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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央视多档栏目聚焦
江西芦溪气功大师王林，其中《面
对面》栏目采访了揭露王林的《新
京报》记者张寒，逐步还原王林的
真实面目，与此同时，更曝出王林
曾放高利贷上亿并借给芦溪县政
府上千万元，让人讶异其能耐。

看来“王林事件”热度难退，
后浪推前浪的发展态势， 让王林
的神秘外衣一层层被剥下， 从最
初在人们眼中神一样的存在，变
成了后来“只不过是个神棍”的判
断，再到如今，其游走于法律边缘
的行径更让人看到，“大师” 其实
是个贪婪、 狡诈的江湖骗子与官
场掮客而已。

在王林的五层楼别墅———

“王府”中，有两层挂满了他与众
多官员、 明星等名流的合影，这
也是王林最据以为傲的个人资
本。数十年来，王林就是利用这
些资本进行着资源整合，并帮助
其中的个体实现利益交换，从而
达成自己与他人的多赢效果。之
所以王林能够深谙社会心理，并
以此建立起了自己庞大的关系
网，不外乎“气功大师”在现实社
会中从来不缺朝拜者。上世纪九
十年代，王林正处于人生巅峰状
态，当年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
表演气功时，江西省委办公厅原
副主任李志勤、原宜春行署副专
员谢锡建、宜丰县原县长毛野德
等一众官员亲往观摩，这些人还

亲身讲述了“王大师妙手回春”等
感受。

正是有着这般尊崇的地位，广
受追捧之下的王林顺利跻身名流
界，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也成为了
江西芦溪一个神一般的人物， 以至
于当地新上任的官员大多都会前往
“王府”拜会他。而在这种款曲暗通、
你来我往中， 芦溪地方政府与王林
也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芦溪
地方政府向王林举债上千万， 除因
为王林具备这种财力之外， 恐怕其
中还牵扯着一些利益勾兑。 王林本
身擅长于规避法律风险向人发放高
利贷， 不排除这也是他的一条生财
之道。 据一位曾经向王林借贷了一
个亿的人说， 王放贷的利率非常之

高，最高的利息达一天三百万元，
最后这名借贷者倾家荡产才还掉
这笔债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合
理怀疑， 当地政府固然有可能确
实一时缺钱， 于是不得不向民间
举债， 但是不是也有可能因为官
员与王林之间交情甚笃， 从而帮
助王林敛财呢？ 反正还贷的钱最
终是公共财政买单。

这并非说不过去。 王林曾经
帮助一位拜他为师的弟子（一名
商人）去找原铁道部的要员，为这
名弟子争取到了一个货场， 事成
之后这名弟子给予王林1700万元
的报酬。既然王林确有此能耐，也
就不排除他可能会替当地官员牵
线搭桥， 引荐他们去见一些重要

人物，拓展上升通道，而官员为回报
王林的恩情，势必会通过其他方式给
他好处，这似乎也就能解释当地政府
何以向王林大笔举债了。 说白了，吸
引官员、商人们接近王林，同时导致
政府部门与王林发生债务关系的，正
是他多年来密布的关系网， 而王林，
也依仗这个关系网成了一名如鱼得
水、翻云覆雨的官场掮客。

“大师”的皮已经被扒下，但不可
否认的是，这位跨界战斗的“大师”已
经施展了不小的能量。是谁把他奉上
神龛，使他“吸引名流、愚昧公众”的
路线一度红火？或许，找出真正的原
因、去除伪科学的土壤比将王林打倒
在地更为重要。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版文章同时在华声在
线评论频道 http://opinion.
voc.com.cn/刊出，欢迎跟帖
进行回应和争鸣。

28日， 微博上出现一道小
学数学神题，放倒众网友。有网
友称，居然连题目啥意思都没看
懂，笑称智商急需充值。这道数
学题是，“根据节奏，写出乘法算
式（一组拟声词）：1.叮叮叮，叮
叮叮；2.啊，啊，啊，啊；3.呜呜
呜， 呜呜呜；4. 喵喵， 喵喵，喵
喵”。（7月29日《武汉晨报》)

神题，似乎并非“神”一样
难见，不仅小学生会遭遇到，而
且高校也会出现。两个月前，华
南理工大学自主招生的面试就
有一道神题： 怎么把斧头卖给
习近平。喜欢出神题，估计有故
意刁难的意思， 但可能也是为

了启发学生的思维。 从这个意义
上说，出现神题并不可怕。

其实，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将
一些题目当作神题，恰恰是因为我
们多用成人的眼光去看题目，如果
站在孩子的角度，可能就完全不一
样了。报道中的这道题目，其实并不
难。如果把此题中的拟声词换成水
果或者其他实物，以图示人，估计绝
大多数人能找出规律。

调查显示， 中国孩子的计算
能力排名世界第一， 但是想像力
却排名倒数第一， 创造力排名倒
数第五。 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
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
20项重大发明中， 没有一项由中

国人发明。无论是调查，还是我们
所了解的事实， 均表明，“中国孩
子的创造力被传统教育扼杀了”。
出现神题也是好事， 但神题是否
有神一样的答案呢？“标准答案”，
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 在教育
中，使用“标准答案”，有时候到了
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收获》的
编辑叶开说， 她在上海闵行区就
读三年级的女儿， 就遇到过这样
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
有智慧？”回答“孔明和庞统”，不
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 因为
标准答案是“诸葛亮”，而写“孔
明”就是答错。

教育需要开放、创新，这才能

够培养出创造型的学生， 尤其是
基础教育。教育应提倡多角度、灵
活性地看问题，因此，学生不能被
“标准答案”给束缚住。当我们真
的脱离“标准答案”时，教育也会
迎来新的气息。所以，对奇葩神题
该给予宽容。 如果不是题目出现
逻辑错误，答案不是囿于“标准”，
我们无妨将其当作是对孩子的思
维训练，不必大惊小怪。 ■前溪

“新四大俗： 城里开咖啡馆、
辞职去西藏、丽江开客栈、骑
行318……”

从318国道骑行进藏， 是很多
自行车爱好者的梦想。当梦想扎堆，
318国道就跟赶集似的热闹。 有网
友晒出近日318国道车流拥堵的照
片，专栏作家庄雅婷发微博调侃。

木青依： 整天去寻找世界上
最美丽的地方的人， 基本都是不
能适应社会的人， 总觉得社会险
恶，人心不纯。

不错就是我：我看去318路边
修自行车是个好营生。

想写个自传： 很多人喜欢做
的事，未必就是俗气。反倒有人刻
意保持小众化，其实内心俗气。

芦溪政府向王林借钱会是怎么个借法

余以为…

最怕的是神题遭遇“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