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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魏则西事件”，
让百度公司成为被“吊打”的对
象。在怒骂声中，可以看到舆论
对百度这个搜索巨头的愤怒，而
在愤怒背后，则是深深的恐惧。
当搜索引擎逐渐成为人们获取
信息的主要入口，它的一举一动
都牵扯巨大，就连“竞价排行”这
样的信息显示规则，都隐约在决
定着人们在面临某些问题时思
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

“魏则西事件”之所以让百
度成为众矢之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于他的遭遇很有可能发生
在其他人身上的。尽管最近几
天，百度对搜索引擎做了调整，
但类似的规则并没有完全改变，
搜索相当多的疾病名称时，映入
眼帘的仍是数不尽的医院与“名
医”，就连对疾病最基本的介绍，

都被排在了后面。换句话说，如
果没有“魏则西事件”的广泛传
播，当一个滑膜肉瘤患者在网络
上寻找“解药”之时，极有可能走
上魏则西走过的老路。

如今，方兴未艾的“大数
据”应用，正把互联网的影响
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括百度
在内，现在很多网站或手机客
户端，都在运用大数据技术，
针对不同的用户，推送不同的
信息。相当多的资讯客户端，
都在使用个性化推送技术，网
购平台则根据用户的购买记
录，推出个性化的购物清单。
于是，人们越发感叹互联网工
具的人性化，看到搜寻结果时
也忍不住赞叹“正合吾意”。

如此确实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便利，但又像百度搜索

的信息排行那样，或多或少地
控制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当
你买完一本书，网购平台影响
了你看的下一本；当你遇到疑问
困惑，互联网“知道”你心里所
想，给你指出现成的路……百度
搜索的信息排行之所以能够竞
价，就是因为它对用户是有控制
力的，而这种控制力是极具商
业价值的。当互联网有了影响
甚至控制人们思维行动的力
量，恐怕很难分清哪个是使用
者，哪个才是工具了。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投
其所好”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模式
之下，在信息的海洋之上，一座
座信息孤岛却由此建立起来。试
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总是看到爱
看的、听到爱听的，甚至接触不
到其他信息，思维观念自然容易

封闭。于是，固有的观念不断加
强，越发难以理性地看待世界，
持同样观点的人愈发接近，又因
抱团取暖走向更为极端。近些年
屡有年轻人相约自杀，连“烧炭
自杀”的方式都如此相似，正是

“厌世”的共同情绪相互影响不
断深化，最终给了他们走向极端
的“勇气”。

“魏则西事件”曝光之后，就
有很多人在思考，我们需要的搜
索引擎到底是什么样的，当一个
身患绝症或有其他需求的人上网
求助时，到底怎样的信息才能给
他带来最大的帮助。在信息闭塞
的时代，缺少信息是主要的问题，
当互联网解决了上述困扰之后，
又带来了信息筛选的新问题。对
于具体的人来说，只有获取真实
客观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

海量信息也会制造“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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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的座位不是让出来的

□毕晓哲

5 月 3 日，一位八旬老人
坐动车到成都看病，因只买到
达州到营山的座票，在南充站
被所坐座位的主人请了起来。
之后一中年男子为老人让了
座，老人女儿说：“年轻人，应该
多学学。”座位主人委屈道：“坐
自己位置错了吗？”(5 月 4 日

《四川日报》)
这一事件随后在网上引起

激烈争论。一项微博调查显示，
有一万名网友参与的投票中，
50 . 9% 的网友认为“座位主人
没做错，愿不愿挤着坐由他自
己决定”，45 . 1% 的网友认为

“座位主人有点不近人情”。两
种意见支持者基本相当，可见
这一事件的巨大争议性。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事件
本身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的
事情。列车不同于城市公交，原
本购买到了坐票，却因为“道
德”要求必须让出座位，也是不
公平的。而列车上一旦出现特
殊情形和特殊人群，人人不主

动让座，也与社会公德和公民
素质要求相悖。因此，这一事件
争议是一个“两难”的结果。

然而，公德和权利上的两
难，并不代表这一事件“无解”。
在笔者看来，身为公共管理者
的铁路方面只要尽到责任，事
件完全有解，甚至争议原本可
以避免。如果在列车上有“专用
座位”，如专门设置为残疾人、
老弱病人群准备的“专座”，问
题又何至于如此棘手？有需求
的人群可以方便轻松地找到并
获得“专用座位”保障，不仅不
会发生争议，还更能体现出铁

路的公共属性。也就是说，正是
因为铁路在保障公共权利和乘
客“应急需求”上的相对缺失，
才让“座位主人”与“患病老人”
产生矛盾。让座争议是“果”，而
公共保障不足却是“因”。

笔者提到这一观点和解决
方式，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强

“铁路方”所难。关于列车配备
“专用座位”的做法，早在几年前
一些铁路段就实践实施过。2012
年春运期间，在石家庄客运段，
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
人预留一定数量专用票额，还要
设置残疾人旅客专用坐席，专

用坐席设置处及所在车厢外的
车身喷涂相关标志，在该段执
乘的 36 对旅客列车上，残疾人
专用坐席已正式“上岗”。

残疾人专座可以设置推
广，患病老人等特殊情形为何
不能？春运期间可以，平时为何
不可？在列车上的每一节车厢
设置“特殊专用席位”并不难，
难就难在公共服务意识的强
弱，以及能不能最大限度考虑
特殊乘客需求并尽可能突出铁
路的公共属性。

“魏则西事件”曝光之后，
就有很多人在思考，我们需要
的搜索引擎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一个身患绝症或有其他需求
的人上网求助时，到底怎样的
信息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帮
助。在信息闭塞的时代，缺少信
息是主要的问题，当互联网解
决了上述困扰之后，又带来了
信息筛选的新问题。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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