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 53 岁的刘汉清，37 年前曾作为
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第一个考取重点大
学的人，享受过村民们敲锣打鼓送行的
荣耀。但如今他只是村里的一位低保
户。高考前后，刘汉清成为很多媒体关
注的对象，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
鄙视者亦有之。

按刘汉清的说法，他从“天之骄
子”变成“肄业生”，是因为在哈尔滨工
业大学读书期间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
数学研究上——他偶然读到关于陈景润
的报告文学，随后对数学研究的热爱达
到废寝忘食的地步。1985 年,刘汉清因多
门课程不及格而退学。过去32年,刘汉清
再也没有走出农村，目前仅靠每月400元
低保度日。

1980年的大学生，远比现在的大学生
稀缺、金贵，在当时被视为“天之骄子”。
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如今普遍都
过得很成功。正因如此，看到刘汉青如此
潦倒的近况，很多人为他感到惋惜。

什么叫成功？按照当下最流行的世

俗观点，成功至少该有钱有房有地位。
但刘汉清执着地认为，“把数学研究这个
事业做成了，也能称为成功。”

数学家陈景润什么时候才脱颖而
出？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因口齿不清，
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
来，他被“停职回乡养病”，调回厦门大
学任资料员。那时候，他能说是成功的
吗？蜗居6平方米的小屋，陈景润借一盏
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
笔，耗去了6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
巴赫猜想中的“1+2”，他创造了距摘取
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
之遥的辉煌。这时候，在世俗的眼光
中，陈景润成功了。

很多人都习惯于都以成败论英雄，活
在当下的人，常常只关注当下的成功与
否。但此时成功，将来未必成功；现在低
迷，将来未必不成功。比如，孩子小的时
候,如果成绩优秀，显然是成功的，而其父
母，也因孩子的成功而沾上成功的喜气。
孩子如果考上名牌大学，显然也是成功

的。但是，考上名牌大学，此生就一定是
成功的吗？显然又不是。

除了当下热议的刘汉清，此前还有人
民大学的一位毕业生，毕业后没找到合适
工作，最终流落赣北山区，沦为赤贫农
妇；还有曾“落魄”街头卖猪肉的北大学
子陆步轩。他们一度成为“即使考上大学,
也未必能成功”的“反面典型”，狠狠地
刺激着社会的眼球。但是，这些都不足以
评价刘汉清当前的“没落”。陆步轩卖猪
肉虽不符合大多数民众的“理想期望”，
但人家凭着诚信，后来生意越做越火，现
在又到南方二度创业，是升级版的“卖猪
肉”，也难说就是失败。而刘汉清，则依
然拥有执着的梦想。

就如当初的陈景润一样，如果被
“停职回乡养病”后就“一病不起”，绝
对不会有后来的成功。当然，刘汉清未
必能像陈景润一样，但如果连梦想都没
有了，那他只会收获失败。

这个社会，能给“梦想”留多大的
生存空间？对刘汉清而言，低保，是支

持他做梦的最低保障，他说，“够吃喝，
我不太在乎物质上的东西”；当地政府表
示，将对刘汉清给予生活上的援助，又
能进一步改善他的生活；村民们正商量
着给他买手机，这里除了同情，还有对
刘汉清的一点宽容和理解。

刘汉清还在继续做他的数学研究
梦。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梦
想，万一实现了呢？

因此，就刘汉清当下的处境，我们
还不能定义他就是失败的。如果有一
天，他的研究有新突破，我们又该如何
评价他的当下以及当下我们对他的评价
呢？就连他自己也说，“对于事业，我还
在追求中，没有盖棺定论。”刘汉清表
示，他追求的是心灵自由，忠于自己内
心的想法。当下，有多少人能达到这种
高度？在物质化的世界中，我们在议论
刘汉清的时候，是不是该沉下心来，反
思一下自己，又曾有过哪些想做却没有
坚持下来的梦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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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数学研究”成低保户，该褒还是贬？

2015 年末我有幸到台湾大学访问 3 个月，到台北一周后就赶上
新年了。2016新年夜前夕台北捷运 （相当于北京的地铁） 宣布将连
续 42 小时不间断运营。在看完传统经典的台北地标——101 大楼迎
新年的精彩烟火表演后，大批民众开始涌向捷运站，很快进站的队
伍就排到了站口的大街上。

站内通道各处更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从电视上看与北京
地铁站内上下班高峰期人潮汹涌的情景毫无二致，但在队伍中每隔
一段距离就有捷运工作人员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在该处大概需要
等多少分钟可以坐上车。更让我惊奇的是，乘客在站内等待的过程
中，还有捷运专门请来的演员站在高处表演相声、小品、脱口秀等
节目，从电视报道画面中可以看见等待上车的拥挤人群中不少民众
被逗乐了。

这应该属于典型的台湾“小确幸”的场景，却使我感动的几乎
要掉眼泪，按理说北京的地铁市场化程度也不低了，为什么就做不
到这类如此简单的让乘客等车时能感觉到点儿温暖的善举呢。

在捷运站换车，不同路线直接到对面站台换车，而不是像北京
地铁，对面只是逆向行驶的列车，所有乘客换车都要走很长一段
路。细想一下，捷运换车的设计安排十分替坐车、赶车的顾客着
想，因为乘客换车极少是去坐逆向的车。相比之下，在北京的地铁
换车，一趟车几百人要走少则5分钟，多则10来分钟，这种设计理
念只会让人感觉是为了管理者自己的方便，而压根儿没有替广大地
铁乘客换车方便着想的意识。

捷运站内每个上车门口地面上通常都有两条排队的线路，并用
显眼的白线标明，有的长达几十米，即使人多队伍长大家也会按照
上车线路井然有序地排队候车，基本看不到任何混乱的拥挤场景。
北京的地铁上车口的排队标识线路只有一、两米，上车的人稍微多
点儿就经常在车门口站成一堆，即使后面的乘客想排队也不知如何
排，说到底还是车站的管理服务不够细致和到位。

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在捷运“大直”站下车后，我向
车站工作人员打听，应该从哪个出口出去，以及乘坐哪路公共汽
车，工作人员马上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中、英文详细标明了去
故宫博物院的出口和相应公交车站的具体路线以及乘坐哪几路公共
汽车等信息，可见对这类高频率的乘客问题早已妥善准备、应对自
如了，让人深深体会到捷运服务的贴心与高效。

台北捷运人性化的服务，也带来高素质的乘客和优良的乘车秩
序。捷运每节车厢里都有“博爱座”（对应于北京地铁的“老弱病
残孕”座），即使车厢里乘客摩肩接踵、十分拥挤的时候，“博爱
座”也常常是空着的，从来没有见到有年轻人或中年人坐在上面。
北京地铁车厢里的“老弱病残孕”座位，乘客常常年龄不分青壮、
性别无论男女，皆气定神闲、旁若无人地坐在上面，而不管车厢里
是否有真正需要坐的乘客。不是说北京地铁里没有人让座，但“老
弱病残孕”座位上经常端坐着的青春少年与台北捷运基本空着的

“博爱座”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高下立判，实在让人不免
感慨。（上） 《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0 期 文/朱效民

福建省军区某旅一名干部在训练结束后，
通过朋友圈“晒步”来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
当单位教导员点进这个分享图片后，不禁倒吸
一口凉气，不仅该干部的运动轨迹、速度、运
动时长记录详细，同时，营区的位置、地名、
地标等也全部暴露无遗，极易带来安全隐患。

其实，除了运动软件，时下很多智能穿戴
设备，也很受年轻人喜爱，一些官兵也喜欢利
用这些设备进行记录和分享。殊不知，这一晒
就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暴露于互联网。如果将这
些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官兵的真实身份、作息
习惯、身体素质都不再是秘密。

2004 年，从部队转业的詹某在互联网上发
表自己的言论时，公开了其政府工作人员和退
伍军人的身份。而在网络的另一边，他已被境
外间谍情报组织给盯上了。最终，詹某被成功
策反，走上了一条窃密、卖密的不归路，后被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逮捕。

保护系数较低的情况下，收集一个人的上
网情况、网购情况、平时常浏览的内容等信息
并不困难。一旦有敌特分子对你感兴趣，便会
有针对性地切入你的圈子，并依据你的特点和
弱点，为你量身打造一些陷阱，再伺机进行拉
拢、策反、攻击、窃密等活动。因此，个体信
息泄露，哪怕是一些普通信息，所造成的危害
也不容小觑。

中国军网 2017.6.19 文/李佳君

6 月 18 日早上，在海南海口椰海大道昌茂城
邦小区门口，业主唐女士在散步时发现，在小区
6 栋一楼一处铺面内，有一辆挖机正在里面施
工。她走近一看，惊得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
幕：这挖机居然把在一楼铺面里面挖了一个约 5
米的大坑，还把大楼的一大根承重柱给拆了。

“确实比较严重，我们都没想到这铺面装
修，居然把承重柱都给拆了。”在现场，龙华城
管城南特勤中队一负责人表示非常意外。接到
报告后，该辖区龙华城管执法人员便赶到现场。

经过现场初步调查，相关当事人涉嫌在装
修过程中，存在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
结构的非法行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根据
现场调查情况，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制止擅自开
挖的行为，并将挖掘机暂扣。同时，通知安
监、住建等多部门介入调查。下一步，城管部
门将根据有关规定，对此事进行立案，严格查
处。图为地面出现坑洞。18 日下午，已有住
建、城管、昌茂城邦小区开发商、设计单位、
物业等多个相关部门赶到现场，集中协调解决
此私挖改建问题。 《南国都市报》2017.6.19

感 受 台 北 公 交

（右图）台北捷运站里
乘客候车路线十分清晰醒
目，有的长达几十米。

（左图）作者在台北捷
运问去台北故宫的方向时，
工作人员随手递来的一张
小纸条。

一些陷阱被量身打造

信息泄露途径多多

挖掘机开进楼挖5米大坑

惊动多个政府部门

据美联社 6 月 18 日报道，印度特别是农村
地区女性受歧视现象严重，但借助一些非盈利
组织等机构的协助，这个问题在部分农村地区
正在得到缓解。在印度贾坎德邦一个小村庄，
一些女孩正通过踢足球来反抗性别歧视。

凌晨 5 点，贾坎德邦的一个村庄有一群姑
娘就前去进行足球训练，她们最小的才从刚学
会走路，最大的不到 20 岁。年纪小一点的姑娘
们想要训练自己控球能力，稍微大点则作为教
练教她们，以此来赚学费。对所有的这些女孩
来说，印度农村性别歧视观念根深蒂固，踢足
球是她们战胜歧视的一次机会。

13 岁的库马力在结束训练后回家的路上
说：“我喜欢踢足球，因为这里只有女孩，男
孩少，老师给我说如果我有问题的话让我跟别
人一起解决。”库马力所说的印度性别歧视在
她们这样的农村地区尤为常见。据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统计，印度有 1200 万青春期女性——约
占总数的五分之一——从 15 岁开始就遭到身体
暴力；有 260 万 15 岁至 19 岁的女性遭到强迫性
行为。

环球网 2017.6.19 编译/王沛

找到反抗歧视新武器

印农村女孩爱踢足球

德国牧羊犬加韦尔本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警队的一只预备警犬，但是由于它性格太过温
和友善，酷爱躺倒卖萌打滚，警察认为它无法
去前线帮忙抓坏蛋，只得为它找了一份新工作。

2016 年 4 月，刚出生 6 周的加韦尔开始接
受警犬预备训练，但在训练过程中，它表现得
十分温和友好，毫无威慑力，实在无法胜任警
犬一职。不过幸运的是，它得到了一份能够发
挥自己所长的新工作，即担任昆士兰州州督保
罗?德泽西的迎宾犬。

现在，加韦尔的日常工作就是迎接州督的
访客，跟着他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上班期间，
它还穿着市政厅为其特制的、印有自己名字的
工作服，看起来威严又不失可爱。

《镜报》编译/高睿

因爱卖萌遭警方“解雇”

澳警犬改行做迎宾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