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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为什么生气!

传承沪语还要靠更多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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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寓言

"到此一游#实为守法意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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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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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哎哟"黄金大妈"昨喜其上"

今哀其下# $黄金人所欲也者"然其上上
下下亦苦大妈#春彦怜之"戏写斯图#

! ! ! !历史悠久的埃及卢克索神庙

文物上惊现!丁!!到此一游"中文

字样#经由微博曝光后#引发国人

一片谴责$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当

事人父母现身道歉$ 原来#这是随

家人出国旅游的一名小学生%现已

读中学&所为$

既然是小孩所为#应该有适度

宽容# 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是望着文物上歪歪扭扭的中文#

还是让人既羞愧又愤懑$小孩子不

懂事还罢# 难道家人也不懂道理'

!子不教#父之过$ "

在文物古迹上涂鸦#这不是小

孩独有的恶作剧#成年人亦热衷于

此道$从故宫大铜缸到伦敦圣保罗

大教堂金色回廊#都可看到中国游

客留下的丑陋签名$这次埃及发生

的污损文物事件是中国式旅游陋

习的又一见证$

人们习惯于把这看作一种不

文明行为# 并归结为个人素质问

题$ 但要看到#文明行为的养成更

多依赖于个人自觉#而此类污损文

物的行为#却已涉嫌违法$ 这不独

在国外如此#在国内也有相关法律

规定$ 如(文物保护法)规定#故意

或者过失损害国家保护珍贵文物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文物灭失+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随意涂抹文物古迹者#非但文

明意识淡薄#同时还存在守法意识

缺失的问题$ 那些到处刻字显摆

!某某到此一游"的人#如果对法律

都缺乏敬畏#又如何能够指望他们

具有文明意识' 不能不说#过去对

此类涂鸦行为的批评仅止于道德

层面#不免有失偏颇$

遏制这类不文明行为#不能光

靠道德谴责#而应借助法律的力量#

对相关违法行为说!不"$ 守法是对

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 只有让游客

自觉守法# 才可能养成文明旅游之

风$倘若意识到涂抹+毁坏文物可能

遭受法律惩罚# 许多游客恐怕不敢

在文物上潇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呈现繁荣

景象#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风景名

胜#处处可见国人身影$ 这当然是

好事$ 遗憾的是#因此出现的各种

不文明现象也一直受人诟病$而这

种种不文明行为产生的社会根源#

其实就在于部分游客缺乏守法意

识$ 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

视$ 包括这位涂鸦小孩的父母#至

今也只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对"#而

没有认识到此举可能构成违法$

旅游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方

面体现$ 而社会文明的进步#有赖

于法治精神的生长$如果我们为埃

及文物遭涂鸦事件感到震惊与羞

愧#就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发生这

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该

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据悉#

当涂鸦小孩的身份曝光后#其曾经

就读的小学网站便遭到了黑客攻

击$ 很难相信#用一种非法手段来

谴责另一种违法行为#就能够生长

出法治与文明的精神$ 或者应该

说#这才是导致出现涂鸦文物等不

文明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 ! ! !中国足球的春天来了'

最近一年多# 常传出国家领

导人关注足球的趣闻$习近平出访

时#曾在足球场上有一脚!令人钦

佩"的远射$李克强通过电视直播#

观看了昨天凌晨的欧冠决赛$

国家领导人喜欢足球#这让

一些球迷振奋#进而有了美好的

联想$假如中国足球可以得到!国

家层面扶持"# 或许就能迅猛发

展#早日扬眉吐气$ 不过#冷静地

看#任何一个国家的足球发展#必

须遵循规律#没有捷径可走$

足球的规律是什么' 第一#

肯定是天赋$ 十几亿人中#找不

出 !!个踢球的#这不是气话#是

天赋决定的$ 足球需要体能#需

要技术#偏偏亚洲人哪样都不突

出$隔着网的运动#中国人表现都

不错$但要直接对抗的#尤其是足

球#中国还是!非主流"#起点就差

了一大截$中国足球要腾飞#必须

要有像姚明和刘翔这样的天赋异

禀的!超级巨星"出现$ 眼下这支

国家队#看不到有潜质的$

第二#一个国家足球运动的

发展#需要时间$ 巴西曾独霸世

界足坛#但体能不足+防守意识不

强的毛病# 一度阻碍桑巴足球的

发展$ 最近十几年# 欧洲足坛法

国+西班牙足球相继崛起#也是更

重视技术+重视配合的结果$中国

足球#现在还没形成自己的风格$

过去十多年#中国足球走过

的#岂止是弯路#更是!掉头路"$

!假赌黑"之后#中国足球重新上

路#近两年学会了!砸钱"#!砸"

得还颇有水平$ 但只有这点#明

显不够$比较其他国家足球发展

的历程#未来 "届世界杯#即到

#$%$年前# 中国足球能够进入

到世界杯 !&强#就算完美了$

第三#足球运动#还需要运气$

并不是说#有了措施#有了时间#就

一定能达到目标$足球比赛的偶然

性#不可小视$ 刚退休的曼联主帅

弗格森#执教曼联 #$多年#只拿到

两个欧冠#两次均是运气奇佳$ 不

得不说#自从 #$$'年以后#运气就

已远离中国足球$

世界足坛的发展# 绝对少不

了中国元素$ 中国办一届世界杯

足球赛# 也为期不远$ 越是在此

时#越是要有耐心$ 否则#历史上

中国足球发生过的那些黑色瞬

间#就有可能重演$

! ! ! !上海市教委正试点将沪语教

育融入幼儿园的游戏+生活和运动

环节#允许+提倡教师适当用上海

话与儿童交流$ 上海还将开展对幼

儿教师的上海话培训$

% 至 & 岁的学龄前儿童正处

于语言习得的敏感期#如果在这个

阶段失去了学说方言的机会#从头

再拾起来就比较费力$除了让孩子

们有机会学沪语#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彼此爱讲+爱唱沪语#这就需要

有更多的沪语动画+ 沪语游戏+沪

语故事+ 沪语歌曲等作品的创作#

为孩子习得沪语提供条件$

上世纪 ($年代#香港粤语流行

歌曲让大江南北的孩子们迷上了

粤语#上海不妨也借鉴粤语的有效

传播方式#从沪语歌曲+沪语动漫

等青少年文艺作品入手#强化沪语

对孩子们的吸引力$这样#主动学习

沪语才不是新增加的课业负担#而

是兴趣与爱好$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沪语

本身的发展时间并不长# 其语言的

丰富程度还需要持续的创造与提

高#才能更适应现代人深层情感+思

想的表达与交流$

近年来#沪语小说+沪语话剧已

逐步涌现# 希望上海也为此类创作

提供更多的资源+更大的舞台#让其

吸引孩子们喜欢沪语艺术$（新民网
评论员，网址 !!!"#$%&'%"(%）

! ! ! ! %(年前的今天#藏族登山运动员

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

穆朗玛峰的女性$后天#是人类登顶珠

峰 &$周年纪念日$ )*"%年 "月 #*

日#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携手新西

兰登山运动员埃德蒙,希拉里#第一次

完成人类登顶世界之巅的梦想$

&+ 年来# 人类创造了多项纪

录-盲人登顶#无氧登顶#甚至还有

人在珠峰顶上过夜..就在 , 天

前#刚刚有一项最高龄纪录被刷新$

书写神奇的#是 ($岁日本探险

家三浦雄一郎$新闻照片里#老人独

立山巅#银发飘飘#映衬白雪皑皑#

显得格外矍铄$

如此高龄#还勇于挑战最高峰#

令人钦佩$ 这已是三浦第 %次登顶

珠峰#前两次分别是 -$岁和 -"岁$

也就是说#他活到古稀之年#终于第

一次站上世界之巅$

别被照片骗了#!独立" 只是表

象# 他不是一个人战斗///高山向

导+高山协作+医生+厨师约 %$人组

成的强大后援团# 高薪受聘为三浦

提供贴身服务$

离开团队#老人可能寸步难行$

这类登山爱好者#在业内被称为!登

山客户"#必须靠购买!登山从业者"

的专业服务#才能上山$ 登山人群中

还有第三类#叫!自主攀登者"#靠自

身能力和团队协作完成攀登$他们追

求过程的乐趣#而非登顶的光环$

著名登山家梅斯纳尔是全世界

首位成功登顶所有 ($$$米以上高

峰的人#最惊人之举是 )*($年孤身

一人不带氧气登顶珠峰$ 他曾公开

表态#对珠峰再无兴趣$因为只要花

钱# 就能上去$ 有高山协作烧水做

饭+安营扎寨#有高山向导一路铺设

梯子#帮忙背负沉重的氧气设备#照

顾客户稳步前行$

上世纪 *$年代至今#商业登山

逐渐兴起#珠峰脚下日益拥挤$不少

成功人士纷至沓来# 花费数十万元

登顶#或在山巅念念不忘自拍#或下

山后急着宣布喜讯$

&$周年纪念日将至#又到珠峰

热闹时#众多!登山客户"正排着队#

等待梦想成真$真实的登山梦也好#

浮躁的名利梦也罢# 商业登山行为

本身无可厚非$不过#我们这些常住

低海拔地区的看客# 莫被带有水分

的光环晃了眼#记得控制景仰之情#

别再一如黄河之水泛滥了$

! ! ! !因钱锺书+杨绛先生的私人书

信并手稿行将拍卖一事#杨绛先生

大表不快$ 今天#她还通过媒体发

表!公开声明"#再次表示!坚决反

对"# 并说拍卖方如不停止侵权#

!我会亲自走向法庭.."$

"月 #%日(新民晚报)上曾发表

了方翔先生谈著作权与所有权的短

文(名人书信手稿能否拍卖)$ 我以

为#从法理上说#方翔的文章谈得很

清楚了#即著作权归写信人#所有权

归收信人#如收信人要转让所有权#

那是合法的#但不应将其公开发表$

从这里我还联想到另一问题# 即作

家要为名人作传# 作为名人著作权

继承人的亲属后裔等# 其实也是无

权干涉的$传记写作乃至评论+研究

等# 这是写作者+ 研究者的独立工

作#名人只是其写作或研究对象#作

者写不写#怎么写#那是作者的自由#

是不必按着名人亲属的指挥棒转的$

现在据说有一不成文法#即这类写作

研究都要有名人亲属的首肯# 我以

为在法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然而#杨绛先生的不快#却不

是一个法理问题#而是一个感情问

题#或曰人之常情问题$试想#本来

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许多私密的话

在别处不说#可以跟朋友说#这说

明什么' 说明信任$ 一位受信任的

朋友如把私密的话到处乱说#或者

退一小步# 虽不在公开场合说#却

在别人付费以后转告#哪怕是不相

干的人也没关系#谁付的费用高就

告诉谁#甚至#还要广而告之#某月

某日在某处#将以谁的出价高而决

定把这些私密话告诉谁# 你想想#

当初说话的人# 或说话者的亲属#

他们心里会好受吗'这意味着什么

呢'意味着自己的信任被信任者出

售了#而且还是当众公开出售///

卖$ 这就是杨先生生气的缘由$

当然#仅从所有权看#出售者

是合法的#他有这权利$杨绛先生此

前要他!给一个说法"#也不是要他

回答是不是犯了什么法# 而是要他

回答自己- 你是不是对得起我们过

去对你的信任' 这也就是上文所说

的情感问题#或人之常情的问题$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各人自己

的选择了$ 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有人考虑

到珍贵资料能否可靠保存#所以要

在生前处理好 %拍卖因出价高#有

时反有利于它不致轻易受损&*有

人考虑到实际收益#要在价格最高

时脱手*有人考虑到自己与对方的

内心感受# 所以决不在当事人在世

时转移..对此# 他人很难骤下判

断#也不应说三道四#作轻率的道德

谴责$然而#人情的角度#是人世间最

珍贵的#因而是无价的#这是我们所

不可遗忘的///杨绛先生的生气#

及时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这恰是世

人须向这位百岁老人深表感激的地

方$（相关报道见 )*+·文娱新闻）

谢春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