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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懒”
是一种社会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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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柳宗元”
谁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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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

社会现象。“未富”，是中国的现状；“先懒”，是中国的隐忧。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先

懒”，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这样的问题，需要从苗头防起。（9月11日
《人民日报》）

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

感觉不会再爱了”。再者，他们时时感到烦心，对新鲜事失去兴趣，不爱凑热闹，总觉得自

己落伍。特别是，一些“富二代”不想自己创业，躺在父母提供的温床上享受奢华；而一些

“拆二代”，则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长年宅在家里“坐吃山空”。对于上述这些现象，有人

形象地概括为“未富先懒”。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心理疾病，一种社会病态。

事实上，“未富先懒”是人的消极心态的集中反映。当一个人在面临现实困境挑战

时，如果选择退缩，失去了一颗积极向上的进取之心，往往会用“累觉不爱”来掩饰自己的

懦弱与懒惰。这时候，其身心处在矛盾的纠结状态。一方面，以“累觉不爱”自诩，选择平

庸，碌碌无为，对人生的未来失去了希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却把自己当成一位永远也长

不大的“老小孩”，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悠闲自得地投入父母干瘪的胸

怀中“啃老”。

其实，人生的路可能很窄，但是我们可以活得很宽。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拥有了“累

觉不爱”的感觉，就当是生命走向成熟的开始吧。要去正视现实，去挑战困境，去改变命

运；要不断地去接触新鲜事物，不断地去发掘人自身的活力与潜能，不断地去创造生命中

的精彩和奇迹。特别是，面对“未富先懒”现象，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要创造

公平与平等的环境，让每个人的奋斗有所获益，给奋斗以理由，给勤奋以希望。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执着于苹果的人，那是个人的喜好，你想多花点钱买个土豪金，没有人会非议你，
但请别将这种个人爱好上升为民族情感。”

——苹果新手机发布，中国不在首发地之列，让一些人很不爽。《钱江晚报》一篇评

论指出，苹果不在中国首发，没必要过度解读。

“尊重老人要让他们的地位与诉求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靠他人的怜悯与施舍。”
——日前，郑州市发生一起“老人与小伙公交争座猝死”事件，令人想起近年来有关

公交让座引发的多次争议。《华商报》一篇评论指出，“争座猝死”不只是道德悲剧。

人肉搜索让我们与正义渐
行渐远

披着正义外衣的“人肉搜索”

与我们深恶痛绝的刑讯逼供毫无

不同。伴随“人肉搜索”而生的网

络讨伐更有可能成为私设刑堂，

即使对象正确，也容易让我们被

所谓正义蒙住理性，将长期积攒

的怨气不公平地集中发泄在某个

人身上，越界而为，违反罪罚相适

应的自然公正伦理。@中国网

大师远去事不避难砥砺
前行

正如黑格尔笔下的“不死鸟”，

学人们早已为自己预备了“火葬”

的柴堆，但在那劫灰余烬下的，会

是新鲜活泼的新生命。历史的桥

梁或许只有一座，这些学人架起的

桥梁却通向不同世界。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秉承勉诫，砥砺前

行，是我们对汤一介先生最好的

纪念和传承。@京华时报

8月开始，广西柳州开始拆除尚未完

工的位于该市风情港旁边的柳宗元铜像

底座。该雕像由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概算投资7000万元建设。项

目于 2012 年动工后，2013 年年中停工，

而巨大的雕像底座和核心柱子部分已矗

立江边。（9月11日新华网）
柳宗元雕像未建好就开拆，是由于

柳州市日前全面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

设。柳宗元雕像项目列入清理整治的重

点之一。反对奢侈浪费，清除此等奢华

项目，有理！可当初决意动工建设这一

项目，又是出于何意呢？恐怕离不开提

升城市品位，打造人文景观之类的说辞，

想来也不无道理。一建一拆，都有理。

只是，这中间的折腾浪费，谁来买单？如

此折腾“柳宗元”，要有人来为此担责。

修建柳宗元雕像，到底是谁做出的

决定？又经过了哪些论证？柳州市城市

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在雕塑上的

钱，是不是财政资金？如今，项目前期的

投入和拆除的费用，都将打水漂，到底该

由谁来负责？项目的决策者难辞其咎。

资金不到位为何敢于开工建设？2013

年项目停工，当地对外的说法是资金不到

位。项目资金无着落，就敢开工建设，真是

“勇气可嘉”！这又怎能不出半拉子工程

呢？匆匆上马又夭折的柳宗元雕塑的背

后，有多少长官的个人意志在推动？

另外，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可

有反对的声音？又有哪些监督？对于

“乱作为”的责任人，决不要姑息，必须有

严厉的惩戒，以儆效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