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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议厅·“粤语PK普通话”

日前，广州市政协召开会议，提
交“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
建设的建议”，提议广州电视台可在
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的主时段用普
通话播出，以适应来穗参赛和旅游
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调
查显示，20%受访者支持，80%人持
反对意见。（7月6日《新快报》）

客观而言，如果笔者作为一个游
客在亚运期间来到广州，我也愿意看
到广州提供足够的普通话节目以满
足外乡人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将部分粤语节目改为普通话，
牺牲本地人的需求来满足来宾的需
求，很难说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增加
一个或多个普通话频道，这样既能
尊重广州本地人的选择，又能满足
外来宾客的需求，而且还切合“爱
我广州，办好亚运”的主题。如果
将粤语频道改为普通话频道，笔者
担心，这或多或少会对“爱我广州”
的主题造成伤害。

如果认为增加一个或若干普

通话频道，在资金投入上可能存在
问题，那么，考虑到CCTV众多频道
早已落地广州，目前暂时维持现状
不做大的改动，也未尝不可。当
然，作为流动人口众多的城市，从
长远来看，广州还是应该提供一些
普通话的本地频道，以满足各阶层
人士的需要。另外，广州应该也可
以收看到诸多上星的卫视节目，换
言之，语言需求并非一个影响亚运
的关键性问题。若是过于强调外
宾的语言需求，恐怕最应设的是外
语频道——这更能彰显大都市“范
儿”，但这靠谱吗？

有人或许会反驳，普通话是法
定通用语言，粤语为何不能暂时让
让位？确实，强调普通话的作用并
不过分。国家也在大力推广普及
普通话。《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也规
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
国通用的普通话。”

如果片面理解上述规定，恐怕
会觉得广州所有频道都改为普通
话播音才好。这显然是死板的理

解，其实国家从来没有出台法律法
规打压方言，将普通话与方言对
立，本就是不正确的。另外，法律
法规强调普通话的重要性所使用
的措辞是“推广”，而并非“强制”，
这一点必须明确。

各地电视台都有很多方言剧
和方言栏目，方言的魅力是有目共
睹的，我们在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同
时，也应该重视方言，不必为了强
调普通话的正统地位而贬低方
言。方言传承着文化，是普通话的
基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方
言，应该有包容之心。包容与赏识
地域文化和推广普通话之间，其实
并不存在矛盾。

粤语与普通话之争，在过去可
能难以出现，此类问题根本就不成
为问题。今天，出现这样的争议，
我以为总体而言是好事，它昭示着
公众对地方文化的认识在进步。
我们对方言的探讨必须要抛开地
域偏见、地域歧视心态，不然，文化
不可能真正开放和包容。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也是
一种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养育了一方语言和文化。人们
之所以在语言的变化上反应敏
感，原因不仅在于听不舒服，说不
方便，更在于一种文化认同的差
异。而这种文化认同通常是较长
时间养成的，尽管人们可能在一
段时间内接受新的语言，甚至可
以学会使用新的语言，但语言背
后的文化却很难短期内改变。这
种文化的稳定性和稳固性，让人
们在面对语言表达的变化时，不
能轻易接受。

其实，任何的社会人都是文化
人，都处于一定的文化浸染之中。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广东本地人
习惯接受粤语的表达，认为纯正的
粤语是广东文化的外壳，如果剥去
了这层外壳，则文化将失去有效载
体，文化之归属感将不复存在；同
时，对于那些外来人口来说，他们
却会在粤语面前迷失自己，尽管他
们对粤语并没有什么偏见，但是因
为交流的障碍还是让他们感到一
种陌生感。于是，这种矛盾就出现

了：有人认为广东应该坚持本地文
化，本地语言；有人认为广东应该
立足广东，放眼全国，成为一个更
具文化开放性的城市。

争议虽然激烈，但更应关注一
个本质问题：何为文化的开放性？
毫无疑问，文化需要开放，若一种
文化抵触开放与交流，满足于自身
的语言体系，则这个体系的缺陷将
不易被发现，这个体系的优点将难
以被传播，整个文化体系将处于一
种停滞的状态。而文化是应该促
进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文化停
滞，则这种文化影响下的人也将呈
现出一种停滞的状态。显然，这样
的一个结果是现代人所无法接受
的。因此，文化开放是一个必然，
在开放的交流中文化之间可以相
互修复，相互促进，最终使不同文
化都焕发出新的力量。

当然，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放
开，更不意味着以某种文化之外的
力量促使其放开。开放的前提之
一，是开放应该具有恰当性。开放
是为丰富人们文化需求，满足多元
需要，而不是以一种文化代替另一

种文化。因此，在一些关系到文化
核心内容的领域，本地文化必须坚
持。这些领域可能是某种语言，某
些理念、某些仪式。开放的前提之
二，是开放应该体现公众的主体
性。文化是为人服务的，文化是否
重要，应该交由公众自主选择。一
方面，公众多元的文化需求应该满
足；另一方面，尊重公众的需求倾
向，让主流文化在公众的真实需求
中产生。

语言是文化载体，改变语言表
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文化更好
地满足人们需要，让文化更加先
进。而文化的先进性离不开开放
与坚守：开放可以让文化在更开阔
的视野中实现自我提升；坚守可以
让文化在更频繁的交流中保持自
我的特色。因此，在讨论电视节目
以哪种语言播音时，既要看到开放
的需要，又要对开放尺度做一个判
断。一种理想的结果是，公众的多
元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最原汁
原味的本地文化也得以传承。而
这个结果，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公
众的选择。

普通话播音引争议，广东著
名传媒人陈扬认为：广州TV将
出现天坑！被消失的方言后面
必定是被弱势化的文化。用什
么样的语言播报新闻？不只是
方不方便的问题，还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不小心触及到人们的某
种心理敏感区。否则，你很难想
象，这一条看起来并不算太过分
的建议，会引起如此反响。广东
的电视里“让普通话更流行一
些”，真的如洪水猛兽般可怕
吗？我看未必。

首先，广东数千万人口，或
许有近一半人不是讲广东话
的。广州一千多万人，其中至少
也有 2/5 的人是外来人。可以
预计，在亚运会期间，外来人口
或许还要多。从这一个客观数
字来看，临时增设一些普通话播
音的要求并不过分。

同一地域的人用同一语言
对话，的确可以传递出某种情
感与文化的认同。但在这样一
个无比开放与交流频繁的时

代，如果一种地方语言成为不
同地域间人们沟通的一种障碍
时，政府该怎么办？社会又该
怎么看？

解决这种冲突或有三种选
择。一是说粤语的广东人主动
开口说普通话或者是英语。这
并不难，如果说难，不是难在多
数人不懂普通话，而是难在他们
是否愿意转换心态。二是外地
人加倍学习粤语。当然，这对相
当大比例的外来人来说，也很困
难。第三种选择，就是提供多元
的语言交际环境，让说什么语
言？成为人们的一种自然选
择。既不必放大普通话的重要
性，也无需刻意强调粤语的地
位。让社会更开放，文化更融
合，让说某种语言不再成为纠结
的难题。

现在适度增加的普通话播
音，就是一种纠偏一种努力，表
明政府在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那就是用包容开放的心态，让语
言真正多元起来。

日前有媒体爆出，麦当劳
出售的麦乐鸡含有两种化学
成分：一种是含有玩具泥胶的

“聚二甲基硅氧烷”，另一种是
从石油中提取的“特丁基对苯
二酚”。

对此麦当劳中国公司回应
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
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
准。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郭子侠称，上述物质不属于食品
添加剂的日常检测项目。(相关
报道见今日本报18版)

麦当劳方面坚称，这两种
化学物质“含量完全符合标准，
对消费者无害”。企业从自身
利益出发，做出这样的解释，也
无可厚非。问题是，检测添加
剂安全性的是人体，而非标
准。何况“自证清白”的说服力
也有限。

从这个角度来看，卫生监督
部门应对此事的从容和淡定就
更让人费解了。北京市食品办
负责人表示，“具体使用中是否
会超量，有待相关部门进行调

查”，而该市卫生监督所则表示，
“如果事态有进一步发展，监督
部门会及时调查”。

对比之下，两个问题显而
易见：麦乐鸡在中国的食用群
体无疑非常可观，但为何监管
部门对其添加剂的含量等信息
近乎空白？其二，既然监管部
门都心中无底，何不第一时间
介入调查？

民调显示，有7成网友不相
信麦乐鸡中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无
害。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已经
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监管
部门仍表示两种添加剂“不属日
常检测项目”——就等于是一纸
免责声明。

这种“本本主义”管理思维，
也让人忧心。检测不可穷尽一切
有害物质，未知的食品安全危机
随时可能发生，作为监管部门显
然不应只是按图索骥，抱着一本
“检测标准”不放，而应对食品问
题采取“零容忍”态度，不放过一
切可疑之处，为公众筑起一道安
全防护墙。

尊重常识的言说
独唱亦能成团
□本报评论员 李晓亮

这是一本一出生就已风华正茂的
杂志，它在出世前就被讨论了整整一
年有余，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价
值象征。甚至你可能去买，但未必会
看——微博上都在说“今天（7月6日）
不买本《独唱团》就落伍了！”

这本杂志会不会大卖，文本如何，
是部“文艺片”还是“战争片”，这些或都
不是关注的重点。从事先张扬的舆论
关注来看，焦点早已超出杂志本身。

大众为何会对一本连刊号都没有
只能以书号代替的“杂志书”寄予厚
望？因为他们从这本杂志主编的日常
言行，从这位全球博客访问量最大的博
主的博文里看到了一种独有的力量。

一个高中肄业的学生，他的知识
体系自成一统，全靠自己冲锋陷阵、盲
打误撞的点滴“试错”汇聚而成，然后
他说出“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
辑，一种叫中国逻辑。”如此韩式妙语，
出乎直觉而立足经验，貌似愤激之论，
却与哲人高见不乏偶合之处。这话是
书上没有的，但人们看了，似乎又有种
心有戚戚的久违之感。

他被视为意见领袖，但他却认为这
有点像公共厕所的感觉。其实这个比
喻很恰当，公厕服务公众。假如将捍卫
常识直指人心，平等坦诚智慧的公共表
达喻为公厕，那公厕数量显然不能满足
民众需求。倒是那些垄断的所谓精英
话语，或者假大空式通报发言，如内饰
豪华配以黄金马桶的五星级厕所，越来
越多。可这些设施要么不对外开放，要
么价高而质劣，空耗社会信任。这又将
更多人挤向韩式公厕。

世人皆知“官话累人、官腔雷人、
套话烦人、假话坑人”。在信任日渐稀
缺的语境中，轻侮民智的“官样文件”
和公文表述，就成了失去现实粘合力
的语词碎片。说者不以为意，听者嗤
之以鼻。认认真真走过场的作秀氛围
都成了奢侈。所以，改造我们的说话，
刻不容缓。

而要想表达有感染力和亲和力，显
然应先弄清有效的表达以什么为内
核。有时我们的写作、说话等表达，出
发点也许是好的，正义感无懈可击，道
德力量无可怀疑，但就是在价值内核上
露出了破绽，于是前功尽弃。要不违背
人类的基本理性和崇高情感，表达的观
点就要与正义、自由、善良兼容，用常识
说话，让受众感受到平等和尊重。

权利张扬的时代，民智已开，独唱
亦能成团。对权利和尊严的敏感，与
日俱增。这时，不管是官方讲话发文，
还是公共媒介信息传播，其话语体系
都需以对公民人格、尊严、智慧的尊重
为前提，更人性更文明，更合乎法治诉
求，才能更得民心，更顺民意，更益于
社会和谐与进步。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24版)

“城市病”实为政绩病
□李先梓（山东教师）

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
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回首十
年，一波波造城潮风起云涌，圈地规划
不厌其宏大、地标建设不厌其豪华，一
番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后，有时却陷
入形象上不叫好、经济上不叫座的尴
尬——发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
病”？（7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

“城市病”的表现症状总是那么惊
人地一致：气吞山河的口号、匪夷所思
的规划、一掷亿金的投入、举步维艰的
结局。因此，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城市
病”还真具有了流行性传染病的特征，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免疫力
太差，而是因为有些管理者有着相同的
致病基因——浮躁的政绩冲动。

加“浮躁的”三个字，是因为官员
具有政绩冲动本无可非议。从某种意
义上说，官员的政绩冲动还是发展一
方经济的原动力。但这必须是在冷静
清醒的状态之下，经集思广益和深思
熟虑后，才付诸实践的。而不应该处
在一种浮躁、狂热的状态之中，不作深
入的探讨和周密的论证，草草拍脑袋
而做的决策。

如何防治“城市病”呢？很简单，
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
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
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
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有感于唐骏的非名校文凭
□毛建国（江苏职员）

从7月1日开始，方舟子连续在微
博上爆料称，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在加
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系伪造。昨日
上午，唐骏接受专访，正式回应“造假
门”事件。(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9版)

据唐骏介绍，他获得博士学位的
是美国私立大学Pacificwestern，唐骏
自我翻译成西太平洋大学。我不知西
太平洋大学是所什么样的大学，但它
至少不是如哈佛、耶鲁一样的名校。

唐骏的助手说，“唐骏不是靠学历
吃饭的人”。唐骏靠的是能力而非文
凭，这人们都知道，但大家还是对他的
文凭好奇。这说明一点，很多人把精
英人物标签化了。

在很多人眼里，身居跨国企业高
层的，一定是哈佛、麻省理工，或其他
名校的。尤其像唐骏这样有“打工皇
帝”之称的顶级职业经理人，似乎没有
一个显赫名校，配不上他身份，也担不
起公众的期望。公众潜意识里，有着
深深的名校崇拜。正是这一情结，让
唐骏文凭“造假门”愈演愈烈。澄清唐
骏文凭真相，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
名校热。

非名校文凭并不影响唐骏的成
功。其实，不仅精英与名校之间没有
必然关系，精英与文凭之间也没有必
然关系。这个社会，还是能力最重
要。唐骏文凭“造假门”，对于学子、家
长和用人单位来说，都有着一定启示
意义。

粤语改普通话，有必要吗？
□欧木华（湖北医生）

文化开放性需要多元共存
□李劭强（江苏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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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流行不是洪水猛兽
□吴帅（广东职员）

麦乐鸡事件背后的“本本主义”
□吴龙贵（安徽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