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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健 摄影

很会办的“怎么办！”专场
□ 谢 勇

法律条文时常以宏大叙事和宏观
制度来彰显规则之威，但细细观之，其
诸多蕴含着正义之魂、人性之美、道德
之善的法治细节，体现着法治之暖。
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法
治的细节》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
最新出版的一部法学随笔集，他从微
小却又打动人心的细节出发，通过对
张扣扣、N号房、张玉环案等热点案件
剖析，对辛普森案、电车难题、性同意
制度等法理分析等，以幽默风趣、深入
犀利的叙述风格，解读微观事件背后
的宏大与宏观，使有专业门槛的刑法
学知识，不再神秘高深，即便“法律圈”
外的普通人都能收获颇丰。

对于法律人而言，舆论高度关注
的热点案件，正是提升法治意识、法治

文明的良机。当然，作为一名刑法学
教授，罗翔可以从人类法治理想追求
和实现等大道理入手，但他深知细节
的力量，在对热点案件的解读中，不断
在法理和现实中找寻平衡点，洞见法
治的细节，而这一找寻的过程，本身就
体现出了法治中的细节。“法律之内，
应有天理人情在”，罗翔在解读“张扣
扣故意杀人案”中出现的法律判断与
道德判断的冲突时，他说“当一个人是
否应该接受法律惩罚的时候，不能仅
仅根据道德来定性，而要根据法律规
定来决定。但是，法律又不能与道德
严重抵触”，并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对
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如果韩国的N
号房事件发生在中国，除了组织者有
罪，围观者会不会构成犯罪？罗翔根

据我国刑法理论规定告诉大家，围观
者构成共同犯罪，但执法部门应当避
免淫秽物品打击对隐私权的过度侵
扰。辛普森案、张玉环案引发他对程
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思考，他承认法
律是有缺陷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
的，只能通过既定的程序去追求有限
的正义，如果无视程序规则追求实体
正义，“那么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
正义,但潘多拉的魔盒却也由此打开
了，使得每一个无辜公民都有可能成
为刑罚惩罚的对象”。可以看到，在他
的文章中，除了“硬核”的普法以外，更
有着严肃的、混杂着哲学和人性思考
的法治理念。

罗翔被网友形容为“讲刑法最好
的哲学老师”。与其他通常停留在刑

法本身的老师不同，他擅长引申到哲
学的层面，串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
学家的理念，剖析自己的人生经历，引
发形而上的思考。书的后两章主要收
集他的阅读和思考、求学经历，以及爆
红后的心路历程，袒露其心境的变化
与成熟。他希望每一个法学学子不要
陷入法律技术主义，不要带着法律人
的傲慢，否则“法律学多了，人就慢慢
丧失人性了”。他从自己大学时帮助
求助者、第一次感受到法律可以影响
到他人一生等经历，意识到应该让知
识从书本走向现实，让法律不再停留
于抽象的逻辑，而是成为每一个人鲜
活的故事。而他时常反思自己不够勇
敢、自恋和偏见的态度，以及言谈中藏
不住的法治信仰和人性温暖，让无数

对法律知识不太了解的人看到法治的
光芒。

“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
在细节的雕琢”。一则法条的完善，一
种理念的进步，一份对公平和正义的
渴望，这些小小的“细节”在持续推动
法治不断进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法治世界的渺小“细节”，我们散发
着一缕缕微光，播撒着一粒粒种子。
我相信，聚沙成塔，微光齐明，终会点
亮法治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上周，笑果文化的《怎么办！脱
口秀专场》，历时3个月时间，10期节
目，告一段落。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影
响，场地也是中途从上海转到了青
岛。但整场节目看下来，这个“怎么
办！”专场，明显很会办！

这档《怎么办！脱口秀专场》，显
然是《吐槽大会》的替代品。后者因
为审美疲劳，加上洗白嫌疑，评价是
逐步下滑的。记得在一档综艺节目
里面，马东曾经这样说过，李诞总是
把自己参加过的综艺里，一些特色的
环节，带到自己的节目中去。这一点

《吐槽大会》第五季里体现得很明显，
一改以往的风格，变成一场综艺乱
炖。在这档节目里，李诞又将真人秀
和脱口秀结合起来。

在节目形式上，“怎么办！”每一
期都是选择一个行业为主题，虽然还
是周播，但是分为上、下、加更。同一
主题一周里两期正片，两期加更，能
够更好地吸引关注和满足观众。

一个主题里，首先是筹备阶段的
真人秀，让脱口秀演员分别体验不同
行业的生活。警察专场就去执勤，体
育专场就去运动，服务业专场就去干
活，毕业专场就去求职。通过真人
秀，更好地展现给观众，脱口秀演员
的工作生活场景。同时，也是帮助脱
口秀演员积累素材。

通过真人秀，脱口秀演员也有了
不一样的体验和不一样的感悟。体
验时虽然辛苦，但是认认真真，筹备
中快快乐乐，也总能碰撞火花。他们
在舞台之外，也展现了幽默和创意。
给观众一种感觉，这是一群快乐的
人，也是一群认真做事的人。

其次是正式的舞台演出，“怎么
办！”专场选择了豪华的舞台、精致的
舞美以及穿插其中紧扣主题的脱口
秀。再就是加更，让观众了解当期专
场的评分以及脱口秀演员们的总结

和回顾。这样的组合形式，明显比以
前的《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的单
场展现，丰富了许多。

在演员选择上，8 名笑果文化演
员，既有老牌的总编剧、脱口秀大王，
也有后来的人气者、新面孔。这其
中，还是不得不说“超级三亚人”王建
国，尽管上次脱口秀大会里，他和张
博洋的组合不但没有闪现亮点，还出
现了“1+1小于1”的效果。这次他在
主题申报以及搭档庞博的漫才表演，
都还是显出了深厚的功底。

而且在真人秀的过程中，他除了
在体育专场，因为腰不好，没有积极
参与外。在其他方面，认真为大家准
备饭菜、认真体验生活、认真参与策
划、准备稿件。尤其是影视专场里的

《小程故事》，更是惊艳全场。以前很
多人认为，王建国的成功只是因为和
李诞关系好。但通过这档节目，也不
难让人发现他的态度和才华。而且，
事后的观众评分也很好地证明了这
一点。只要是王建国参与演出的专
场，观众评分都是高的。

其他的演员里，程璐自然是体现
了总编剧的水准，庞博也一贯是颜值
和正能量担当。何广智和徐志胜两
位喜剧门神，组合效果也很好。杨笠
的表现一改之前强势女权风，开始了
装傻充愣，应该对她的形象转变有所
帮助。相比而言，杨蒙恩的表现只是
一般，而呼兰显得不够亮眼，就像节
目最后同事对他的评价一样，他更多
的时候只是跟随大家。

在嘉宾邀请上，“怎么办！”专场
选择了与主题相关的嘉宾人选。第
一场警察专场就邀请了成龙，显得很
高大上，其他邀请的娱乐明星也都很
贴近主题。邀请抗疫医生、奥运冠军
等嘉宾，则是为了提升正能量和消除
以往的负面影响。民政局工作人员、
快递小哥、居民团长等普通人的参

与，也让节目更加接地气。
不过，这次专场的嘉宾和之前的

《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相比，没有
出现像撒贝宁、罗翔、闫鹤翔等超出
大众预期的嘉宾。成龙、鲁豫讲的也
都是中规中矩，就连一贯搞笑的宋小
宝，也没有什么抢眼表现，甚至有些

“收着”。
在节目效果上，因为穿插了真人

秀的环节，脱口秀演员要讲述自身的
经历和感受，内容上并不犀利。也就
是最后一场“别憋着”专场，杨蒙恩吐
槽了一下内娱。最后也让李诞说出
了“怎么办！”的终点是《吐槽大会》，
也就印证了这档节目的出现是为了
替代后者。

从整个专场来看，李诞依然对漫
才有执念。十期专场里，有六场漫
才。其实，这一次王建国的漫才好了
很多，杨笠漫才里的装傻充愣也很成
功。甚至最后李诞亲自上场，时隔多
年，再次搭档王建国，加上“肉食动
物”演起了四人漫才。

个人认为，其实，展现好的脱口
秀，没必要对漫才如是执着。而且收
官的四人漫才，从效果上来看，并不
如他们之前的表现出彩。

此外，“怎么办！”专场的开场或
十分炫酷、或淡淡幽默、或穿插搞
笑。成家班的武术打斗、笑果团队的
诗朗诵、健美操以及收官的舞狮，都
各有特色。

专场的颁奖仪式，依然延续了此
前节目风格，成为最搞笑的部分。最
佳女演员候选人的放弃、当选者的发
言，最佳男演员的花落投资人，以及
最佳导演的感言，再次充满了笑果的
不着调风格。

专场的演员评分，王建国拿到了
第一，获得了举办个人专场的资格。
虽然实至名归，但对不热心活动、没
事就喜欢待着的他来说，也许只是喜
忧参半。

综上所述，这个“怎么办！”真的
很会办！

接下来，将有与“怎么办！”专场
无缝衔接的《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期
待王建国夺冠，也期待下一季的《怎
么办！脱口秀专场》。

女儿临睡前，告诉我餐票不见
了，我把她的书包翻了个底朝天，又
把她的衣服口袋翻了个遍，还是没有
找到，有些郁闷也有些气恼。

学校的餐票是一个月发一次，丢
失不再补发。我之前提醒过她多次，
要她好好保管，放在文具盒里或钱包
里，这样找起来也方便些，也建议她
放一部分在家里，一个星期拿一次，
这样丢了也只是丢几天的，不会太麻
烦。她却一意孤行，用一个装一寸照
片的小塑料袋子装着，一股脑儿地随
身带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掉
在哪里了。

这个月才刚刚开始，餐票就丢
了，损失有点大，她却一点儿都不着
急。早上起床，她对我说：“妈，你去
财务室帮我补票吧，我有个同学上次
2 号就不见了，她妈妈补了一个月
的。”听她的语气，根本没意识到是因
为自己的疏忽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这种事情只要小心一点儿，完全可以
避免。想起她以前，很少犯过这样的
错误，我心想着，大人都有丢三落四
的坏毛病，小孩当然在所难免，可以
原谅，那就去帮她补吧。

后来一想，如果我这次给她轻易
地补了票，她肯定不会长记性，对于
我的建议也不会放在心上。我得想
个办法，让她吸取教训。我想起女儿
攒了好几百块零花钱，灵机一动。这
次的行为可以让她自己买一部分单，
一是让她长点记性，二是让她有金钱
的观念。

等她放学回了家，我便对她说：

“宝贝，餐票的事我提醒你多次了，但
你就是听不进我的建议，现在不见
了，又要重新买，我很不乐意。我算
了下，买餐票要160块钱，你我各出80
块钱，怎么样？”

“怎么要拿我的钱呀，我好不容
易才攒了点钱，自己都舍不得用。”她
一肚子不愿意。

她的这种反应早在我的意料之
中，我耐心地对她说：“如果你不弄
丢，我也不用出 80块钱，80块钱我可
以买好多东西呢。可买 2箱纯牛奶，
可买 12斤青桔，可买 6斤炒核桃，可
买 5箱岩烧土司，还可以买几罐夹心
海苔……”我列举的都是女儿爱吃的
食物，她听了我的话，低下了头，我
想，她一定不会想到80块钱可以买这
么多好吃的。

“我其实跟你一样，也不想出。”
我轻描淡写地补充，“要不，你回家吃
吧。中午来回跑一趟，饭也吃了，还
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可能一想到
中午还要来回奔波，一想到毕竟是自
己弄丢的，她想了想同意了，从钱包
里拿出80块钱，递给我：“我还是在学
校吃吧，学校的伙食不错。”

80块钱，应该是她用了两个月的
时间才攒下来的，看得出来，女儿拿
这钱出来很是心疼。第二天，我把餐
票交给她，我看见她把餐票分成三
份，把两份交给了我，另外一份，她小
心翼翼地放在了她的钱包里。

我偷偷直乐。我想，让孩子在自
己的能力范围内为自己的失误买单，
对她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读书如阅世,多读书可以变得更
聪明更成熟,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
可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著
名作家杨绛先生把读书的境界说得
恰如其分,成为经典。著名作家曹文
轩说:“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一
千本好书,就是一千轮太阳。灿烂千
阳,会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也会让这
个世界所有的秘密在我们面前一览
无余地展开。”

阅读改变生活,读书成就梦想。
家里书不多,然而又满目皆书,书柜上
下、枕边、桌边、茶几边、餐厅、客厅、
洗手间、阳台、沙发上、电脑桌旁、冰
箱上等等,无一处无书。如此看来,对
书还是由衷热爱的。

少儿时期,小人书是顶好看的,这
不是因为情节和文字,而是因为图
画。我对艺术的喜爱,追根究底,应该
是从图画开始的。小人书翻多了,顺
带喜欢上文字和情节。

现在买一本《宋词三百首》的钱,
在 30年前可买千余本小人书,但在那
时候能拥有几本小人书的孩子还是
很少。手里阔气的,可拥有 20余本小
人书。那时一学期的学杂费也不过3
元钱。20余本小人书,投资至少要超
2元了。每一个人拥有的极为有限,幸
好小朋友之间可交换了看。渠道畅
通的话,一个星期会有一本新的小人
书。新小人书的出现,会引发一场不
小的骚动,因为谁都想一睹为快,心情
急迫的,往往要展开一场小人书争夺
战。战争激烈起来,新书难免四分五
裂,等到可以心平气和地传阅,书已是
拼贴过的了。

如果小人书也算作书籍的一种,
初中毕业时,我已是读书破千卷。少
年时也不是尽看小人书,黄钟大吕之

作,虽难求甚解,还是要看的。每本都
认真看。

这期间,还读了在同学中流传的
手抄本破案小说《无名女鬼》。皱巴
巴泛黄的纸张,歪斜的字迹,惊悚的故
事,带来了“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
感。读着这本书,我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敢走进没有灯光的房间,晚上还尽
做被特务追赶至悬崖绝壁的噩梦。

大约在1979年初夏,我上初三,曾
被一部长篇小说吸引到茶饭不思。
作者张扬,篇名为《第二次握手》,那是
我第一次看一部二十几万字的长篇
小说。

书是读高一的姐姐向同学借来的,
我趁姐姐睡觉的时候阅读的,记得拿到
书的晚上,我一下子读到子夜一点,次
日起来已经快八点了,母亲早已经去地
里干活了,姐姐也早已经去学校了,当
我走进教室时,已经上了两节课,第三
节课,老师罚我站在教室门口。

我断断续续花了一个礼拜才读
完这本书。多年以后,除了主人公的
两次握手,主要情节已忘记,两个主人
公的名字却一直记得,苏冠兰和丁洁
琼,当时的阅读情绪也有印象,悲喜都
是强烈的。

后来《第二次握手》多次再版。
参加工作后,我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在 当 地 新 华 书 店 买 了《第 二 次 握
手》。从此我不断买书、读书……

我们“60后”出生的人,童年和少
年时期,有很多悠闲的时间,却没有更
多的课外书籍阅读,虚度了很多好时
光,现在想来是多么的遗憾。

如今,虽已是互联网时代,一机在
手,读遍天下,但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
籍,那种翻阅纸张的感觉只有自己能
体会。放下手机,阅读吧。

在生活细节中点亮法治之光
——读罗翔《法治的细节》

□ 刘 洋

女儿的餐票事件
□ 刘德凤

让阅读为人生添彩
□ 杨瑞芳

母亲过了六十岁生日后，身体渐
走下坡路，特别是腰椎间盘突出严
重，不管是蹲久一点还是站久一点，
或是背东西多一点，腰就酸痛无比，
每次母亲犯病时就发誓：“我再也不
劳动了，安心享清福。”可她总是“好
了伤疤忘了疼”，病一好就忘了，仍旧
继续干农活。直到我和妹妹商议，把
老家的房子卖了，接母亲到城里住。

母亲一听，急了，嚷嚷道：“我怎
么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呢？我在这里
生活了六十多年，这里有我的朋友，
亲人，我去城里，你们上班的上班，上
学的上学，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再说，让我不劳动那怎么能行呢？不
去。”扬言接母亲去城里住只不过是
我和妹妹的计策，知道她一辈子爱劳
动，离不开故乡，肯定自己会想理由
说服我们让她留下来。果然，母亲向

我们保证：“以后，我不喂猪了，养点
鸡鸭，我不种稻谷了，种点油菜，我不
种棉花了，种点小菜。我尽量少劳
动，行了吧？”

我和妹妹相视一笑，可嘴上还是
说：“那行吧，今年的表现看看如何，
如果好就同意。”

母亲今年果然没有喂猪，买了
十几只小鸡小鸭养。喂猪要管一日
三餐，而且猪食量大，侍候它实在是
累人。喂鸡鸭就简单多了，在农村
都是实行放养，根本不用母亲操什
么心。种水稻要育苗又要插秧还要
打农药，程序繁琐，种油菜简单多
了，只是收割时天气太热，我们决定
到时候就回来帮母亲。种棉花也是
费时费力，极其繁琐，母亲自从将棉
田改种小菜后，整个人轻松多了，而
且种的小菜拿到市场去卖，也能换

不少的零用钱。
不用再那么劳心劳力没日没夜

地干活，母亲因此胖了许多，气色也
不错。这下，她总是笑呵呵的，每次
打电话问她缺不缺钱，她说：“不缺，
天天卖小菜，每天都有几十块钱进
账，吃不完。”问她身体如何？她说身
体好得很，腰不酸腿不疼，打得死老
虎。没有过量的劳动压力，把种田当
作锻炼身体，收获乐趣，这样的劳动
才是最适合她的。

现在我们回家，母亲再也不用
跑镇上买菜了，现成的土鸡土鸭，鲜
嫩无比，摊上几个土鸡蛋，营养丰富
又美味，再炒上几盘有机蔬菜，这日
子既低碳又活色生香，美不胜收。
我们也跟着母亲享受其中，每次见
我们吃得杯盘狼藉，母亲总是乐呵
呵地笑出声。

母亲一生爱劳动，闲不下来，晚
年也是如此。母亲劳有所乐，收获
着满满的幸福与喜悦，那片原本贫
瘠的土地上，是母亲一生的画卷，她
用勤劳的双手，画出丰富多彩的生
活，一辈子孜孜不倦，一辈子无怨无
悔，这就是一个农民母亲的伟大而
平凡的一生，这也是亿万农民的真
实写照。

母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是
勤劳的一生。劳动是母亲快乐的源
泉，母亲的劳动使我们通向幸福之
路，每一个劳动中的母亲都是最美
丽的。

母亲的“劳动式”生活
□ 刘 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