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启钱

央视前著名主持人郎永淳因
为醉驾被抓，体现了“酒驾面前
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体现了
警方对交通违法行为的零容忍，
受到舆论肯定。

醉酒还能开车，一般应该不
是大醉，而是“微醉”。但“微
醉”开车也犯法。根据 《刑法》
第 133 条之一的规定，血液中酒
精含量达到 80 毫克/100 毫升以
上，构成危险驾驶罪。因此，郎
永淳已经涉嫌犯罪。2011 年 5 月
17 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危险
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六个月，
并处罚金四千元，也是因“微
醉”开车而获刑的有名案例。

拘 役 刑 的 最 高 刑 期 是 6 个
月，这是我国 《刑法》 规定的自
由刑中最轻微的一种，因而被处
以拘役及以下刑罚的犯罪，是

“微罪”。虽然我国法律上没有明
确把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微
罪，但法学界一直有这样的分
类。随着治国理政理念的变化和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我国的刑
事政策也实现了从镇压犯罪到打
击犯罪、控制犯罪，再到治理犯
罪的转变。

这个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是
《刑法》罪名的增与减。现行 《刑
法》 规定为犯罪的罪名，由 1997
年的 413个增加到 468个，增加的

罪名多数属于“微罪”；而死刑罪
名则由 1997年的 68个减少到现在
的 46 个。其中，法定最高刑为拘
役的“微罪”一共有 3 个，即危
险驾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
盗用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拟
增设侮辱国歌行为的刑事责任，即
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
政治权利，这也应该算是一种

“微罪”或“轻微罪”。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

严治党方面运用“四种形态”“抓
早抓小”，取得显著成效。把这种
经验运用到犯罪治理中，就是通过
减少死刑罪名、增加微罪罪名，进
一步织密刑事法网。这是法治社会
的一个重要特征。笔者曾在美国生
活过一段时间，充分感受到号称自
由的美国社会，其实是一个限制最
多的社会，美国多如牛毛、很多状
如奇葩的法律，严密地规范着经
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且执法非常严格。

在 中 国 习 惯 了 “ 自 由 ” 的
人，到了美国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不自由、不习惯，真的很容易动
辄得咎。当年笔者就写了一篇文
章叫 《绳捆索绕的美国》，说美国
其实并不“自由”，但社会治理得
很有序。我们当然不能走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路，但要建成法治社

会，从“技术层面”来说，也应
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要扎
紧扎密法律的篱笆，让法律成为
全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微罪”也是罪，法不因罪行
轻微而有疏漏，但处罚可以从
宽，这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
体现，可养成人民对法律的敬畏
和信仰，因为对轻微罪案定罪本
身就是一种惩罚。实践已证明，
通过法律规范，培养公民的良好
素质，可能比教育更容易见效。比
如，酒驾和醉驾问题由来较久，因
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因醉驾导致严
重后果的案例也不少，以往都禁而
不止。但醉驾入刑，加上警方执法
严厉公平，“微醉”就可能有“微
罪”，于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车”成为多数人的生活习惯，交通
文明程度进步了一大截。

相 反 ， 禁 止 在 公 共 场 所 吸
烟，基本上效果不大，根本原因
就是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细不严、
操作性不强，没有能够让违反规
定的人“动辄得咎”。同时，“微
罪”类案件通常不会发生错案，
对多数轻微罪案认真查纠、从宽
发落，也有助于司法人员养成有
法必依、违法必究的习惯，实现
公平正义。

（编后：即日起，“茶座”版
开设吴启钱的个人专栏 《世象管
见》，与桂晓燕的个人专栏《老话
新聊》轮流刊出。）

“微醉”与“微罪”

如何将看似枯燥的理论或道
理传授给青年？首先要正确认识
年轻人，他们是最富有朝气、活
力和创造性的一代，充满好奇心
和探索欲望，不愿意接受并不是
理论本身不好，关键看传达的方
式。用心贴近年轻人的心理，
讲之所想，授之所需，自然能
开个好头。头开好了，如何让
听众愿意听、听下去？则在于
道理讲得对不对。当然光讲道
理不行，还要用年轻人喜闻乐
见 的 方 式 去 讲 ， 比 如 寓 教 于

“事”。不仅如此，故事还要接
地气，语言上切忌简单问题复
杂绕，明白道理往糊涂上说，
只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才能
达到讲的目的，接受的人越多成
功的概率越大。方法固然重要，
但方法归根结底是为内容服务，
要讲究科学准确，给人正确导
向，方法再好导向不对弊大于
利，要把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
理论传递给年轻人。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
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张国祚

国要强，不仅要强在硬实力
上，还要强在软实力上，强在国
人的自信心上。而一个国家有自
己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有自己
成熟的思想理论，是实力的象
征，更是自信心的体现。为什么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
重要？以“一带一路”为例，

“一带一路”这样造福于人类的
倡议，刚刚提出时，有人却认为
是在搞新殖民主义、搞新马歇尔
计 划 等 ， 这 其 实 也 是 一 种

“骂”。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
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
地。所以，应该急起直追，否则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
就是失职。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农业高等教育的初心是什
么？涉农学术研究和业务实践的
初心是什么？我想，这些初心就
是去回应和解决在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所有
有关涉“三农”的问题。人类
社 会 演 化 的 目 标 和 手 段 是 连
接，农业不仅仅是耕地，而是
农民和土地的连接，农民和农
民的连接，“三农”传播就是其
中的重要方面。在对农传播中，
新媒介可以实现零门槛，可以更
好地用新媒体手段呈现农村的新
面貌。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副书
记钱学军

中国足球的主要问题是什
么？基础，人才，还是职业联
赛？简单说，中国一点不缺足球
人才，但问题是缺乏发现人才的
人 才 。 我 去 过 中 国 的 很 多 城
市、很多中小学，到处都是人
才，但中国缺乏球探。而好不
容易发现了人才，还有两个问
题。一是缺好的教练、好的训
练，第二是缺乏经常、固定的
比赛，像欧洲那样每个周末都
有比赛。你平时训练，周末就要
比赛。中国许多年龄层都没有全
国或全省联赛。

——前中国国青队主教练克
劳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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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元

不久前，适逢西南联大建校
80 周年，北京大学等院校举行了
纪念活动，引发了学人诸多回忆
与感慨。

1937 年 ， 抗 战 烽 火 中 ， 北
大、清华、南开等名校南下、西
迁时，笔者尚未出生，但每次翻
读联大回忆录，都会被那种艰难
困苦、那种爱国情怀、那种奋斗
精 神 、 那 种 科 学 追 求 、 洗 礼 精
神，触动心灵！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
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
湘……”西南联大 《进行曲》 唱
出 了 国 破 家 亡 、 学 校 西 迁 的 辛
酸。三校大部分师生步行三千多
里，筚路蓝缕，历尽艰难，先到
长沙建校，后到达昆明，最终落
脚于西南边陲的土墙茅屋。这是
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长征”。在
饥寒交迫、栖居陋室的条件下，
西南联大成为当年教书育人的理

想“摇篮”、抗战救亡的精神高
地。

大师云集、群贤毕至。朱自
清、闻一多、钱钟书、朱光潜、
陈寅恪、冯友兰、陈省身、华罗
庚、吴大猷……200 多位顶级人才
会聚在此，3000多名毕业生中走出
了 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
李政道)、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
者、8 位“两弹一星元勋”、160 多位
两院院士，包括费孝通、宋平、钱伟
长等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
哲学家任继愈、经济学家刘国光、
语言学家朱德熙、英语教授许国璋
等人文社会科学巨子。

在危厄艰难的环境中，西南
联大为何能汇聚、造就如此之多
的人才？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
大原因是源自大学精神，即“科
学民主爱国，刚毅坚卓”的西南
联大精神。林语堂先生曾高度评
价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
神上不得了！”一位曾担任过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校友说，

“西南联大是我心目中民族精神的
堡垒。”今天，国内众多大学，哪
一个不是高楼广厦、设施齐全、
校园轩敞？物质先进了，精神如
何？恐怕比西南联大差多了。

抗战中，类似西南联大这样
“文军”西征的事例，尚有许多。
笔者母校复旦大学西迁至重庆远
郊 北 碚 的 夏 坝 ； 浙 大 师 生 胸 怀

“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行
程 2600 公里，历时两年多，抵达
贵州的遵义、永兴、湄潭办学；
同济大学 8年抗战 6次迁校，历经
江 西 赣 州 、 广 西 八 步 、 云 南 昆
明，最终落脚四川李庄，颠沛流
离，大都靠步行。

每次读到这方面史料或回忆
录，总是为当年的教育“长征”
者所感动！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
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这是西
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支柱，当年
西迁路上，师生艰苦备尝但从不
畏 缩 ， 哪 一 个 不 是 身 怀 报 国 之

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南
联 大 校 歌 唱 道 “ 千 秋 耻 ， 终 当
雪，中兴业，须人杰”。学生们读
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西
南联大存在八年，有八千学子就
读，可最后拿到文凭的不到一半，
这不是因为学生不努力，而是不少
人选择了投笔从戎，滇西战场上到
处活跃着西南联大学生的身影，壮
烈殉国者不少。一位西南联大校
友、后来的院士说：“那时国家快亡
了，我们读书时哪会想着就业赚钱
啊！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
国。”他们始终肩负着与国家民族
同命运的历史责任。

二 是 奋 进 自 强 精 神 。 天 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前行路
上，西南联大学子始终胸怀这种
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上
学 时 “ 常 跑 警 报 ” 与 “ 停 课 听
雨”的豁达乐观，就没有后来获
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和众
多献身科学与祖国的院士，就没
有那一大批国家与社会栋梁之材

的养成。
三是吃苦耐劳精神。“烽烟万

里踏征程，桢干移枝到春城。茅
草为顶遮雨露，土泥作室听书声
……”著名作家、107岁的西南联
大校友马识途如此写道。当年由
平津西迁，有两个途径可选择：
一是由塘沽坐船到越南，再经滇
越铁路坐火车到昆明，二是跋涉
数千里到昆明。大家一腔热血，
为节省经费，纷纷请求步行，只
有少数人愿坐船。后来校方不得
不决定步行的男生需要体检，才
解决了这一“难题”。试想，穿越数
省甚至是不毛之地，风餐露宿，要
吃多少苦。而到了昆明，又要栖茅
屋坐土教室，贫寒交迫，还要挑灯
夜学甚至到土屋图书馆抢座位，这
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历史不能重复，但精神应该
传承。不经风雨的“安乐窠”里
出 不 了 栋 梁 之 材 ， 怀 念 西 南 联
大，是为了怀念这样的精神，传
承这样的精神。

怀念西南联大，怀念一种精神

51.6%

——伴随着近年来消费者购
车需求的升级，豪华品牌新车销
量不断增长，消费者的换车周期
也在缩短，导致大量“年轻”车
龄豪华品牌车型进入二手车市
场。大数据报告显示，在全部成
交的豪华品牌车型中，车龄低于
5 年 的 “ 年 轻 ” 豪 车 占 比 达
51.6%，5-10年车龄的豪车占比
37.8%，10 年以上车龄的豪车占
比只有10.6%。

10亿件

——“双十一”近在眼前，
网上海量订单，对应的就是巨量
的快递包裹。国家邮政局预测，
今年“双十一”期间全行业快递
处理量预计将达到 10 亿件，快
递员日均派单增近百件，最忙时
3分钟就要派发一单。

朱晨凯

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把它
当成洪水猛兽的言论也相伴而
生。80 后、90 后开始的这代人，
几乎是在网络上长大的。无论在
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上有太多的
人大声疾呼、警告我们：沉迷网
络毁掉孩子一生，知识碎片化，
人们丧失了沟通能力，人们不再
写作、不再读书……仿佛我们每
天上网浏览、玩手机、玩平板都
是背负着“原罪”似的。

如今，我们吃喝玩乐、工作
休闲都做到了万物互联、手机电
脑24小时不离身，也许是时候换
个角度认识上网这件事了。《如
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作者肯尼
思·戈德史密斯，是宾夕法尼亚
大学讲师、美国概念艺术家，这
本书是对上述社会偏见的一次

“反击”，也是对互联网生活的一
次总结和预言。

在网上浪费时间是指什么
呢？作者认为，无法简单对它下
定义。当漫无目的地在网上点击
时，是不是因为没有把这段时间
花在工作上而浪费掉了呢？书中
指出，如果听信了网络专家的
话，会觉得我们整整三个小时看
的都是“标题党”文章，也就是
那些靠哗众取宠的标题哄你点进
去的网页，这与我们在周六早上
一坐下来就连看三个小时卡通片
其实如出一辙。但事实上，大多

数人上网的时候并不会在同一件
事情上花三个小时。相反，我们
在这段时间里会干很多事情，其
中一些无关紧要，另一些则意义
重大。

作者认为，我们坐在电脑前
花的时间，是一段混杂的时间，
它反映的是我们的渴望，这与两
眼呆滞地坐在电视机前被灌输一
些我们其实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恰
恰相反。因为电视给我们的选择
少之又少，自然而然地，我们就
成了“沙发土豆”，而且我们许
多人都切实地感到自己在浪费时
间，就像我们的父母所斥骂的那
样，要“烂”在电视机前了。

书中以此举例：课堂上，作
者请大家分享平时上网都在做些
什么，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哪些上
网的点子是更有创意、更有互动
性的，这样就既能学到东西，又
能治好社交恐惧症。有些人的点
子还挺爆笑，比如用全部电脑一
起播放 MV 和音乐，最后整个教
室的人都一起摇摆起来，彻底玩
疯了。一学期下来，老师和学生
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大家也
学到了如何更高效、更有趣地利
用网络和电子设备，最后竟然集
体发明了一百多种好玩的互动游
戏——在网上浪费时间的 101 种
方法，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聚会时
的“尬聊”了。

作者表示，网络时代我们读
的和写的东西，比过去30多年里

还要多，只是我们读写的方式与
过去不同了——我们是在略读、
剖析、一扫而过、标记、转发、
群发着语言，这些做法现在还未
被认可为文学，但是随着一大批
作者开始使用来自网络的原材料
构建起他们的作品，这种新的读
写内容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是迟早
的事。在电子屏幕时代，我们已
经失去了全神贯注的能力，变得
很容易分心，无法聚精会神。但
是环顾四周，我看见的却是人们
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他们的电子
设备，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集中
精力、聚精会神、全情投入的状
态了。

书中指出，那些说我们注意
力不再集中的人，往往也是最担
心电子设备成瘾的人，这是种讽
刺。同样讽刺的是，读到的大多
数关于人们沉迷上网的文章，本
身就来自网络，它们零散地分布
在各种网站、博客上。在此类博
客里，读到了互联网如何让我们
变得不善交际，以及我们如何失
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但是每当
人们使用电子设备时，都会发现
他们在互相沟通：发信息、聊语
音、在线聊天。作者指出，互联
网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矛盾体，
它像大树的根茎一样深深根植于
社会生活的土壤，谁也无法逃离
这种社交与生活方式的彻底改
变，不如积极一点，一起来享受
有趣的互联网生活。

换个角度认识“沉迷网络”

《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7年9月

我们平时上网多大程度上
是浪费时间，多大程度是在学
习、关心社会、激发创造力？
我们真能彻底断网，逃离社交
网络吗？手机把都市人变成一
群“电子僵尸”，是福是祸？
不自拍、不 P 图、不发朋友
圈，我还是我吗？

美国知名概念艺术家戈德
史密斯认为：上网绝不是浪费
时间，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
动。在本书中他以跨学科角
度、散文式语言对此做了论
证，涉及大众传播学、计算
机、心理学，以及电影、现代
艺术和文学诗歌等领域。

作者陈志强系上海商学院教
授，法学博士。本书以经济全球
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
文化多样化为宏观视角，以大国
关系为主线，以“中国声音”为
话语，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主
要国家和地区的内政外交进行了
全景式扫描和剖析。

本书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全
球百大思想家、普利策奖和英国
科普图书奖得主戴蒙德全新力
作，由戴蒙德关于人类社会贫富
兴衰问题系列演讲的讲稿整理而
成。书中还特别关注中国，以其
独特的解释系统，为中国的发展
潜力和方向提出了宝贵意见。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不堪重负 王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