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再做管家婆，管分配切蛋糕分指

标，事实证明行不通。

———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称目前出现的

问题还是要依靠市场逐步解决

我有车开，而且还有好车开，但我希望

限行。我敢这样建议，因为平时经常坐公交

车。领导干部更要带头乘公共交通出行，不

然怎么感受老百姓的出行，怎样改善城市公

共交通？

———广东省政协委员马娅认为领导干部

坐公交应成为常态，而不是只在空气严重污

染时才这样做

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

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 “鬼城”

现象、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又为什

么会不断发生？这些最初“创意”和最后的

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

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

理论与设计中心主任程泰宁

人们有钱，越想用钱权买到尊严，就恰

恰说明尊严不是用钱权能得来的。在面对自

尊、尊严问题时，每个人可以先不必批评别

人，从自己做起最重要，自己先做到不要见

高拜、见低踩。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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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红

我们需要怎样的家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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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小处方精神

春节期间，央视 《新春走基层·家风是

什么》系列报道，引发公众关注。有“富二代”

回答家风就是“不啃老不坑爹”；有香港影星

说家风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国比家大”；还

有小孩说家风就是“爸爸每周打我一次”；而

85后武静的回答就有些“调皮”了，她认为家

风就是“老公挣钱老婆花”。

家风、家训，在古时是每个家族“齐

家”的必备良品，它不仅发挥着规范家族中

人、传承道德理念的作用，甚至维持了法制

制度，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现在面对央视

抛出的“家风”问题，恐怕问懵了大多数的

人，各种千奇百怪、让人啼笑皆非的回答就

见证了现代人在“家风”传承上的断代。但

从另一方面讲，虽然大多数人的家风回答都

不系统规范，但在这些回答的背后我们依然

可以看到家风的影子，看到背后蕴含的对家

的热爱。

富二代的“不啃老”、四川大爷的“怕

老婆”、85后的“老公挣钱老婆花”、某市民

的走到路上把石头捡开……这些看似凌乱的

回答背后蕴含的正是深厚的家风，“不啃

老”是孝顺与奋斗，“怕老婆”是互敬与和

谐，而“老公挣钱老婆花”，看似无厘头，

背后却是老婆牺牲事业全力支持老公，老公

努力奋斗维持家庭兴盛。家庭中需要一定牺

牲，需要平衡的艺术，和睦相处，相信这就

是小两口的家风。而一个捡石头的动作方便

了后来人，体现关爱他人的奉献美德。

现代的人们或许没有像古人一样形诸文

字，但依然用话语、行动潜移默化地传递着

家的精神。央视的问题提醒了我们，家风家

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部分，应该也必

需得到传承。家风是什么？是家庭中的信

仰。人的一生应该有一个信仰，笔者认为信

仰不应只局限在满天神佛，家可谓是一个人

最天然、最根本的信仰，让家庭更幸福不是

每一个人生命中最真挚的愿望吗？家风则可

作为人生来最初也是最后的信念来源。

随着社会进步的加快，人口流动也随之

加快，家族被分散，家庭被瓦解，孩子在外

上学，父母在外工作，这些都让家庭的观念

和影响弱化了很多，而正是因为这样家风才

更应该被放在台面上来。让家风团结家庭的

每个成员，正如国歌一样，每次唱响都能让

我们找到力量与共鸣，正如校歌校训一样，

每次提起都让我们亲切感慨，家风也正是这

样的角色，在偌大的地球上，无论你在何

方，读起家训就是温暖与信念。同时，家风

传递道德理念、处世法则，即使稚儿在外，

也能依家训不受外界所祸。如果一个人从小

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在生活、处世上

则会有“法”可依，坚守内心。

《梁启超家书》、 《曾国藩家书》 与

《傅雷家书》 并称我国“三大家教典范文

本”，三人的子孙也个个成才。如今，当我

们言称给予孩子所有的爱时，有谁会拿出时

间和精力给孩子写上一本家训？爱不是吃喝

玩乐，而是指明道路，给孩子制定家风家训，

给予他们最初的信仰，道德的传承比金钱的

传递更为重要，更有力。在家训规范家庭的同

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道德得到了传承，

社会风气自然会得到改善。传承家风在现在

人人大喊世风日下的时候，正当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

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

笑了……”朴素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却随着

歌手王铮亮在央视春晚舞台几分钟的演绎，

一下子击中了亿万观众的内心。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出席索契冬奥会期间接受俄罗斯电视

台的专访时，也提到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这

首歌，更是让它一跃而成为 2014年开年的最

热门话题。

《时间都去哪儿了》 的一夜走红，像极

了前几年由歌手陈红同样在春晚舞台上唱红

的那首 《常回家看看》。两首歌的共同特点

是歌词朴素，旋律简单，但是它们最本质的

共同点，是唱出了亲情的温暖、人性的美

好，也唤起了我们对亲情最温暖的回忆。实

际上，放眼当今乐坛或娱乐圈，不管是两岸

三地歌星们各种各样的演唱会，还是五花八

门的综艺节目，最经常被演绎传唱的，都是

描写爱情，歌颂青春的歌曲，歌颂亲情的歌

曲少之又少，也很难一夜走红。

而《时间都去哪儿了》却独辟蹊径，凭借

对亲情的演绎与歌颂，不但成功征服了新晋春

晚导演冯小刚，让冯小刚先是把这首歌选为了

自己贺岁喜剧《私人定制》的主题曲，更是把它

搬上了春晚舞台。果然，这首歌和它的演唱者

都没有让大家失望，瞬间就击中了亿万电视观

众最柔软的内心，让无数人在春节这个万家团

圆的时刻，收获了久违的温暖和感动。

让我们回到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首歌

曲本身，歌曲演绎的是一种情怀，带着一种

淡淡的忧伤。但它最本质的精神内核和人文

价值，也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提醒我

们要珍惜陪伴自己父母的时间，珍惜家庭的

温暖、亲情的可贵。这首歌曲所体现出的现

实意义，实际上和很多当前的社会热门话题

有关。比如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

现象，比如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比

如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热传的“亲情计算器”，

或多或少都和这首歌曲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价

值有着某种联系，这也是它能够打动观众人

心，戳中听众泪点，一夜走红的原因所在。

是央视春晚的舞台成就了《时间都去哪

儿了》，同时也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为遭遇网

友激烈吐槽的央视春晚增添了一抹亲情的暖

色调。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来说，认真品

味这首歌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文内涵，所体

现出来的亲情之暖，无疑更有现实价值和意

义。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时间都去哪儿

了？为什么不知不觉，我们的父母就老了。

再过几天，中小学校就开学了，不少

同学还没有完成寒假作业呢。这几天，有

人在网上做起了代写作业生意，有的还特

别标明：没答案的不代写。抄一本寒假作

业，收100元。 图/文 沈海涛

代写寒假作业

郑州一名 2岁多的孩子晚上出红疹，

家长跑了多家药店都关了门，最后在一

家医院，一位女医生问明情况后，开了4

片扑尔敏，药价：4分钱！2月 7日，当

网友在微博上晒出这张处方后，迅速引

爆了网络。

因为稀有，所以珍贵。在看个感冒

动辄花上百元乃至几百元的背景下，类

似这样几毛钱、几分钱的小处方，每每

曝出都会成为舆论焦点。不过，除了赞

扬和叫好，也有人提出质疑，难道只有

开便宜药的医生，才是有良心的医生？

药价越便宜，医生的医德越高？

客观地说，每个人病情不同，处方

并不具有可比性。正如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兆平所言，“不

该开的药，一分钱也多，该开的药，100

元也不多”。而开出这张 4分钱处方的当

事医生也坦言，这是她开过的最便宜的

一个处方，“如此低价只是个例。”因

此，单纯热捧 4分钱处方没有意义，反

而容易对医生构成道德绑架，使其在给

患者看病时束手束脚，更多纠结于药价

而非药效。

时下，类似“4分钱处方”之所以引

发赞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医生的不信

任，以及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于

患者来说，担心医生为了回扣提成乱开

药、多开药，却又无从判断拿到的处方

是否科学合理。于是，处方金额就成了

最直观的标准。药价便宜，医生从中渔

利的可能性就小，反之就有过度医疗的

嫌疑。这样的逻辑推理固然有失武断，

但医生们除了为自己鸣不平外，更要思

考如何让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让医德清

晰可见。

本案中，4分钱属于个例，但其背后

的“小处方”精神应该得到复制。这种

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药只

选对的，不选贵的。对于小女孩的过敏，

当事医生没有选择价格更高的名贵抗过

敏药，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开了人们最

常用的扑尔敏，切实践行了其从医理念

“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二是化

整为零，开具“小纸包药”。时下，医

院为了多赚钱，喜欢成盒成瓶地开药，

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还造成极

大浪费，往往药没吃完病就好了，剩下

的药白白放到过期。相比之下，“小纸

包药”更科学合理，根据患者病情开具

适合剂量的药物，病好了，药也吃完了。

复制小处方精神，除了靠医生的医

德外，更有赖于制度的保障。一方面，

医院应加强信息公开，公布常见疾病的

指导用药和参考费用，哪些药物、价格

多少一目了然，让患者做到心中有数，

有个比较。同时，对医生处方严格审核，

凡缺乏充分理由开具名贵药物者给予处

罚，取消处方权。此外，完善药房管理

服务，设计统一规范的分装袋，标注药

物名称、服用剂量、有效期等相关信息，

消除医生对开具“小纸包药”安全性的

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