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这就到了“五一劳动节”，再过两天，

就是“五四青年节”了。不知怎么回事，我一

下子想到了一个人——骆驼祥子。

祥子肯定是个劳动者，无论他是给“人和

车厂”的刘四爷打工，还是自己买辆车跑活

儿，都是靠卖力气挣钱。租赁刘四爷的车，交

“份儿钱”，更有点儿雇佣劳动者的意思。自

己拉自己的车，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自食其

力，算是小生产者吧。从这方面讲，“五一”时

想起祥子，不是胡思乱想。

祥子同时是个青年人，老舍先生在书里

提到他买了自己第一辆车时是 22 岁，正是风

华正茂身强体壮的岁数。但即使如此，祥子

好像跟“五四”扯不上什么关系。其一，祥子

所处的年代已经是军阀混战的时期了，距“五

四运动”发生已经过去了很久。其二，虽然祥

子给一位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曹先生拉过

“包月”，当过“临时私人司机”，但在祥子眼

里，曹先生只是个态度和气，待下人平等的好

人。并没有从曹先生那里听说过社会主义的

理论学说，也没有被指引着走上革命道路，后

来 还 娶 了 虎 妞 ，“ 投 入 车 厂 老 板 闺 女 的 怀

抱”。如此看来，“五四”时谈祥子似乎有些离

题甚远。

不过，我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对于一

代 又 一 代 中 国 青 年 人 的 影 响 是 客 观 存 在

的。老舍先生能够摆脱旧小说一味描写帝

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窠臼，塑造出骆驼祥子

那样一个城市底层青年的形象，恰恰是“五

四运动”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发生的“新文化

运动”的直接产物。老舍先生对祥子一生凄

惨的遭遇和不幸，表达出深深的不平；对祥

子那样的劳动者寄予的同情，用现在的概念

说，是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显示出深

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在老舍的《茶馆》，

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巴金的

《家》《春》《秋》，曹禺的《雷雨》等一批文学作

品中，无不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

旧时代、旧文化的愤懑、反抗，以及对改变中

国社会的期望。

“五四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先声，是

没有什么争论的。“新文化运动”承继着晚清

的“洋务运动”，也有其内在原因。晚清时，一

场鸦片战争，一场甲午战争，老大中国大败亏

输，颜面尽失，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发出“睁开

眼睛看世界”的呼声，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

长技以制夷”。当时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即留

学日本的热血青年特别多。要知道，日本人

在数千年中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近代

以来偏偏是日本人打中国最不留情面。可想

而知，当那些中国年轻人负笈东渡“以日本为

师”时，是怀着怎样一种忍辱负重的心理，又

有着怎样一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雄

心。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那一代年轻人，有了

那样的家国情怀，才有后来的“五四运动”，才

有再后来更加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更加翻

天覆地的中国社会的进步。

今天，距离“五四运动”的发生已经将近

一百年了。当代的年轻人与祥子、闰土、觉

新、周萍那一代人相比已经大大地不同了。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饥寒交迫的感受，没

有旧家庭旧礼教带给他们的沉重压抑。他

们享受着种种的流行时尚带来的感官刺激，

徜徉流连于电影、动漫、游戏之中，向往着

“二次元”空间的虚幻，动辄呼喊着“世界那

么大，我想去看看”，随时来一次“说走就走”

的旅行。这挺好，让人羡慕。但是，当我想

起祥子的时候，我还是想说，在今天恐怕还

有许许多多每日辛劳刚刚温饱的人，甚至还

有更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既然如此，我还

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既“知道周迅”，也

“知道鲁迅”。

知道周迅，也该知道鲁迅

正是因为有了那一代年轻人，有了那样的家国情怀，才有后来的

“五四运动”。

□ 高初建

传统文化犹如一个民族的集

体记忆，而这记忆一朝觉醒，便焕

发出无穷的力量

传统文化犹如一个民族的集

体记忆，而这记忆一朝觉醒，便焕

发出无穷的力量

□ 张蔚蓝□ 张蔚蓝

实名要实

□ 杨国栋

只有实名制规定真正得

以落实，才能彻底断绝银行

卡黑市的供货来源

唤醒记忆

近日，单位领导找我谈话，问想不想挑战

一下，去另一个部门任职。那是一个与现有工

作毫无关联的岗位，我已年过而立，离开初有

成绩的领域，从零开始与一群 90 后名校生同

台，年龄资历毫不占优，的确有些彷徨摇摆。

恰逢好友相邀到阳信赏梨花，权当散心，就欣

然同意。

以前只知阳信鸭梨闻名遐迩，不曾想梨花

更是美不胜收，万亩花海如白云飘落，五瓣花

蕊似雪花落下。友人徜徉花海，拍照留念，我

却更为那历经岁月洗礼却怒放争春的百年老

梨树动容。

百年梨园居于万亩梨园一隅，有百年以

上老梨树 600 余棵，其中树龄 200 年以上者

百余棵。初眼望去，梨树似与周围无异，步

入其间细观，则有如进入另外时空，每棵老

树 都 打 上 了 树 龄 ，这 棵 153 岁 ，那 棵 208 岁

⋯⋯。

树干谈不上粗壮，但棵棵苍劲厚重。想是

有的枝干年久不出果，果农将其锯掉，留下的

树结因风雨洗涤而枯死，但枯结旁边的枝干却

倔强上举，努力朝天伸展。新叶随风舞动，梨

花拼命怒放，极富生命力。

就在一垄之隔的另一片园子，是近些年摘

种的新梨树，树皮青润，正值年少。老梨树争

春怒放，张力十足，与整个梨园浑然一体，不仅

未因枯坏的树结而逊色，反而为整个梨园平添

厚重。

据说这块园子的鸭梨栽培已有 1300 多年

的历史，早在唐代初期就已进入人工栽培，宋

代初期已形成规模。每棵老梨树历览人间美

景，体味人生百态，用香甜果实回馈梨农的挥

汗劳作。

可以想象，接下来的数月，这片老梨树，

新枝生长，花落果出。秋天来到，万亩梨园

一片丰收，百年梨树挂满盛果。寒冬来临，

老梨树傲立风雪。到了春天，万物复苏，花

满枝头⋯⋯

一棵老梨树在四季轮回间演绎了枯荣更

替,彰显了勃勃生机，我被深深打动。

此次工作调整，我最大的顾虑就是年龄，

30 出头，应是度过职业适应期后跃升前行的关

键阶段。此时转岗，已有成就归零，一切从头

再来，确有风险。再对比这百年老梨树，真是

自惭形秽，所谓的年龄问题只是缺乏勇气、患

得患失的借口罢了。百年梨树尚能怒放，三十

几岁的我怎敢言老？

时间从未老去，只要理想还在。我已迫不

及待想给领导打电话说，我接受挑战！

怒放老梨树

时间从未老去，只要理想

还在

□ 王胜强

尊重差评

□ 张 仙

这个学期刚开学，儿子告诉我，“我

们开了京剧课”。我随口应一声，并没太

当回事。长久以来传统文化式微，虽然

近几年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

不少高校开了国学课，不少地方搞过极

富传统文化元素的祭祖大典等活动，不

少地方的中小学还让孩子们身穿汉服吟

诵国学经典等等，但这些做法对推动传

统文化的再认识与复兴到底能起到多大

的作用，无人评估，自然也难以判定。

但是这一次，我可以自己评估了

——第一次京剧课后，儿子放学回来饶

有兴趣地为我唱起了《三家店》：“将身

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

头，一不是响马并贼寇，二不是歹人把

城偷⋯⋯”不仅唱得有腔有调，还告诉

我，“在京剧里，‘贼’不念‘贼’，要发

‘则’的音；‘街’也不念‘街’⋯⋯”他说，

他和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京剧课，因为京

剧的旋律和其他普通的歌曲不一样，而

且还有故事、有情节，老师给他们讲的

脸谱、行头等知识也很有意思。

从儿子的表述中我分明感到，京剧

课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里

面充满了新奇与惊喜。我原本以为 10

岁的孩子理解不了京剧，也不会对它感

兴趣，就像鲁迅先生小时候，听着舞台

上戏者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就厌烦，只

喜欢热热闹闹的武生戏呢！但是你看，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它那样简单地

走进了他的心里。

由此再想到那些各地各界为宣扬、

传播乃至为了让人们再认识传统文化

而做的种种努力，或许——肯定不应该

是白费的！

由此还必须追溯到近百年前，在当

时积贫积弱的历史条件下，西风东渐的

新文化运动对于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

解放思想、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与发展的确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与

此同时，也使传统文化遭受到了从未有

过的冲击；而改革开放在带来令人瞩目

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经济发展的巨

大成就的同时，随着外来文化的一拥而

入，也自然难免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

非正能量的文化也裹挟而来，对我国传

统文化和传统美德造成了一定冲击。

前些年社会上热衷于追捧过“洋节”而

冷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时至今日

许多传统手工艺和艺术后继无人濒临

绝迹就是例证。

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

点，不管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往经验

中吸取了教训，还是随着经济的崛起和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总

之，这种自觉是适时、积极而必要的。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

己的精神命脉；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强大而独特的文

化。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

认识到这些，如何完成传统文化的

回归？

首先，回归不是单纯的重复，它应

该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契合的扬弃与

升华。换句话说，回归是为了发展，复

活传统的记忆，提取先人的智慧，寻找

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谋求面向未来的

发展。

其次，回归要有可行的路径，要有

顶层设计，要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

自信，引导和教育国民学习和掌握传统

文化与技艺，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习俗融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等。

有人说，传统文化犹如一个民族的

集体记忆，代表一个民族一路走来的风

姿，不仅联系着现在，更延伸到未来。

现在，在被搁置、尘封、放逐甚至遗忘了

许久之后，我们终于又打开了那扇门，

那些记忆依然保有强大的力量，让我们

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它们早已深

深浸润在我们血液里的，不须对视，早

有灵犀。孩子们第一次接触京剧就爱

上了它，或许就有这个原因。而这记忆

一朝觉醒，便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当我

们以穿透历史的目光审视当下、展望未

来，我们自然就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更

从容的步伐。

那天，带儿子和他的几位同学出去

游玩，爬上了一座山后，孩子们坐在一

块大石头上休息，不知谁起了个头，几

个人忽然一起唱起了《空城计》：“我正

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

旗招展空泛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引得不少路人驻足倾听。想来，

那一刻，他们的集体记忆也被唤醒。

世界各国大概只有中文将基本需求概括

为“衣食住行”，其中的“行”也作为基本需求

之一。在其他国家中，唯有日语有类似说法，

以“衣食住”概括基本需求，但将“行”去掉

了。中华文化赋予“行”独特的地位，古人说

“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并将“出无车，食

无鱼”当做人生最大失败，遇到不如意常感慨

“行路难”。古代有地位的人出行有轿子，当

代有轿车，买台豪车显摆是今天“富二代”的

标配。

我国对行的极端重视，近年“行”的成就也

确实巨大，但也问题多多。且不说首都北京被

戏称“首堵”，铁路票贩子难以根治等。单是小

小的汽车驾考，就搞得怨声载道。据统计，我

国各地学车价格持续上涨，部分城市突破万

元，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 50％，腐败问题不断

暴露。“驾考难”甚至逼得人们“曲线救驾”，纷

纷到国外拿驾照。据统计，过去 3 年间，仅去

韩国考驾照，然后转回中国的，就达 7万人。

笔者在纽约州访学期间，倒是实地体验了

一下美国驾考。他们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

对我国驾考改革或许有所启发。

美国是“安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服务设

施都是为方便开车设计的。驾照考试属州政

府权力，主要有笔试、路考两步，但各州规定有

所不同。纽约州笔试是 20 道题，主要是开车

的常见规则与安全要求，没有偏、难、怪的题

目，考试也是流水席式的随到随考。其实想想

也是，笔试就是要人记住最常用、最实用的东

西，不是要下决心刷下一些人。我们的笔试题

上百道，题库更是海量。但一开始能记住的还

是最常用的，其他的得在实践中掌握，题目多

了反而冲淡最紧要的东西。

申请者笔试通过获得实习证，然后必须

在高中、大学、社区学校或驾校等被授权机

构，学习 5 小时安全课程并获得证明。路考

前还要在有驾照人员陪同下，上路驾车不少

于 50 小时。这种训练通常由朋友或家长陪

驾，也有人花钱找驾校教练陪练，政府并不

强制采用什么方式。驾校此时纯粹是提供市

场化服务，价格也不可能高上去。据我观

察，申请路考时除 18 岁以下的需监护人或驾

校教练签字外，上路 50 小时的要求由申请者

自己掌握，也无需证明。我曾和工作人员聊

起此事，他们认为政府不会比申请者更了

解、关注自身，责任加在申请人身上，会更

有效维护安全。我国驾考这个环节问题最

大，管理机构秉承全能型政府理念，规定驾

校培训作为驾考必经环节，驾校就有了垄断

地位，收费也因此直线上升。

纽约州驾考申请者获得实习证以后，不

用通过驾校，就可以凭实习证、安全课程证

明等资料，自己向州交管局申请路考。路考

当天自己带车，考官随机产生。上路后，考

官坐在一旁发指令，对照标准逐项评分，通

过与否全由考官决定。由于没有驾校做中

介，申请者不太容易和每个考官都熟，从体

制上缺乏腐败的机会。我国近几年曝出的

腐败案例中，都出在这个环节。其中，很多

贿款来源于与考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驾

校或教练。

汽车驾考改革不像其他改革波澜壮阔，却

事关公众基本生活。改革要想收到实效，必须

做到权责各自归位。首先是让驾车者的权责

到位，让最有可能、最有动机、最有能力的人对

交通安全负责。其次政府要做好三件事，事前

的人车照信息准确、事中的违章查处及时、事

后的处罚力度加大，从而进一步强化驾驶员责

任心。同时，驾校要基于消费者需求，而非垄

断权力，提供市场化的驾驶训练服务。

□ 李 明

改革要想收到实效，必须做

到权责各自归位

权责各就位

许 滔/绘

最近有消息称，参加商家团购或免单活动，

若不合老板意，在网上没给出五星评价，轻则被

百般央求（电话骚扰），重则直接遭到辱骂。

顾客投诉后，虽然有关网站会对商家作出

警告，并称如情节严重，“会对商家进行封号处

理”，但窃以为这还不够。现在人们网络生活频

繁，工商部门也应该与时俱进，撑起消费者在网

络空间的保护伞。保护消费者权益，不论消费

媒介是实体还是网上，标准都应一视同仁。该

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让这些商家意识到，就

算给你差评，“骚扰”消费者也变不成五星。

前不久有新闻报道称，有一个为

吉林市卖家所建的群中，提供工、农、

建、中、邮、民生、光大等银行的全新银

行卡，带网银、U 盾、身份证原件、开户

资料，方便走账送礼，快递代收货款。

在国内某分类信息网站，也能找到类

似商家。目前销售的银行卡形式多为

捆绑式，除了卡，还包括开通的网银、

身份证信息、开户资料等，主流报价

400 元至 1000 元不等。可见，这已经

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随处可办的银行卡居然有如此大

的市场需求，显然与银行卡实名制有

关。一些人不想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信

息开卡，才会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

银行卡。有金融界人士就称，“非法买

卖的银行卡、身份证信息等，可用于洗

钱、逃税、诈骗、送礼(行贿)和网上开店

刷信用”。

如果不是用于这些见不得光的用

途，谁会花钱买别人的银行卡？像目

前较为猖獗的电信诈骗，作案者使用

的银行账户十有八九就是通过类似的

非法途径购得的。否则，受害人只要

一报案，警察就能根据银行提供的户

主信息上门抓人了。可要是银行卡是

用假身份信息开的户，要查起来就难

多了，甚至还会干扰警方的破案思路。

现 在 ，我 们 来 看 看 这 些 卡 的 来

源。即使有人高价收购，一般人也不

会把自己闲置不用的银行卡给卖掉，

更不会老老实实地说出密码。但能让

卖家大批销售的银行卡，显然不是正

常开户办出来的，很可能有银行“内

鬼”协同作案。要知道，即使是用从非

法渠道获得的他人身份证去银行开

户，如果银行严格执行《个人存款账户

实名制规定》，认真核对开户人的真实

身份，冒名办银行卡根本就行不通。

而现在网上买卖身份证和银行卡之所

以成了热门生意，除了有关部门对网

络监管不严，归根到底还是银行出了

问题。

整治银行卡网上非法买卖专项行

动不能只盯着买卖银行卡的交易，要

从卖家身上顺藤摸瓜，搞清楚银行卡

的真实来源。无论是银行“内鬼”与犯

罪分子合作、大批量办卡，还是银行把

关不严让人冒名办了银行卡，都应该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个人

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中对开户时不

核对身份证件和登记姓名、身份证号

码的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给予

警告，可以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责令停

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规

定不能形同虚设。只有实名制规定真

正得以落实，才能彻底断绝银行卡黑

市的供货来源，让银行卡非法买卖和

电信诈骗一起成为历史。

对监管与执法不力的金融监管

部门，也要严厉问责。只有其认真履

职，让银行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停

业整顿等沉重代价，银行才不敢为了

蝇头小利放任冒名办银行卡的违法

犯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