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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这事情也提醒出国留学的中

国学生，应当更加积极地参

与校园和社会公共事务，为

消除歧视、追求平等尽自己

一分力量。

要说服游客放心而来，丽江

还有更多像丽江这样的旅游

城市都得反思，未来的路径

是什么？

贫穷和富裕，只不过是两种不

同的人生状态，两种状态在不

同的环境中，通过个人的行

为，其实完全可以发生逆转。

本报评论员
高路

礼失求诸野。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

来自民间的善良传承。

经过数十年风云激荡的快速发展，人们

曾经认为，那些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随着时

代的变迁已经成为过往。然而，一点一滴的，

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传承，始终坚强而向上

地生长，代表了人们心中那种优良德行的故

事，每每见诸报端，往往令观者动容，令闻者

仰慕。

来自矿务局的河南新密高二学生陈奕

帆，这个冬天本该一家团圆，然而为了生计，

父母在长春打工，自己来到城里勤工俭学，不

小心骑车蹭花了一辆来自绍兴的宝马车，即

使是倾其所有，也无法赔偿损失。然而他并

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写了一张辞意恳切的道

歉信，留下全身上下仅有的311元作为赔偿。

车主薛战民同样出身贫寒，经过一番打

拼之后，在绍兴成功创业。他理解这位孩子

的处境，为这个孩子的行为深受感动，这是一

个身处逆境但依然保有真诚和尊严的孩子。

他下决心要找到这个孩子，并资助其学业。

这一来一去的互动，让我们看到了这个

社会优秀的一面，无论是贫穷的高二学生，还

是富有的宝马车主，都恰如其分地保留了各

自的尊严和高贵，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对他们

的刻板印像。陈奕帆是留守孩子，却依然坚

强得像一株挺拔的野草。事业有成的薛战

民，商海鏖战没有把他变成铁石心肠。

贫穷不是肇事逃逸的理由，做错了事，勇

敢承认，并尽可能弥补错误，这是一种责任和

担当。宝马车主有理在先，但并没有得理不

饶人，反而从致歉信中读到了一个坚强有尊

严的灵魂，并愿意为之提供帮助。这是一种

情怀，虽然生活富裕了，却没有失掉做人的同

情心，没有忘记自己生长的土壤。

在今天这个时代，两者表现出来的道德

品质尤为珍贵。贫而不贱，富而不骄，都是做

人的基本准则。我们已经看过太多为富不仁

的故事，更有“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

上笑”的荒诞言论。仿佛一个人只要有钱，就

可以突破做人的基本底线，这种言论和思潮，

拉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随着道德底线的一次次被突破，社会有

着被撕裂的危险。明明是违反规则的行为，

比如逃票、盗窃，却非有人要寻找贫穷作为借

口，为之开脱。然而无论贫富，都不是突破道

德底线的借口，都需要遵守规则和做人的基

本道德，否则社会就无法运作。

贫穷和富裕，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状态，两种状态在不同的环境中，通过个人的

行为，其实完全可以发生逆转。开宝马的薛

先生，通过个人努力走上了人生巅峰。打工

的高二学生陈奕帆，凭着高贵的操守，未必明

天就不会改变命运。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如同赤

子一般的纯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许多人却

慢慢丢失了自己的本心，并将自己的改变归

咎于环境。这个新闻却告诉我们，环境并不

能真正左右一个人的品质，陈奕帆没有因为

贫寒就放弃尊严，薛战民没有因为富裕就失

去同情心，环境未能改变两个人的初心。找

回最初的自己，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人，有着

尊严和高贵的灵魂。

穷有信，富且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最近录制

了一段视频《说出我的名字》，介绍他们的中

文名字背后的含义，视频在网站上获得非常

多点赞。中国留学生录制这段视频的原因

是，农历新年期间，哥大校园内不少中国留学

生宿舍门牌上的名字被人有意撕毁。

发生在哥大的这起撕名牌风波，显然具

有针对性：这些被撕的名牌用的都是中文拼

音，而一些中国留学生因名牌使用英文名而

得以幸免。让人注意的是，特朗普发布移民

新政后，虽然遭到全球大规模抗议，但是也释

放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绪，使得美国境内种

族歧视现象有所抬头。在这背景下，撕名牌

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有所联想。

对于此事，校方目前正在调查，尚没有公

布结果。也就是说，这事情还存在其他可能

性，比如有人恶搞。美国大学校园一贯强调

“政治正确”，对涉及男女平等、种族歧视等问

题非常敏感。大约 10 年前，哈佛大学校长劳

伦斯·萨默斯就因为发表过“女性学理逊于男

性”的论调，成为哈佛三百多年校史上第一个

被通过“不信任案”而黯然辞职的校长。不难

想象，如果哥伦比亚大学出现种族歧视的事

实，校方将面临极大的道德压力。

大学校园是多种文化的熔炉，美国的大

学尤其如此。近年来，随着中国留学生不断

增多，中国元素也日益突出。毫无疑问，这将

相应带来两大问题：一是学校如何让中国留

学生更好地融入大学这个大家庭；二是中国

留学生该如何适应与融入美国大学文化之

中。对学校来讲，自然是应当平等相待，一碗

水端平，而对中国留学生来讲，则要做到既不

自大也不自卑。

就这段视频来讲，采取这种方式回应那

些可能是基于歧视或仇视意识而撕名牌的

人，是非常恰当的做法。把这件事情当作向

其他人群宣传中国姓名和中国拼音的机会，

通过解释中文姓名的含义，让持其他语言的

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妙。这是一种很有意

义的文化交流。

这事情也提醒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应

当更加积极地参与校园和社会公共事务，为

消除歧视、追求平等尽自己一分力量。例如，

面对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社会排外意识抬头的

局面，中国留学生应当有自己的鲜明态度与立

场。当其他族裔面临不平等待遇的时候，如果

我们能够发出正义的声音，当我们面对同样处

境时，也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美国大学撕名牌，为这段视频点个赞

丽江以一场千人大会的形式向旅游市场

中的违法行为、歪风邪气宣战，表达重塑丽江

旅游形象的决心。

在伤人事件频发，公众在质疑丽江的治

理能力之时，丽江的这场千人大会开得正是

时候，全国的瞩目之中，各级官员的盛怒之

下，这股子热潮会推动丽江上下尽快达成共

识，对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也多了几分清

醒的认识。

丽江希望以推动政府作风转变的方式来

推动旅游风气、社会风气的转变，这是抓到了

问题的要害。丽江的这几起旅游事件，看起

来是个别店主的行为，是个案，但从发生的频

率，当地警方以及旅游部门处置态度、速度、

过程看，之所以演变成全国性的事件，跟相关

部门处置不够及时，有关政府部门的作风不

够扎实也直接相关。

如果依法处理、及时处置，一起简单的伤

人事件也不会拖了这么久才解决，更不会等

到舆论鼎沸，受伤者网上求援，引起关注，当

地警方处置才由之前的龟速转为了神速。在

造成了恶劣影响以后，正是需要妥善处理、小

心应对的时候，也不会横生警方官微转发污

辱受伤女子的帖子的事。

而作风问题的另一个体现则是利益问

题。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丽江恐怕比别的城

市更能感受到滚滚客流之下的红利和诱惑，

用得好是长久之福，用得不好则会乱象丛

生。如何想办法变逼游客掏钱为让游客自愿

多掏钱，成了摆在丽江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也是旅游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依托

庞大的人口基础，独特的旅游资源，像丽江这

样的旅游城市眼前几乎不用为客源的事发

愁。没有几个地方真正在体验上下功夫，这

正是像丽江这样的城市最大的短板，它们天

生丽质，于是就养成了刷脸的习惯，却疏于提

升自己的内涵。既然只要卖卖门票就行，他

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既然不愁客源，为什

么还要取悦客人？伤人事件是个案，但这种

心态却是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无法回避的。

一些监管部门自我放纵，甚至蛇鼠一窝，

所以，2 月 10 日，云南省长阮成发，当着众多

官员的面，才会说出“有些购物店之所以那么

嚣张，为什么就关不掉呢？背后有人吧”这样

的话。评价丽江的这场千人大会的实际效

果，看主要领导的表态，看上上下下的决心，

还需要从如何整治，如何斩断利益链，如何转

变旅游发展方式着手。

转变作风会推动问题的解决，会上的一

千人会推动社会上的成千上万人一起努力。

但要从根本上扭转旅游的形象，丽江还要做

更多的努力。要说服游客放心而来，丽江还

有更多像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都得反思，未

来的路径是什么？

重塑旅游形象，丽江还要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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