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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视点华
声

6月20日下午2时左右， 湖南
警方在长沙火车站将已列为网上
追逃对象的笑星李清德抓获，罪
名是涉嫌经营涉黄娱乐场所。李
清德曾是湖南红极一时的笑星，
曾创下一晚16场的演出纪录。

作为最早出现在湖南歌厅的
几个元老之一， 李清德在很多人
心目中是湖南搞笑界的开山祖师
爷，他以“自黑”或奚落主持人的
自成一派的搞笑风格博取了不少
人的追捧，被观众亲昵地称为“德
哥”。 在歌厅文化风行的那些年，
李清德以“夜场皇帝”的江湖封号
为演出场所和自己挣来了美誉度
与不菲的收入， 除了频频亮相于
各类电视节目外， 还于2008年获

得了“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称
号。

这次德哥因涉嫌经营涉黄娱
乐场所而被捕，让人欷嘘感慨。人
们惊愕于曾经以朴实憨厚形象长
期活跃于舞台上的德哥竟然以
“欢场老板”的身份再度跃入大家
的视野， 同时也疑惑这位在荧屏
上给人以正能量的励志哥“李英
雄”为何会节操如此碎了一地？

其实， 回望李清德的演艺生
涯也等于是在回望长沙的歌厅文
化，从盛到衰，从绚烂到黯然，二
者可以说处于两条轨迹相同的线
上。在盛极一时的歌厅文化年代，
像李清德这样得益于这种文化现
象的本土笑星收入无疑是颇为可

观的， 娱乐形式的相对单一以及
人们对本土特色浓厚的娱乐作品
的追捧， 都给了本土笑星极大的
发展和盈利空间。 也或许正是这
种来钱较快的方式让包括李清德
在内的一部分人习惯了日进斗金
的生活， 同时也逐渐膨胀自己的
欲望。

随着娱乐文化发展的多元
化， 曾经一枝独秀的歌厅文化被
众多的娱乐方式所分流， 纯歌厅
的消费者日渐流失，与此同时，也
出现了代表歌厅文化时代的本土
笑星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光环的逐渐淡去， 使得不少
本土笑星开始另寻出路， 但另寻
出路也意味着可能风光不再，收

入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可观， 有平
常心的自然能够淡然以对， 没平常
心的可能仍想着像往常一样赚大
钱、赚快钱。当这种顽固的欲望与实
际情况相冲突（如缺乏赚大钱的合
法途径、 缺乏支持自己赚快钱的各
种资源），铤而走险也就成了必然选
择。

在长时间养成的对流水般收入
的习惯之下，类似“德艺双馨”这样
的荣誉称号是不会有任何道德约束
力的， 况且， 纸醉金迷环境下呆久
了， 本就难以控制自己对丰厚利益
的执着向往， 更何况要在鼎盛时期
过去之后接受大幅缩水的收入与生
活。 前后的物质收入落差和心理落
差或许是让李清德走上违法之路的

主要原因，又或者，在纯物质的人心
里，所谓的“德艺双馨”根本不算什
么，甚至不如“夜场皇帝”的称号那样
充满着利益收获的可能性，两相比较
之下，收入才是王道，纵然节操碎一
地又何妨？

以“德艺双馨”的寂灭来喟叹一
个笑星的步入歧途之举，似乎略带点
搞笑色彩。很多时候，以一种道德荣
誉去寄望某个个体的道德行为本身
就有着一定的风险性，在环境转换与
心境转换中， 向善向恶存乎一念，而
深受欲望驱使的人，是断然不会顾虑
道德羁绊的。 李清德的违法行为，说
到底还是主观欲望在作祟，没有理由
可为之开脱。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是什么让“德艺双馨”的节操碎了一地？

“开好车的都是好人。”

近日， 某视频网站制作了一
期节目———开车搭讪美女。 结果
显示500万的豪车搭讪成功率达
70%以上， 而普通车辆则以完败
结束。被搭讪的美女如此称，更有
主动要求留下联系方式的。

军旅：以前以貌取人，现在以
车取人。

张天水： 这期节目是贵网自
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

蠢蠢动： 不是所有女人见了
豪车就要上。

中国狂僧： 此视频对于有豪
车的可以当教学片， 对没豪车的
可当励志片。

6月20日，湖北职业技术学
院2014届毕业生工士学位授予
仪式上， 身穿导师服的特邀嘉
宾、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
会长俞仲文向毕业生授予“工
士”学位证书。据悉，这是国内
首所高职院校试水为高职高专
层次的学生授予学位。（6月22
日《扬子晚报》）

“工士”学位在国内虽然尚
属新鲜事物， 但在国外和香港
地区早已有之， 它相当于副学
士学位， 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
育提供了对接可能， 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含金

量。 对于发展面临瓶颈的职业
教育而言，“工士” 学位的试点
堪称是一个利好。不过，高职院
校绝不能因此过于乐观， 如果
无法转变发展模式、 提升教育
质量，即使拥有学位认同，也无
法从根本上增加职业教育的吸
引力。

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高等
教育日趋普及， 学历贬值已是
大势所趋， 博士、 硕士层出不
穷， 即便学士学位也谈不上有
多大竞争力，更遑论“工士”呢？
二是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本
不在学历， 而在学生的职业技

能。 如果职业教育本身不能对
接市场需求， 所培养的人才无
法操作娴熟、迅速上手，那么高
职生即便顶着“工士”的头衔，
也无法获得企业的青睐。

近年来， 由于许多行业蓝
领工人稀缺， 社会逐渐认识到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但与此同
时， 国内职业教育并未迎来春
天，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这是因为，众多高职院校
一方面在培养模式上仍失之
粗放，无法与企业需求精准衔
接，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
生源竞争上，忽视了对教育质

量的把关，导致学生素质良莠不
齐。

因此，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
高职院校为“工士”带来的招生
吸引力沾沾自喜，却对自身存在
的问题视而不见。须知，倘若不
对现有职业教育进行改革，即便
挟“工士”正名之利好，也无法使
高职生真正获得认同，反而只是
加剧了学位的泛滥。解决发展中
的根本问题才是职业教育的当
务之急，“工士”学位也许有锦上
添花之用，但绝不是雪中送炭的
救命稻草。

■段思平

“工士”学位不是职业教育的救命稻草

… 非常语录 … 余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