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佟佟 专栏作家

央视名主持撒贝宁终于领证结
婚，结婚对象是名不见经传的外国
人“李白”，和撒贝宁老师前几任又
漂亮又出挑的女友们相比，这个叫

“李白”的姑娘显得有点弱。要知
道，小撒同学的历任女友个个都比
他本人要优秀，而最后情归一个普
普通通的外国人，倒也还颇让人有
点讶异。

这首先当然是时间的功劳。两
个人的时间对了，怎么样的都对，时
间错了，再合适的人也不行。小撒
娶李白大概真的是时间到了，四十
岁又刚刚经历过丧母之痛的天之娇
子，在经历过那场万众瞩目被世人
视为高攀的恋爱之后伤得不轻。而
普遍的规则是，对于在情场厮杀多
年的中国男名人而言，在经历过几
场轰轰烈烈的感情，或者与痴情中
国女子的生死纠缠之后，一个头脑
清明的外国女子的出现通常是一股
清流：姜文在晓庆宁静之后静悄悄
地娶了法国女子桑德林；刘烨在经
历了与谢娜长达十年的恋爱之后，
果断婚了传统犹太好女人安娜。所
以撒贝宁倦鸟归林时找一枝清纯独
立的外来枝丫也真是意料中的事。

众网友纷纷恭喜小撒找到了灵
魂伴侣，这缘于心高气傲的小撒曾在
失恋后抛出过著名的“精神上、灵魂
上的门当户对论”。其实这还真扯，
连他自己也说“跨国恋”最大的好处
是：语言隔着一道墙，连吵都吵不起
来！与其说上一段让小撒痛心疾首
的“门不当户不对”恋爱和“精神和灵
魂”有关，不如说跟“钱”有关。

小章与小撒恋情正盛的时候，就
危机重重，圈中流传两个人的感情危
机其实跟名气无关，作为央视的当红
主持人，可能中国人对小撒还更熟悉
些，好评度更高一些，他们俩最大的

“门不当户不对”跟收入有关。小章
是国际巨星，收入以亿计。而小撒只
不过是一介央视主播，何况以前还有
主播禁止走穴的严令，收入也就高级
白领而已。真的不要小看经济收入
的区别，这大概是当下中国最有力的
人群分阶标准。

很多时候，消费力决定着你的世
界。就像小章和小撒，一对同样出
身市民家庭的男女，按理“精神和灵
魂”还是挺门当户对的，但在这样一
个特别的时代里，在这样一个急剧
变化的世界中，两个金钱上相差太
悬殊无法“门当户对”的男女终究很
难跨越鸿沟。新时代的“门当户
对”，其实离精神与灵魂都比较远，
离钱比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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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罗君 娱评人

胡彦斌郑爽错综复杂的分手故
事，正在变成朋友圈里一个简单粗
暴的结论：找男票要找帅的，要不然
找个丑的还劈腿。

两个人的爱情剧本，自去年8月
坐实恋情引发舆论惊讶，一个月后
即被传写到了终章，只是分手戏的
正式上演，终于还是拖到了现在。
28日晚，胡彦斌发布新歌并删除微
博，疑似回应分手。

这一次，一向招黑体随身的爽妹
少有地得到网民力挺，针对胡彦斌
的却是一箩筐的质疑，其中更恶毒
的评论是：“丑人多作怪”。

可是，谁真的有权利为别人的感
情轻易下结论？一段感情的结束，
经常是难分对错。当我们毒舌胡彦
斌的时候，是否应该想一想，究竟是
胡彦斌真的做错了，还是我们将一
个预设的结论套在了胡彦斌的头
上？按说，娱乐圈爱情故事聚散离
合本属平常，早前也曾屡次曝出这
对CP解散的消息，围观群众的反应
不应该来得这么强烈。但是，谁让
胡彦斌——按照大众的审美标准，
的确不太帅。

即使是在娱乐圈的爱情中，颜值
依然是当事人或旁观者判断走向的
首要指标。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郎
才女貌永远是公众心目中的CP配对
关键法则。

可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时候永远
活在颜值中？难道人活一辈子，就
为了看对方一张好看的脸？张爱玲
说：“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
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什
么分别。”可是看脸时代里，好的身
体永远比好的思想更悦人，也比好
的音乐更悦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知道
肤浅，我们还是会对“美好肉体”给
予更多的同情。反之，颜值低的无
论是在一段感情中，还是在分手后
的公共舆论场，都很容易成为永远
被动的那一方，我们总是习惯先下
一个“丑人多作怪”的结论，再将结
论套进并不明晰的故事中，以证实
自己的先见之明。这无所谓公不公
平，只是世间的定律。

说到底，郑爽和胡彦斌无论相爱
或分手，都跟颜值高低无关，只与爱
情中的感受有关，对的时候相爱，不
对的时候分开，和“丑人多作怪”哪
有半毛钱的关系？

想从相貌来判断男人是不是花
心大萝卜，用相貌上的对等评判“是
绝配还是配角”，终究是对一段感情
的雾里看花，究竟“是本色还是扮
演”，只有戏里的人最清楚，围观群
众再多，也不过是在这场谢幕表演
中“重在参与”。

沈雷 专栏作家

国足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奇特的
存在。它永远是段子手的最爱，每
次关键比赛前后，总会诞生无数关
于国足的段子流传坊间。有的并不
新鲜，有的甚至略带恶意，但却总能
得到众多围观者的认可。

屡战屡败是国足过去三十余年
来的主旋律，这段黑历史应该是伤
了不少人的心。但平心而论，除了
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情感损失，国足
确实没有对其他民众造成大面积伤
害，但它却成为整个社会的痰盂，谁
都可以往里吐上一口，连带着其实
与足球无关的愤懑与抱怨。

而始终能将一片真心留予中国
足球的那一小拨球迷，也着实活得
憋屈。在中国支持中国男足，绝不
是一件时髦而值得炫耀的事，甚至
在大部分社交场合需要隐瞒自己的
立场，否则难免被身边人冷嘲热讽：

“居然能对国足有憧憬”的人，大约
不是傻就是二，再不就是缺心眼。

中国足球之奇，又在于自身。这
是一支始终没有运气的球队，当你
祈祷奇迹或者哪怕是寻常结果在它
身上发生，结果总是反向而行。

这一次的奇迹本不应该发生，因
为其实并不需要制造一个奇迹来满
足人们的好奇心。两战中国香港拿
下6分，国足早已晋级，何必把惊险
留到最后一刻，还要看着“半个亚
洲”的结果。从战术方面来说，已经
无法解释与中国香港的那两场“闷
蛋”，在主客场系列赛占据绝对优
势，每场比赛都打对方门框四次，更
是有一个有效进球被误判——除了

“点背”，恐怕确实找不到更妥帖的
解释。

找回一点点运气的中国队，至少
这次自己没掉链子。自助者天助，
相比以往，这是莫大的进步。但也
别忘了，这支队伍仍未学会“赢得该
赢得的比赛”。

未来的十二强赛或许仍会是以
上这个局面。铁杆们不会奢望眼下
这支国足已经有了挑战本洲霸权的
实力，他们没有过高的期待，但依然
有着被刺痛的可能。关于国足的段
子依然将在赛前赛后一次次流传开
来，旁观者们仍会带着偏见看待这
尊社会之痰盂。至于国足，他们在
下一个舞台上将不会再遭遇今天这
样的对手——对卡塔尔而言，对中
国的最后一战不属于“该赢得的比
赛”之列——也很可能不会再有乐
于助人的菲律宾，奇迹的剧本已经
落幕，下一出戏的主旋律掌握在他
们自己手中。

果冻 时评作者

近日，“一小时收入18842元，在
线辅导教师收入超网红？”的消息刷
爆了大家的朋友圈。事实上，“天价
教师”王羽受访时表示，现在自己最
高时薪为25000元，这个薪资甚至超
过当下火热的网络女主播。南京教
育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对此表态，“线
上辅导”应该属于教师“在校外社会
力量办学机构兼职从事学科类教
学、文化补习并从中获取报酬”，按
照有关规定，应该禁止。

对此，有网友就替在线辅导老师
鸣不平：直播打游戏能收入数十上
百万，在网上授业解惑传播知识，难
道就该高风亮节、分文不取？老师
上网在线授课辅导，并不一定影响
本职工作。如果老师精力不集中，
影响实体教学，那么学校对教师也
有各项评估考核指标，考核不通过，
老师自然有下岗之虞。现在国家鼓
励创业，只要合法创收，自觉缴税，
多劳多得，劳动光荣。如果一味禁
止，说不定只会让优秀师资出走。

互联网已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工
作的性质和方式，教育也难置身事
外。但与其说在线辅导老师挣得
多是得益于在线教育火爆，不如说
是互联网助推了传统应试教育，或
者应试教育大战，将战火烧到了网
络上。眼下国内的一线网红教师，
大多提供应试类课程辅导。中小学
生从学校补习、课外补习中抽身出
来，投入到网络补习的洪流之中，有

“砍手党们”当年第一次网购时的惊
艳感：便宜，物超所值。

对在线辅导教师来说，口碑经济
下，收入高低靠的是“聚沙成塔”，这
让更多好老师有可能摆脱学校束
缚，干上教育个体户，用专业技能获
得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回报。尤其
互联网有利于打破地理隔阂，人人
付得起的网课，也让边远及教育落
后地区的孩子受益。

学校的担心，可能来自网络辅导
给线下教师和教学带来的压力——
网红老师一个个能说会道，还提供
一对一辅导，一节课才收1块钱，让
那些教得不行，或者工作不够认真
负责的学校老师、课外补习班老师
如何自处？当然，消费者网购时会
遇到的问题，学生上网买课可能也
会遇到。比如说会不会有刷单党，
在职教师会不会利用职务之便强制
让学生上网买自己的课，平台推广
会不会搞竞价排名等等。网上辅导
不能包治百病，学生选课应该避免
网购心态，不能看到便宜就下单，否
则就把选课变成了消费和浪费。至
于教育部门，与其完全禁止教师兼
职，不如制定准入办法，加强网上教
育督导，方为明智之举。 （本版文字均有删节）

网上购课应避免网购心态 胡彦斌郑爽分手
证明“丑男更花心”？

国足仍未学会赢得该赢的比赛 哪一种门当户对最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