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粽子味的端午节缺了文化味

三天假期过完了，或许很多人
已经忘记了这个假期的由头是什么。
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一边
倒”的现象尤为明显，外来的“父亲
节”完胜本土的端午节，就连被娱乐
化的粽子“甜咸之争”，也远不如表达
父爱如山的鸡汤来得凶猛。

仔细想来，传统节日对于传统
文化而言是重要的载体，极具符号
意义，如果在人们的生活中，连端
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都沦落到了
无关紧要的地步，那有关传统文化

衰落的担忧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尤
其令人担忧的是，任由这样的情况
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的认同感
和凝聚力，恐怕也将被削弱。

当初之所以将清明、端午、中
秋等传统节日纳入假期，最核心的问
题就在于弘扬传统文化，毕竟刺激旅
游业等经济方面的因素，只要考虑延
长假期即可，无需考虑设立假期的日
子。只不过，目前对很多人而言，假期
的内核就是放松休息，无论是清明、
端午还是中秋，明明是不同习俗的节
日，人们的过法却没什么区别。于是，
在这个端午节，商家普遍反映，买
粽子的少了不说，连作为节日必备
品的艾蒿，也只有寥寥的顾客，还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从这样的情景中，完全看不到
所谓的传统文化热，再一看新闻，

那些曾在镜头下身着汉服、摇头读
经的学生，要么出门旅行，要么闭门
备考。按说起来，对传统的重视，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在端午节这样的传统
节日应该有最集中的体现，共同的情
感与信仰往往就寄托在这上面。连传
统节日都不过了，还如何去记住并传
承这些节日所承载的寓意，往后再谈
到传统节日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莫非
只能到尘封的博物馆中找寻？真到
了那种地步，后来人也只能“长太
息以掩涕兮”了。

是在端午节里包粽子，还是在
朋友圈里“晒慈父”，个人确实有选
择的自由，但如果两者出现了明显
的偏废，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要知道，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还
在于区分不同起源的文明，中华民
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就是因为

在这些传统节日所承载的信仰与情
感中，能够找到共同的“根”。也就是
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维系一个民
族的精神纽带也就不复存在了。极具
现代感的智能手机、穿戴设备，即便
民族企业不生产，还可以从国外进
口，但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他
处”却是寻找不来的。

所以说，这个“父亲节”完胜端
午节的小长假，犹如一声警钟。我们
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无所谓、不
在乎的态度中逐渐衰落的。一个民族
的认同感或凝聚力，是这个民族赖以
生存的必需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
家以及社会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确实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传统文化
的复兴，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力
行，用更严肃的态度去过好一个个

“端午节”。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也就不复存在了。极具现代感的智能手机、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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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普通车祸”何以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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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刘瑞明

电信垄断的问题因为总理要
求“提速降费”而再度成为舆论焦
点，尽管破除垄断背后的道理显而
易见，但是改革的阻力却非常之
大，其中不乏一些业内人士运用扭
曲的理论误导大众。

维持电信行业垄断的一个最
为常见的理由是，这些市场是“自
然垄断”的。电信业具有规模经济
的特征，其经营的平均成本随着规
模的扩大而下降。因为电信业需要
大量的前期基础投入和固定成本，
随着消费者人群的扩大，会将这部
分成本不断平摊，从而实现平均成
本的下降。例如，如果一户人家使
用网络，需要电信公司专门铺设光
缆接通，但是如果有许多人家都要
使用网络，电信公司铺设的光缆就
可以同时服务于多个家庭，这些家
庭平摊了固定投入成本。此时，如
果让多个电信公司铺设光缆会带
来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这个意义上
讲，电信市场上由一家企业来提供
产品和服务是成本最低的，这种垄
断似乎是“自然”的，从而形成所谓
的“自然垄断”。所以，在现实中，政
府往往对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的产业进行准入性限制，只允许一
家或者少数几家国有企业来经营，
达成所谓的“自然垄断”。

上述逻辑看似正确，也经常被
当作国有企业在某些核心产业维
持垄断的理由。但是这种做法本质
上是一种“行政垄断”，恰恰违背了

“自然垄断”的本义。从经济学的角
度来看，尽管不同时代的学者对

“自然垄断”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但

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这种事实
上的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
就是说，自然垄断是以自由竞争为
前提的。所谓电信业内人士的论
断，在逻辑上就有明显的谬误，其
把几大运营商(当然都是国企)之间
的不充分竞争，当成了自由竞争；
还把在不充分竞争中处于优势的
某家运营商，认定是最好的市场选
择。实际上，现在国内电信运营商
的格局，本身就是在行政力量主导
下形成的，所谓的有优势运营商，
也不过是“矬子里面拔将军”。

归根到底，区分是否垄断的关
键是，这个行业是不是“可竞争
的”。只要市场上没有行政壁垒，潜
在竞争就会限制在位企业的定价，
一旦在位企业定价过高，就会有企
业进入，使得利润率下降到竞争水
平。因此，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打
破电信市场的事实性垄断，给予更
多的市场主体以竞争机会。或许在
竞争之后，现有的几大运营商仍能
够保持垄断，那时才可以称得上是
自然垄断，因为这是市场的选择，
是消费者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
说，这个从行政垄断到自然垄断的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竞
争就有了压力，要想保持垄断地
位、垄断利润，唯一的方法就是不
断改进技术、改善服务。即便最后
形成了自然垄断，只要能够保持潜
在竞争存在，就足以迫使在位企业
放下老大身段，让利于消费者。

此外，自然垄断理论从来没有
规定从事该种生产的必须是国有
企业，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同样也可
以实现规模经济。从这个意义上
讲，电信产业通过政府限制进入而
形成的“自然垄断”在本质上就是
行政垄断。(作者为西北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副教授)

竞争不充分，何来“自然垄断”

“股民跳楼”的传言

为何人人都愿相信

很难讲上周股市的极度震荡，
与传得有板有眼的“牛市跳楼第一
人”事件有多大关联度，但现在尴
尬的是，有媒体通过多渠道追踪采
访发现，所谓6月10日发生在长沙
的炒股失败跳楼事件，极有可能属
于空穴来风。长沙当地警方证实，
没有证据显示死者是因为炒股失
败而跳楼。

不得不说，这条新闻从一开
始，不管真实性如何，却确实符合
警示的需要。但是经历新闻反转之
后，可以从网友评论里惊奇地发
现，很多人并不相信死者并非因为
炒股而跳楼。恒守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定律的股民，任何一
种辟谣都拉不回他们的步伐。就像
当初铁定着认为一脚踏进了“疯牛
市”一样，被股市震荡得晕头转向

的人们，对这条消息反而不愿相信
了。股民就是这么敏感，任何一个
捕风捉影的消息都能让他们追涨，
或者抛盘离场。

围绕这一轮牛市，由各种渠道
传播的小道消息、谣言等可谓充斥
网络，搞得众股民听风就是雨，面
对“股民跳楼”也选择不加质疑地
相信。尽管监管部门事后作了辟谣
或处理，但对于极度敏感的股民来
说，损失已经很难弥补。因此，加大
对影响股市消息传播的监管与处
罚力度，调查谣言背后是否有内幕
交易或者恶意做空，应该是一个健
康的股市不可或缺的一环。

只有让影响股市的消息传播者
做到极其谨慎，股市的风险才会被
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股民也才不
会被各种小道消息骗得团团转。（摘
自《新京报》）

□宋鹏伟

6月20日下午，在南京秦淮区
石杨路与友谊河路路口，一辆宝
马轿车在路口撞上了一辆正常左
转弯的马自达轿车，马自达轿车
上的两名年轻人当场身亡。南京
警方确认，被警方控制的王季进
就是肇事者本人，其并未酒驾和
毒驾，车内白色粉末是玉米粉。(6

月22日《现代快报》)

几天过去，这起发生在南京
的惨烈车祸，依然牵动着公众的
神经。人们持续地关切并非毫无
缘由。一是太过惨烈，马自达轿车
几乎被撞散，两人当场死亡，谁敢
保证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飞来横
祸？二是有关信息不断被推翻，扑
朔迷离的细节引发了公众不好的

联想与担心——— 会不会有权力或
金钱因素的干扰？

的确，调查需要时间，在此万
众瞩目的关头也很难造假舞弊，
所以，有关肇事嫌疑人有背景、被
掉包，甚至此案有可能被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的猜测，更多的只是
一种情绪表达。要化解种种争议，
除了进一步公开调查进展中的各
项细节，并及时回应各种近乎阴
谋论的质疑之外，没有更好的办
法。

归根结底，安全感与公平感
的缺失，使得某些突发事件可能
迅速演化为一起公共事件，每一
个陌生人的积极声援与强烈质
疑，不仅是在为受害者讨说法，同
时也是担心“背景”“包庇”“摆平”
等潜规则在自己身上上演。

葛媒体视点

大家谈

□杨朝清

一项调查显示，68%的毕业生
毕业季花费超过4000元，甚至有2%

的人毕业消费超过10000元，仅10%

的大学生毕业季消费在2000元以
内。(6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伴随着社会变迁，毕业被不断
地注入了“时代元素”，但与早些年
在毕业纪念册上留言、互赠照片和
书籍等相比，现如今的毕业纪念活
动深深地嵌入消费社会中。在消费
社会，人们逐渐失去了情感表达的
手段，因为许多手段都是物化、商
品化的。换言之，现在的毕业纪念
活动需要相当大的经济成本。

按理说，毕业纪念活动是对一

段校园生活的总结和回顾，也是一
种对未来生活的希冀和展望。当
消费状况和身份符号勾肩搭背，
讲究排场、追求档次的符号性消
费便势不可挡。当毕业纪念活动
逾越情感本位，成为少数人“晒幸
福”、“秀优越”的工具，就会本末
倒置，演变为另类的竞赛场。这样
的情景，和“人情风”、“酒席风”何
其相似。

面对“毕业消费季”，一方面
要以“异质思维”包容和理解，给予
消费观念转变更多的生存空间；另
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和引导，避免让
节日狂欢替代文化找寻。只有保留
情感本真和文化基因，毕业纪念活
动才能“形变神不变”。

葛公民论坛

“毕业消费季”助长另类攀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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