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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在身边

对大学生裸贷的冷思考
殷 骏

! ! ! !近期，女大学生因网络借贷
而被放贷人要求手持身份证拍摄
裸照之事屡见报端，一时成为热
点话题。所谓裸贷，大意是指网络
虚拟空间的“借贷群”里的职业放
贷人要求女生自拍并提交裸照作
为贷款抵押，如逾期不还款，就公
布其裸照的行为。不仅如此，为了
增加威慑力，放贷人甚至还详细
掌握着裸贷女生亲友的信息。事
件一出，舆论哗然，但与其站在道
德高点指责、挞伐乃至严究法律
责任，不如冷静反思“何以至此”
和探究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裸贷事件表面上貌似仅关乎

教育界的小受众面现象，实际上
却牵涉到社会的诸多方面，而其
看似偶发，实则又是多重因素叠
加所致。发生裸贷现象，一味指责
涉事女生寡廉鲜耻未免以偏概
全，她们在裸贷前想必也是经过
一番思量与挣扎的。而之所以最
终仍会选择“忍辱负重”，至少说

明三点：第一、今天大学生创业的
借贷环境尚有可以改善之处。如
果取得风投资金的门槛较高，有
志于创业的大学生的启动资金就
只能通过父母及其他亲友筹措。
一旦无法通过上述渠道筹资，在
无任何
可抵押
资产又
创业之
心不改
时，部分学生迫不得已，会去接受
看似公平，实则违法的条件完成
借贷；第二、微信、!! 等网络虚
拟社交空间借贷市场的监管机制
和技术手段仍不完备。尽管在数
以亿计的微信、!! 用户中对绝
对占比不大的网络放贷行为实施
精确监管确有难度，但也不能据
此完全否定监管缺失及监管不作
为等现象的存在；第三、以学生为
主的青少年年龄群体的消费欲望
与消费能力之间的错位。我们不

能回避的事实是，也有少数人是
出于追求物质享受而裸贷的。在
物质愈发丰富的当下，对物质享
受的追求已被正当化且深入人
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演各类
商业广告的演员大多数是青年

人，更
有大量
的 产
品、服
务是专

门瞄准以学生为主的 "#岁以下
的青年群体销售的。而在电影院
里上映的影片几乎全都是
面向青少年观众的题材。
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里，
青少年都是财力最弱的年
龄群体，他们尚处于一生
中创造、积累财富的阶段；如在此
时过早地激发起他们的消费欲
望，这些欲望将是他们的现时购
买力所难以对接与满足的，这就
形成了一种错位，而这一错位所

造成的极端后果便是裸贷等现象
的发生。与此同时，更具消费能力
的中青年、中老年群体却面临有
钱无处花的窘境。

诚如成因的多样性，避免裸
贷现象重演也须多管齐下。对
此，在完善风控和审核机制的前
提下努力降低大学生创业融资
的门槛，加大针对网络虚拟社交
空间融资行为的规管等措施自
然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在持续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向消费型转
变时，也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产

品、服务销售对象群体的
多样化和细分化，以及提
高其他年龄群体的消费
欲望，尤其是使中老年群
体也可以享受到专属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这些举
措，可以一定程度降低物质享受
对青年尤其是在校生的吸引力，
进而相应减少学生为了物质享受
铤而走险等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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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宋·陈
师道《田家》）。“不为风雨变，鸡德一何
贞。在暗常先觉，临晨即自鸣。”（唐·李频
《府试风雨闻鸡》）。“头上红冠不用戴，满
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
门万户开。”（明·唐寅《画鸡》）。中国古人
十分依赖和信任鸡鸣，把鸡鸣当
作计时手段，鸡鸣则起，表达了人
们的勤劳和用功。鸡鸣，也是《诗·
齐风》的篇名。全篇以对话形式，
写妻子于鸡鸣时分一再催丈夫起
身，由此而产生了“鸡鸣戒旦”这
一成语。
公鸡善啼，好斗。在公元前

$%&& 年的文献中已有关于鸡的
记载，家鸡的祖先是原鸡，原鸡系
一种森林鸟类，分布在我国云南
南部、广西西部和海南岛等地。

吴方言地区（包括上海）流
行着一副对联：屋北鹿独宿，溪西
鸡齐啼（相传为明代“吴中四才子”
之一祝允明所作）。这里的“鸡齐
啼”，有人不相信鸡会齐啼。关于这一点，
需看你如何理解这个“齐”字。笔者以为，
此处的“齐”并不表示“齐刷刷”的大合唱，
而是意味着啼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公鸡为什么在清晨（通常认为是太

阳升起时）打鸣？小时候听大人讲
过一个段子：很久很久以前，公鸡
头上是长有两个角的，所以公鸡
会飞到天上去。而当时的龙是没
有角的，也不会飞，但他很想飞到
天上去看看仙境，于是跟公鸡商量，把角
借与他用一个晚上，答应第二天拂晓归
还。公鸡拗不过龙的再三恳求，把角借了
出去。谁知龙大哥一去不复返，公鸡失去
了角，只好每天拂晓时分绝望地对着天
空高喊：“龙哥哥……还我！”

此乃笑话，言归正传。
'&$" 年，日本科学家作过一次研

究，他们让处于实验室条件下的公鸡中
的一部分接受恒定、持续的晨光照耀，从
理论上讲，这一部分公鸡不会感知白天
时间了，然而它们还是非常精准地在清

晨啼叫。这一实验持续了好几个星
期，一直起作用。这说明，公鸡主要
是根据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
物钟而准时啼叫的，换言之，它们
已经不需要光作为啼叫开始的信
号。但科学家们发现，光还是在起
作用的，比如自然光在定期校准生
物钟；光的强弱跟啼叫的频繁性还
是有关系的。
此外，科学家们还发现，黎明

时分，公鸡往往也会受到鼓励而
啼叫起来，尤其在农村里，经常可
以发现，只要有一只公鸡开始打
鸣了，紧接着第二只也开始啼叫，
第三、第四……纷纷跟着响应，说
不定响应者并不是同一个院子

的，而是河对岸某个鸡群的。噢，原来这
就是“鸡齐啼”呀。
当然，其他科学家们也发现并提出

了公鸡啼叫的另一些因素。公鸡啼叫是
在告诫其他公鸡：不要到我的领地来，否

则对你不客气。为了引起母鸡的
注意：这里有一位美男子，请不要
舍近就远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白
天的其他时间里，有时也会听到
公鸡打鸣的道理。

公鸡在鸡群里有些霸道，尤其在原
鸡中，一个鸡群中总有一只地位最高的
公鸡把持着最高权力（包括对母鸡的优
先权）。傍晚，公鸡通过打鸣把母鸡们召
集在一起。好在通过人类的长期驯养，这
种行为已基本消失。

老顽童的养生之道
马子亮

! ! ! !这些年收入高了，经济条件
好了。但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
精神压力太大，很多人的身体处
在亚健康状态。精神萎靡不振，身
体状态很差，哪还有幸福之言？我
也不幸位于此人群之中。

邻居老陈现年 ()岁，耳不
聋，眼不花，精神矍铄，整日
乐乐呵呵，幸福无比，人称
“老顽童”。

为了得到他身体健康
而长寿的秘诀，我决计去
访他。进了门，当我说明去意后，
他不假思索地立刻说道：“是这样
的，身体健康的首要一条就是要
要以平常心对待生活，力所能及
地去做事。在名利、地位、生活
……方面不攀、不比，能吃饱，有
地方睡，有零钱花就行。要知道那
些所谓成功人士，哪个不是经过

一番拼搏而
得来的，

他们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你
不能只看见人家光鲜的这面，看不
见人家艰苦付出的那面。再说了，挣
来的钱与财富还得再利用，这又得
耗费一定的精力，稍有不慎，就会出
事。君不见，那些名人、富人吸毒的
有之，犯法的有之，得富贵病的有

之。准确地说，钱财就是一把双刃
剑，没有钱不行，钱不是万能，钱多
了也有很大的副作用。”
“其次是人活着就要动，能坐

着不躺着，能站着不坐着，能走着
不站着，能跑着不走着。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不
信，请你做个试验，没病在床上躺
上三天，下床后，你就会出现头晕
目眩，腰膝酸软，不会走路了。有人

说，饭后
百步走，
活到九十
九，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条就是人活得一定要充

实，多交朋友，多一些爱好活动。干
自己爱好的事是一种享受，干自己

不愿干的事是受罪。人不可
无事，无事生非。实践证明，没
有用脑筋累死的，只有发愁
思虑过度得病而死亡的。”
“第四条就是食谱要广

泛，生活要有规律。吃八分饱，不要
劳累过度。吃的进，拉得出，睡得香，
走得动，才是生命的四要素。”
“所以我的养生之道总结起来

就是以下几句话：平淡生活，不攀不
比。世间做事，力所能及。活要动着，
多趣有利。食谱广泛，生活规律。顺
其自然，健康无比。”

听着老陈有理有据的言论，我
一边点头，一边决心照办。

小眼界和大格局
何鑫渠

! ! ! !上海、北京等内地不少城市的地铁
换乘站不同于香港，它们很少采用同台
平行换乘（上海 )号线与 $$号线在东方
体育中心站有同一站台对面换乘），地铁
换乘多采用上下层之间换乘。地铁上下
层换乘按理直接上
或下就可以了，但
实际上地铁上下的
换乘引路标志不全
是这样。比如 $&号
与 $$号线相交在交通大学站，$& 号位
置高。按最佳换乘路线，应该只要直接标
示，由 $&号线站台通过楼梯通道，直接
走下 $$号线就行了。但 $&号线换 $$号
线，除了这样的标示，大多数是先请你走
到地面，然后再从地面到达 $$号线，明

显绕了远路。我开始一直以为是标错了，
后来才明白，从换乘的部分个体人群来
说，直接上下就是了，速度快，时间又省。
但作为全体换乘群体言，这两种标法都
是不错的，不然，大家都往直接上下通道

走，速度反而慢，而
且容易发生挤压等
群体性事故。

在生活中，这
种情况比比皆是。

有的人做事没有全局观念，总是从自己
的角度出发，就像本文所提到的，只会采
取直接换乘，并批评另一种迂回换乘方
法。这就是小眼界。须知，用不同方法换
乘，因地制宜地采用恰当换乘方法，才是
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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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加州的农夫市场，
是当地周末的一道美丽的
风景。无论春夏还是秋冬，
除了狂风大雨，农夫市场
上紧紧相挨的白色帐篷，
仿佛碧蓝天空下盛开的朵
朵白色莲花。作为加州人，
值得骄傲的是，位
于太平洋西岸绝佳
的地理位置和得天
独厚宜人的气候，
生长和盛产着四季
的瓜果蔬菜、粮食
和各种农作物。

吃在加州，这
是加州人得天独
厚的优势。虽然加
州的大街小巷，布
满了各种超市，唾
手可得的各种农
作物和蔬果比比
皆是，但是加州人
更热衷每个周末，开车去
离家不远的农夫市场选
购食材。狭长而人口密集
的加州，有数不清的农夫
市场。其中，品质最好的
还是在北加州的湾区一
带。加州的硅谷聚集了高
收入的高科技家庭。工作
繁忙的双职工，很少有奢

侈的生活习惯。他们中最
大的享受就是周末的餐桌
了。于是，起个大早去农夫市
场已经是大多数家庭必不
可少的节目。
农夫市场，顾名思义

就是农贸集市中，各种小
商小贩，有组织有
纪律，经过政府登
记，拿到食品卫生合
格证的合法经营
者。他们绝不是无
证摊贩。在加州，食
品卫生控制有严格
的程序，其中有严
格的规定就是家庭
厨房绝不可以制作
出售以盈利为目的
的食品。那些农贸
市场上出售的新鲜
面包和成品糕点都
是由食品卫生部门

监控的厨房所生产的。
每个城市的农夫市场

开放的时间有差异。从周
五开始到周日结束。一般
是早上九点到中午的十二
点左右。我家附近有两个
农夫市场，一大一小。小的
在镇上的进口处，每周三
的下午。大的在西谷社区
大学的停车场上，每周六
早上开放。社区大学的停
车场平日收费昂贵，到处
有巡逻车，如果肆意停
车，会收到罚款单。但是
周六，为了农夫市场，停
车却是免费的。农夫市场
就搭建在停车场了，其中

有一些南加州的农夫，由
远道赶来摆摊。他们的回
答毫不避讳：北加州湾区
的人收入高，东西卖得快，
而且能卖出好价钱。半月
湾的渔夫经常拿来刚收来
的新鲜石斑鱼，加拿大三
文鱼，各种野生的海虾。五
美元一个的鸦片鱼头是最
价廉物美的。即便野生三
文鱼的价格不菲，买的人
却络绎不绝。答案当然是
好吃而健康了。
小小的农夫市场是美

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加州
亚裔是全美国最多的。亚
裔由华裔、印度裔、韩国
裔、日本裔等组成。在市场
上，华裔农夫运来了各种
中国蔬菜，譬如上海小青
菜。印度商家卖起了那种
软软的印度面包，还有各
种味道浓烈的咖喱调料。
墨西哥小哥卖水果最多，
把甜美的，水汪汪的草莓
放在塑料盒的最上面，拿
回家你会发现底下的玩意

又小又酸。还有他们的数
学不太好，加减乘除不太
靠谱，一定得自己多用一
个心眼。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卖

波兰香肠的小哥。家里是
做红肠的。爹妈忙的时候
就让小哥自己出来摆摊，
他不招呼客人，只会坐在
摊位前发呆。尝了几口他
家的红肠，觉得味道实在
好，于是跟他买。这家伙倒
是爽气，说如果你多买，我
就给你打折，他说他想早
点收摊。我曾经在他手里
买了好几斤。可是后来再
去几次我发现小哥不见了
身影，换成了老爹。又跟老
爹买了几次，老头在批评
他儿子。他跟我说，他是不
对的，随意减价，太贪玩
了。看来，老爸觉得儿子败
家了。以后，老爸又换成了
胖老妈，老妈守财更厉害，
但是做生意还是有一套的。
每一次，临到中午，她家的
红肠就卖得七七八八了。

农夫市场上商品的
卖点就是新鲜，和超市最
大的不同是少了仓储和
流通的环节。那些鸡鸭鱼
肉的特色就是不打激素，
不喂大众饲料。$* 美元
一只的肥鸭一点腥臭味
都没有。第一次去买，我
错把鸭子当成鹅了。

同一个摊位去多次，
摊主就认识你了，热情有
加，满嘴的蜜糖喂你饱。

若能传得更远
图!谢春彦 文!李君兰

! ! ! !“燕燕也许太鲁莽，有话对侬婶婶讲……”'#+)
年猴年春晚上，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唱起这
一句时，不知引得电视机前多少上海阿婆随声和！这
段来自沪剧《罗汉钱》中的经典片段《燕燕做媒》，在
上海可谓家喻户晓。

沪剧，曾是陪伴上海人刷牙洗脸、烧饭洗菜、日日
不离的生活背景音。从上海阿婆的收音机里飘出了袅
袅吴音，听着沪剧的上海阿婆正颇有韵律地做着饭
菜，猛然，她放下了手中“生活”，拿腔拿调地哼上几
句；忽地，她又唤道：“囡囡，帮外婆翻一面！”接到命令
的小囡像是受过训练般，准确地在最后那个音落地
后，“啪”地一声按下暂停键，并迅速翻面、放带、按“播
放”。于是，外婆又颇有韵律地做起饭菜来……那时，
一瞥上海人“窝里厢”，处处闻得沪剧声：五斗橱上，
整齐地叠放着磁带《卖红菱》《阿必大回娘家》；枕头
下，不翻边角地小心压着磁带附送的唱词页……

沪剧初名花鼓戏，源于吴淞江及黄浦江一带农
村的田头山歌，兴起于晚清时期的上海，因上海简
称“沪”而得名。最初的沪剧演出形式较为简单，由一
人操琴、一人击鼓，自奏自唱。后来沪剧发展成由三
个以上演员装扮人物，另设专人操乐器伴奏的“同场
戏”，称作本地滩簧，简名“本滩”。+(+%年，邵文滨、施
兰亭、丁少兰等发起组织“振新集”，从事本滩改良，
并将其改名为“申曲”。+(,"年第一个国家沪剧演出团
体上海人民沪剧团成立，从此沪剧有了系统的发展。
这袅袅娜娜、曾陪伴上海人作息、被列入“非遗”名

录的沪剧，如今已慢慢远离了上海年轻人生活。对于上
海年轻人来说，沪剧，多
少显得既陌生又熟悉。
花鼓犹在，只是若

能传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