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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湖北钟祥市石牌镇的农民
诗人余秀华在网络上火了。最近几
天，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
你》《我爱你》《在打谷场上赶鸡》等诗
歌及随笔，在微博微信上激起一波阅
读和转发热潮。再早一些时候，她的
诗作接连在全国知名诗刊上发表；她
被邀请到北京市一所大学参加诗歌
朗诵活动，也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
体关注报道。（1月19日《长江商报》）

在媒体报道中，余秀华的名字，
有着“脑瘫”“农妇”的前缀。这与她
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她的语
言才华，形成强烈的反差，制造了戏
剧性效果，因而激发了网民的同情心
及好奇心，进而引致了她的诗作在微
博微信上“病毒式”的广为扩散传
播。不容否认，应该有此因素的存
在，但是恐怕，又不尽然。

特意搜索余秀华的一些诗作看
了，有些写得确实很好，自然、灵动、

纯粹、干净，有着对命运的关注，对生
活的体悟，直击人心穿透力很强。诸
如：“不知道与谁相隔遥远，却与日子
没有隔阂”（《在打谷场上赶鸡》），貌
似冲淡，其实蕴藉，不啻警句。可是，
微博上网民大量搜索，俨然“余秀华
之火”的导火索，却是那首涉性的《穿
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也未免颇
有些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

“诗言志”（闻一多考证，“志”即
胸怀），“诗主情”，诗歌创作，关注的
是内心世界，私人体验，讲究的是个
性化和创造性。因而，诗歌审美，与
大众趣味，往往容易楚河汉界分明，
也正如俗语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
看热闹”。《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这样直白刻露、庸俗张扬、矫揉造作
的戏作，竟俨然成了“余秀华之火”的
导火索，网民搜索排行上的排头兵，
错位如此，如果说余秀华其实本是条

“龙”，又有多少网民不是“叶公”呢？

余秀华钟爱诗歌，务农之余，16
年间创作不辍，努力“诗意的栖居”，
其创作成绩也得到诗歌共同体内的
认同，诸如《诗刊》《汉诗》《长江文艺》
等纯文学刊物相继推出她的诗作，张
执浩、沈睿等诗人、评论家也加以推
介。这般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相
对重要的，而非那些错位的、叶公好
龙式的过度消费的喧嚣。其实，余秀
华也说：“对于诗歌而言，这样的关注
度实在不应该。姑奶奶只写自己的
诗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量
写好”就是。

如果尊重余秀华，欣赏余秀华，
就去品读她的其他的好诗。目前，也
已有多家出版商找上门去，要给她的
诗歌出书。如果能够一纸风行，对她
的现实生活的改善有所助益，那么，
就世俗层面而言，其实也是一件善莫
大焉的事情。
□于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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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余秀华，请从去标签化理解开始

根据中国专利查询系统显示，服
刑人员具备发明成果之后，委托知识
产权代理机构代为申请专利认证。
媒体记者调查暗访多家知识产权代
理机构发现，部分机构在其网站上明
确标明为监狱服刑人员提供发明申
请专利减刑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为服
刑人员量身定制发明成果。且这些
机构对不同的监狱、不同的服刑人员
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的服务。
（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减刑，从治理目的来看，原本是
希望通过服刑促进犯人反省，以积极
改造的态度表明悔过意向。而刑罚
执行部门根据这种表现，酌情减免其
刑期，可以说起到了改造犯人的作
用。不过，制度愿望虽然良好，但具
体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走偏
可能性仍防不胜防。“减刑服务网上
叫卖”，恰说明利用发明专利减免刑
期等行为，为不法分子及早脱离处罚
提供了非法路径，减刑的制度善意被

这样的行为所淡化。
“减刑服务网上叫卖”提醒刑罚监

督盲点，以利用发明专利减刑而论，其
行为必然违法。但由于，发明专利权的
认定，只遵循其注册人的法律身份。换
言之，只要从法律意义上，购买减刑服
务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确定为该项发明
专利的所有人，这样的减刑就可以付诸
实施。那么，也就意味着，犯人只要给
此类包办发明专利的公司一笔资金，便
可堂而皇之地利用对方的成果注册所
谓的发明专利。从程序上而言，如果相
关人等勾结起来，监督将极为艰难。

也许，人们会感到疑惑，为何不
属于犯人的发明，却难以遏制其利用
此减刑。其实，解释这种现象并不困
难。因为，目前所谓的“监狱发明家”
认定，主要依据的是从材料到材料的
认定方式。而只要提供减刑服务的
公司，在手续上充分考虑了这些情
况，针对“监狱发明家”的监督，就难
以发挥出有效的甄别能力。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刑罚
执行监管过于死板？答案仍是否定
的。机制能被钻漏洞，深层次说还是
利益链在起作用。梳理报道可知，所
谓的“监狱发明家”大面积地出现在
落马官员身上，当然这并非说明这
些人的发明都有问题。但值得关注
的是落马官员群体的确比普通犯人
有太多的便利条件把“发明专利减
刑”通过购买变为现实。基于此，必
须强调相关减刑安排不能损害刑罚
执行的威严与公平性。

综上所述，“发明专利减刑服务”
网上公开叫卖，正是从监督角度呼吁
我们堵住相关监管环节的漏洞。唯
有以此为方向，推进司法监管改革，更
多关注刑罚执行情况，更多关注监狱
系统的“灯下黑”，以强力监管斩断减
刑利益链，并对所谓的“监狱发明家”
加强相关审核与管理，才能维护好法
律的威信，让减刑回归到匡正犯人的
良善本义。□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靠边停车”怎么停
最好有个“国标”

在驾考培训中，很多人都会
记得“要紧贴右侧车道停车”，那
么“紧贴”到底是多大尺度？根
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车身距离路牙石的距离为30厘
米，否则将可能面临 50元的罚
款。事实上，停车时很少有人会
注意到这一点，一般也不会处
罚。去年徐州交警支队开始执
行这项规定后，因为老百姓意见
大，目前处于半停滞状态。
（1月19日《现代快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明
文规定，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
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
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
离。靠右停车于是成了一条人人
皆知的停车规范。

问题是，靠右停车虽然明确
告知了司机停车的方位，但到底

“靠”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一个标
准，由于太靠右了会导致车头碰
上路牙，所以在实际驾驶中，司机
一般都会习惯性地离右侧路边远
一点，以免伤着爱车。这样一来，
车身右侧的距离往往就会变得很
大，后面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
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从车辆与路边
之间穿过，如果车上人员突然打开
车门，那就有可能酿成惨祸。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江苏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对机动车靠右
停车进行了细化，车身距路牙石的
距离为30厘米，否则将可能面临50
元的罚款。30厘米的距离确实可
以有效防止车后的非机动车及行人
从车辆右侧穿越，保证安全。但新
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有多少人能够
准确无误地将机动车停在距离路边
30厘米处？难道司机驾车时还得
带根皮尺随时进行测量不成？很显
然，江苏对“靠右停车”的细化太苛
刻、太呆板，根本不具有操作性，难
怪执行不下去。

那“靠右停车”到底怎么靠，既
能保证车辆后面其他人员的安全，
又便于司机操作呢？我看最好邀请
相关专家进行实地测验，然后制定
出一个合理的安全区间，譬如距路
牙30~60厘米都不违规，并作为“国
标”统一在全国施行，以此化解标准
不一带来的尴尬。□吴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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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语文课，至少有一半是
不应该学的内容。”17日，前教育部
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
明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细谈
教育常识。他认为当前中国存在问
题最多的学科是语文，应该增加古代
诗文等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比例。
（1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语文教学、语文课本，批评
的人很多，王旭明也只是其中一个，
只不过，他是其中批评较为尖锐、较
为频繁之人。细细浏览新闻不难发
现，王旭明批评语文教学、语文课本，
几乎是一种常态行为。去年 11 月，
在亚洲教育论坛上，他批评“语文教
育已经支离破碎，而且碎了一地”；去
年 12 月，在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暨
2014语文教育盛典上，他继续向“伪
语文”宣战，称“教师要真讲、学生要
真学”……

此次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上，王旭明一如既往地批评语文教
学、语文课本，并举例说明了两个方

面的不妥：一是现在语文是“假语
文”、“伪语文”，有一半不该学，并建
议将古代诗文恢复过来，增加传统文
化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二是教育存
在太呆板、太刻板、太僵化的问题，并
表示，“好的学校教育，是教会学生思
考，特别要鼓励孩子提出问题”。这
般说法，虽然很容易引发共鸣，但都
只是对常识的重申罢了。

事实上，类似的对语文教学、语
文课本的批评与建议，其实并不鲜
见，无论是专家学者的建言，还是坊
间的传闻，大多有类似的看法，而更
偏激的说法，也是多如牛毛的。可以
说，每个人对于语文教学、语文课本，
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与观点，至于是
非对错，则是没有定论的，因为没有
实践。就此来说，解构语文教学、语
文课本，其实并非难事，只要这个人
接触过语文教学、学习过语文知识，
其对语文教学就会有一定的领悟，便
可对其进行解构。

在解构语文教学、语文课本之

后，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这样的
语文课本、语言教学不好了，那么什
么才是好的呢？对这，王旭明也多次
有所表述，但无非是增加传统文化比
例、鼓励孩子创新等陈词滥调。具体
到操作层面，无论是王旭明本人，还
是其他的批评家，都并未给出更加可
操作的方法，最多也就是给个外国的
例子，如此解构语文教学，更大程度
上只是一种噱头罢了，对解决问题而
言，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

其实，对于语文教学而言，的确
是解构容易建构难。解构，多数人都
可以酣畅淋漓地批评一番，这里不妥
了，那里不行了。建构，却步履维艰，
一是众口难调所致；二是具体到操作
上，仍然有很多公众难以察觉的现实
问题。就当下的语文教学、语文课本
而言，的确不是最好的做法，但也绝非

“最坏的做法”。公众在习惯性的解构
之外，还应尽早为建构添薪加火才
是。如此，才真正有利于语文教学、语
文课本的更新与发展。□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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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一半不该学：解构容易建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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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跌幅创7年新高
网友深感无力

@独思独行：赔了。
@渝丢丢：不想说了，作为小散

户的我炒股也有几年了，反正没见过
跌这么多的，从来没见过，金融股拖
累了整个大盘，其他不相干的股票也
是跌得爬不起来！

@半成品码农：呵呵，珍爱生命，
远离股票。

@小邱看郑州：我没有买,无感。
@赵旭东Jayne：早早离场的

我想喝两盅。

@中原网：昨日午后股指继续低
迷，沪指暴跌近8%报3113点，创近7年
最大跌幅，跌超260点；深证成指跌逾
7%报10704点，创业板指回落跌逾1%。
对此，你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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