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奉楚

再过几天就是“双十一”
了，各大电商已经摩拳擦掌。
近日，工商总局印发通知，提
出“七不得”，包括不得发布虚
假广告、虚报特价揽客；不得
先涨价再打折，以次充好，以
假充真等。（11月2日中新网）

如今，“双十一”已经成为
购物狂欢节，很多消费者形成
了在此期间抢购商品会享受
不少折扣的印象。但现实中，
不排除有商家以先涨价后打
折等虚假促销方式，诱导消费
者上当。为遏制此类现象，避
免消费者掉入不良商家的圈
套，既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技
术，要求电商平台尽到管理职
责，更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

“先涨价后打折”的判定标准。
经营者事前提高商品价

格，在促销当天又打折，且以
提高后的价格为基础打折，等

于变相扩大了降价幅度。如某
种商品本来的价格是100元，打
九折后售价90元，但商家在促
销前将原价提高到120元。这样
一来，打八折的话售价为96元，
打七折的话售价为84元。即便
是售价84元，也仅比之前90元
的售价低6元，但折扣幅度看上
去更大。

这种操作会让消费者产
生该商品折扣力度更大，更值
得抢购的错觉。其行为构成欺
诈和误导，应该认定为虚假广
告或欺诈经营。最高法院发布
的案例也明确，网上销售商品
有价格欺诈行为，诱使消费者
购买该商品的，即使该商品质
量合格，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
商“退一赔三”和保底赔偿。

随着技术的更新，电商平
台或第三方网站有能力发现
并公布“先涨价后打折”行为。
商品种类、价格、交易情况等
数据均由电商平台掌控，其能

够通过大数据技术筛查、分
析、监测先涨价后打折、虚报
特价等价格欺诈行为。而网络
上流行的比价软件和小程序
往往能够显示某种商品一段
时期的价格走势，是涨是降、
幅度多少一目了然。

不过，如何判定到底是正
常的价格调整还是先涨价后
打折则比较困难。一般来说，
促销前一天或者两天提高商
品原价，自然是明显的涨价行
为。那么，提前一周或者十天
涨价是否仍然属于“先涨价后
打折”呢？要知道，很多电商平
台的商品价格均不固定，很可
能今天一个价格，明天又是一
个价格。或者价格低的时候不
送优惠券，价格高时又赠送优
惠券，还有商家先下架某种商
品，上架价格较高的同种商
品，以至于需要消费者拼智商
来计算优惠规则。

对此，理当有一个合理的

判定标准。一是不妨设定一个
期间。比如，商家在促销前10天
或15天涨价的，可以认为是正
常的商业行为，超过这一期间
的涨价，除非商家能证实其涨
价有不能归咎于自身的且与
销量上升无关的客观原因，如
原材料价格上涨，政策变动
等，否则就应视为不正常。二
是应排除其他干扰，杜绝先下
架后上架同种类涨价商品，杜
绝以秒杀、特价、买一送一、使
用优惠券等规避相关规则。

同时，应要求电商平台充
分利用技术手段监测这一不
正常行为。鼓励第三方网站收
集相关数据后向消费者提供
比价服务并严格执法，让商家
及电商平台承担先涨价后打
折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责
任。进而对先涨价后打折、虚
构特价这些价格欺诈行为形
成围剿之势，让善于玩套路的
商家现出原形。

遏制“先涨价后打折”应明确判定标准

现实中，不排除有商家以
先涨价后打折等虚假促销方式
制造虚假繁荣，诱导消费者上
当。为遏制此类现象，避免消费
者掉入不良商家的圈套，既要
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要求电
商平台尽到管理职责，更要有
一个科学、合理的“先涨价后打
折”的判定标准。

别让“保险不理赔”拦住顺风车

怀念西南联大

不忘学术初心

80年前，1937年11月1日，由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
所名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在长沙开学。因抗战形势紧
张，其在1938年迁校昆明，是为史
上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今天，西南联大早已成
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殿堂，是
学术理想的象征，每逢谈及“大
学精神”“知识分子精神”之类
的话题，西南联大就是一个经
典的符号。不同人心中的西南联
大有各异的故事，但有些共识是
无可撼动的，这也让西南联大成
为读书人心中永久怀念的家园。

其一，是面对民族危亡时的
坚忍意志和家国情怀。抗战时期
学术研究、教育和生活的物质环
境是极度匮乏的，不过，简陋的
设施、艰苦的环境没有动摇西南
联大师生的选择———《礼记》里
有这种精神的概括：“儒有可亲
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
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
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
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西
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正来
源于此。

其二，真正的大师，是从精
神高度和学术成就上定位的。西
南联大校园里从来不缺乏这样
的学者和学生。中文系的朱自
清、罗常培、闻一多、刘文典等，
外语系的叶公超、吴宓、朱光潜
等，历史系的陈寅恪、傅斯年、雷
海宗、钱穆等，哲学系的汤用彤、
冯友兰、金岳霖等，这些名字可
谓如雷贯耳，他们既是各自领域
的名家，也是中国学术传承和发
展史上的丰碑式人物。

西南联大之所以令知识分
子怀念，根源就在于它所象征
的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性。我们
今天纪念西南联大，在追思先
人的时候，更在于反思当下，用
西南联大的精神鼓舞自我，纠
正因功利心而耽误的学术探
索，回归读书和教育的初心本
意。如此，才能在学术精神和理
想的薪火相传中，继承前人的
成果，并逐渐开拓出属于我们
这一代读书人的新路。（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黄帅）

□张立美

司机李先生在开顺风车
时遭遇事故，导致自己的车辆
损毁，李先生曾为自己的车辆
购买过交强险和商业险，因此
他提出保险公司对车辆损失
进行赔付。然而保险公司却拒
绝赔付，理由是车辆投保时，
性质为家庭用车，事故发生时
车辆却处于网约车运营状态，
李先生擅自改变车辆用途，导
致车辆危险程度加剧，且未通
知保险公司。李先生被拒后将
保险公司诉至通州区法院，1
日此案开庭审理。（11月2日

《北京青年报》）
众所周知，顺风车，是在

不增加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
前提下，减少机动车出行的需

求次数，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符
合当下倡导的绿色出行趋
势，这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险公司以顺风车改
变了车辆性质为由，对发生
交通事故的顺风车不予理
赔，所有损失由顺风车车主
独自承担。这不仅让车险失
去了应有的保险功能，而且
无疑额外增加了顺风车的风
险和责任，必然会拦住顺风
车的前进之路，让广大车主有
所顾忌，最终将不利于顺风车
的推广。

保险公司对发生交通事
故的顺风车不予理赔，给出的
理由只有一条，就是《机动车
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A
款)》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
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被保
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
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

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的，应
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
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
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
保险示范条款》中也有类似规
定。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站不
住脚，没有道理。因为顺风车
并没有改变使用性质，顺风车
不能算是从事营业运输，顺风
车发生意外事故并不符合保
险公司免责条款。

顺风车虽然是有偿拼车，
车主或驾车人或许也能够获
得一定的盈利，但是，顺风车
车主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不是以营运为职业，顺风车
车主向搭乘人收取的只是油
气费、过路费等必要的支出
成本费用，这与开“黑车”、开

“专车”有着本质性区别。从本
质上说，顺风车是平等民事自

然人之间的私人搭乘，是偶尔
性的共享出行方式，没有改变
顺风车的家庭用车性质，顺
风车并不具有营运性质。换
句话说，不能将顺风车归纳
到公共运输的营运车辆的范
畴，把顺风车当成营运车辆
处理没有道理。

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
大潮流下，保险行业的主管部
门以及行业协会，有必要跟上
时代的步伐，对顺风车进行
准确定性，修改相关条款应
当按照家庭用车对顺风车进
行理赔。同时，完善法律法
规，保障顺风车的地位和权
益，只有这样，才能打消开顺
风车车主的后顾之忧，让顺风
车开得更顺畅、更快捷，方便
市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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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传统文化致敬不止于拍一部影片

□王石川

马云主演、文章导演的影
片《功守道》将于近日首映。按
照影片最初创意者李连杰的
解释，“功守道”这三个字的深
意，是中国武术不以进攻为根
本目的，而要用功夫来守住家
园、传承文化。在笔者看来，这
部影片成功与否，或许并不是
最重要的，弘扬中华武术所代
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
更值得关注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中华武术生长于传统文
化的肥沃土壤，既有独特的运
动形式，更有内在的文化内
涵。比如，古代儒家要求学生
掌握六种技能（六艺）：礼、乐、
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直
接与武术有关，乐所包含的舞
也与武术存在密切关系。更重

要的是，止戈为武，在“外练筋
骨皮，内练一口气”的背后，是

“四方水土养育”的“中华武术
魂”，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味。

《人民日报》刊文称，脱胎于太
极文化的新武学“功守道”将
亮相大银幕，延续传统武术源
远流长的内在哲学，实属持允
之论。

进而言之，今天，我们该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致敬
优秀的传统文化？拍个短电影
是可行的，但应该有更深沉的
态度、更丰富的姿态、更多元
的手段。这也是现代中国人面
临的重要课题。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
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
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
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

命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不
能排斥更不能扔掉传统文化，
但也不等于照单全收，在继承
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方是
理性姿态。正如十九大报告中
的表述，就是“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不
止一次提出“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对狭义
的文化应作如是观，对广义的
文化亦应如此。中华武术当然
有好勇斗狠的一面，但也有讲
究武德的一面。《左传》称，“武
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
里的武是指军事，后来则将武
术涵盖在内。众所周知，古往
今来各门各派都注重武德，信
守“功夫有限，仁者无敌”。今
天，对待包括武术在内的文化
皆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对接时代潮流。

说到中华武术，放在今天
也不乏外向意义。在外国人看

来，中华武术就是功夫，英文
中的Kungfu、Taichi，就是功
夫、太极，可见中华武术的魅
力与传播力。毋庸赘言，功夫
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也是一张
文化名片，更是中外交流的鲜
亮符号。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
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可以预见，中国功
夫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方
面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
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
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
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坚持古
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
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不
仅能够获得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富滋养，更能增强沛然而
不可御的文化自信。（作者为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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