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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猥亵女网友的男子仅被行政拘留
5天，而见义勇为救人的大学生小涂，
却因救人过程中致实施猥亵的男子受
伤，遭到警方刑事拘留14天。7月16日
下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
予批捕的决定，警方亦撤销该案，小涂
被无罪释放，不会留下案底。南山警方
表示将帮助小涂申请见义勇为奖励，还
呼吁深圳的企业录用小涂。同时小涂
亦不用承担伤者的医药费用。
（7月17日《南方都市报》）

尽管检察院已经做出不批捕的决
定，见义勇为的学生也已经得到了释
放，但这并不表示，舆论的关注可以
到此为止。因为，说到底，改变这一
案件结果，固然有检察机关恪守法
律精神的积极作为，但也同样离不
开社会压力的推动，归根到底仍是
舆论与法治的联手。换言之，此事
如果未有得到相关媒体的关注，这
名乐于助人的大学生，或许难免刑拘
的命运。

须知道，在这名大学生走出看守
所之前，他已经在其中待了14天。这
14天时间里，警方未能因为自身的原
因而考虑释放他，说明当地警方对自
己案件的定性是有信心的。至于 14
天后的释放，则可以看作当地警方
迫于检察院以及公共舆论的压力。
因此，亟须追问的是，警方凭什么认
定见义勇为者存在反应过度？又是
为何对一个因他人见义勇为，被迫
中止犯罪行为的嫌疑人轻松放过？
倘若这些，都能有一个合理且合法
的解释，让见义勇为者担责，虽于情
不合，倒也于法有据，利于帮助公众

普及有关见义勇为尺度与边界的法
律常识。

然而，纵观此案的所有细节，当地
警方对案件的信心似乎有些牵强。从
新闻报道来看，警方认定见义勇为者
反应过度，仅仅是认为有这种嫌疑。
比如见义勇为者曾推倒色狼，并在笔
录中承认有打伤对方的想法。不过根
据相关法律，如果是在制止犯罪嫌疑
人犯罪的过程中，打伤对方，并不要承
担责任。就目前而言，警方拿不出证
据，证明见义勇为者的打伤行为，发生
在犯罪中止之后，显然根据法律精神，
应当对这名大学生采取“疑罪从无”的
态度。

从结果来看，色狼只是猥亵对方
并没有对这名女士造成实际伤害。
但倘若没有这名大学生的挺身而
出，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为当时，
这名保安已经对这名女士动手动脚
并将其拖向人迹罕至的小巷。如果
说色狼进一步犯罪尚无明确证据，应
当疑罪从无，那么，见义勇为者反应
过度亦无明确证据，警方为何又宁枉
勿纵？试问，一件见义勇为的事情，
当地公安部门办案都可持双重标准，
具体到别的案件，公平性岂非堪忧？
见义勇为，固然有尺度与边界，但执
法部门办案同样应经得起推敲。当
地公安部门，必须拿出足够的理由，
以证明此前刑拘见义勇为者以及判
色狼拘留 5 天的合法性。如果拿不
出这样的理由，对见义勇为者的处
理，就是过于草率，应该有人为此承
担责任。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检方不批捕
不是“刑拘见义勇为者”案的终点

近日，一江姓书法家在微博上晒联合
国秘书处授予的“百年文艺巨匠”证书，引
发质疑，网友认为联合国秘书处不可能颁
发文艺奖项，该书画家其他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颁发的荣誉也遭到质疑。该书法
家任职的书画院工作人员表示，江姓书法
家为该院院长，书画院对此事不知情。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办则称，奖项“肯定
是假的”。（7月17日《新京报》）

这两天，联合国很忙，先有陈光标的
“世界首善”的证书，又出现了“百年文艺
巨匠”的荣誉，名头一个比一个响，来头也
一个比一个大。正如有媒体评论陈光标
受骗一样，“被卖还帮人数钱”。书法家的
假证书，当然也并非就是不经意间的上当
受骗，一者，如此巨大的殊荣自己能否受
之，“得失寸心知”者自然避之不及，何以
还会趋之若鹜？二者，稍懂常识者对于

“国际玩笑”，自然不会是处于真空之中，一
方面有大量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随便找
个懂常识的人鉴定一下便知真伪，断不会
不分真假公布于众，生怕自己的名头不够
响亮。

然而，看似不合常情的行为，却有着
现实的支撑基础——当狂热的荣誉崇拜
与名利追逐，成为个体证明和普遍标准之
后，自然便是有条件利用条件，无条件创
造条件。文凭崇拜使野鸡大学、山寨大学
大行其道。最近，上大学网发布2014年中
国虚假大学警示榜，共60所“李鬼大学”被
曝光，其中北京地区上榜15所。记者调查
发现，这些“大学”不仅名字以假乱真，而
且都建有空壳网站，甚至还打出招生广
告。至于“中华脊梁奖”之类的山寨颁奖，
真正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哪里就是造

假泛滥而防不胜防？
有需求方才有供给，各种假文凭、假

证书和假荣誉大行其道，打而不绝，当然
不能把原因归于造假者太过凶猛，实在于
需求太过旺盛。当文凭成为入职的敲门
砖，当荣誉成为成功的墓志铭，自然就无
以阻当追求的狂热与冲动，要么真假不
辨，要么就是逐假而去。当一个社会极度
浮躁而标准异化，一纸证书就成了畅通于
世甚至令人羡慕的通行证，那么势必“一
方要虚名，一方得实惠”，明知不靠谱也要
往上行。

在“文凭越高，则能力越高，荣誉越
大，则成就越大”的既有价值认同下，追名
逐利就会异化成对一张证明与证书的获
取。书法家的国际证书是对标签化社会的
注脚，重面子不重里子，重证书不重能力，
标准的异化给假证书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的空间。事实上，这样的面子情结何
止于证书与文凭一域之狭，从官场上的面
子工程成为谋求晋升的载体，到商场上的
金玉其外的豪华包装，再到社会风气的短
平快的虚浮，当整个社会都以标签化的形
态存在时，那么个体便会对形式载体格外
推崇与注重，并不惜用各种方式去实现。
没有了真凭实学，没有了真材实料，花钱购
一个假文凭，弄一个假证书，给自己的人生
履历镀金。只是人人效仿之下，标签化现
象就会严重而固化，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之下，良莠不齐的状况就无以幸免。

书法家晒“联合国”证书，所在单位回
应称不知情，真相是什么还有待时间验
证。不过这真相是什么已然不重要，重要
的是，个体的炫耀与欺骗，只是社会的浮躁
与虚假的注脚而已。 □堂吉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