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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丰富的知识和人生感

悟，就像制高点上的火炬，点

燃了学子的心田，照亮了他

们的前程。

要摆脱套路，拒绝“玩票”，需

要行业自净，也需要消费者

敢于说“不”。

据本报报道，在不久前的浙大 2019 级本

科生开学典礼上，几位院士给新生上起了“开

学第一课”。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为医

学院本科新生讲授的“开学第一课”，可不是巴

老拿手的免疫学等专业课，而是通识课。其他

的如岑可法院士、杨卫院士讲的也是通识课。

肯定有人会惋惜：这几位重磅院士，时间

宝贵，这一两个小时的学时，不给博士硕士来

用，却给一群初进大学殿堂的小毛孩讲课，而

且是通识课，岂不是太不值了？此话非也。

这几年来，包括浙大在内的大学是越来

越重视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了。比如不久前浙

大副校长罗建红就指出，现今教育制度过分

强调专业教育，容易把学生的视野限制在一

个狭窄知识领域，因此他提出一个概念：全人

教育。全人教育强调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

的作用，讲究“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并重。

几年前，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一

份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在就读大学之前优于全球同龄人，但在本

科阶段被“消磨”——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在读了两年大学后几乎没有提高，而美、

俄的同龄人则取得了显著进步。为什么？通

识能力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到一个自学能力

的问题。本科阶段是提升学生认知水平、观

察能力、思维能力的最佳时期。但正如巴老

所说，在大学里，“你三分之一的知识和能力

不是老师教的，而是你自学来的。当医生后，

60%甚至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来源于自学。所

以养成自学的能力，是大学生区别于中学生

的重要标志。”自学自悟就是一种通识能力。

更重要的是，大学本科最根本的任务是：

“学会，悟懂，并践行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根本

道理。”这些通识才是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专

业可以迟一两年选定，甚至还可以跨学科，培养

多学科交叉复合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但从另一

个角度来讲，眼前的知识、能力固然重要，素质、

人格更对一个人有决定作用。有了完善的人格

素质，拥有了真善美的心灵正确的世界观，一个

人才能百折不饶，艰苦奋斗，为自己为国家而奋

斗。修好身，育好人，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有人说：本科教育的灵魂在于“育人”，而

非“制器”。院士丰富的知识和人生感悟，就像

制高点上的火炬，点燃了学子的心田，照亮了

他们的前程。这些年，大学课堂上越来越鲜见

名家大师的身影，重科研而轻教育之风为患不

浅。然而，大学生更需大师点拨，大学者，大师

之谓也。这就是院士上通识课意义所在。

院士给新生上通识课，不妨更多些

“秋风起，蟹黄肥”，对于许多江浙人来

讲，吃大闸蟹如同一种仪式，每年都值得隆重

以待。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大闸蟹

这事情悄然变了味。

据扬子晚报报道，早在阳澄湖开捕前，螃

蟹券已率先登上各大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所

谓螃蟹券，就是顾客事先交钱预定螃蟹，等螃

蟹成熟后再凭券提货，又被称为“纸螃蟹”。

但是别小看这小小一张代用券，背后有大学

问。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一张提货券，可对

商家来讲，这却是资金炒作的一种介质。就

有段子说，经销商印刷一张 500 元的蟹券，

400 元卖给采购人员，采购人员拿来分给提

货人，而有些提货人以 250 元的价格卖给回

收者，回收者再以 300 元价格卖给经销商，这

样经销商从中每张券可以轻松赚到 100 元

⋯⋯商家根本不用真实卖螃蟹。

这其实还只是很表层的逻辑链。据介

绍，现在甚至有商家蟹券卖得比螃蟹便宜。这

话怎么说？例如，按照蟹券上所标明的重量、

只数，成本需要 100 元，但是蟹券上的价格却

只有80元。难道商家会倒贴本钱卖螃蟹？并

不是。这里头套路可深了。首先，商家可能会

在螃蟹重量上下文章，标明4两公蟹，给你3.5

两的；其次，在螃蟹的产地上动手脚，写的都是

阳澄湖的，送来都不知道是哪个湖的；第三，代

用券在流转过程中会存在不提货的情形，而且

比例不低，这等于商家白赚钱；第四，商家提前

预售蟹券，回笼资金，量大的话等于沉淀下来

一大笔现金，这其中的收益颇可观。

大闸蟹作为商品有一定特殊性，比如销

售时间短、不易保存，所以“纸螃蟹”的出现与

流通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流通过程中，如

今已经明显变味。这种带有资金炒作痕迹的

“纸螃蟹”，不仅可能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损

害大闸蟹养殖业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对

消费者来说，因为蟹券多数是送的，遇到缺斤

短两、提货困难等问题，往往不会多声张。而

大闸蟹无论是价格虚高还是刻意压低，只要

不产生实际销售，对养殖基地都是有害无益，

每年大闸蟹旺季，市场看着热热闹闹，到头来

真正受益的却是“玩票”的人。这种脱实向虚

的做法，如同曾经被资金炒作过的普洱茶、蜜

蜡等商品一样，最终只会留下一地鸡毛。

纸上得来“套路深”。要摆脱套路，拒绝“玩

票”，需要行业自净，也需要消费者敢于说

“不”。阳澄湖相关行业协会有必要对这些满天

飞的“纸螃蟹”加以消费提醒，采取办法遏制过

度资本炒作。而消费者一旦遇到商家以各种理

由推脱提货，或者遭遇缺斤短两，也应选择投诉

——没人敢说，用券提货就不属于消费行为。

螃蟹券，纸上得来套路深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