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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
部署，教育部已经完成制定考试招生总
体方案，即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这次的总体方案包括小升初、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和高考改革办法等
多个配套实施意见。其中较为引人注目
的是关于高考改革的，比如“创造条件让
学生一门两考计最好成绩；探索外语科
目一年多考”等。（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03版）

其实类似“一年多考”“择优计分”的
改革意见，几年前就有了，也引起过讨论，
但最终也都莫衷一是，不了了之。这种教
改方向得到的结论仍是“短期内也难以推
行”，因为“从高考改革来看，考什么、考几
次都要取决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整个
步骤，因此不能将此事看做一个单一方向
的改革，需要全盘考虑。”

这次教育部再次明确这一改革方
向，应该是经过几年的综合考量，确定下
的有一定社会共识的基本改革意向。但
是，如何推行，何时推行，却仍然需要具
体的配套方案来辅助。在没有见到配套
细则前，先不要太乐观。

高考改革要动真格，不光是学习科目
的分合与考试项目的加减问题。分科利
弊，各方争辩多年，从推行通识教育，培养
通才、全才的角度讲，不分科当然更利于
学生成长。只是，这仅是理论上而言，应
试的现实中，不分科也许只是意味着应试
科目和学习强度和成本的增加。至于“减
少科目”，其实在你过去高考改革中，类似
的努力一直没停过，从7门到6门，再到
3+X，而应试的内核并未改观，高校招生
录取，还是锱铢必较，每分必究。

值得注意的是，刘利民提道，“今后考
试主要要考查学生高中学业完成情况，将
分别采用合格和等级方式来呈现考试成
绩，不再用百分制，避免‘分分计较’”。让

学生根据兴趣、志向和优势，自觉选择部分
等级性考试科目来参考，每门学完即考，

“一门一清”，避免“一次考三年”的压力。
不用百分制，而是等级式，这样的改

变令人眼前一亮。只有两点疑问，一是，
会不会面临当年“不让排名次”“不分快慢
班”时的执行尴尬？二是，没有具体分数
后的公平考量，比如当年的“三模三电”高
考加分乱象如何规避？当然，不管如何，
至少改革方向是令人向往的。

改变“一考定终身”，会不会沦为“多
考定终生”，将一考的压力分摊甚至叠加
到多次考试中，也值得追问。多考是减负
还是增压，或许取决于，招考分离的程
度。如果高校招生自主权，和考生报考选
择权不能随着改革而增加。那么即便“多
考”，压力恐并未减轻。一次集中招录，和
之前高考并未有本质区别。

改革要深入，教育行政放权就是绕不
开的选择。既然要尝试抛弃百分制应试，
既然让学生根据兴趣志向选择科目，那么
在最终报考上，也该改变过去的以分数和
学校录取线来填报志愿的做法。“多考”必
须对应多次选择、多次录取，建立起全新
的多元的招生和评价体系：这样的高考改
革，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此外，人大招生处蔡荣生丑闻，也警示
我们作为高考改革的一个先行探索——
高校自主招生，必须有完整的制度性约
束，比如招生程序公开透明，招生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除此之外，与之相关的社
会评价体系也必须随之改变。现实社会
中，用人单位招人唯文凭论，唯名校论，
已构成高考教改的观念性障碍，无论是
老师还是学生，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都难
以打破原有的教育格局，所谓高考改革
的价值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以此而论，
高考改革要动真格，显然不光是分科问
题，它更是一场关乎整个教育价值取向
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革命”。李晓亮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中，“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
适时推进改革”作为这个改革大纲中
唯一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内容，成为
业内炙手可热的谈资。但值得注意
的是，这次《决定》中表述的“房地产
税”与此前一直试点的房产税并不是
一回事。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
副会长顾云昌分析认为，三中全会提
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
革，意味着对包括房产税在内的整体
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调整和改革。（12
月5日《华夏时报》）

尽管相关人士判断称，“重庆和
上海的房产税试点可以判断为不成
功，没有扩围的意义。”但显而易见的
是，房产税试点的不成功，显然不应
该和房地产税立法的推进，扯上太多
关系。事实上，和顾云昌持有同样观
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在中山大
学财税系主任林江看来：在税制改革
设计中，要把土地出让金、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等不同税种
合并到统一的房地产税中，厘清、完
善房地产领域的税收，在征收额度、
缴纳方式上推进改革，以此回到市场
化的初衷上（见12月4日《21世纪经
济报道》）。所以，在普及“房产税”和

“房地产税”的区别这一常识的同时，
更多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让房地产
税立法在“明辨”中逐步推进，应成为
相关方面的务实选择。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房产税征
收从试点到现在，争议一直存在。比
如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一
直是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征收的
反对者；其主张开征销售环节的消费

税，征收方式是对商业高档房从保有
环节变为交易环节（见12月5日《新
京报》）。延伸解读不难发现，尽管许
善达所说的，“比如在房产税的销售
环节征收消费税，什么样的房子该征
税、税率多少等都让地方政府自己制
定，不合适再改”，不太靠谱——但整
体而言，具体到房地产税收体系调整
和改革层面，将土地出让金并入房地
产税分期缴纳，借此避免重复征税的
发生减轻缴税人负担、减轻地方对土
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如此这般，既契
合公众的预期，也和中央地方财政关
系改革方向一致。

具体到当下，厘清分歧大有必
要。在企盼房产税短期效应的公众
那里，如何让房产税征收短时间内，
完成平抑房价、调控房地产市场的
效用，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
在试图借此预期完成更多改革目标
的公众看来，若不能将房地产税的
征收，纳入到整体的财税体制改革
的框架，“单兵突进”意义不大。在
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
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若将土地出
让金并入物业税中分期支付、难免
触动地方利益的现实情况下，更显

“明辨”中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的必
要。因为唯有开门立法，才能在完
成平抑公众情绪、彰显立法诚意的
同时，完成立法预期的利益协调、综
合效应的最大化。而且退一步说，
房产税征收，必须和居民住房信息
联网、不动产价格评估体系等一系
列配套制度完成无缝融合：国土部
统筹不动产登记工作既已明确，协调
好“步调”未必不是好的选择。
赵若昀

高考改革要动真格不仅是分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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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女孩电梯虐打1岁半的男童，并
将男童扔出电梯……如此残忍的一幕，发
生在重庆长寿区，并被监控视频所记录。
当人们找到男童的时候，几分钟前还鲜活
的生命，竟然浑身是血地躺在居民楼下，
处于垂危状态。（12月5日《京华时报》）

电梯之外，女孩儿到底对男童做了什
么？男童为何会从楼上坠到楼下？这些
缺失的真相，警方还在调查。但监控录像
记录下的部分真相，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震惊之余，令人反思：到底是怎样的心理
病态和人性畸变，让女孩对男童痛下狠
手？也许，如此残暴的上演只是偶然事
件。可是，这种偶然，难道就无法避免吗？

面对电梯里发生的、不忍触目的残
暴，或许更多的人宁愿相信，小女孩是个
心智和行为失控的病人。可即便如此，
她的监护人为什么不能看护好她，以至
于酿成这场灾难？当然，小姑娘的暴戾
和残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变态
的基因早就隐藏在她的灵魂里，只是被
人忽视了，没来得及被发现。

所有的想象，皆因无法接受女孩变
成“恶童”的现实。童话再黑暗，恐怕也
不至于以这样的残忍上演。不过，以此
审视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或许会发现，虽
然“电梯恶童”的极端只是偶然，但她身
上散发出来的暴戾和失控，却如鬼魅和
梦魇般萦绕在童话世界。

面对现实版的“恶童”，我想到了匈
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日
记》。这部惊悚、冷酷的黑色小说，刻画了
两名孩子在病态世界中的人性扭曲和人格
畸变。他们生长在动荡的战争背景下，由
肮脏、吝啬、凶恶的“外婆”抚养，环境的熏
陶下，他们开始说谎、勒索、杀人……纯

粹而纯洁的圣婴，在地狱般的生活中，把
灵魂交给了魔鬼，变成了通体邪恶的“恶
童”。

《恶童日记》只是部黑暗的寓言，也
许谁都没有料到，这样的“恶童”会出现
在我们的身边，尤其是这个稳定且并不
匮乏和极端的社会里。这也是为什么当
我们面对“电梯恶童”的时候，不敢直视
和面对的原因。

现实的安稳，便意味着孩子心性发
育的环境不动荡吗？撕开虚假繁荣的画
皮，也许会发现，《恶童日记》里的病态

“外婆”，依然活跃在孩子们的身边：充斥
着暴力色彩的影视、家庭暴力的阴霾、长
期缺乏父母关爱的孤单、社会价值扭曲
的流毒……种种因素，吞噬着孩子成长
纯净的土壤，给孩子心智的成长和人格
的养成，带去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多
少孩子正变得或已经变得孤僻、冷漠甚
至暴戾？而这些孩子的身上，或隐藏着
和“电梯恶童”灵魂里一样的基因。

谁是培养“电梯恶童”暴戾基因的病
态“外婆”？根据相关后续报道，摔婴女
孩父亲称“男童受惊吓坠楼”，但无意间
的一句“自己和妻子平常打骂女儿，对其
性格有影响”，却也印证了此前的判断。
不论女童有没有直接推男婴坠楼，日常
生活中扭曲的家庭关系或许是导致女童
视男婴生命为“游戏”的一个动因。以此
而论，“电梯恶童”的残暴，固然偶然。但
这种偶然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到社会、文
化的暴力阴影。针对此事，所有内心尚
有温度者，除了愤慨还应该警觉：毕竟，
我们无法防范类似事件的偶然性发生，
但却可以努力让现实里制造“恶童”的

“外婆”离开。时言平

4日，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审议后，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30项
被列为非遗的项目。而中国目前是
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量最多的国家。珠算被誉为中国第
五大发明，10年前退出小学教材，专
家称不排除重回课堂。（12月 5日
《新京报》）

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
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
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
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
计算机”。珠算与此前入选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书法、昆曲、
古琴等 29 项文化技艺一样，都是中
华民族独特优秀文化的符号，浓缩着
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入选是一种
肯定，同时也是对传承的一种期待。

但是，对于非遗的传承一直都是
尴尬的话题，已经入选世界非遗名录
的30项技艺中，除了端午节、书法之
外，几乎都面临着传承无人的困境。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这些文化技艺已
然失去了现实的生存土壤，实用性的
失去，已然使得其生命力变得相当脆
弱。即便如中国书法，与汉字关联紧
密的技艺，也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勃
兴而日益式微，写不好汉字的人越来
越多。

珠算亦是如此，珠算 20 年前还
是会计职业的必备技能，10 年前还
在学生教材里有一席之地。但会计
电算化取代珠算，其实是技能工具化
的替代，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那
么，脱离了实用性，珠算不用来算账，
学珠算可能就是纯粹打算盘的游

戏。以此类推，很多非遗的传承徒有
外壳，只剩下外在的形式。比如，学
昆曲、古琴，换不来三斗米，离普通大
众注定很远。

一些技艺申遗成功的同时，入
课堂的声音便随之出现。逻辑亦很
简单，大致跟“足球从娃娃抓起”的
思维如出一辙，只是这样的倡议仅
具理论意义。别的不说，书法进课
堂不管从那个角度提出，至少到如
今普及尚有难度。再者，这么多非
遗的技艺，离现实的需要很远，对绝
大多数孩子来说学而无用，且不说
是不是包袱，学过后便还给老师，也
没实质意义。更何况，教育不是一
个筐，啥都能往里装。

“非遗”的价值内涵，并非外在的
形式，而是智慧与创新。如珠算其实
是建立在五进制与十进制基础上，数
理计算的智慧创造，是思维的成果。
又如，木结构建筑则是建筑力学原理
与材料科学的完美结合。类似的这
些成果，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创
新便是其生命力。放眼历史，文化其
实是进化的。换言之，文化需要传承
其样式之内思维精华与创造精神，要
传承这些基因，创新则是其律动不息
的生命源泉。非遗亦是如此。我们
有全球最多的入选名录，说明我们文
化曾经因创新而辉煌，那么真正将这
些遗产传承下去，创新才是唯一的出
路，让文化各种基因重组、融合，催出
领先世界的文化成果与文化样式。

“非遗”传承别总盯着课堂，当成娃娃
的事，而应把非遗文化的经典部分留
于博物馆，把其中蕴含的民族智慧传
递给未来。房清江

《恶童日记》的黑暗寓言为何现实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