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

的助手，而人类的人性光辉

则用来弥补机器的冰冷

□ 陈 颐

修炼你的

软实力

评判国人素质得理性
□ 李咏瑾

闻 过 则

改，择善而从，

以公平合理之

心，审视自身

的不足与进步

今年 6 月底，在国内风靡一时的

共享单车正式登陆英国第二大城市曼

彻斯特，其快捷方便、低碳环保的出

行体验广受欢迎，立刻成为英国人社

交圈里热捧的“网红”。

然而不和谐的“音符”随之出

现，据 《曼彻斯特晚报》 7 月 11 日报

道，自从单车两个星期前在该市投放

以后，警方接到 17 起针对破坏单车的

犯罪报告。根据多幅照片显示，单车

不仅被扔进河底，破坏车锁、私藏家

中等行为也不断出现。

这厢英国人还在为自己的“绅士

风度”汗颜，消息传到国内，新闻留言

板上却赫然出现了一些中国网友匪夷所

思的评论：“国内这样没公德心的人更

多。”更甚者还脑洞大开地评论道：“搞

不好是到英国旅游的中国人所为。”

结合我们平时看到的其他热点新

闻下的评论，部分中国网友“吐槽”

同胞的行径让人五味杂陈：曾几何

时，我们为外界贬损我们的言论愤愤

不平，没想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

国形象备受外界赞誉的今天，贬损国

人最狠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这种“群嘲”模式的开启，可以

追溯到多年以前中国游客初出国门时

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上：诸如随地吐

痰、大声喧哗、喜欢插队等等。“给文

明古国丢脸”“给国家形象抹黑”⋯⋯

网友痛心疾首的评论，尚能看作是对

某些同胞的“怒其不争”。以之为鉴，

确实能更好地规范我们自身的行为，

提升我们的公共文化素养。

但是慢慢地，这种网络上的“为

喷而喷”渐渐地从一开始的自省、自

嘲过渡到“变了味”的自讽，这种失

之偏颇的态度，恰是一种缺乏道德自

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英国单车事件中，不能否认之

前共享单车在国内市场投放时，确实

出现了诸多缺乏公德心的现象，上文

所述的扔河挂树、乱停乱放、占为己

有、涂抹二维码等行为似曾相识，也

屡屡见诸中国的报端。当时引起了大

家的一致抨击外，更引发了人们深层

的思索：共享单车成了一面国民素质

的“照妖镜”，我们何时才能让“素质

先行”，真正能够匹配“共享精神”？

这种抨击之外的理性思考，以及理性

思考之后以达到“闻过则改”的目

的，才是“吐槽”真正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

公民素质早已大幅提升，很多走出国门

的中国同胞常常彰显着遵守公德、乐于

助人的“正能量”。2015年的尼泊尔地

震中，当时滞留在尼泊尔的中国游客自

发地组织起来维持秩序，购买垃圾袋，

发放给中国同胞以及其他需要的国际友

人。那位举起条幅，上书“中国同胞请

捡起身边垃圾”的中国女孩展露微笑，

温暖的形象定格在了许多媒体的镜头中。

中国人素质低下？此论可休矣。

诚然，作为一个数千年的礼仪之

邦，我们应该勇于自省，有气魄、有胸

襟容纳各种外来的，或是我们自身发出

的“批评”，但要分清这种“批评”理

性或喧嚣的本质。闻过则改，择善而

从，以公平合理之心，审视自身的不足

与进步；同时，对诋毁我们形象的各种

言论勇于说“不”，才是民族素质的真

正底气所在。

还有多少魏祥被埋没
我们有数量庞大的残疾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体系，让他

们能够融入学校

□ 若 瑜

暑假没有

“应该”

“应该”所触及不到

的，是所有自由的灵魂

□ 李雨凡

且说商品“碰不得”

商品原来

“碰不得”，顾客

碰了有“惊险”，

这提出的恐怕

不是一个经济

学问题

□ 舒 生

甘肃残疾考生魏祥和清华的故事可能是

这个高考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动。这位身体

残疾、父亲早逝、一直靠母亲背着上学的考

生，已经确定被清华录取，还落实了两室一厅

的特殊宿舍。

如果说魏祥是幸运的，可能有人不相信

——他如此命运多舛，怎么能说幸运？但是，

这是事实。跟我国的 8000 多万残疾人相比，

魏祥在高中能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照，今年

又能参加高考，被高校顺利录取，他已经是极

少数的幸运儿。还有更多的魏祥，也许早就

埋没在了某个角落。

不信？那就先看几个数据。

2014 年，高考恢复 37 年后，我国才首次

在普通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前，盲人只

能参加单独考试，报考按摩、音乐等专业。

2017 年 5 月，又有一名视障女生因为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不提供盲文试卷，被迫对教

育部提起诉讼，要求教育部公开视力残障人

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能够获得的合理便利

措施。此后，教育部考试中心才回应，今年 6

月四级考试（CET）为视障人士提供盲文试卷

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满足盲人考

生参加 CET 的愿望。

一批人的权利尚且没有得到保障，单个

残障人士被歧视的情况就更多了。

2013 年，河南考生李建昌，高考分数超

过所报院校最低投档线 31 分，却被学校以

“身体残疾，不适合所报专业，学校不能满足

其生活条件为由”退档。实际上，李建昌初

中、高中均住校，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并不需

要学校提供特殊的生活条件。最终，经过河

南省教育厅、省残联、省招办协调，他被所报

院校“破例录取”。连走路都成问题、需要母

亲背的魏祥，能通过体检，进入清华，还获得

了两室一厅宿舍，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关于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国家早有明文

规定。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必须招收符

合国家规定的录取要求的残疾考生入学，不

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

2014 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要求

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

合适的教育。目标是到 2016 年，全国基本普

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0%以

上。同时，还将残疾儿童少年纳入到非义务

教育阶段的规划，例如支持普通幼儿园接收

残疾儿童。

今年 2 月，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残疾人

教育条例》，自 2017年 5月 1日起施行。《条例》

明确规定，残疾儿童、少年按照其接受教育能

力，可就近进入普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接受

义务教育，不能到学校就读的，通过提供送教

上门或者远程教育等方式实施义务教育。

但事实上，真正能做到的地区和学校少

之又少。不说别的，就说残疾学生在校学习

需要的特殊资源教室和无障碍设施，就能难

倒一大片学校。大班额还没解决呢，哪里有

多余的教室给残疾学生单独开课？随班就

读，老师讲考点还来不及，哪里有空关注需要

特殊照顾的残障学生？

即便是魏祥，他未来的求学路也很难“无

障碍”。单是在偌大的清华园里，他该如何上

上下下多个教室上课、去食堂、去澡堂，都是

问题。大部分高校多年来接收的都是健全学

生，抬腿就走，有自行车就骑，多半没有考虑

过残障人士的需求。

这可能是当前教育系统面临的严峻问

题：我们有数量庞大的残疾学生，却没有足够

的资源和支持体系，让他们能够融入学校。

而且，这个板子不能只打在教育部门，因为从

全社会来看，我国的残疾人保障系统都高度

欠缺，盲道乱停车、上下通道全是台阶，连导

盲犬的工作犬地位都没有得到认可。由于出

门不便，8000 多万残疾人平时几乎处在隐身

状态，大街上很难见到残疾人。

接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渠道不畅通，直接

导致残疾人成为贫困的高发人群。2014 年

的一项数据表明，在 8000 多万残疾人中，仅

有 2100 万人就业，而且就业渠道和就业类型

也十分有限。

这次魏祥的一封公开信，既是为自己发

声，也是向全社会发出的一声疾呼：该关注残

疾人的境遇，给他们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设

施了。中国梦是 13 亿人的中国梦，不该抛下

任何一个人。

表弟是过敏体质，从小，舅舅舅妈

对他的食物管理甚严，这不能吃，那不

能碰。结果，他以“贪吃”而闻名，每每

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再吃”。就算如

此，他却总能觑个机会，闪电般地弹出

“魔爪”，兔起鹘落之间，一块肥肉便不

翼而飞。虽然过后不免要挨一顿训，可

毕竟佳肴美馔落入腹中，表弟便心满意

足地笑了。

我妈甚怜悯之，便邀请他单独来家

做客，还告诉他，除了过敏的食物，想吃

什么吃什么。我以为既无父母阻拦，他

可以真正“饱餐一顿”。可出乎意料的

是，即使珍馐摆在眼前，想象中风卷残

云却并未出现，他反而停杯投箸，连连

道：“饱了、饱了，吃不了了。”仔细一看，

竟不及平时饭量的一半。

怪哉！是“佳肴”难以下咽？可平

时比这还平淡的饭菜，表弟还会偷吃

抢吃；是做客的矜持作祟？然而数十

人的宴席，表弟依然会我行我素。难

不成表弟并不贪吃？不可能的，我笑

自己的愚。

其实，我发现他饭量并没有想象的

那么大，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贪吃。他

只不过像弹簧一样，在“你应该少吃”

“你不能再吃”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

地反复弹起。

是啊，不只是他，我们都像个弹簧，

弹开所有“你不能”、反抗所有“应当”与

“应该”。

这 就 让 我 一 下 联 想 到 暑 假 的 安

排。父母口中的暑假，应该读书、应该

学习，不该荒废、不该玩游戏。结果呢，

往往是习题集的下面压着游戏机。“应

该”招人讨厌；“不该”可爱诱人。我们

听到什么？听到了“应该”与“不该”。

听不到什么？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它说

它已经饱了、已经够了、已经对贫乏厌

倦了。

暑假应该怎么过？经历过题海战

术的洗礼，抛去背诵记忆的枯燥，放下

了早出晚归的疲惫，我们应该把暑假还

给孩子，对假期安排少一些“应该”与

“不该”。读书可以，游戏也行。少了

“应该”的局限，读书可以令人满是遐

想；少了“不该”二字的压力，我们才能

在胡吃海喝之后，发现自己真实的饭

量。真正让你敞开了游戏、嬉闹，你才

能在欢乐之后感受到贫乏。

真希望有个新鲜充盈的暑假，多一

些自由度，少一些限定词，让孩子选择做

或不做安排、让他们做出自己的安排。

应该把空洞的“应该学习”、连同空洞的

“应该玩乐”一概扔到暑热的窗外。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结束之后，请把

暑假还给孩子，让每个孩子有一个新鲜

可感、兴味盎然的暑假。别忘了，“应

该”所触及不到的，是所有自由的灵魂；

而自由里面的，是发自内心的信任——

相信孩子会明白自己内心的追求。

最近和几个刚进入新闻界的年轻

人谈心，他们都是从名校毕业，学校

里的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迫不及

待地想在新闻领域打开一片天地。不

过当谈到人工智能这个话题时，他们

渐渐吐露出了自己的隐忧。

一 个 人 说 ， 有 人 预 测 ， 到 2030

年 ， 90% 的 新 闻 都 将 由 计 算 机 撰 写 ，

而一些勤奋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在此之

前就获得普利策奖。他向我提出了许

多问题：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有

多 大 ？ 人 工 智 能 会 成 为 记 者 的 “ 助

手”还是“对手”？人工智能时代记者

如何才能转型突围？

一连串问题令人思考。于是我给

他 们 推 荐 了 美 国 知 名 科 技 媒 体 《连

线》 官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人

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一幅蓝图》，是由

创新工场创始人兼 CEO、人工智能工

程院院长李开复博士撰写的。

基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数十年的研

究和观察，李开复对人工智能和人类

的未来做出了另一种预测：人工智能

将成为人类的助手，而人类的人性光

辉则用来弥补机器的冰冷。

在我看来，无论人工智能是否能

取代人类，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会逐

渐 发 现 并 懂 得 ， 在 事 业 发 展 的 旅 程

中，专业技能以外的能力是必须重点

提高的。

在职场工作多年的人很清楚，如

今个人年终评估已经不只看你是不是

可以把工作做好了。50%或更多的评

估重点是放在看起来和工作成绩没有

直接关联的方面。哪些方面呢？其实

就是你的软实力。

软实力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我们

想成为更有智慧、有勇气、有性情，

更公正、更卓越的人所必有的能力的

综合。

软实力包含许多软性技能。一定要

有热爱学习的能力，可以从书本里找到

力量、答案和乐趣；要有好奇心、判断

力、审视力和创造力；要更加勇敢、诚

实、直率，更有毅力、有热情；要富于

正义、公平待人，以团体为重，具有领

导能力。

加拿大职场咨询专家温蒂女士认

为 ， 每 个 人 都 具 有 这 些 软 实 力 的 基

础，要努力去培养它们，并阻止周围

的人和社会环境扼杀它们。培养保护

得好，它会使你有力量与任何自然人

或机器人竞争和抗衡。软实力不是从

传统教科书里直接学到的，它的形成

需要一个认知、培养和实操的过程。

温蒂女士提出她多年积累的经验

和中肯建议，为新入职场并努力想在

事业上更上层楼的年轻人提供参考。

每天学一个新东西。你每天都会

阅读文章，和同事朋友打交道。把你

从中学到的一个你感兴趣的新观念或

新方式写下来，重要的是还要写下如

何采用这个新观念或新方式的计划。

比 如 你 读 到 一 个 让 你 心 动 的 社 交 技

巧，那你可以和同事尝试一下。你会

逐渐认识到好奇心给你的成长带来的

益处。

督促自己多问问题，用问问题的

方法来思考问题。其实每一件事的背

后都有一个为什么。所以如果想发展

自己好奇心，你就要多问：“我为什么

要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的目的是

什 么 ？”“ 这 件 事 要 牵 扯 到 什 么 样 的

人，什么样的资源？”在问问题的过程

中，你会对一个你经常做的事情有新

的 了 解 。 问 问 题 需 要 练 习 ， 需 要 技

巧，还需要勇气。在一个重要会议之

前，把你的问题写下来。这样，你会

更有勇气问出你的问题。

阻止自己轻易接受问题的结论 。

问自己：“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

方法吗？”“这是这个问题出现的真正

原因吗？”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会

打开自己的思路，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问题有不同看法。

人生道路上，每一步都不会白走；

事业征程中，每一件事都不会白做。

仔细想想，我忙碌了这么多年，好

像还是很平庸，没什么大成绩，也没享

受过大的成功带来的成就感。

不得不承认，我没有经天纬地之

才，也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治国平

天下对我来说很遥远，充其量就是偶

尔和别人空谈几句所谓的国家大事，

发上几句议论。

和朋友谈起这种感受，他哈哈一

笑说：“有几个能建功立业做出一番成

绩的人？大部分人才智平平，还有很

多人没有好的机遇，所以百分之九十

的人都是平凡的。但是，我们可以享

受自己的小成功。”

小成功，不如说“微成功”吧。这

个时代流行“微”，微博 、微信 、微幸

福。我特别喜欢这个“微”字，觉得它

小而可亲，近在咫尺，随手可得。它不

高高在上，也不渺远无法捉摸，它贴近

我们每个人。

小小的成功，就像随手捡拾地上

的花瓣一样，只需弯弯腰，就能捉住那

缕芬芳。一个人即使再平凡，也能时

常体验到“微成功”的乐趣。

工作中，突然灵感乍现，有了一个

小创意，我忍不住向同事们广而告之，

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展示一番。大家听

完，纷纷竖起大拇指，夸我聪明、有灵

气。我觉得还不够，随即把自己的创

意发到微博朋友圈，朋友们又是一番

点赞。我心情大悦，觉得自己做了件

了不起的大事。

为了让家人吃上可口的饭菜，我

经常从网上下载菜谱。那次我学了一

道“韭香肉末土豆片”，还在原菜谱的

基础上根据家人的口味加上自己的创

意。没想到第一次做就大获成功，老

公和女儿吃得风卷残云。看着空盘

底，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仿

佛成了顶尖名厨。

女 儿 让 我 给 她 一 个 小 花 盆 ，她

自 己 养 了 一 盆 花 。 经 过 精 心 照 料 ，

女 儿 养 的 花 开 了 ！ 她 兴 奋 地 跳 起

来：“妈妈，我成功了，成功了！”女儿

的小脸，也开成了一朵花。“微成功”

不就是这样吗？就像这微不足道的

花 开 ，却 能 带 给 我 们 无 比 的 愉 悦 和

幸福。

任何人都可以经常创造微成功。

享受微成功，我们就拥有了大快乐和

大幸福。

享受“微成功”
□ 马亚伟

享 受 微

成功，我们就

拥 有 了 大 快

乐和大幸福

江西一个游客到云南旅游，在玉

器店里看展示的商品，“看出”了很高

成本。试戴手镯摔坏了，“照价赔偿”

要 30 万元。即使经过有关部门鉴定，

也要十七八万！前几天，这条新闻被

传得纷纷扬扬，最后司法介入，政府部

门出面，才算有了一个圆满“和解”。

读着这样的新闻，我们才明白，展示商

品“碰不得”！

马克思说过：商品转换成货币，是

“惊险的一跳”。商品被顾客买走，才

算是完成“惊险一跳”。而这一“跳”如

果跳不过去，摔碎的不是商品，而是商

品所有者。

商家为了不“摔碎”自己，就努力

取 得 顾 客 信 任 ，千 方 百 计 让 顾 客 满

意。进得大门，就有笑脸相迎。如果

你对商品有了兴趣，通常都会拿出来

看看，甚至穿起来试试，否则，那么多

地方设立“试衣间”干啥？日常用品可

以试，昂贵物品比如汽车，有些商家，

也允许顾客“试驾”一番。看了云南玉

器店的这个新闻，多少有些后怕：信任

商家，拿着人家的商品看看、试试，原

来也是“惊险”的。倘若真的摔了，吓

晕的是自己，而不是商家！

商品有价，尽人皆知。但价格多

少，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估量出来的。

既然是贵重商品，商家就有义务、有

责任明确道出，或写在价签上，或当

面告诉顾客。再进一步说，害怕顾客

摔坏了商品，也得在醒目位置标示

“此物碰不得”。等顾客碰了，甚至碰

坏了，再冲出来“索赔”，而且开出

“天价”，这不但吓坏了自称低保户的

江西游客，也着实让没有到过云南或

者准备去云南旅游的人们，倒吸一口

气。如果扣一顶“欺诈”的帽子给商

家有失公允，但至少这样的商家不够

“厚道”。

这次“碰玉”事件以和解了结，还

算有个圆满结局。但留下的疑问并没

有像事件本身这样“圆满和解”。每一

个商家都会把商品陈列出来展示，让

顾客“眼见为实”。如果确实有些东

西，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商家

是不是要尽到“告知”责任？对于那些

“碰不得”的商品，为了防止意外，在标

出价格的同时，是不是也要“标出责

任”？毕竟，事前约定要比事后追责更

好一些。

云南手镯事件虽然是偶然的，但

对于顾客和商家双方都是一个提醒。

那些“碰不得”的商品，无论多好，都不

要轻易拿出来“示人”，存之橱窗，擦亮

玻璃，让顾客“远观”，好了！对我们这

些顾客而言，走进商场，看到中意商

品，不妨瞪大眼睛看价签，摸摸钱袋

子，先作个“可行性论证”。如果“赔不

起”，那就一定“碰不得”。

商品原来“碰不得”，顾客碰了有

“惊险”，这提出的恐怕不是一个经济

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