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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666 分。这是个吉利的分数，也
是令辽宁所有文科考生望尘不及的
分数。6月23日晚上，辽宁高考成绩
揭晓，在本溪高中复读的考生刘丁宁
考取666分。

刘丁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去
年此时，她同样考取了无人比及的分
数，算上10分加分为668分。原本已
经成为香港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学生，
她一举惊人：退学重回本溪市高级中
学，为北大中文系梦想复读。（6月24
日《沈阳晚报》）

这确实是一个高考奇迹。一年
前是高考状元，一年后复读再成状
元。但即便如此，过分把这个孩子捧
上天，并不利于她的成长。二度问鼎
高考状元，仅说明她在学习上具有一
定的天赋。如果过分夸大这种天赋
背后的励志意义，极易破坏一个人的
心境。说到底，高考也只是人生中的
一场选拔考试，无论是状元抑或普通
考生，在跨过了这一道门槛后，需要
面对的是更加丰富多彩与充满挑战
的未来。

当然，作为个体，弃港大考北大
是一种自由选择。只要状元有这个
能力与意向，在公平的前提下考取
北大完全无可厚非。不过，也正因
为是个体选择，这种旨在实现个人
择校梦想的复读，就无所谓励志意
义。因为港大与北大之间的距离，
并非泾渭分明足以勒石为碑。从学
术地位上而言，两所学校均为学术
一流的大学。

据5月14日广州日报消息，2014
年的亚洲大学排行榜上，香港大学
排名第三，而北京大学排名第八。

而此前一年，香港大学排名第二，北
京大学排名第五。显然，两者谈不
上谁远超谁的问题，如果仅以排名
作参考，港大甚至略胜北京大学一
筹。因此，如果说港大给予不了状
元所想要的理想环境，那么北大又
一定能提供这种氛围？以此而论，
高考状元选择北大，或许是出于更
熟悉内地环境的考虑。因为类似港
大一类的学校，在学习机制上，都采
用的是国际化培养模式。习惯于应
试教育机制下的学生，适应这种模
式自然需要时间消化。

围绕高考状元的讨论，有一种错
误倾向值得讨论。即过分拔高状元
的励志意义。事实上，多数状元，在
智商上都高于平凡人，复制他们的故
事，几乎没有路径可循。而一场考试
也仅仅是一场考试，停留于胜负论英
雄的思维，迷恋于分数神话英雄，破
坏的是青少年成才的正常环境。对
于学生，特别是对于高考状元而言，
一时捧得过热，很容易迷失自我。在
舆论关注热情褪去之后，他们需要学
会的是如何走好今后的路，因为状元
的光环并不能保证他们从此一马平
川，风雨无阻。

高考历史上，从不匮乏状元与天
才。如何从分数英雄变成杰出人才，
需要良好环境的培育。而做到这一
点，需要教育部门，恪守职责，把好监
督关，制止各地以分数论英雄，划分
状元的行为。也需要状元自己，迈过
心理关，不迷恋光环的魅力，把告别
状元当作大学的一场必修课，回归学
习本身。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弃港大再上北大的状元故事别过分热捧

■个论

24日有消息称，“气功大师”王林，在
消失近一年后于近日突然现身江西萍乡
市一家景区游山玩水。该消息配有 8 张
照片，由一位新浪微博网友于6月22日贴
出。（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2版）

在避世香港一年之后，王林竟又从容
回到江西游山玩水。现实是，即便被千夫
所指，王林在法律层面依然是清白的。曾
有报道披露，公安部门“未收到相关举报，
无法对王林立案”——这或许是，王林至
今毫发无损的关键原因。受害人的“隐
身”、直接利益关系人的缺失，让警方的调
查无从切入、缺乏佐证，由此也就不会有
后续的案件进展了。

王林的岿然不动，令很多人去想象他
的神通广大。人们有理由相信，王林所以
屹立不倒，完全得益于其浸淫官商两界多
年所积累的巨大能量。似乎一切遵循着

“人脉消解正义”的庸常逻辑！然而，除却
这种阴谋论的思路，我们同样可以有别的

角度，来理解发生在王林身上的故事。此
事中，因为极少有“受害人”站出来主张权
利，使得媒体对王林的控告，更像是某种
一厢情愿的纠缠。

此一诡异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在江
湖生涯的中晚期，王林已然转走某种高端
路线：将权贵群体作为自身客户，而不再为
普通人提供服务。其后果是，纵使巨富、高
官明知被骗也不愿承认，更遑论向警方举
报从而自揭其丑。人性的弱点恰在于此，
成功者永远不愿相信自己是“傻子”，甚至
不惜放弃对“行骗者”进行追责……

“大师”王林、术士王林、骗子王林？
舆论层面几乎盖棺定论的评价，迟迟未能
转化为司法层面的裁断和惩戒，到底是王
林太强大，抑或是受害者太懦弱？我们期
待着，能有更多人站出来，来揭露和维
权。显然，由利益关系人出面，将王林案
推向前台、推到阳光下，同样是对各种暗
中勾兑的有力回击。 □然玉

受害者隐身，王林方可从容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