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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的毒性到
底有多大？是否还有其他
帮凶？是否只有三鹿奶粉
才是有问题的？这些都需
要卫生部门做进一步调
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
前，参考一下美国的做法
也许是有帮助的。

去年 3 月 15 日，美国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接到一家名为“菜单”的宠
物食品制造公司发来的一
封信。信中称，有 14 只宠
物吃了他们公司的产品后
突然死亡。该公司负责给
许多知名品牌生产宠物食
品，事发后立即主动召回
了大约 100 种牌子的相关
产品，并要求 FDA 帮助调
查真相。

第二天，FDA 颁布法
令，全面召回美国市场上
所有可疑的宠物食品，同
时 FDA 还设立热线，向公
众征集相关信息。消息发
布后的第一个月内，FDA
就收到了大约 1.4 万个举
报，其数量 2 倍于 FDA 平
时一年所收到的所有举报
数量。分析了这些案例
后，FDA得出结论：大部分
宠物得的都是急性肾病。

与此同时，FDA 派出
科学家进驻宠物食品加工
厂，提取样本化验。他们
首先把目标锁定在已知的
几种能导致肾功能衰竭的
有毒物质，包括丙二醇（一
种抗凝剂）、霉菌毒素和某
些重金属等，结果一无所
获。不得已，FDA 只好扩
大检验范围，终于把目标
锁 定 在 三 聚 氰 胺 身 上 。
FDA 分析了 210 种宠物食
品，其中 130 种含有三聚
氰胺。巧的是，当时美国
康奈尔大学正好在进行一

项关于宠物食品味道的测
试，他们对那些喂了“菜
单”牌猫粮的猫进行化验，
在它们的肾脏中发现了残
留的三聚氰胺。

三 聚 氰 胺 别 名“ 蜜
胺”，属化工原料。美国禁
止食品工业使用三聚氰
胺，无论是拿它当做宠物
食品添加剂还是作为化
肥，都是违法的。既然如
此，三聚氰胺是怎么混进
宠物食品中的呢？化验表
明，三聚氰胺来自一种食
品添加剂——面筋。面筋
是面粉脱去淀粉后剩下的
蛋白质，不但可以增加食
品的蛋白质含量，还可以
提高其黏度，增强口感。

初步调查结果出来
后，美国媒体纷纷发表文
章，指责不法厂商。其间
又有报道说不少家禽家畜
的饲料里也用上了面筋，
这则报道在美国公众中引
起了轩然大波，他们担心
商店里出售的牛肉和鸡肉
也不能吃了。

在这波主要由媒体引
发的恐慌声浪中，只有科
学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
脑。他们告诉美国公众：
且慢！事情没那么简单。
三聚氰胺当初之所以被
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
毒。事实上，目前为止只
有一家实验室拿大鼠做过
三聚氰胺的毒性试验。结
果表明，大鼠只有在长时

间服用大剂量三聚氰胺后
才会引发膀胱癌，而且这
种作用是间接的。具体
说，过量的三聚氰胺会在
大鼠膀胱内形成结晶，这
种结晶可以作为“种子”，
让大鼠产生膀胱结石，继
而诱发癌症。

根据科学家的建议，
FDA再一次向全国发布了
一条消息，称家畜家禽即
使吃了被污染的饲料，人
类也可以放心食用，因为
三聚氰胺被稀释后危害很
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条消息终于平息了一场
风波，避免了美国的畜牧
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既然只有长时
间大剂量服用三聚氰胺才
会导致大鼠产生肾结石，
那些宠物到底是怎么死的
呢？科学家们没有轻易放
弃，而是继续在实验室里
寻找那个神秘的宠物杀
手。不久，又一个化学物
质上了黑名单，这就是三
聚氰酸（Cyanuric Acid）。
这种物质通常只有在游泳
池里才能找到，它可以减
缓起消毒作用的氯气被阳
光分解的速度。同样，这也
是一种被美国法律禁止使用
在食品中的化学物质。

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
都含有大量的氮元素，能
在化验中冒充蛋白质，如
果在食品和饲料中添加它
们，就可以让劣质产品蒙

混过关。黑心商人肯定认
为这两种化学物质毒性很
弱，加点没关系。“齐二药
事件”中的那个不法商人
王桂平就曾经在添加二甘
醇之前自己吃过一勺，发
现没事，就大胆地加了。
可是，王桂平只是一个裁
缝，如果他学过一点化学
知识，就应该明白，化学反
应是很难预测的，没有严
格实验，谁也不会知道瓶子
里装着的是食品还是毒药。

进一步实验表明，三
聚氰酸只有在大剂量情况
下才有致癌的可能，宠物
食品中含有的少量三聚氰
酸顶多造成宠物的胃部不
适，不大可能杀死它们。
否则，FDA 是不可能允许
游泳池使用三聚氰酸的。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呢？去年 5 月，加拿
大圭尔夫（Guelph）大学的
科学家发表一份研究报告
称，三聚氰酸和三聚氰胺
混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晶
体，阻碍肾脏的正常生理
功能。截至目前，科学家
们仍然在对这一假说进行
深入的研究。而另一些科
学家则认为，也许还有某
种尚未被发现的化学物质
和三聚氰酸或者三聚氰胺
起了某种化学反应，生成
了某种有毒物质。

三聚氰胺之谜，还远
未解开。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凡是看过香港喜剧电
影的人，想必对他都不会
陌生。当然，他长得不帅，
更不能用风流倜傥来形容
他，而他演的角色一般也
都是配角，比如一个赌棍，
一个弱智者，一个乞丐，一
个落魄的教师，一个不务
正业的老爸，一个颓废的
警察……踏入影坛 20 多
年，他从未主演过一部真
正意义上的电影，全以陪
衬身份出现，几乎演遍市
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可
是，他以其丝丝入扣、不留
痕迹的表演方式把这些小
人物的酸甜苦辣演绎得淋
漓 尽 致 ，让 观 众 记 忆 深
刻。

他叫吴孟达，一个甘
当绿叶的人，一直为周润
发、刘德华、梁朝伟、周星
驰等大牌明星做绿叶，全
以陪衬身份出现，成为为
数不多靠演配角而红遍港
台和内地的明星。

作为无线电视台第三
期艺员训练班毕业的演
员，吴孟达与周润发、任达
华同届同班，但他由于长
相老气，身材发福，很难成
为导演眼中的主角。毕业

后的吴孟达拍戏从来不认
真，也不守时，私生活更是
不羁，花天酒地，豪赌狂
输，债台高筑，最后在 1981
年因为欠银行30多万港币
而想过自杀。后来他痛定
思痛，决定从跌下的地方
爬起，人像变了一样，成熟
而稳重，用 3 年把债务还
清，并花4年读遍各表演大
师的书。那段日子是吴孟
达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
开启了他演艺生涯的黄金
时代。

吴孟达参加的第一部
实习剧作为《阵阵疑云》，
后又出演《楚留香》、《射雕
英雄传》、《瀛台泣血》、《杀
手蝴蝶梦》、《新扎师兄》
等，1990 年凭《天若有情》
获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吴孟达和
周星驰的合作可以称得上
黄金搭档，他们最初合演
过《盖世豪侠》和《他来自
江湖》，后来导演吴思远发
现他们两个天衣无缝的合
作，专门为他俩制作了《赌

圣》。1990年，《赌圣》横空
出世，以最低的成本打败
成龙与许冠文的同档电
影，创下最高票房。这部
电影也成了周星驰的成名
作。

一次采访，记者问吴
孟达：“一部电影观众很容
易记住主角，配角往往都
是一晃而过，而你却成了
香港电影的头号男配角，
几乎跟每个大牌演员都配
过戏，你是怎样当好配角
的呢?”

吴孟达回答：“一部电
影 90 分钟，给配角的戏不
会超过 20 分钟，我的角色
主要作用就是配料。比如
主演是条鱼，而我就要想
着加什么材料能把鱼做得
最美味。我就是那锅底的
配料。”

“那怎么做配料呢?”
吴孟达说：“我会根据

不同的鱼下不同的料。比
方说刘德华，他演戏比较
保守，形象也很正面，我跟
他配戏，就要收敛一些。

周星驰则不同，他的戏需
要观众笑起来，我就会在
一旁夸张地烘托气氛，让
观 众 情 不 自 禁 地 大 笑 。
看 这 样 的 喜 剧 ，观 众 的
身体应该是慢慢向前倾
的……”

最后，记者又问：“你
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配角身
份呢?”

吴孟达爽朗地大笑，
他说：“我觉得这很好啊，
配角有什么不好，我现在
是香港最贵的男配角。”

这就是吴孟达，一个
映衬主演的“配料”，却获
得了璀璨的光环。主角当
然重要，但缺了配角的围
绕，也会黯然失色。能够
做配角是一种气度，而做
好配角则是一种智慧，一
种做人的智慧。做人当然
比演戏更重要，戏的成败
由做人的好坏而定，一个
懂得做人的人，亦会把戏
演得逼真。正视配角而钻
研深入配角，能够把配角
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做到
令人喜欢和尊重，是件更
不简单的事。

摘自《辽宁青年》

斯宾诺莎（巴鲁赫·斯
宾诺莎，1632~1677 年，荷
兰哲学家）被肺结核弄得
衰弱不堪依然耐心地磨
着镜片，他是那样虚弱，
已无力完成有关彩虹的
论文……

在他的传记作者看
来，斯宾诺莎无疑是一个
理想的睿智之人：无比专
注于著作的精心设计，全
然无视物质性事务，超然
于任何激情的限制。但
是，有一段小插曲在一些
传记家们中间默默流传，
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它仅仅
看作不可理喻的、年轻气
盛时的一个冲动表现。

斯 宾 诺 莎 的 父 亲 于
1656 年去世。在他家里，
斯宾诺莎早有古怪的名
声，毫不务实，只将宝贵的
时间浪费在研读那些不可
理解的书籍。依照精心设
计好的诡计（他的继妹和

丈夫卡西里斯起了主要作
用），他被剥夺了所有的继
承权。她盼着这个心不在
焉的年轻人不会在意。但
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

斯宾诺莎以出人意料
的精力提起了诉讼。他延
请了律师，召集了证人，他
表现得既有理有据，又充
满激情，尤其突出地强调
了整个进程的细微之处，
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一个受
到伤害、被剥夺了权利的
儿子的样子。

他们将家产迅速地分
成几份（在这个事情上法
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接
下来的却是意外的审判，
招致了常见的不快和尴
尬。

仿佛占有欲的魔鬼进

入了他的身体，斯宾诺莎
开始就他父亲屋子里的每
一个物件的归属权的诉
讼。首先是他母亲，德波
拉，在上面过世的床（他没
有 忘 记 那 深 绿 色 的 帘
子）。接着他主张对那些
毫无价值之物的权利，解
释说他对它们有着格外的
感情联系。法官非常地厌
倦，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一
贯禁欲苦行的年轻人怎么
会有着如此不可阻挡的欲
望。为什么他会要继承这
些东西？——一根拨火
棒，一只断柄的洋铁水罐，
一件普通的餐具，一件瓷
器（上头画的牧羊人已缺
了头部），一只破损的时钟
（立在门廊前早已成耗子
的家），一幅挂在壁炉上的

画（已经完全发黑看上去
就像是画的一坨柏油）。

斯宾诺莎赢了官司。
现在他本可以骄傲地坐在
他的废品堆积成的金字塔
前，怀恨地瞟上一眼那些
企图剥夺他的人。但他没
有这样做。他只是选择了
他母亲的床（连同那深绿
色的帘子），将其余的一切
都让给了输掉官司的对手
们。

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
要这么做。这仿佛是明显
的浪费，但事实上却具有
深意。斯宾诺莎似乎想说
美德绝不是弱者的庇护
所。放弃权利之举是富有
勇气的牺牲行为——它要
求为了那美妙而不可思议
之物，牺牲掉普遍为人欲
求的东西，没有后悔没有
迟疑。

摘自《青年文摘》

张五常在内地的走红，
多少跟他的狂傲有关。他
的走红多半因为他有“卖
点”，让内地经济学界的后
生们“耳目一新”。他所以
被狂热的崇拜者“围追堵
截”，多半是因为他有一向
谦逊、中庸的大陆学者所不
具备的特质和“作秀”、造势
的本事。在青年学子看来，
他的表情、手势，他乱蓬蓬
的银色卷发以及古铜色精
瘦的面庞，几乎成为一种经
典，以致他幽默的一笑，他
汪洋恣肆的谈吐，不时赢得
学子们一阵阵火暴的掌声。

大热内地后，张五常遭
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
士后夏业良说张五常有“五
常”行为：一是常常夸大其
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
料”；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
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
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
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
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
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三是
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
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
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
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
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
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
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
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
书籍；五是常常以自己的预
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
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
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
确。

最佳或者最差
张五常经历独特，机遇

奇佳，屡逢名师，曾师从阿
尔奇安、赫希莱，并与科斯、
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
等经济学巨匠亦师亦友。
1966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的张五常，博
士论文刚完成一半，就获得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
知，学校给了他一个博士后
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

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
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拜访了经济学家科
斯。

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
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

“我是史蒂芬·阿尔钦的学
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
你的《社会成本问题》。”张
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
头发斑白，戴着眼镜，正在
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
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
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
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
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
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
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
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
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
了！”

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
了好朋友。正如张五常所
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
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
1969 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
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
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
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
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
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20
世纪 80 年代张五常到了香
港，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
诉张五常一个故事。科斯
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
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
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
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
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

“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
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
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
张五常。”

被美国经济学大师如
此看重的张五常在香港受
挫，被评为“最差的教授”，
对这个结果，他倒不以为
意。每次上课，只要铃声一
响，张五常进入教室，整个
教室顿时会鸦雀无声。只
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
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
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
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

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
讲，张五常思维快如闪电，
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
失之交臂；或是会哄然大
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
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
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
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
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
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
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
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
个可以容纳 350 人的大教
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
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
都有后来者席地而坐。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
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
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
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
多此一举；依书本讲授，只
会限制自己思想的表达和
灵感的迸发。即使是正式
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
少准备。张五常教书几十
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
本教科书。因为，在他看
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
老师多说的，任何一个国际
上有分量的教授从来不会
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
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
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
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
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
的知识。因此，张五常上
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
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
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
识，而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
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
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获奖或者不获
1991 年，张五常作为

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
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
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那一年获经济学奖的科斯
在领奖辞中说道：“关于这
个经济理论的改变，我不敢
说是个人的功绩。威康姆
森·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以及
他人的卓越贡献，是我的著
作受重视的原因。”1993 年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也说：“张五常是对交易费
用理论有重要贡献的主要
成员之一。”

张五常没有获得过诺
贝尔奖，但他的研究受到了
很多圈内学者的肯定。夏
威夷大学经济系教授罗塞
马特评价张五常的《佃农理
论》说：“张五常关于佃农的
文字性理论的分析令人信
服，是科斯式经济学一个绝
好的范例……作为科斯定
理的一种版本，张五常的命
题是正确的，有着丰富的含
义，一直是个重要的解释性
工具。”张五常还曾经被选
为 1997-1998 年度美国西
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该职
务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以
外的经济学家。

前些年，经常有传闻
说，张五常有可能获诺贝尔
奖。张五常猜想，之所以有
那么多关于他获诺贝尔经
济学奖提名的“谣言”，大概
与 他 一 本 书 的 序 言 有 关
系。他的《佃农理论》重新
修改时，帮他写序言的那个
人曾经在诺贝尔奖委员会
里工作了 17 年，还曾经担
任过主席。在那篇序言里，
谈到新制度经济学，“如果
你真的要把桂冠给一个人，
我认为应该是张五常”。但
张五常也客观地向学子们
袒露了他自己的心声。他
分析道，自己在经济学领域
确实经历了近 40 年的耕
耘，就如同在轮盘上下了一
注，在基本能力上或许已经
具备获奖条件，但由于轮盘
太大，不知道会不会赌中。
而且自己在三个方面确实
没有做好，第一，自己很多
好文章还是用中文所写；第
二，在香港大学的 20 年间，
一直没有带过博士生；第
三，很多时候，得奖这种事
还是需要“游说”的，但自己
不愿做这种工作。

摘自《乐龄时尚》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
坐公交车,发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座
位足够的情况下,一类
乘客即所谓的老、弱、病、
残、孕等，上车都坐在靠
前面的位子。不在上述
五种情形之内的乘客，上
车往往坐在靠后面的位
子。

“经济人”假设认为，
每个人的行为准则是追
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

的最大化。非老、弱、
病、残、孕的人，如果前
面有空位，选择坐前面
的座位是最佳选择，因
为：其一，坐在前面，车
的颠簸程度轻，坐起来
比较舒服；其二，可以
少走几步路。成本是
一旦后来有第一类乘

客上来，他若让座，就可能站
着，为此他要有较大的体力
支出。他选择坐在后面，收
益可能比坐在前面稍小一
点，成本是多在车上走几步，
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人来
说，其付出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第二类乘客往往
选择向后坐，而且是下车点

越远的越往后坐。这样，
在车的前面坐的不是第
一类乘客就是很快就要
下车或上车较晚而别无
选择的第二类乘客了。
其根源可能就在于，对大
多数第二类乘客来说，宁
可在车上多走几步并坐
得颠簸一些，也不愿意坐
在前面因让座而较长时
间站着，或不让座而被别
人认为缺乏爱心。

摘自《当代工人》

非常张五常

前些年，经常有传闻说，张五常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张五常猜想，之所以有那么多关于他获诺贝尔经济学
奖提名的“谣言”，大概与他一本书的序言有关系。他的《佃农理论》重新修改时，帮他写序言的那个人曾经在
诺贝尔奖委员会里工作了17年，还曾经担任过主席。

做最贵的配角

思 云

30年里，陈景润、张海
迪、杨利伟、中国女排、姚明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照
亮了无数颗年轻的心。偶像
的光芒，让他们感受到了信念
和力量，使他们渴望成长和超
越，成为他们抹不去的青春记
忆。

厄运前不认输
困难前不低头

“看了《哥德巴赫猜想》
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第
一次知道数学是一件可以做
一辈子的事，第一次知道数学
王冠上有一颗明珠叫‘哥德巴
赫猜想’。”数学家刘建亚当时
还是一名初中生，走上数学之
路，他还要感谢陈景润。

1978年2月17日，人民
日报转载徐迟的报告文学《哥
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的故
事深入人心，以至于提起知识
分子，人们想到的就是那个似
乎有些营养不良，走路会撞
树，一心扑在草稿纸上的数学
家形象。

同样是人民日报，1981
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刊发
了通讯《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
一团火》。张海迪热潮席卷全
国，据说信封上只需写上“张
海迪收”，就能寄到团中央。
定价4角的张海迪事迹手册

《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超过
500万册。在厄运面前不认
输，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这是
那个年代人们真诚高昂的价
值。

“那时，中国的集体偶像
是陈景润和张海迪”，北京大

学教授张颐武认为，“这是纯
粹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渴
望用精神带动物质世界。”专
家认为,“榜样”型的偶像崇拜，
以人物的精神特质为中心，具
有很强烈的社会示范意义，反
映了特定时代的积极正面的
价值需求。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近30年过去了，同济大
学教授陈家琪至今忘不了
1981年3月20日那个激动人
心的夜晚。国际卫星正在转
播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赛区
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中国对
南朝鲜。电视机前，呐喊声、
欢呼声震耳欲聋，中国男排在
先输两局的情况下实现了大
逆转，3∶2战胜南朝鲜。

此时，北大沸腾了，学生
们打起手鼓、合唱国歌，还点
燃篝火，进行声势浩大的火炬
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
中华！”这一激荡人心的时代
口号。此后，女排6年中五夺
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团结奋
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
神，激荡风云，振奋人心，影响
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女排精
神”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民族
精神的象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改
革进程加快，市场经济让人们
更加重视效率，更加理性，同
时剧烈的变化也带来精神上
的困惑。周星驰的“无厘头”
喜剧风靡大学校园。很多学
生能成段背诵周星驰电影的
经典台词，甚至开玩笑的口气
也常常模仿周星驰。小人物

的自嘲、夸张带来的喜剧效果
令人忍俊不禁。“狂欢化色彩
的世俗精神的回归，折射出社
会转型时期伦理价值的变
迁。”专家表示。

新世纪以来，“成功+社
会担当”成为偶像的新标准。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上天，
一个名叫杨利伟的航天员，成
为时代的新偶像，各地中小学
都掀起了学习科技知识、向航
天英雄致敬的活动；小巨人姚
明领衔的中国队在北京奥运
会上“死磕”美国“梦八”，“把
自己交给球队，把球队扛在肩
上”，让人们看到了坚强、拼搏
的中国气概。

专家们认为，“从中国女
排到杨利伟，再到姚明，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
30年，尽管偶像的内涵发生
了许多改变，但那种个人与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没有
变，始终能激起人们的热情。”

有爱心，有担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歌星

只要外形好，歌唱得好，就能
成为“偶像”；现在，这个标准
变了，明星不等于偶像，偶像
更要有积极的社会效应。

成龙，是许多人熟知的明
星偶像。他除了在银幕上极
力展现中国功夫的魅力，在台
下也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为贫困儿童捐款，捐资拯救亚
洲黑熊，为东南亚海啸和四川
汶川大地震筹款等。在许多
人看来，偶像人物仅仅做好本
行是不够的，而应有爱心、有
担当，能以自己的影响力感召

更多的人。
对王石、马云那样的成功

创业者而言，不仅自己创造了
财富，而且还以自己的影响力
激励年轻人提升自身实力，为
社会创造价值，从而赢得了许
多青年的尊敬。正如马云所
说：“要赢得世界的尊重，参与
社会的改造，就必须要有社会
责任感。”

类似的偶像人物还有很
多。“从外在到内在，说明人们
对偶像评价的标准更高了，更
全面了，更务实了。也说明如
今的青年人较以往更加成熟，
更具有个人的主见和自我追
求。”南开大学教授陈钟琳
说。

专家们也坦陈，虽然时空
变换，偶像更替，有一些价值
我们仍然要坚守。比如说，20
年后，我们依然爱着张海迪，
证明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
神没有变。轮椅上的姑娘金
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奥运圣
火，瞬间感动了电视机前的亿
万观众，得到无数青年的支持
和声援，昭示着我们爱国主义
的情怀没有变。而孔繁森、任
长霞、牛玉儒等各行各业涌现
的英雄楷模，恪尽职守，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样赢得社
会的高度尊敬，彰显着社会主
义主流价值观。

改革开放30年偶像的变
迁，折射出时代进步与社会包
容，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正面积
极的偶像出现，引导新一次社
会变革、和谐进步的潮流。

摘自《人民日报》

青春偶像30年：

从陈景润 张海迪到中国女排 姚明
三聚氰胺之谜

一份研究报告称，三聚氰酸和三聚氰胺混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晶体，阻碍肾

脏的正常生理功能。截至目前，科学家们仍然在对这一假说进行深入的研

究。而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也许还有某种尚未被发现的化学物质和三聚氰
酸或者三聚氰胺起了某种化学反应，生成了某种有毒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