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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能处在某个
特 殊 阶 段 ，这 样 快 的 演
化 速 度 ，在 人 类 演 化 史
中 ，已 经 很 久 未 曾 出 现
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的 基 因 学 教 授 哈 彭 丁 、
犹他大学的考古学家霍
克和犹他大学演化生物
学 家 可 克 汗 等 人 认 为 ，
大 约 从 四 万 年 前 开 始 ，
人类加速演化。大约一
万年前，农业兴起，人类
的 演 化 速 度 进 一 步 加
快。

这 一 结 论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 此 前 ，科 学 家 们
普 遍 认 为 ，人 类 演 化 在
１万年前到５万年前之
间，就已近乎停止，有些
演 化 生 物 学 家 甚 至 认
为 ，从 最 后 一 个 冰 河 世
纪 开 始 ，人 的 大 脑 再 也
没有演化过。

人口越多变异越多
1 万年前，地球上的

总 人 口 大 约 只 有 几 百
万 。 到 公 元 一 世 纪 ，人
口 数 量 增 加 到 了 2 亿 。
1700 年 时 ，这 个 数 字 变
成 了 6.2 亿 ，到 了 今 天 ，
则超过了 60 亿。智人终
于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
的物种。

“ 这 是 人 类 的 神 奇
之 处 ，没 有 物 种 的 数 量
增 幅 能 与 人 类 的 相 比 。
不 过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人 类 只 是 蜷 曲 在 非
洲 的 一 个 角 落 里 ，毫 无
数量优势可言。在那个
时 候 ，人 类 基 因 的 发 展
并不快。”这项研究的另
一参与者霍克说。

“相对来说，5000 年
只能算是一段很短的时
间。”霍克说，“这大概相
当于 100 到 200 代人。不

过 ，这 期 人 类 基 因 的 演
化也是明显的。近 5000
年来出现的优势基因被
不 断 复 制 传 递 ，现 在 全
世 界 大 概 有 30% 到 40%
的 人 拥 有 这 批 优 势 基
因。”

这符合达尔文理论
的 一 条 基 本 规 则 ：人 口
越 多 ，演 化 越 频 繁 。 用
基因学的方法分析达尔
文的话，就是：当新人出
生 的 时 候 ，ＤＮＡ 变 异
同 时 诞 生 。 新 人 越 多 ，
被保留下来的基因变异
也就越多。

哈彭丁等人则分析
了 人 群 里 普 遍 存 在 ，但
历 史 并 不 久 远 的 基 因 。
人类所有基因的 7% ，也
就 是 大 约 1800 个 基 因 ，
是 有 利 于 人 类 演 化 、快
速进化的基因。“人口数
量的猛增与文化和生态
的 剧 烈 变 化 同 步 进 行 ，
这为适应演化带来了新
机 遇 。”研 究 者 们 强 调 。

“事实上，过去 1 万年中，
出 现 了 很 多 与 新 的 饮
食 、疾 病 有 关 的 基 因 形
态。”

哈 彭 丁 进 一 步 预
测 ，随 着 人 类 环 境 和 饮
食 的 稳 定 ，基 因 进 化 应
该 会 放 慢 速 度 。 但 是 ，
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群
体 越 稳 定 ，那 么 人 群 中
的传染病也会变化得越
频繁。这一因素会给人
类的演化带来不确定因
素。“可能需要一会才会
稳 定 下 来 。 当 然 ，这 里
的‘ 一 会 ’，可 能 意 味 着

上万年的时间。”
饮食决定演化方向

美国科学家的研究
还进一步带来了更多的
震 撼 观 点 。 在 他 们 看
来 ，尽 管 所 有 人 类 的
DNA 都是几乎完全一样
的 ，但 各 大 人 种 之 间 的
差 距 还 是 在 不 断 加 大 。

“我们向不同方向演化，
我 们 正 变 得 越 来 越 不
同。”哈彭丁说。

这 7%的快速演化基
因 中 ，并 非 所 有 的 都 已
经和特定特质一一对上
号 ，但 还 是 有 一 些 联 系
被找到了。

他们发现的例子包
括 ，控 制 色 素 沉 淀 的 基
因让高加索人种选择了
浅 色 的 皮 肤 、蓝 眼 睛 和
黄 头 发 ，也 让 蒙 古 人 种
选择了浅色的皮肤。“亚
洲人和欧洲人都是皮肤
颜 色 变 浅 了 的 非 洲 人 ，
但这两个人种皮肤变浅
的程度并不一样。”哈彭
丁说。

此 前 ，大 部 分 的 人
类学家都同意人种之间
生理形态出现差异的原
因 ，是 因 为 在 人 类 从 非
洲 走 出 来 后 ，为 了 在 较
为 寒 冷 ，也 较 少 阳 光 地
区更好地合成维生素 D
而逐渐选择了较浅的肤
色。

另一个例子与牛奶
有关。石器时代的人是
不 喝 牛 奶 的 ，因 为 牛 奶
中 含 有 一 些 特 殊 的 乳
糖 ，人 类 普 遍 缺 乏 消 化
这 些 乳 糖 的 能 力 。 不

过，近 8000 年来，欧洲人
逐渐发展出了能容忍乳
糖 的 基 因 ，这 样 就 使 欧
洲人开始接受了这一食
物。

研 究 者 指 出 ，在 东
亚 以 及 非 洲 大 部 分 地
区 ，人 们 依 然 无 法 很 好
地 接 受 牛 奶 ，很 多 人 一
喝牛奶就因为消化不良
而 腹 泻 、腹 痛 。 而 在 北
欧 地 区 ，能 吸 收 牛 奶 的
乳 糖 酶 基 因 逐 渐 形 成 ，
因此几乎人人都能顺畅
地 享 用 牛 奶 。 霍 克 解
释 ，这 一 基 因 通 常 情 况
下是会随着人长大而消
退，停止运作的，但如今
现代人生成的这一机制
却说明了人身上发生的
新 的 演 化 ，而 这 还 导 致
了欧洲北部的畜牧业比
地中海地区和非洲等地
更发达。

哈 彭 丁 认 为 ，很 多
类似的演化都和人类饮
食 的 变 化 相 关 ，这 正 好
说 明 了 农 业 出 现 ，人 类
饮食改变对演化产生的
影 响 。 比 如 ，欧 洲 人 消
化 谷 物 会 比 较 容 易 ，但
非洲南部沙漠地区的居
民 、澳 大 利 亚 的 原 住 民
和美国的一些原住民却
常常因为吃了高碳水化
合物而得糖尿病。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基
因 在 改 变 ，这 些 人 正 在
往能顺利消化谷物的方
向演化。”哈彭丁说。

摘自《都市文化报》

去年夏天，单位组织
我们去武夷山旅游。

下了飞机，我们到航
站楼一侧，去取托运的行
李。

坐 过 飞 机 的 人 都 知
道，行李传送带有一部分
露在外面，随着它的传送，
一件跟一件的行李钻出
来，乘客站在传送带旁边，
寻找自己的行李。不用太
多时间，行李都会送到主
人手里，大家各自散去，波
澜不惊。

那一刻，我有点走神，

没有机场工作人员组织大
家排队，也没有保安在旁
边监管，大家眼巴巴地盯
着传送口中，盼着自己的
行李早些出来，竟然没人
拿错，也没人故意拿错，更
没人动邪念。

为何秩序如此井然？
我发现了一些门道。表面
上看，现场没有人组织大
家排队，也没有保安监督，

实际上，那条传送带就是
一个排队组织者，使乘客
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两侧，
去取自己行李。

更重要的是，现场看
似没有监管者，其实，每个
人都是监管者，之所以没
动劫念或偷念，是因为谁
都无法判定，要下手的这
件行李是谁的，也许某件
行李的主人没有过来，我

们可以下手，但是，我们不
可能知道他没过来，我们
只能先判定他就在自己身
边，你一下手，他就抓你个
现行。

没人组织排队，等于
有人组织排队；没人监管，
等于人人都在监管。这种
设计要是用在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呀。当
然，这取决于我们是不是
在阳光下做到公开和透
明。

摘自《当代工人》

5 月 16 日上午，担任中
央电视台台长 10 年的赵化
勇谢任，国家电视台的权杖
传递到了焦利手中。这天
召开的中央台处级以上干
部会议上，多数人对这个消
息反应平静。会场之外的
央视大楼里，CCTV这部庞
大机器运转如常。

10 年前的 1999 年，赵
化勇的前任杨伟光从台长
任上退下来时却着实引发
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
工仍然怀念那 10 年——
1991 年到 1999 年，中央电
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
CCTV 是中国最具公信力
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
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
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
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
节目，《三国演义》、《水浒
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
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
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
了。去年中央台 50 年台
庆，很多央视人翻看着台庆
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
是那10年间的风光。

3月 23日，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在 2008 年中国电视
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
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
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
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
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
我颁奖。谢谢您。”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
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
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
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
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
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
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

“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
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
到重用。

当年倪萍 34 岁破格晋
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
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
了一句话：“倪萍担当的是
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
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
这个工作，而且是没有人能
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把这个名额给她？”

即便现在已离开央视，
谈到老领导，倪萍还是说：

“我得谢谢他，我希望杨台
健康快乐。”

采访中，杨伟光的知名
“老部下”们，如崔永元、时
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著
名制片人)、李挺(中央电视
台副总编辑)、张子扬(第一
位 由 招 标 产 生 的 春 晚 导
演)、徐俐(《中国新闻》首席
主播)，对他说得最多的就
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
惟贤”。白岩松说：“我觉得
杨 台 是 个 能 把 握 方 向 的
人。”

那 10 年的主角杨伟
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
纷扰扰是是非非。年逾古
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
的事：拍电视剧。做台长时
拍了很多，仍嫌不过瘾，退
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
司”，继续造梦。“天地人”最
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
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

《家有儿女》。泡上一杯绿
茶，关掉灯、拉上窗帘，坐在
大液晶电视前审看成片，是
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他的着装随意朴素，随
身带一把梳子，闲下来就梳
几下头发，时刻维持着一丝
不苟的面貌。

作为一位副部级老干
部，他不打官腔、不摆官谱、
没有官架子。约访他的过
程中，他都是亲自给记者打
电话，事无巨细地商定采访
时间、地点、谈话方式。走
进他的办公室，他起身相
迎；临走他送到门口，握手
言谢。采访过程中，如果累
了，这个很有童心的可爱老
头会起身去逗一逗鱼缸里
的金鱼。

他现在的办公室在京
西的一幢普通大楼里，离央
视约有 10 分钟车程。办公
室的 3 面墙上挂着书法作
品，东边挂着“紫气东来”，

很迎合风水；北边挂着“精
品至上”，是他的座右铭；西
边的颇有意味：“欲展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他说

“穷”字实在不好，换作了
“展”。又说，自己其实要感
谢当年的“穷”：大学毕业那
年，全班 28 个人，他是留京
工作的 7 人之一，“直接进
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
最好的新闻单位之一”，“很
大程度是由于我的出身好，
是贫农”。他笑着补充，“当
然我成绩也比较好。”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
央电视台的往事。当时，电
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时任
广电部副部长郝平南告诉
他这个消息时，他着实吃了
一惊。第二天，他就去堵时
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门，希
望不要调去央视。部长斩
钉截铁：党组已经决定了，
不会更改。于是他“空降”
央视。有人不服，问他：“你
会扛摄像机吗，会拍电视
吗？”杨伟光说：“我不是来
扛摄像机的，是来管扛摄像
机的人的。”

现在他“管”不了那么
多人了，不过在走道上，所
有见到他的人仍尊称他为

“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
个称呼。他说，在担任过的
一系列职务中，他对中央电视
台台长感情最深，“杨台”二字，
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概括。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人类正在加速演化

英国王子安德鲁（查尔
斯王子的弟弟）来中国访
问，随行带着刚高中毕业的大
女儿尤吉妮公主。我有幸在
北京请他们父女吃晚餐，再次
见识到了英国的“皇家风范”。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
曾应邀到安德鲁王子在伦
敦郊区的家吃午餐。那是
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留下
的乡村别墅，会客厅里几乎
每一幅油画、每一件家具都
有典故，宛如英国近代史呈现
在眼前。保护传统是英国王
室的重要职责，这也包括周边
的田园风光。大落地窗外茸
茸的草坪上散落着数十棵百
年老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那是几代人呵护的结果。英
国皇室往往给人高高在上、保

守刻板的印象，但安德鲁王子
一家却让人容易亲近。

虽然王子前些年已与
妻子莎拉·费格森离异，但
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官邸中随处可以看到一家
四口的合影。在两个女儿
的教育方面他们有商有量，
前妻带男友来访，王子也以
礼相待。怪不得英国媒体
把他们称为“世界最佳离异
家庭”。午宴安排在靠近花
园的餐厅里。门口有穿着
制服的侍者，但王子一家人
除了请他们端来饮料外，一
切对客人的照应都自己动

手。两位年轻的公主更是
主动帮我们分菜，帮父母续
水，殷勤得如邻家女孩。如
果不说，你一定想不到她们
的皇室身份。

与王子和公主在北京
的晚餐依然是轻松和愉快
的。公主念念不忘在四川
看到的熊猫宝宝的娇憨，还
耸着鼻子撅着嘴学它们的
样子，惹得她父亲大笑起来
说：“真抱歉，如今中国可不
轻易将熊猫送人了，你要真
喜欢，只有多来这里才行。”
公主真的很享受第一次来
中国的旅行。她爬上长城，

参观故宫，还爱上了火锅。
“能在上大学之前出来看看
世界，真是太棒了！”尤吉妮
乐不可支。她的计划是花
一年时间见见世面，同时申
请大学，英国文学是她想报
考的专业。“大学对这个专
业的学生要求很高。我毕
业的成绩还差一点，所以要
好好写一篇散文或许才有
希望。”“以你的出身，上一
所 理 想 的 大 学 还 有 问 题
吗？”“我可不想因为自己的
出身占什么便宜，我要凭本
事。比如有关大学的资讯，
我都是和同学想办法去打
听，才不会找爸爸帮忙。”这
时的公主更像一位很有主
见的邻家女孩了。

摘自《现代家庭报》

数年前，赫赫有名的
北京大学宣布限制校外人
员随便进校参观，不久，又
开始限制非北大学生在北
大教室内旁听。至此，一
贯以开放著称的北京大学
将大门死死关闭，里面全
剩下了国内的高考精英
们。有几个已经逝去的先
生可能会大呼侥幸了：幸
好我生得早。

毛泽东
他先后两次来北大旁

听，第一次是 1918 年 8 月
至 1919 年 3 月，第二次是
1919 年 12 月 至 1920 年 4
月。两次旁听，对毛泽东
的影响颇大，甚至毛泽东
在这里收获了他与杨开慧
的爱情。

沈从文

1922 年夏天，二十岁

的沈从文脱下军装，风尘
仆仆从湘西跑到北京，住
酉西会馆，后来搬进银闸
胡同，到北京大学做了旁
听生。

丁 玲
著名女性作家。毛泽

东有诗赞其“昔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代表作有
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散
文《牛棚小品》，是中国现
代文学的重要左翼作家。
新中国建立后，一度担任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职务。1924 年，二十岁
的她来到北京，在北大旁
听，并结识了同样是“北漂

一族”的沈从文和胡也频，
后者成为她风雨人生的第
一个伴侣。

柔 石
有着短暂而了不起的

一 生 ，“ 左 联 五 烈 士 ”之
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
念》一文对他有很详细的
记述。柔石是革命者，更
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
(可惜他创作生涯太短了)，
留下了《二月》、《为奴隶的
母亲》等名篇，均被改编为
经典电影。1925年到 1926
年，该文学青年曾在北大
旁听。

瞿秋白

现代著名作家、记者

和编辑，对中国革命和中
国 文 学 都 有 巨 大 贡 献 。
1917 年，该同志曾在北大
旁听。

孙伏园
散文家、著名编辑，人

称“副刊大王”，先后主编
过《晨报副刊》和《京报副
刊》。1919年，他和他的弟
弟孙福熙曾一起到北大旁
听。

成舍我
曾任上海《民国日报》

主编、北京《益世报》总编
辑。1924 年起，先后创办

《世界晚报》(北京)、《民主
报》(南京)、《立报》(上海)、

《香港立报》等，被誉为中
国报界巨子。1918年此君
到北大旁听。

摘自《大众文摘》

几年前风扉一时的电
视剧《征服》里，孙红雷扮
演的黑帮老大，以其“凶
狠”、“霸气”、“狂妄”征服
了观众的心。

气势逼人而又有情有
义的形象，成了孙红雷的
金字招牌，也为他赢得了
内地娱乐圈“第一硬汉”的
美誉。

不过，戴在头上的，是
桂冠，亦是紧箍咒。终于，
随着《潜伏》收视狂潮的袭
来，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
孙红雷浮出了水面。他完
全敛住了以往的张扬气
势，变成了文弱、谨慎而又
深藏不露的小知识分子余
则成。

如此强烈的反差，孙
红雷坦言这是极大的挑
战，“我等这个角色等了很
多年了。”

其实，改变在电影《梅
兰芳》中已初露端倪。当
时，陈凯歌导演找到孙红
雷，请他出演“学贯中西”
的文人邱如白一角。身边
所有人都不看好，劝他：

“你还是演‘大哥’合适，好
不容易到今天这个位置，
别再砸了。”

剧本里的一句台词，
让他下了决心：“谁毁了梅
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
兰芳，就毁了京剧。”孙红
雷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有

情怀的人”，他懂得梅兰芳
的孤单，以及所有专注艺
术的人的孤单。

结果，他把戏痴邱如
白的“孤单”演活了。影片
中的邱如白只有一个目标
——完成中国京剧改革。
为了京剧事业，为了梅兰
芳，邱如白几乎癫狂，官辞
了，房子卖了，母亲也气死
了，自己的名誉更是早抛
到九霄云外。

这是他演艺生涯中第
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把
自己带入了邱如白，甚至
有些模糊了生活与表演的
边界。那夸张的遣词、叹
息的口吻，让人又惊又疑：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穿
着敞口花衬衫、戴赤金链
子的“粗人”吗？孙红雷在
竭力使大家忘掉过去的
他，“把自己洗干净了”。
父母都是教师的孙红雷，
认为自己“骨子里其实是
个知识分子”。

如果说在《梅兰芳》中
的表演仍稍嫌张扬，到了

《潜伏》，孙红雷终于摆脱
了大开大合的冲动式表
演，戏都在脸上，在表情
里，不过，开拍第一周，孙
红雷都没找到感觉。演余

则成到汉奸穆连城家里旁
敲侧击，孙红雷一抬下巴，
斜眼看着对方，全然一副
凶狠、霸道的样子。导演
忍不住说：“红雷，你还是
气场太强了，可余则成是
放在人堆里就淹没了的
人。”

孙红雷突然就开窍
了。余则成是个小人物，
他平凡、低调、很生活化，
有柴米油盐情绪，还有世
故小人的一面，是能在那
个年代真正生存下来的人
物。

接下来，孙红雷调整
了表演状态，还主动要求
增加道具——戴一副黑框
眼镜，好把眼睛里不自觉
流露的“凶光”遮住。导演
则认为不需要，双方争执
不下。有一场戏，拍军调
代表发布会，余则成冒充
记者采访，手拿相机，戴上
眼镜。导演心想，记者戴
眼镜也说得过去，就点头
认可了。没想到，这场戏
过了，孙红雷的眼镜再也
没有摘了，用手捂着跟导
演耍赖，“我不摘，我就是
不摘。”

后来看片时，孙红雷
也承认，眼镜不过就是心

里暗示，戴不戴他都完全
控制住了自己：说话温吞
缓慢，落座时拘谨小心，刺
杀汉奸时显得紧张胆怯，
但又总能完美地完成任
务。

从《我的父亲母亲》里
的“雁过无声”到《永不瞑
目》、《像雾像雨又像风》里
惊鸿一瞥却令人印象深刻
的配角，到慢慢坐稳“江湖
老大”的头把交椅，再到现
在演技的随心所欲、收放
自如，孙红雷十年辛苦不
寻常。

他说自己是个感性的
人，从小酷爱琼瑶小说，说
话也文绉绉；闲暇时喜欢
回中戏校园坐一坐，有事
还哭鼻子——感性，不正
是演员的重要素质吗？

“我希望把心里的‘真
’坚持到底……当你心中
有了其他人，不再是只有
自己时，你就找到了信仰，
信仰其实是你为实现理想
而坚守的准则；很多人问
我活着是问了什么？我
说：创造。”

“我是一个喜欢努力
的人，我喜欢做一件事情
做到极致。”说这番话时的
孙红雷，才真正是个被岁
月磨砺后不折不扣的“硬
汉”。

摘自《青年文摘》

前台长杨伟光

公主像个邻家女
杨 澜

这些北大旁听生

做事做到极致

机场行李无人拿错

择校费在中国何以泛
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院长涂艳国告诉南方周
末记者：“教育政策是主要
原因。”他对此展开了分析：

一是上世纪50年代产
生、80年代强化的重点学校
制度，优秀的师资、生源及
优惠政策明显向重点学校
倾斜，由此加剧学生的入学
竞争压力，聚集了优势教育
资源。

二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兴起的择校收费制度，它
打破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
等”，使得家长的地位、经济
能力成为影响子女进入不
同学校的重要原因。

三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出现的转制学校制度，

“转制学校”将大量教育质
量较好的公立初中和小学，
转变为高收费的学校，剥夺
了人民群众享受低收费教
育的机会，使义务教育的公
平性、公益性受到极大的伤
害。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
择校费未能得到教育部门
的承认，一直处于“地下”状
态，被列为乱收费。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
规定，要求对义务教育阶段
择校现象予以治理。同时，
不批驳也不承认高中择校
行为。

1997年，国家教委印发
《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
意见》；2000年，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全国中小学收
费 专 项 治 理 工 作 实 施 意
见》，都欲整治择校费问题，
但难见实效。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
阶层开始形成。北京大学
著名经济学教授萧灼基指
出，未来经济发展中愿意并
能够承担择校费用，会大量
出现于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
者，在他看来，只要家庭收
入达到甚至略低于这个数，
家长将不太犹豫地为孩子
择校投资。

萧灼基认为，这个阶层
自身的发展经历和周边的
环境影响，使得他们对于教
育有格外深刻的认识和追
求。在各择校群体中，他们
心情最迫切也最肯投入，从
而成为各类学校招收择校
学生的首选群体。

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有
着较为特殊的地位，无论从
工作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有
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某种
意义上，他们成为择校市场
上的“庄家”，其举动影响这
个市场的涨落，而目前正在
看涨。

目前的择校，实质上被
学者称为是教育消费价格
双轨制的市场价，造成这一
行为的社会根源在于沉重
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就业制
度问题，促使人们竞相追逐
优质教育机会；居民收入的
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
的明显拉大，以及优质教育
资源的短缺，使择校、高收
费成为必然。

一个教育学者认为，只
要有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
有稳定偏好，择校依然会继
续。而涂艳国认为，从表面
上看，“择校”是教育改革与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实

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
中的综合反映。

高考指挥棒也被认为
是家长被迫择校的重要原
因。

对学生来说，选择好的
中小学才能进好的大学，而
好 的 大 学 意 味 着 好 工 作
——择校问题的实质就是
择业问题。

对此，武汉市武昌区水
果湖一中校长赵洪武认为：

“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体
制，直接导致了众多家长为
求孩子的前途，好中择好，
优中选优，不惜花重金让孩
子到重点学校读书。”如果
我们国内不改变目前的评
价体制，还是按照目前的中
考体制，中学的素质教育很
难推进。

教育的不均衡与家长
望子成龙的心态，可谓一个
巴掌拍不响，助长了“择校”
之风。

更有学者认为，择校费
的背后还隐藏着城乡差距、
公民平等权利、国力基础、
贫富差距、就业渠道等一系
列的问题。只有当这些问
题都一一解决的时候，择校
费的问题才会真正消失，否
则，它还是会以其他形式浮
现。

一位教育媒体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遏制择校这个
问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
的冲动最大，县、区政府最
没有能动性。因为这个钱
归根结底是以县为主来重
组教育经费，而择校费收入
能帮它们缓解困难。

他分析：“由于对教育

的投入难以立竿见影，某些
地方政府对提高义务教育
阶 段 的 教 育 质 量 热 情 不
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
说，择校费就是地方政府对
教育欠账过多的产物。正
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一
些教学质量好的学校收取
的择校费越来越高，无情地
吞 蚀 着 义 务 教 育 的 公 益
性。”

教育专家邵宗杰认为，
近年来，各地把一些办得比
较好的公立学校改制翻牌
为具有民办性质的“国有民
办”学校，向学生收取高额
学费，这对“择校”热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涂艳国认为，我国公共
教育经费多年来在国民生
产总值的 3%左右徘徊，远
未达到 4%。过去义务教育
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的体制，结果变成了谁管理
谁出钱，乃至谁上学谁出
钱。

涂艳国说：“现在的农
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虽然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学
校的办学经费仍然十分紧
张。长期的教育投入不足
是造成城市学校与农村学
校、富裕地区学校与贫困地
区学校以及强校与弱校之
间差别的重要原因。因此，
教育主管部门所应当做的
首先是反思自己是否尽到
了为公民提供优质义务教
育的法律责任，而不是把自
己酿出的苦酒强制别人去
喝。

摘自《南方周末》

谁来为择校费问题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