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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优待”洋女婿的思想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凭什么来自英国的洋
女婿就可以获准居家隔
离，中国女婿为什么没
有此“优待”？
       凭什么外国人跑来
中国避难，我们非得像
接待大爷一样的伺候着，
要面包给面包，要牛奶
给牛奶？
       凭什么外国人在中
国丢了自行车，派出所
就能分分钟破案找回，
中国人自己被偷了东西
却迟迟没结果？
       凭什么中国人自己
的孩子都上不起学，有
关部门却很大方地拿出
巨额奖学金白白送给外
国留学生？
       凭什么可以允许境
外人员“飞”进来，却
把返回来复产复工的建
设者们拒之门外？
       近日，上海一居委会
在安置来自境外的隔离
人员时“优待”英国女
婿，还被当地媒体当作
正面典型宣扬，立即引
爆民众愤怒的情绪，让
人不禁想起一个我实在
不太想说的词：“跪舔”。
有不少中国民众在一连
串的质问之后，奋力振
臂呐喊：“你们这些人
的民族自尊哪里去了？
这种跪舔洋人的奴性什
么时候能改？”
       以“敢言”著称的知
名媒体人胡锡进也站出
来发声：我给上海居委
会“优待”英国女婿的
故事打零分！
       “如果一名普通中国
人拒绝集中隔离，可以

这样变通吗？如果可以，
就应广而告之，只要有
独立住房，就可以不去
集中隔离点在家隔离，
此法适用于中外所有人
士。
       如果这种变通不可
以，那么对不起，那名
英国女婿就不该有此特
殊待遇。”胡锡进表示，
抗疫当前，一视同仁是
必须绝对遵守的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够堵住可
能的漏洞，确保对入境
者隔离 14 天的质量。
       许多网友也认为，如
果换作是一名普通的中
国人如此不配合，恐怕
居委会早就报告给有关
部门，公安机关也很快
就会赶来连拉带拽，把
这位不愿意配合的同胞
强制拖上警车，拉到集
中隔离点，哪里还容得
你跟他们讨价还价？
       面对外国人的无理
取闹、非分要求，我们
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是想
尽一切办法，能满足就
满足，能解决就解决。
可是我们自己老百姓提
出的诉求，你们做到了
吗？做得怎么样？你们
是不是要拍拍胸脯扪心
自问一下！
       我们为了有些人自
我标榜的伟大的“国际
主义精神”，能够友好
地对“外来的和尚”网
开一面，可是你们从新
闻里看到，东亚人在西
方遭到攻击和种族歧视
的画面，亚裔被推下铁
轨，在街头遭殴打，包

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外
国人，依旧像 200 年前
那样把东方当成瘟疫源
头，当成灾祸根源的时
候，你们的心里作何感
想？
       大家都知道，经过全
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不懈
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已
进入了关键时刻，防控
形势也由内控转向了外
防。当前新增确诊病例
基本上都是境外输入性
病例，所以外防的形势
依然严峻，压力巨大。
而要做好外防输入，就
必须一视同仁，绝不允
许有特殊情况发生。
       有一个无法改变的
常识就是，在中国的法
律法规面前，没有任何
国籍、人种、身份、地
位、财富等等的区别，
也没有任何理由和藉口
可言！“咱们可以有礼
节，但不能让他们有超
国民待遇！”这应该是
我国绝大多数民众一致
的态度。
       正如胡锡进所言：
“希望各地基层政府和
居委会的骨头都硬一些，
别一见到黄头发蓝眼睛
的老外就打怵，坏了防
控的质量，也伤了中国
老百姓的心。”
      其实，胡锡进的话道
出了不少中国人的心思。
不知道从何年何月开始，
那种“外国的月亮比中
国圆”的崇洋媚外的心
态，就一直存在至今。
在这些人心中，仿佛外
国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就连外国的空气都带有
甜味。大街上随便看到
一个外国人好像都是大
富豪似的，都高人一等，
都要高看他一眼。
       还有一些部门，但凡
是与外国人有关的事，
哪怕是丢了一辆自行车，
都比我们自己老百姓家
丢了一个孩子还重要，
都必须要“升格”处理，
生怕处理不好就会挨上
级领导批。还习惯性地
美其名曰是为国家利益
着想，拿外交关系、国
际友谊和中国形象做“挡
箭牌”。
       当然了，尊重和善待
外国人，在不违反原则，
不与制度相冲突的前提
下，适当给予他们生活
上一些照顾，也无可厚
非。但是在原则问题上
区别对待，搞双重标准，
尤其是给他们“超国民
待遇”这种心理是要不
得的，这种做法也是不
可取的。在民众中和国
际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和后果也是无法估量的。
      话说回来，中华民族
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
国的经济跟发达国家比，
虽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
阶段，但是中国人民不
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
低等。何况我们已经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比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实力都强太多太多。
因此，我们任何人都不
能有自卑心理，相反更
要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
水平快速发展，综合国
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
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都开始来中国谋
生发展，甚至还有相当
一部分外国人在中国成
家置业，有的还加入了
中国国籍。但有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为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进步作出巨
大贡献的，主要还是我
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老
百姓就纳了闷了：“种
田的大爷都知道肥水不
流外人田，我们有些人
民公仆为什么胳膊肘子
总是往外拐呢？”
       其实，不管贡献大
小，也不管这些外国友
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
踏进中国的国土，就要
遵守中国的法律，就要
服从中国的管理。我们
奉劝那些自恃来自国外
的朋友，不要以为自己
的血统不同，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财富不同，
甚至信仰不同，价值观
不同等等，就可以在华
夏大地上恣意妄为。
       同时也希望我们有
关部门能够永远保有民
族自尊，不卑不亢，一
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外
国人，每一件涉外事。
同时，取消一切特殊“优
待”外国人的不公平的
待遇，将“超国民待遇”
这几个字永远抛弃在历
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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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使方方日记徒有“文献价值”
       湖北解封了，武汉也
将在不远的 4 月 8 日开
城，而方方日记的终篇，
在这个春夜，在数不清
的人的等待中，如约而
至。
       武汉要开城了，日记
画句号了。这样的消息，
让两个月来居高不下的
民间公共体温骤降，相
信很多人都一脸轻松。
       追也好，怼也罢，方
方“武汉日记”的使命
已经完成。想想这都是
一个奇迹，一个中文话
语世界难以复制的交互
传播经典案例。
       有那么多凌晨一两
点还不睡觉等着看日记
的人，也有给“方方阿姨”
写信的各种年龄的“高
中生”，更有数不清的
圈友因为看法不同而势
若水火。
       一份日记，成了测量
民间公共体温的试纸。
你发热吗？你怎么还不
发热？你今天看方方

了吗？你今天骂方方了
吗？
       疫情之下的封城，让
很多人焦虑，也催生了
很多欺瞒、恐惧、愤怒、
亢奋，当然，还是会有
冷静的思考。
       舆论场上冷一阵儿
烫一阵儿的话语温度，
既表征了芸芸众生普遍
的思想体温，也传递给
我们些许哪怕微茫的希
望。
       方方日记，就因其难
得的冷静、沉稳、绵密，
在记录城市日常、追问
共同悬疑、勾勒时代面
影的同时，也在一点点
补缀残缺的公共记忆，
激发被同化的思考能力，
降低一度高热的民间体
温。
       没有规划、没有愿
景，甚至没有必要的文
本打磨，“想到哪写到
哪”“经常不小心有错
漏字”……这样絮絮叨
叨的文字，更接近自言

自语，“纯粹的个人记
忆”。然而，这份随意、
散漫，多有批评的日记，
恰恰引发了人们的共情。
       不管是批评方方的
人，还是追捧方方的人，
其实都应该意识到，方
方日记的存在，让思考
成为可能，让讨论形成
价值，让公共舆论多了
一些素材和符号。
       很多人指责方方的
批判性，如同那位“高
中生”所质问的，“在
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
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
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
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
停地揭露和追问呢？”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
抽离具体的环境。正如
方方写到的，如果连发
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
几句牢骚和反思都不准，
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事实上，“揭露和追问”
等批评性本身，就是在
“提振民族精气神”，

就是一种强大的正能量。
       也有人指责方方的
琐碎。困坐愁城，方方
记录生活中诸多毛茸茸
的细节，这既是特殊时
期的认识标签，也是一
种容易引发共振的集体
记忆。
       还有，这场疫情带给
小众老作家方方的最大
触动，一定是与阅读者
高强度的交流。
       这或许也意味着，方
方日记，其实是方方与
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
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看，
方方日记实现价值的过
程，就在与各种人的互
动之中。也互动中，日
记完成了从个体叙述向
公共表达的进阶。
       是不是一定能够形
成共识，很多时候并不
重要。
       重要的是，在呼吸困
难的日子里，至少有一
道门缝，让我们能够保
持思考的能力；在普遍

性体温高热的环境中，
至少有一剂清醒帖，让
我们冷静下来，遥吟俯
畅，低回辗转，体察众生，
观照世界；在公共话语
的缝隙中，至少有一些
民间记录，让大历史大
事件大灾难的叙事更丰
盈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
次疫情的各种日记，方
方日记、六六日记、老
俞（俞敏洪）疫情日记等，
都做到了这一点。
       个体的记录，裹挟着
民众的参与、补充、丰富，
乃至再创作，成为一个
时代大事件的公共记忆。
就像那位采访切尔诺贝
利事件的阿列克谢耶维
奇那样，记录即表达，
叙述即评价，这些来自
疫区的字符，当然跳动
着灼热的价值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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