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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曝光地铁大叔“偷拍”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四

川大学表示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已密切联系属地警方

及当事学生了解核实情况，将按程序依规依纪处理。

近日，广州地铁 8 号线上，一女子怀疑一大叔在偷

拍自己，要求检查手机相册。在大叔自证清白的情况

下，涉事女生仍将视频发上网，并称大叔是“猥琐老头”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维权了

吗”⋯⋯这种“莫须有式的维权”引发众怒。

面对汹涌的舆情，涉事女生通过其微博账号公开

道歉，希望能够取得大叔的谅解。尽管当事者已经表

示了谅解，但对于姗姗来迟的道歉，公众依然意难平，

舆情也没有平息。

一桩小事演化成一场公众事件，相信涉事女生已

经追悔莫及。但作为成年人，犯了错误就要承担相应

的后果。不少人认为，如果先有缺乏诚意的公开信，后

有姗姗来迟的道歉，就可以轻松完结如此恶劣的侮辱

诽谤事件，如果这样的解决方式成为惯例，那将是对社

会公平正义的亵渎。

在这样的情形下，四川大学表态将依规依纪处理，

无疑是对舆情的积极回应，值得肯定。但是，具体如何

处理涉事女生应该遵循法规，不能被舆情绑架。

一个已经成年的大学生，如此蓄意诬陷他人，当

然不能以“她还是个学生”作为挡箭牌，逃避她应该受

到的惩罚。女生的一系列操作不只是有悖基本的道

德规范，业已对大叔造成了人格尊严的伤害，更涉嫌

侵犯其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理应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就在前几天，司法部门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

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涉事女生

究竟应该接受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具体的定性需

要司法部门的专业认定，不能仅凭网友的好恶来决

定。同样道理，学校的后续处罚也不能一味盲从网络

舆论。通常情况下，学校理应参考司法部门的裁定进

行处罚。如果涉事女生被追加刑事处罚，当然就没有

资格继续深造了。反之，如果只是受到行政处罚乃至

更轻的训诫教育，高校也没有道理一开了之。

女生网暴诬陷大叔被反噬，固然是她本人自食恶

果，但如何惩处必须恪守法规。否则，极易陷入用网暴

的方式来反网暴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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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人突发脑梗发现医生隐瞒未

植入支架”登上热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报道，近日，江苏宿迁的朱老先生突发严

重脑梗去世。家属在送医抢救时发现，不久

前医生称成功植入父亲颅内血管的高价进

口支架竟然“消失”。眼看事态败露，涉事的

操刀医生方才承认，此前的手术未能成功放

置支架。

涉事的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医生

称当时确有侥幸心理，“当时这个支架没放

成，我觉得很打脸，感觉下不了台。”对于未能

安装支架却仍收取费用，他表示，“支架没有

用，但也浪费掉了。你说不收费，去哪儿出这

个东西？那还得让医院贴钱，我也怕处分。”

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这位老人

的子女，老父亲刚刚做完支架手术后不久，

发现之前的手术并没有植入支架，会是什么

心情？这桩荒唐事竟发生在一家公立医院，

医生光明正大“把黑说成白”，面不改色心不

跳地欺骗患者和家属，直到东窗事发才说出

实话，这位医生的医德在哪里？

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医生隐瞒真相的

理由竟然是怕丢人、怕处分。他的面子，难

道比病人的生命还重要，真是讽刺又可笑。

事实上，他的心存侥幸，很可能放大了病患

的生命危险系数。明知有问题，也不及时采

取举措，就这么放任不管。难怪会有法学专

家说，这不是一般的医疗过失问题。

按照常识，手术室里肯定不会只有一位

医生，基本都是一个团队，也就是由多名医

务人员组成。这种事情，恐怕不是一名医生

想隐瞒就能瞒住的。如果这个手术真由多

位医务人员一起操作，其他医务人员是否也

参与了对手术真实情况的隐瞒，需要打上一

个大大的问号。这一问题细思极恐，也应是

后续调查的重点之一。

此前该医院某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这样说道：“我们有瑕疵⋯⋯我们跟他

们有沟通不到位的地方，只是支架没放到

位。”医院方面如此轻描淡写的表述，令人

难以理解。此事件所暴露的，是该工作人员

所代表的医院对“生命第一、患者至上”的践

踏。

对于这起事件，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从

专业角度判断，未给患者植入支架与后续患

者脑梗身亡有多大关联？涉事医生究竟是

如何瞒天过海的？不仅要厘清责任，更要深

度挖掘医生德行和医院管理存在的问题。

支架“消失”，为何能瞒天过海支架“消失”，为何能瞒天过海

涉 事 医 生 究
竟 是 如 何 瞒
天 过 海 的 ？
不 仅 要 厘 清
责任，更要深
度 挖 掘 医 生
德 行 和 医 院
管 理 存 在 的
问题。

谐音梗，用得好是文化，用不好就是文化事故。据报

道，市民薛先生带着儿子经过上海某知名商圈时，发现大

屏幕上的活动宣传语“共享新夜态”。8 岁的儿子盯着

“夜态”两个字大为不解。薛先生解释说：大概是“业态”

的谐音，可能想表达在夜晚存在着一种商业形态。但小

孩子不能理解，“在大屏幕上还写错字，很丢人。”

这样的谐音字宣传语并非个案。在一些公开场所、

公共活动中，这种“梗”正大行其道，引来不少家长反感。

他们认为这可能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们学到错误的文

字搭配。

使用谐音，古来有之，意在取其双关之妙。近年来，

作为常见的语言技巧和表达方式，不管是娱乐节目还是

个人发言，随处可见“谐音梗”的身影。在一些场合，谐音

梗传递的幽默，总能及时化解尴尬，活跃气氛，更是新媒

体、自媒体报道中的座上客。

说实在，由于汉语中的同音语素特别多，谐音梗很容

易制造并加以利用。一些政务网络办事平台，比如浙江

的“浙里办”、广东的“粤省事”、湖南的“湘事成”等，也都

用上了“谐音梗”，不光听起来亲民接地气，还体现了服务

机构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绝大部分人看了，不由自主都

会赞叹说好。

正所谓物极必反，“谐音梗”玩着玩着，一些人和商家

就不好好说话了。极端的，前有大润发的女装尺码表

SML(瘦美烂），把谐音梗玩到翻车；后有嘻哈歌手将杨颖

邓紫棋名字谐音写进歌词，被网友们怒批玩梗没下限。

更有常见的，如咖啡文化活动提口号为“梦想齐啡”，科创

推广中打标语为“数智心城”。这些宣传语，大部分谐音

字都用完全无关的汉字替代本字，没有双关修辞，显得比

较无聊，还污染了用语习惯。

显然，同样使用“谐音梗”，用得是否科学、合理，直接

决定了使用效果。“齐啡”让人感觉莫名其妙，“数智心城”

则拗口又别扭。在全民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大背景下，

使用不当的谐音字，说白了就是错别字。长此以往，一些

少年儿童熟悉了山寨词组，对正确的成语和词汇反而“不

识庐山真面目”，这种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总之，看场合、看形式接梗，才是正确对待谐音的打

开方式。“谐音梗”偶尔使用，或许能怡然笑之，强行谐音

则大可不必。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还是要好好说话，别让

任性的谐音“从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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