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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近

日，杜甫突然在网络爆红，关于他的涂鸦图

片在微博上疯转。杜甫简直“无所不能”，时

而成为送水工、机枪男、骑自行车的人等，时

而又变成各种动漫形象，海盗路飞、宠物小

精灵、火影忍者……喜感十足。当然，也有

恶搞之作，比如“抱得美人归”。“据说为了画

杜甫，语文课本都脱销了”。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认为，这个现象引起关

注是好事，但网友创作时也要考虑杜甫的身

份地位，尊重传统文化，直言“有些创作不

雅。” (2012年3月25日大洋网)

当前，我们的敬畏意识正悄然失落，

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对老

师缺少敬畏意识，对父母缺少敬畏意识，

对知识缺少敬畏意识，对文明缺少敬畏意

识，对法律缺少敬畏意识已经成为青少年

成长的一个残缺，这个残缺直接危害着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

当前，青少年之所以缺少这种敬畏意

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前一种畸

形的文化倾向，就是把个别青少年的无拘无

束，狂妄自大，个性畸形当成了一种成长规

律，其实，这不是规律而是畸律，是人的动物

性在膨胀，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省，我们的

教育者要反省，我们的专家要反省，在青少

年心中树立敬畏意识已经迫在眉睫了。

古人说，没有规矩没有方圆，是有道

理的，我认为，这里的规矩就是启发我们

要有敬畏意识，不客气地说，没有敬畏就

没有人才的健康成长。我们必须弄清敬

畏与畏惧的区别，敬畏是对文明，对知识，

对生命，对自然，对智慧，对规律的一种遵

循，而畏惧则是懦弱，是萎靡，是退缩。敬

畏成就文明，畏惧危害文明，前者是一种

人格的伟大，后者是人格的渺小。表现在

真理追求上，前者是站在真理面前争论，

后者是跪在真理面前点头。

杜甫端机枪折射民族敬畏意识失落，

如此对伟人的关注是一种害注，如此娱乐

是一种娱害，我们应该警醒，遏制住这样

的畸形风尚。 殷建光

缓解看病贵
必先解决“由谁养医”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二五”期间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

明确到 2015 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

费用的比例降低到 30%以下，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3月 23日《人

民日报》）

关于看病贵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一直存在的“以药养

医”是重要推手。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曾经揭示，一些医院从患者身上收取的

利差令人咋舌。一支出厂价格为 6 毛钱

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患者在医院

要花费 20 倍的价格购买。卫生部长陈竺

甚至将“以药养医”，称为是长在中国卫

生系统这棵树上的“两个毒瘤”之一。

打破“以药养医”之难，折射医院生

存转型之难。在当前的医疗现实下，切

断“以药养医”，有可能导致卫生系统无

米下炊。而且，劳动力价格特别是高端

劳动力价格增长，这一趋势不可遏制。

解决“由谁养医”，不向患者伸手，那就

只能向财政伸手。这需要财政，逐步加大

对医疗的投入，以此扭转公立医院逐利的

行为。对此，《规划》提出，“政府卫生投入

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

度，使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

比重逐步提高”。但是，财政补偿存在不确

定性，即使财政补偿了，也未必能解决“以

药养医”问题。对于有些医生来说，红包是

额外收入，而现有的制度很难遏制他们拿

回扣收红包的冲动，因此还要加强制度建

设来规避此类问题。

缓解看病贵，需要解决“以药养医”；

解 决“ 以 药 养 医 ”，必 先 解 决“ 由 谁 养

医”。一边加大投入，一边提高报销额

度，一边加强整治不正之风，“三管齐下”

方能从根本上缓解看病贵。 毛建国

是什么让杜甫
变得很忙了呢？

其一，当下的时代特色解构流行。五

千年中国都有符号化人物的传统，一个个

典型人物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而当

下人们的思想受到巨大冲击，由此产生应

激反应，走向了符号化的对立面，即解构主

义。“你高高在上太威风，我偏偏要拉你下

神坛”，这可以看做是时代精神。从积极意

义上讲，是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而

从消极意义上讲，过度地解构异化为怀疑

一切，陷于无所适从的精神迷乱之中。

其二，老师照本宣科，归纳中心思想

式样地解读杜甫，其思想内容依旧停留在

宋代，更多的依旧是说教。这些说教满足

不了学生的天性，看似是不专心听讲，无

事乱涂鸦，其实是想象力无处释放的另类

表现。

跳出这个新闻事件，从宏观上来讲，

胡戈的《一个馒头的血案》引起了我国的

一股“恶搞风”，恶搞名人，恶搞经典已经

成为常态。

影视剧上，不论是九十年代的《戏说

乾隆》，还是近年来的《太祖秘史》，更近一

点的《新三国》等都是在用一种调侃、戏谑

的手法来解读历史。一些学者也在忙着

解构历史人物，例如诗仙李白在檀作文的

笔下变成了吃软饭、打群架、混黑道、梦想

在闹市砍人的“大唐第一古惑仔”等等。

恶搞可以带来图书的销量，可以炒作

自己的知名度，可以带来票房，相对而言

学生们还是比较单纯的。

在结尾，笔者想问一句：还有几人想起

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呢？靠恶搞才能

激发出大众的兴奋点，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钱兆成

杜甫很忙 我们很凌乱

观 察 杜甫端机枪折射民族敬畏意识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