陷于欲

望之中的人在这个急速的转型中失

去了分寸。公众人物，有着光鲜的形

象和尊贵的社会地位，原本应该是

一个被人崇敬的群体，但在纷乱的

2010年，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呈现

出下滑乃至堕落的趋势。无论是演

艺界的笑星、商界的大亨，还是高校

的知识分子、“养生大师”，都有令人

瞠目的表演。

对于一些公众人物的堕落，媒

体评论以辛辣、尖锐的语言剥去了

他们的伪装，让我们反思在物欲横

流、人性堕落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力量，驱使着少数人践踏大众的心

理底线。“成功”和名利成了终极目

标，欺骗和耍横成了惯用的手段，遭

遇信任危机的公众人物可能只是这

个社会的一个侧影。每个人都应以

此警醒。

——— 编者

郭德纲上演硬暴力与软暴力
8月4日 新京报

媒体曾评述过郭氏的草根艺术价值，

但对他没有在艺术审美与道德价值追求方

面提升自己感到遗憾。现在，郭氏在私家后

院事件上，终于让后院“起火”了。

公众人物面对监督要自重
8月5日 新华社

“公道自在人心”，主流价值观更不容

挑战。不管你多么能言善辩、信口开河，真

相只有一个，并且终将水落石出。一就是

一，二就是二，真相不会因为你是不是公众

人物而有所改变。

文艺从业者对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建设荷
负责任
8月10日 人民日报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没有文明底线的

‘后院’，是不道德的据点”。即使受到媒体

的冒犯，也有解决问题的途径，选择打骂并

不以为忤，无怪乎“钢丝”们失望，因为传统

艺术的文化“气场”不对了。

周立波“海派清口”转型为粗口
11月26日 东方早报

从微博的跟帖来看，很多网友，包括周

立波“问候”的那位网友，在对周立波进行

批评的时候，都存在“以恶制恶”的嫌疑。他

们使用的语言同样充满话语暴力，诸如“婊

子”、“人渣”这种词语随处可见，风格更接

近三四年前。如果网民对此没有反省，继续

使用这种方式，只能证明而非否定周立波

的说法。

周立波，绅士流氓两不靠
11月29日 羊城晚报

周立波，采访中爱扮绅士，演出时喜说

流氓，绅士代表品位，流氓代表“腔调”，有

品位又有腔调，这貌似就是他的自我定位。

然而与网民骂战的微博“公厕门”爆发后，

事实证明，周立波似乎既够不上绅士，也够

不上流氓。

事件：8月1日，郭德纲的徒弟李鹤彪在师傅所住小区里将北京电视台记者打伤，事后，郭德纲在相声里赞扬弟子为“民族英

雄”。11月24日，“海派清口”大师周立波在微博中与网友开始对骂，文中不雅之词频现。

一些公众人物的粉墨登场和狼狈退出，使得2010年舆论场异常火爆，那些曾经被人奉为偶像的人为

何变得如此粗鄙和妄为，他们还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吗？循着媒体的评论，我们不能不深思。

“娱乐明星”的荒唐：郭德纲、周立波

准院士肖传国沦落为真流氓
9月23日 广州日报

方舟子遇袭一事，因交织了多起学术

恩怨、牵涉了许多学术腐败、承载了大家对

学术良知的冀望与坚守而备受关注。综观

此事，“雇凶伤人”的真相不免将中国科学

界、学术界的一些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

非要靠司法才能让肖传国“倒下”？

9月23日 新京报
肖传国完全是“自己放倒自己”，不知

其他造假者，如果他们不最终触犯法律

底线，是否可通过其他的力量，让他们

“倒下”？

肖传国悲剧源于“共同体治理”缺席
9月24日 北京青年报

无论从捍卫学术尊严、维护学术秩序

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保护每一个学者的角

度出发，建立学术共同体，都显得刻不容

缓。缺乏学术共同体的治理，我们可能仍会

见识更多的“打骂学术”、“拳头学术”。

该依法的依法，该修法的修法
5月21日 法制日报

大家在争论马尧海的罪与非罪时，完

全没有考虑要首先尊重现行法律，而是将

依法与修法完全混为一谈。按照现行刑法

第301条的规定，马尧海等人被依法判刑，

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

“换偶”是否犯罪与聚众淫乱罪存废无关
4月7日 检察日报

聚众淫乱行为本身，与参加人之间的

夫妻关系或伴侣关系已没有任何的关联

性，严格来讲，南京司法机关对副教授等人

的打击，并非针对他们的“换偶”行为。所

以，决不能以“换偶”是个人私权为依据，主

张废除聚众淫乱罪。

事件：8月29日傍晚方舟子遭歹徒袭击受轻伤。警方查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买凶报复方舟子。最终，肖传国以寻衅滋事

罪被判拘役5个半月。5月20日上午，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公开宣判了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案，马以聚众淫乱罪获刑3年6个月。

“为人师表”的难堪：肖传国、马尧海

张悟本蹿红映衬着媒体伦理短板
5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娱乐可以造星，科学只能实事求是，尤

其是对于一些老年观众而言，电视节目中

的科学与养生代表着权威。当科学被放大

成很玄乎的东西时，媒体在“神化”嘉宾的

同时也“愚化”了受众。

张悟本“有声”时“不同声音”何在？

6月1日 新民晚报
社会的文明进步需要诸多的“共识”才

能齐心推动，也需要不同的声音才能帮助

我们更为理性和科学地思索和推进。没有

了“不同声音”，距离“出事”或许就不会太

远了。

让张悟本明明白白地“倒下”

6月3日 新京报
事实上，公众也不希望这个事件只是

成为一场“媒体审判”。权威部门发出权威

声音，让张悟本明明白白地“倒下”，一方

面，可以提高民众对行政的公信，满足自己

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民众的医学素养说

不定会有一个大的促进。

李一，你不是一个人在骗
8月18日 深圳商报

编个瞎话吹个牛皮就能让一个普通人

迅速成了名人，成了神。如果一个社会里所

有程序都公平合法，能给这些人顺利通关、

走上“神坛”的机会吗？是不是存在一个骗

子圈，还是我们就生活在骗子圈里？

李一之后，还有李二吗

8月18日 钱江晚报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因子

上，确实存在科学精神的缺失，而科学精神

的缺失，也就意味着阻止张悟本、李一之流

忽悠大众的土壤的缺失。因为科学精神的

缺失，所以我们会相信亩产万斤这样的鬼

话，会迷信专家，会盲从权威，而不会自主

地探索真相，独立地去思考、去质疑。

对“李一神话”的社会性反思
8月20日 北京青年报

在社会财富持续增加、有一定经济基

础的人群扩大之后，养生和保健之道成为

人们的重要需求。而在养生骗子们挖的陷

阱面前，公众需要掌握基本的健康知识，并

保持基于科学的怀疑精神，才能认清真相，

从容过关。

事件：5月，“神医”张悟本的养生观点广受批判，其“中医世家”出身和“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的身份被戳穿。8月，“养
生大师”重庆绍龙观的住持李一道长也被媒体戳穿了骗局。

“养生专家”的病发：张悟本、李一

当我们面对皇帝的“新装”

7月10日 长江商报
在“文凭决定论”盛行的社会，在太

多渴望迈入成功而又被学历拒之门外的

支持者眼里，唐骏没有文凭或是只拿了

个“野鸡大学”的文凭而成为“打工皇

帝”，就是一个打倒文凭神话的英雄，至

于唐骏的道德问题跟他们缺少利益关系

而被忽略掉。

偶像的倒掉与成功学的泛滥
7月14日 钱江晚报

唐骏事件的不断升级，让我们再次检

视在中国有着深厚土壤的“成功学”文化。

事实上，“成功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

土壤和精神温床，也不是一时之间能够消

弭的。

唐骏式成功不可以复制
7月16日 北京日报

“成功”更多属于私域范畴，一个人是

否成功更多是他个人的事情，社会对此并

不能做强制要求；而“诚信”则属于公域范

畴，一个人如果不诚信，很可能会损害他人

和公众的利益，因此必须以道德和法制的

标准加以制约。

骗子狂欢的年代
7月26日 南方都市报

所有信仰都被践踏的时候，金钱无疑

成了人们唯一的信仰，有钱就有一切。骗子

们发现了一个“真理”：行骗是获取金钱最

好的手段。这对那些勤勤恳恳靠真才实学、

靠血汗谋生的大多数人来说，是莫大的讽

刺和轻蔑。

唐骏的落荒和禹晋永的愚勇
8月13日 中华工商时报

由于禹氏的出现，让国人对诚信与

成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当下举步维

艰的道德重建也有了更加强烈的紧迫

感。从这个角度来说，禹晋永和他的西大

校友唐骏一样，都将成为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人物。

唐骏还是那个唐骏
11月2日 东方早报

假学历在中国得蒙厚爱,唐骏叨光受

益而已。现在唐骏复出,一通阴阳怪气,难道

还想做成功表率的迷梦？江山易改,禀性难

移,度过风波,唐骏还是那个唐骏,遮丑掩过,

口舌逞巧,不同的是这一套恐怕不能修补

坍塌的公共形象。

事件：7月1日，方舟子在微博上称“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随后，“西太平洋大学校友”、地产大亨禹晋永为唐骏助阵。

“商界精英”的伪装：唐骏、禹晋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