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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无论先农坛外墙

是不是文物，网友的质疑

都是有价值的，至少表明

民众对文物保护的热情与

参与意识。保护城市的景

观与文物，同样需要一种

市民可广泛参与的制度。

让市民能积极、主动参与

到对城市事务的讨论、质

疑、谈判、组织与规划中，

该保护什么、不该保护什

么，我相信大多数市民都

会有自己的主见。这些意

见经过沟通，也不会有太

大的分歧。市民能自由地

参与到城市的公共事务管

理中，忽视文化传承的现

象才会有所好转。

北京先农坛疑遭凿洞开店
“先农坛墙上开洞开起

了饭馆，这不算破坏文物

吗？”近日，网友“八戒如来

神掌”在微博上发帖质疑。

其贴出的图片显示，一家名

为“吉良居酒家”的饭店紧

挨着先农坛东门。

酒家贯通整面外墙，中间

是一个高约2米、宽约1.5米的

大洞，颜色等和墙砖相同。

与“吉良居酒家”相对，

在先农坛东门南侧的同样

位置，开了一家“御品阁茶

院”，茶院内的“洞”同样是

穿透墙体。

文化速写

两位网络写手过劳去世

点评：中国稿费之低已

不是什么新闻，伤害的不只

是自由撰稿人的身体和作

品质量，其实也在变相摧毁

自由撰稿人这一行业。一

个社会稿费的高低，从某种

程度上表明了这个社会对

文化的尊重程度。

此 外 ，自 由 撰 稿 人 的

社 保 、医 保 障 碍 ，也 是 社

保 制 度 应 尽 快 解 决 的 问

题。文化要大发展，如何

通过各种手段保护写作者

的原创力，显然是要考虑

的问题。

清明小长假，网络文学

界陷入“哀思”——著名写

手青鋆和风天啸在4月初相

继去世。

网友们认为，两位写手

的离世均与他们长期熬夜

写作有很大关系。一些写

手表示，网络写手事实上已

经成为“高危职业”，现在绝

大多数写手都处于“码字赚

钱”的阶段，他们从阅读网

站获得的保障相当有限。

特约点评人

胡谈乱侃

真人图书馆兴起

点评：所谓的“真人图书

馆”，不过是文化沙龙的民

间版或普及版，或是讲座交

流的另一种叫法，看不出有

何新意。虽无新意，但却表

明了民众对公共交流与沟

通的渴望。

知识和学术的流动，只

有变得更为动态和多元，才

能使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公

共精神的创造中。无论是

社会转型，还是社会价值观

的形成，都在迫使知识分子

摆脱传统学究式的论文方

式，加入到公共学术的这一

洪流中来。

随着越来越多知识分

子的加入，相信公共学术会

贡献出更具公共价值和学

术价值的精神产品思考与

讨论中。

继纸质书、电子书之

后，“真人书”也出现了。在

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等地，真人图书馆悄然

兴起。

真人图书馆往往以书

店、咖啡馆、大学等为平台

搭建而成。这类图书馆吸

纳一些具有不同爱好、经

历、职业的人成为自己的

“真人书”，提供给有兴趣的

人“阅读”，也就是面对面交

流，让读者达到增长知识、

交友等目的，受到不少青年

人的喜爱。

版权局回应著作权法草案
近日，国家版权局发出

通知，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

意见。其中第四十六条，关于

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

可不通过原作者同意进行翻

唱的规定，瞬间引起了音乐界

人士及网友们的关注。

而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

们还是希望低下头来，多听

听大家的声音。”

点评：录音制品首次出

版 3 个月后，可不通过原作

者同意进行翻唱，显然对

音乐人的版权和创作力会

构成伤害。大陆唱片业的

快速衰落，与缺乏对音乐

版权的法律保护体系有极

大关联。

在数字时代，唱片业虽

在萎缩，但与音乐相关的产

业却在急速扩张。音乐变

得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

在，只是如何让这空气能推

动音乐产业的发展，却是著

作权法所必须思考与面对

的问题。没有严格的版权

保护，最终伤害的只能是音

乐人的原创力。

“新五常”以爱为首
中国社科院发布爱、诚信、

责任、正义、宽容为“新五常”，

五者之中，除爱、诚信在基本内容

方面与“仁”和“信”可以相通相接，

其余三个都具有明显的现代社

会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特征。

点评：很反感这类“新五

常”的提法，这种提法本身就

缺乏对文化和传统的认知。

人们的伦理道德或价值认

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

宗教，另一个是国家的文化

与传统。这里说的文化与传

统，是一个国家经过历史的

自然淘汰、留存下来的经典

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

国家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没有这种哲学基础，所

有空泛提法，不过是无根浮

萍。“仁义礼智信”不仅包

含了爱、诚信、责任、正义、

宽容这些意思，且每个字背

后都有丰富的理念与阐释

体系。只一个“仁”字，《论

语》中就出现了100多次，每

处的含义都有不同，显然不

是一个词所能定义的。

城市词典

不用钱生活

不用钱生活是一种生活新理

念，推行这种理念的目的是抵制浪

费。倡导者和追随者们用不花钱的

实际行动来抵制浪费，以保护地球

越来越少的资源。

抵制金钱是“不用钱生活”运动

的指导思想。这一运动的追随者没

有工作，也不担心货币贬值，他们经

常翻垃圾箱寻找食物，而且只拿认

为能做菜的食材来解决自己的一日

三餐。除此之外，他们建立论坛交

流心得，比如找食装备、卫生注意事

项、菜谱等。

尽管被批评者称为“乞丐”，但

崇尚这一理念的人认为自己反对浪

费的行为是在拯救世界。

恶搞杜甫之后，
还剩什么？

今年是杜甫诞辰 1300 周年，中

国的文化界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倒

是网友的恶搞《杜甫很忙》在网络红

火了一把。在一组“杜甫最近很忙”

的中学语文课本涂鸦画里，杜甫时

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

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这些形

象不一的恶搞图画让网友乐翻了

天，杜甫也由此迅速成为“微博红

人”。但是，恶搞之后，我们还剩什

么？

@维维：从这个角度说，网友恶

搞一下杜甫，本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而且也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想象力。

担忧的是，我们只有恶搞。我们可

以过情人节，可以过万圣节，却没有

多少人记得杜甫，这才是值得担忧

的事情。但最可怕的，还不是恶搞，

而是遗忘，集体遗忘。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我觉得有于丹，比没有于

丹，要好一些。起码她唤醒了国人

的《论语》记忆，沉睡已久的《论语》

记忆。

@爱冒险的小鱼：中国的唐诗

对西方现代诗歌贡献卓著，可在中

国当代诗人的心目中，唐诗早就老

掉牙了。北岛算当代的优秀诗人

了，但我看一位汉学家的文章，他认

为北岛的诗也仅仅是汉语版的欧洲

诗歌而已。

@雨在想象中：没人会说，一位

英国的作家不熟悉莎士比亚，一位德

国的作家不热爱歌德。只有回到民

族的文化之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

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