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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历史无须复述，那是中国人永久的
伤疤，而一次次被掠的中国文物在海外拍卖，无
异于一次次撕开中国人尚未痊愈的伤口，并在
伤口上撒盐。对这个文明世界而言，也无异于
一次次辛辣嘲讽！

我们的愤怒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结果
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所说，很多事情不是愤怒
能够解决的，中国人越愤怒，越觉得耻辱，被掠

夺文物的价格就炒得越高，所以他提醒“我们的
愤怒也许就是别人的利益”。

白岩松言之有理，但还应看到我们表达愤
怒所带来的另一种后果：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体
谅中国人的感情，理解中国人的愤怒，更为重要
的是，让买卖中国文物者看到中国人的愤怒和
行动，从而有所顾忌、有所敬畏。

浦江潮

“铜首”事件本质上是一个媒介事件。
被媒介广泛复制和传播的符号，通过社会

心理，不断产生衍生效应，关于铜首的符号帝
国，在短短一周内便建立了起来，变成了经济低
迷时代一个激发国民热情的谈资：有人酣畅淋
漓地表达出自己对殖民主义的愤怒，有人指出
回购是第二次受辱。

在我看来，铜首事件只能以媒介的方式徜
徉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人们考虑更多的

是它的符号逻辑，至于它的现实效应，真正对之
进行思考的人少之又少。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一
个被“炒热”的事件，据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
物约164万件,这个庞大的数字说明可能流失
文物的拍卖几乎每个月份都在进行中。但是只
有那些融入了媒介视野，并且容易产生“看点”
的文物才会被媒介再生产出来，盖过了对矿难
死亡74人的反思、对农民工返乡的同情。

孟隋

沉迷于符号学游戏的大众心理

银行是国家的重要金融
机构，担负着城乡建设和发
展以及“国计民生”的重任。
而银行设自助取款房，一方
面是为了方便用户，另一方

面也为银行职员减轻相应的负担。可以说，建
这种设施，图的就是个一举两得。

然而，近年来，我们不时从媒体上看到这样
的报道，即有用户因进入自助银行或是在自助
取款机上取款而上当受骗，不知不觉间蒙受经
济损失。一再出现这种现象的后果，让很多用
户在心存忧虑乃至恐惧的同时，也对有些银行
部门的服务和保密工作表示不满。尽管我们从

以往的报道中一再看到相关银行部门表示要保
护好用户信息，让客户放心，可让人不放心的现
象还是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不，我们从本报今日相关报道中又看到，
进入自助银行的那道门时要先刷卡，可经过改
良的刷卡器却能从你刷卡时提走你的卡号；而
在提款机的上方，还可能隐藏着多余的隐蔽摄
像头，这个东西可以读走正在操作的用户密
码。如此这般，如何让用户有安全感？又如何
能让客户放下心来？

类似这种现象虽曾有报道，银行部门为何
不采取有效措施？从报道中虽然看到有民警提
醒——刷卡进门时也可能会落入陷阱，市民最

好多留意“有无多余的装置”，可作为银行部门，
实在不应该增加客户如此额外而又沉重的心理
负担。

我们知道，为客户保密，为存款和取款人提
供安全可靠的服务，这是作为像银行这种特殊
行业起码的职责。如果银行部门将原本属于自
己的职责转嫁到客户身上，不仅有违职业道德，
也与自己的宗旨背道而驰。

更重要的是，银行能否为客户提供安全感，
此乃事关民心稳定、社会稳定的大局。如果在
进入自助银行以及在自助取款机上不能保证客
户的安全感，我们就想问一句：那应该由谁来保
证客户的安全感呢？

评“ATM取款，刷卡进门也有陷阱”（A07版）

安全感不能建立在提醒上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北京时间2月24日凌晨，法国巴黎法院对圆明园鼠、兔首能否被
拍卖作出判决，驳回了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此前提出的要求
佳士得公司停止拍卖鼠、兔首的诉讼请求。这意味着，1860年英法联
军从圆明园掠走、辗转海外近一个半世纪的鼠首和兔首铜像，将在2月
25日出现在佳士得公司的拍卖会上。 （今日本报A05版）

长江商报
公众的海疆知识尚需补课

话题：近日，菲律宾通过法案，将中国
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为菲属岛
屿。中国外交部为此提出了严正抗议。

观点：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普通民众
对这些中国岛屿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

中国民众的海疆知识处于一种什么状
态呢？有关单位曾对 5万多名大中专学生
作过一次调查，结果 99%的人都认为中国
的领土面积是 960万平方公里，不知道我
们还拥有 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在
这样一个向海洋和天空迈进的新时代，我
们年青一代的海疆知识竟如此薄弱，的确
有些让人惊心。

中国很大，要想对所有的海疆都了解
得那么细不容易，但对一些重要的领土，特
别是一直被别人觊觎的地方，我们必须了
解。我们忘了，人家不会忘，而且会乘着我
们忘了，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地“挖”过去。
菲律宾议会此举就给我们敲响了中国海疆
知识教育的警钟。

新闻晨报
“躲猫猫”的胶着源于侦

查羁押权合一
话题：“躲猫猫事件”发展至今，似乎已

进入胶着状态——警方无法证实李荞明的
死就是因为“躲猫猫”(或修正后的“瞎子摸
鱼”)，网民也无法证伪迄今为止的司法结论。

观点：“躲猫猫事件”的瓶颈在于，对真
相的追寻无法绕过司法程序，而司法程序
恰恰将在看守所内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交给
了看守所的管理者——公安机关来行使侦
查权。

“孙志刚事件”促成了收容遣送条例的
废止，“躲猫猫事件”发展至今，其网络舆情
热度已完全可与前者相提并论。对于“躲
猫猫事件”，我们理应从对个案的关注转移
到对制度的关注上来——也只有最终促进
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变革，才能避免看守所
内出现更多的“躲猫猫”。

中国青年报
矿难是人力不可抗的吗
话题：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屯兰矿

井发生爆炸，截至2月23日中午，已有74人
遇难。

观点：对于矿难，我们采取的办法不
少，从主管行政机构升格，到地方行政
领导（包括省长）易人，到各种规章制度
颁行……可效果却很有限。矿难如此顽
固，以至于很多人已对遏制矿难失去信心，
甚至认为矿难是不可避免的，人力对它就
是没有办法。

如果矿难真不可防治，那么世界各国
的矿难就会同样多。可事实是，在不少国
家，矿难发生率非常低。安全设施，是保证
安全的物质手段，发达国家的采矿安全度
高，很大程度是它们设施先进。但设施先
进，却是由投入决定的。投入必定影响利
润率，有的企业舍得投入，有的企业未必愿
意。要加大安全投入，一靠企业主对生命
的重视，靠其道德自觉；二靠行政部门给企
业压力。在我们的矿井中，国有煤矿在用
设备约1/3应淘汰更新，东北一些煤矿伪满
时期的设备还在运转。这些煤矿的安全验
收关是怎么过的？

“座位平等”超越了形式平等
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酝酿在代表委员座位

安排方面体现平等原则，代表（或委员）将被等
分5份，每次将有1/5的代表（或委员）距离主席
台最近。 （2月24日《重庆晚报》）

一直以来，在各级党政会议上，与会人员座位安
排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座位分大小”。
如开会时，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丝毫
不能有差错。除领导干部之外，其他与会人员的座位
也同样非常讲究。重要部门参会人员坐什么位置，有
影响的名人坐什么位置，都是不能有任何大意的。

几十年不变的座位排序规律一旦被打破，
不免让人为之一振。可以说，在即将召开的全
国两会上实行的“座位平等”原则，已经超越了
某些形式上的平等，而富含了很多实质性内容。

安徽巢湖 艾才琴

马明哲零年薪之举暴露了什么
去年因“高薪门”陷入舆论漩涡的马明哲，

在于近期公布的中国平安2008年年报中，薪酬
一栏将只剩下几个并列的“0”。

（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肯定马明哲2008财年度零年薪的同时，
也使我们陷入更加深入的思考。从2007财年
度的6600万元年薪到2008财年度的零年薪，如
此巨大反差，究竟是什么因素和机制决定的
呢？企业机制？业绩大小？舆论压力？还是马
明哲们的“觉悟”？

这件事再次证明，中国国有企业和上市公
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们自己给自己确定薪酬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一句话，中国企业的老板们
想拿多少年薪就拿多少年薪，根本没有规矩，其
所谓的规矩（薪酬机制）只不过是糊弄社会议论
以及国家监管部门而已。

河南郑州 余丰慧

高校为何热衷高就业率数字游戏
中国社会调查所最近在北京、上海等地

抽取 1000 名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到

目前为止应届生整体就业率为 35.6%。

（2月24日《大众日报》)

一个时期以来，高校就业率成了人们关
注的话题，有些高校声称自己学校就业率达
到了多少多少，有的甚至说达到了百分之
百。这次中国社会调查所通过调查得出的
结论最具有权威性，统计数据表明，应届毕
业生只有三成多的学生就业，与校方公布的
数字大相径庭。

一些高校缘何热衷于玩数字游戏？说穿了
是某些高校的私心所驱使。

高校就业率造假危害甚大。一所高校的
就业率如果长期出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的情况，久而久之，它的社会信誉就会下降。
更为严重的是会对公众造成严重的误导。在
高校就业率居高不下的误导宣传下，一些学
生投奔了这所高校，最后却是大失所望，其消
极意义不言而喻。 山东济南 李红军

国宝回家：去除国耻情结
佳士得似乎铁了心要拍卖鼠首和兔首了，而

我们似乎也铁了心要把十二兽首收入囊中。而在
某种程度上，后者就是前者开价两个亿的缘故。

笔者曾给一位文物界的老专家打电话，
问鼠首和兔首是否值两个亿。老专家说，这
东西不值钱，搞文物的都知道，十二兽首，只
是圆明园的“水龙头”。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
长谢辰生先生也有类似表述，而且直接指出
了问题的核心：“我不承认它们是国宝。这绝
不是国宝。它们是国耻。”

我们花钱购买圆明园兽首，实则正是为
“国耻情结”埋单。我们似乎给自己戴上了一
顶帽子，漂亮、华丽，还写着爱国的标语。但
是，这个帽子却不期然成了负担，让我们无法
理性行动。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个
帽子摘掉。总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国耻，是
不可能消除的，不添新就足够了。

对于圆明园的鼠首和兔首问题，笔者认
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但要通过法律等途
径严词声明不许你卖，而且要明确告诉你我
还不买。 司徒朔

鼠首鼠首 兔首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