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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9_99_8D_

E4_BD_8E_E6_88_91_E5_c122_481900.htm 子曰：“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果不其然，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理事长、79岁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做客“岭南大讲

坛&#8226.公众论坛”时又开始从心所欲的发表演说。“大学

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

要涨”， “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

到10%-20%”，“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

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诸如此类。

在茅老整整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据某些好事的记者统计，在

场听众一共鼓掌31次，特别是在茅老讲到“走鬼”问题时，

观众因“非常赞同”茅老观点而鼓了18次掌声。由此引证出

茅老演讲内容之精彩、受听众欢迎之程度，也凸显出演讲者

一种真理在握、不容置疑的霸气。 诚然，作为一名学有建树

、在业内外享有声望的经济学者而言 ，对其演说抱之以热烈

的掌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受众对演讲内容的一种认同

，套用茅老的话说就是“非常赞同”。笔者素来没有涉足经

济研究，对某些个经济学家的深奥经济理论也无法深刻理会

，更不敢妄加评判。但从笔者外行看热闹来说，掌声归掌声

，赞同归赞同，其演说的内容是否一定就是颠扑不破、万古

不易的真理，恐怕未必，茅老的演讲，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逻辑矛盾与漏洞。 一是演讲受众的选择，茅老可能是无

能为力的。当然，基于茅老的人品文章与道德学问，要他古

稀之年在穷乡僻壤的贫困山区给广大百姓免费进行经济方面



的激情演讲肯定不存在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是，发出30多次

掌声的听众都是前来参加岭南大讲坛的受众。笔者不吝揣测

，能够西装革履、无果腹之饥、欣欣然而有喜色来参加该论

坛的，约摸都是些腰包里充实了而追求精神富足的人，所谓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们热烈的掌声是

否也代表了那些在田野、在车间、在工地为着子女学费日出

而做、日入而息的广大群众的心声，不得而知。说得更诛心

一点，抱之以热烈掌声的听众应该是那些对学费提高、电费

涨价具备充分经济承受能力的，因为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点

来讲，要一个对现有学费、电价尚无法承重的人来举手赞成

学费、电价的大幅提升，那就违背了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

，笔者只能这么不客气地想，茅老家的子孙辈（如果有的话

）应该是对学费、电价上涨不以为意的，否则深受承重之痛

的茅老先生也绝不会这么随随便便地一说就整整两个小时。 

二是穷人孩子的比例在高校只占到10%-20%。也许这个数据

是经过了茅老精心统计的，应该相当之准确。但茅老在统计

的时候可能又忽视了另外一点，那就是那些交不起学费而被

拒之于大学门外或者中途辍学、连参加高考的机会也没有的

穷人孩子的比例又会占有多少？这一点估计茅老无法统计或

不屑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统计了。但笔者知道，中国有九亿农

民，有八千万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这一铁的现

状来分析，这部分孩子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从茅

老的演讲逻辑来推断，在高校学费提高之后，大学里穷人孩

子的比例必定会更加微不足道，那时的茅老就可以凭藉此微

不足道的比例，掷地有声向世界宣称，中国的高校已经没有

了穷人的孩子，从而将为拉动新一轮的涨价提供更加坚实的



理论佐证。 三是茅老认为通过学费的提高而增加奖学金与助

学贷款的额度以补助穷人的孩子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根本

。当然，茅老是学富五车、具有高尚道德风范的大学者，他

如果做大学校长或教育总长之类的官员当然是我辈所乐见的

，也可想象其大刀阔斧、推进教育改革的壮举。但茅老毕竟

是学者，以其道德的个别性而推测一般，逻辑上不免存在大

问题。近些年频频发生的涉及教育、涉及高校的腐败窝案、

串案令人痛牙切齿、痛心疾首，几乎击碎了广大百姓对高校

教育改革的信心。几十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有

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以此言观照当今大学合并重组、圈地开发、高楼林立

的速度，笔者敢断言：在一些基本教育制度都得不到实施与

保障的情形下，如果告诉笔者要用提高的学费充作穷人孩子

的奖学金或助学款补助，而不是被挪作他用，打死了我也不

信。 最后，茅老对穷人与富人的划分，似乎也存在二分的逻

辑困境，就像非此即彼、非好即坏一样，茅老竟对当今多元

的社会怀有如此鲜明的阶级色彩，令人疑惑。而且，茅老也

没有给出穷人的定义与界定标准，估计也很难给出，如果有

一天，茅老天真的梦想确已成为现实，那么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就有人提出了的问题，中产阶级的孩子怎么办？

他们的孩子要不要奖学金？要不要助学款？看来，要像孔子

所说的，年过七十从心所欲的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论断而能

够做到不逾矩确实很难。 当然，笔者宁愿相信茅老先生的论

断是经过其对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认真考察、对中国国情的

精心研究而得出的论断，也宁愿相信茅老先生是一位胸怀公

平、公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笔者更愿意看到茅老先生天真



的梦想转化成一种现实的制度设计。但是，别急，对于笔者

来说，就一个月仅能维持基本温饱的工资现状下，还是先降

低或免掉我孩子那些已经无法承受的学费吧！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