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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鞭炮，不全是自家的私事

□盛大林

因怀疑韩寒找人代笔写
书，方舟子在网上对韩寒发
起“炮轰”，引发双方长达11

天的网络“口水战”。29日凌
晨，“韩方”之战终于有了突
破性进展——— 韩寒经纪人发
布博文称，韩寒将以1000页
的手稿资料作为证据，正式
起诉方舟子侵害名誉权。而
后者则表示“欢迎起诉”。(据
1月29日《法制晚报》)

法治社会，法律至上。不
管是什么纠纷，最终都可以
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法治
社会的公民，也应学会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从这个意

义上说，韩寒起诉方舟子当
然是合理合法的。但法律武
器也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
所有问题。对于有些纠纷，比
如学术争论、笔墨之争等，法
律可能就不是最佳的武器。

此次“韩方之争”的核心
就是一场“笔墨官司”。方舟
子以及发起这场质疑的网友

“麦田”，通过对韩寒及其父亲
多年来发表的文章及其访谈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很多
文章中存在“不合常理”或

“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而如
果把文章的作者换成韩爸，
却又变得顺理成章了，于是他
们得出了“代笔”的结论。对
此，韩寒、韩爸及其经纪人路

金波当然是不承认的，他们
不仅发表了好几篇解释性的
文章，而且找出了当年的手
稿、家书等资料，从而证明那
些作品确为韩寒的原创。“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
方你来我往，笔墨口水齐飞。

的确，这场争论影响到
了韩寒的形象及名誉，但这
种影响的大小最终还是取决
于“代笔”是否存在这个问
题，而这个问题并不是法官
可以一锤定音的。双方的文
字都摆在那里，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感知和判断，很多人
比如专家学者对这种问题的
判断能力可能比法官还高。
无论法官怎么判，很多人都

会坚持自己的判断，而这将
直接影响对争论双方的评
价。既然公众有能力判断，却
还要求助于公权力，这不仅
会让一些人反感，甚至给人
以不自信的感觉。

那么，解决这场纠纷的
最佳方式是什么呢？笔者认
为，还是“笔墨官司笔墨打”
比较好。“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你有疑问，我就解答；
如果认为对方的质疑或回
应不值一哂，完全可以不理
不睬。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
所有人都在做“法官”。如此
这般，整个舆论场就相当于
一个大法庭。“身正不怕影子
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如果韩寒确实是清白
的，他的形象和名誉就不
会受到影响或者逐渐得到
恢复。

实际上，除了直接回应
以及展示手稿资料等之外，
韩寒还有很多方法证明自
己，比如多参加思想沙龙、多
接受媒体采访，利用即时碰
撞、随时答问的方式展示真
才实学。由于方舟子等人的
质疑只是推理性的，完全相
信“代笔”之说的人并不多，
如果韩寒能够持续地展现自
己的“天才”，有疑者就会慢
慢打消对他的怀疑。从这个
意义上讲，时间才是解决“韩
方之争”的良药。

“韩方之争”，还是打“笔墨官司”好

□本报评论员 王封

贴春联，吃年夜饭，看没
有了赵本山的央视春晚，当
然还要在睡眠时刻听取此起
彼伏的鞭炮声。对于很多人
而言，这个龙年春节过得跟
往年一样快乐并烦恼着。

南京市环保局通报称，1

月27日(正月初五)的空气质
量监测结果显示，该市市民
迎接财神的彻夜鞭炮不仅给
城市各处带来了危险的火

情，同时也“炸”出了新年里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一天。据
报道，正月初五，北京、上海
等各大中城市环保部门监测
出的PM10和PM2 . 5数值也纷
纷爆表，甚至超过除夕夜的
指数。

这是一个尚未被严肃对
待的环保盲点。这也是欢度
春节所要付出的代价！

众所周知，燃放烟花爆
竹庆祝新春佳节，是极具中
国特色的历史悠久的传统习
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但是，燃放烟
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噪
音污染，甚至是生命财产损

失有目共睹，几年前，不少城
市曾明令限制春节期间燃放
烟花爆竹。后来迫于公众要过

“中国年”的压力，禁令逐渐放
开。过春节不放鞭炮，还有什么
年味呢？热闹才是年啊！于是
乎，每每春节来临，大街小
巷，楼前屋后，手里有鞭炮
的，想放就放，看谁放得响
亮。家里有老人和幼儿的，深
受烟花爆竹之害，巨大的爆
炸声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
健康。

春节放烟花爆竹，最初
的功能是喜庆、辟邪。在娱乐活
动匮乏的年代，无论城市还是
乡村，燃放鞭炮曾经是孩子们

盼着过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城镇人口已经超越农村
人口，人们居住生活方式比
过去集中得多，从过去分散
的平房、多层楼房到如今人口
密集的高楼大厦、上千人乃至
上万人的新型社区。过去放鞭
炮，纯粹是个人的、家庭的私
事，和公共生活基本没有什么
关系。现在大不一样了，放一
挂鞭炮、一个烟花，足以让整
幢楼甚至整个小区的邻居皱
起眉头。

昨日，济南不少商家为
讨好彩头，纷纷燃放“开门
炮”，祈愿新年开门大吉，导

致满地爆竹皮，愁坏环卫工。
可以说，在城市里放烟花爆
竹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私事，
鞭炮扰民成为春节期间各地
频发的“城市病”。

既然燃放烟花爆竹的弊
端日显，民间智慧也开始趋
利避害，人们正在积极寻找
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有报
道称，北京、济南等地的市民
今年春节买、放鞭炮的比去
年少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
号。传统习俗如何融入现代
的生活，是应该有点紧迫感
了：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
创新求变，焕发新的生命力
和吸引力。我们过春节，不仅

是为了与家人团聚，感受亲
情与温情，还需要与时俱进
的“年文化”，来增强文化认
同与文化自觉。

鲁迅先生曾经在《祝福》
中写道：“旧历的年底毕竟最
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
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
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
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
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
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春节期
间，人们再去燃放烟花爆竹
时，能够自觉地兼顾他人的
利益，让大家能够喜悦地感
受“新年的气象”，而不是心
神不宁的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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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娃”的好“妈妈”

编辑：
您好！
看了齐鲁晚报1月29日刊

登的《13个“福娃”有“妈”陪过
年》的报道，深为保幼员胡小
春照料“福娃”的事迹感动！

福利院的工作又脏又
累，细小而琐碎，孩子的吃喝
拉撒都得照顾到，一天到晚
忙忙碌碌。作为一名保幼员，
辛苦可想而知。好几年没回
家陪女儿过年，但胡小春并
无怨言，当所有的孩子都围

着她喊“妈妈”时感到最幸
福。这种特殊的“母爱”，让

“福娃”感受到不是亲人却胜
似亲人的温暖。可以说，胡小
春用爱心与责任诠释着“奉
献”，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这
样的“妈妈”值得我们称颂！

读者：刘正涛

机关无需“开门炮”

编辑：
你好！
正月初七假期结束，早

晨上班途中一路上鞭炮不
绝，让我很反感，尤其是一些

机关单位燃放“开门炮”实在
没有道理。虽然很多人都觉
得年味淡了，但是由“开门
炮”可见，一些陈旧的观念却
并没有随之消失。“开门炮”
无非是图个吉利，如果只是
商家闹些声响，图个热闹，我
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一些政
府机关又为了什么？要名，还
是要利？燃放“开门炮”或许
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动
用公款的话，花在这上面的
一分一毫都是浪费。即便不
算经济账，即便只为倡导文
明生活，机关单位也应该为
老百姓做表率。 读者：吴平

压岁钱不在多少

编辑：
你好！
上班之后，“年”基本算

是过完了，我想谈谈有关“压
岁钱”的烦恼。不知从何时
起，原本寄托祝福与心愿的
压岁钱成了萦绕在很多人内
心的一道死结。多给点吧，自
己收入有限，发了压岁钱钱
包就扁了；少给点吧，与别人
相比，面子上似乎又过不去。
身边不少年轻朋友都有这样
的感受。

解决这个难题，当然少
不了要转变观念，不要盲目
攀比，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但是，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正
确认识压岁钱，其实压岁钱
只是为了表达节日的祝福，
并不在于钱的多少。广东人
发压岁钱的习俗就值得学
习。他们的压岁钱红包有大
有小，“小红包”居多，有1元
的，有10元的，只重其“利市”
的好兆头。同时，他们不只是
亲戚朋友之间才互派压岁钱
红包，邻里、同事之间问声新
年好都能讨到“利市”和祝
福。 读者：维兵

央视春晚是春节必须
有的一道风景，虽然现在大
家只会对一些特定节目感
兴趣，但是春晚是不可替代
的。

——— 北京大学教授张
颐武说。

不管未来几年形势如
何发展，危机前的世界都已
一去不复返了。

——— 世界银行行长佐
利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坛上发言。

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
家的历史以及经济理论的
演绎，正是说明面对危机不
能反应过度。过度的反应可
能会人为地制造短暂的复
苏和繁荣，但接下来的必定
是滞胀。

——— 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说。

当下一些反映隐蔽战
线的影视剧，在情节和表现
方式上与历史的真实有一
些出入，造成了观众对地下
党工作、生活的很大误解。
更令人不满意的是，有的

“谍战剧”不知在什么原因
的催动下，一窝赶风，草率
从事，艺术粗糙，歪曲历史，
污损形象，令人啼笑皆非。

——— 作家马识途说。

在医疗保险上给以补
助，是用人单位留住好职
工、让职工不在不正当途径
上动脑筋的一种手段，这种
手段不仅政府机关可以采
用，其他企业单位也可以采
用，当做本单位的一种优
惠。关键是要制度化、要规
范和透明。

——— 社科院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朱恒鹏说。

对亚洲而言，尽管在
2010-2020年期间的增长速
度相对过去的十年会放缓，
但是，亚洲国家GDP占全球
的 份 额 仍 将 从 2 0 1 0 年 的
2 8 . 6 % 上 升 到 2 0 2 0 年 的
33 . 3%。以这样的速度增长，
到2018年，亚洲国家就将超
过G7，而中国同样将在2018

年超过美国。
——— 哈佛大学经济学

教授戴尔·乔根森说。

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春节期间，人们再去燃放烟花爆竹时，能够自觉地兼顾他人的利益，让大家能够喜悦
地感受“新年的气象”，而不是心神不宁的躁动。

□舒圣祥

经过持续2年多的“拆
迁”与“保护”的拉锯战，位于
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思成、林
徽因故居终究没能逃脱碎为
瓦砾的命运。消息爆出后，东
城区文化委向北京市文物局
递交的事故调查原因称，开
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腾退
后，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
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而
进行了“维修性拆除”。(据新
华社“中国网事”)

早在2009年，梁林故居
被拆一事就因引起舆论哗然
而被职能部门干预叫停；在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推动下，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梁林
故居明确列为新发现文物项
目；东城区文化委主任李承
刚公开表示，在居民腾退完
毕后，这个院子将得到最大
程度的恢复修缮。如今，面对
在春节期间悄然变成一片瓦
砾的梁林故居，社会公众出
奇愤怒，华润集团富恒房地
产开发公司未经报批擅自拆
除梁林故居的行为却未遭任
何惩处，相关部门反倒专门
为其打造了一个叫做“维修
性拆除”的年度新词。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字
典里，维修和拆除是意义完
全不同的两个词，这应该只
是一个常识。另一个简单的

常识则是，所谓保护文物，绝
不是先将真的建筑拆个稀巴
烂，然后再在原址修建出一
个现代化的假古董。在相关
文保部门看来，“最大程度的
恢复修缮”居然和“最大程度
的拆除损毁”是一个意思，甚
至拆除殆尽也可以解释成维
修前的一种“前期筹备工
作”，这真是黑白颠倒的狡
辩。再这样“保护”下去，子孙
将来哪还能见到真文物呢，
还不都是废墟上的赝品？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是，梁林故居已经不复存在
了，就像梁思成当年竭力维
护的北京古城墙已经不复存
在了一样。如果在擅自拆个

精光之后，再以“保护”的名
义重建梁林故居，除了增加
GDP和相关部门的文保拨
款，其实毫无意义。梁林故居
已经没法“保护”了，接下来
梁林故居最大的关注价值其
实是在于，它将会成为一个
怎样的“标志”？是被开发商作
为成功的榜样大量复制，还是
被相关部门作为失职的警示
督促履职？某种意义上，梁林
故居的后续演绎，可能会影
响到其他建筑文物的命运。

从现在的境况来看，公
众没法不感到悲哀。虽然《文
物法》明确规定，文物建筑即
便要迁移和拆除，也必须在
征得公布政府和上一级文物

部门的批准后才能进行；虽
然明摆着梁林故居是被拆
了，而且是在未曾报批的情
况下借着春节悄悄拆了；但
是，拆了就拆了，不仅没见到
文保部门采取法律行动，甚
至连文保部门的愤怒都没见
到。相反，开发商擅自拆毁文
物建筑，被文保部门解释成

“为了紧急抢险”的“维修性
拆除”。这不得不引人猜想：
拆毁梁林故居虽未曾报批，
但谁敢保证没得到默许？

相关部门所谓“将要依
法进行查处”，事实上早就加
了一个定语：“包庇性”———

“维修性拆除”的本质，正是
“包庇性严查”。

“维修性拆除”就是以维修之名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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