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知与法律的安全系数不同。
1999 年，《沈阳市行人与机动

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行人通过有人行信号控制或没有
人行信号控制，但有路口交通信号
控制的人行横道时，须遵守信号的
规定，因行人违反信号规定与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方无违章
行为的，行人负全部责任。”第九条、
第十一条类似。

出台后，有人叫好，有人反对，
最后还是废止了，改为：“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
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
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
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
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全部”和“百分之百”这样
表示数字和范围的词语，要保持应
有的警惕。社会法与自然法则之
间，平衡到距离最小时，是最舒适的
时候。

26℃被认为是空调最省电的温
度。但显而易见，这个数据是缺乏
说服力的。为此，许多科学控通过
反复的试验，得出这样的数据：空调
制冷时所耗费的电量，与温度成正
比，如果我们将原有温度提高2℃，
可以节省百分之十左右的电能。
26℃最省电，被称为伪科普。

事实上，关于26℃最省电概念
的提出，并非仅仅只是省电这样
简单。

医学上，24℃被定为人体最舒
适温度。如果将空调温度定为
24℃，会比 26℃更舒服，但节能减
排是事关整个人类的大课题，温度
提升2℃，既是对个体的关怀，也是
对人类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关怀。如
果依照温度越高越省电的法则，那
么空调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的
尊严就会被忽视。

这正如交通法规一样，如果过
分强调行人、非机动车的自由，那么
道路机动车道将失去意义；如果将
违章引起的事故责任全部给予行
人、非机动车，那么在“撞死白撞”的
可怕规章下，法的尊严、人的尊严将
会被践踏。

26℃不是最舒服的温度，但是
最接近“自然”的温度。

26℃不是最环保的温度，但是
是在关怀“人”的尊严之前提下，与

“社会法”的最近距离。简单的
2℃，体现的是妥协与捍卫。任何
事，做到极致，一定都有这宝贵的
2℃。

先前，手里攥着几角钱，是去影院呢，还是
去书店？我常不由自主地进了后者的门。不是不
爱看电影，而是觉得声光画影是虚的，看完后两
手空空；而书是实实在在的，闲时拿起，忙时放
下，伴随我，永不弃我。

那时候，大街上书店多，有卖新书的，也有
卖旧书的，我偏爱去旧书店。旧书店隐隐有一股
古旧之气，这是书的油墨气味褪去后剩下的纸
香，书不旧无以为香，这才是真正的“书香”，“书
香之家”的书都是旧的，我以为。

爱去旧书店的人，大抵钱不多，时间尽有，
慢慢淘澄，乐在其中。而有幸搜觅到一本心仪的
好书，其欣喜直如苏夫子所说，不啻“穷儿暴富
也”。

书之成为旧书，价就低了不少，许多书低至
二三折、一折就卖。价虽廉，却也不乏好书，我的
一本《淮海居士长短句》，1角2分钱；一本厚厚
的、与《官场现形记》齐名的《文明小史》，4 角
钱；还有一本《蜃楼志》，3角5分钱。

“文革”时，我的书被一窝蜂抄走，撕了？焚
了？还是有人昧下了？不得而知，奈何！

这些，自然都是像旧书一样的陈年旧事，不
提了！

星移斗转。几十年过去，我发现书店的命运
似总有些不济，几兴几废。如今，卖新书的书店
寥若晨星，旧书店则彻底湮灭。淘旧书、并以之
为乐的光景一去不返。

不过，幸运有时就在你无望时突然现身。
今年，我最大的幸事，就是遇到一个书摊，

地摊，就在马路牙子旁，一大块编织布上，堆的
全是书。粗粗一看，有世界名著，也有中国古典
文学，还有一些杂书。我周身立时血脉贲张，不
惮老天拔地，趴下身，几乎是半跪在书堆里了。
好书真不少，我拿起这本，又放不下那本，还觑
一眼旁边的老货，生怕他选走了我想要的书。书
几乎全是先前的旧书，只看封底的定价就知道，
凡定价在一二元的，无不是老版本。

但不知，这些书现价如何？我随手拿起一本
问老板。老板笑言：称斤。我这才发现书摊旁有
一个盘秤，边上有块纸板，上书：每斤6元。我吃
惊不已，这便宜！

前些年，我也遇到一位街头卖书的，新书，
也称斤，1 斤 20 元，我称了一本《聊斋志异全
集》，25元，回家一看，盗版，错字多得不像话！
旧书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好，八九十年代
的也不错，此外，便怕有些靠不住了。

我抱着一大摞书，倚老卖老地喝令老板起
身，把小杌子让给我坐。坐下，我不紧不慢地进
行第二轮挑选。《飘》我想是没时间读了，《名利
场》太厚，只怕也读不完，《东周列国志》品相不
太好，《封神演义》字太小，都舍弃了，最后选定
了《上尉的女儿》《贝姨》《清词选注》《简爱》《儒
林外史》，全是老版本。几本书往秤盘上一放，总
共才23元，如今的23元能买到一本正版新书？

我在书摊盘桓半日，许久才回家。走在路
上，忽然心生后悔：不该放弃了《羊脂球》和《包
法利夫人》，复返书摊，再次翻找，已杳然不见，
显然是被“内行”买走了——机会，往往只有
一次。

老板见我真是个爱书的，说他家里的书多
得很，我来了兴致，走，到他家去！他倒也爽快，
推过电动车说带我去，我见他口喷酒气，便道：

“酒驾，不行！走着去。”他说：“喝了酒，走不动。”
我说：“老夫背你！”

他终拗不过我，嘱咐他的同伴照摊，和我
步行而去。他的住处并不远，说笑间便到了。
一进门，我真有点震惊，几间屋子，除了一张
床，桌、柜、地上，是处皆书。鬼晓得他哪里
弄来这些书！我不便问，他也不会说。管它，
能买到我喜欢的书就好。他说这里的书论本
卖。我选了一本 《闲情偶寄》，20 元；一本

《清宫琐记》及两本《金瓶梅》资料集，每本
10元，都不贵，我慨然掏钱。

此后，他每次出摊，我都光临。
我在他的地摊上买的最称心的书是一部辞

书：《古代汉语词典》，1000多页，精装，封面是
醒目的明黄色，有浅绿色的暗花，影印着一些甲
骨文，风格既古朴，也不乏现代气息。翻开内页，
大字小字，字迹清晰，我随便查了几个字，从注
音、释义到例证，都很规范。纸质也很好，看着养
眼，我断定是正版。往他秤盘上放时，心里敁敠，
生怕他来个“以书论价”。价格出来了：19.4元。
我给他20元，叫他不用找零，他反而硬塞给我1
元，说老主顾，零头抹掉。

钱货两讫，我才放心，捧着书问他，这么好
的书也称斤？老板说，这书放了多时，无人问津，
今日幸遇识货的——可见买书是讲究缘分的。

我对辞书是看重的。那年有朋友说帮我买
《辞海》，价25元。当年钱值钱，25元占了工资的
大半，我犹豫，婉谢了，却后悔了30年。在没有
好的工具书，没有电脑时，查一个字或词，何其
之难！

回到家，对这本几乎是“白捡”的书，仍爱不
释手，翻看扉页，1998 年版，看封底，定价：108
元，出版者是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倘是新书，以
那时的行情看，就得这个价。这本书除了书脊略
有灰痕外，里外非常干净，几乎没人用过，我捡
了大便宜！谁说地摊没好货？

后来，书摊改在夜间出摊了，毕竟是地摊生
意，管得严。旁边亮起一盏台灯，虽然也灼灼放
光，到底不如白天敞亮，找起书来，大费眼力，我
这样去了几次，竟一无所获。但我仍要去，买书
是不问条件的，兴许哪天机缘好，又能碰到一本
好书呢！

乡村旅游寻觅“土味” □ 潘铎印

26℃的温暖

□ 董改正

“热搜”榜,好大一朵浮云 □ 袁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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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
节攀升的彩礼……一段时间来，部分农村
地区因“穷讲究”，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
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
穷”。乡风异变成了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
负担。

贫穷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种就
是“人情债”。如今，农村地区人情礼俗交
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基本变
成赠送礼金的形式，而且礼金标准也在不
断增加，平均金额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
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的亲友礼金标准要
千元以上至2000 元左右，甚至更多，有的
一个月要出十几次礼金，一年在人情债上
有的要花费几万元甚至更多。

人情债加重了群众负担，有的群众生
活并不富裕，但在不良风俗下，不得不陷入
人情往来的陷阱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

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
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
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

过多过重的人情往来，败坏了社会风
气。有些地方礼金的名目很荒唐，比如一
个人每满十岁就要举办生日宴等庆祝活
动，大宴宾客。还形成了攀比之风，有的地
方流行天价彩礼，即使有的人不认同，但在
这样的相互影响下，也不得不去做。别人
家聘礼10万元，我家嫁女至少20万元。这
么做完全背离了人情礼金的初衷，完全变
成一种相互攀比、相互要面子的方式。还
有人用这样的人情往来以谋取不正当利
益。有的邀请下级、有求于自己的人参加
宴席，就超出了人情往来的范畴。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乡风好同样
重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
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
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要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让群众脱贫，巩固脱贫成果，不
要让这样的“穷讲究”变成“讲究穷”，必须
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
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我们也要看到，一旦不好的风气形成，
靠个人的努力是很难改变的，关键还要发
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对不良风气进行干
预，不是破坏民俗文化，而是保证民俗文化
的健康发展；这不是干涉公民的自由，而是

巩固脱贫的成果，避免更多的人因恶俗而
致贫。作为政府部门，要通过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农村农民的人情观，提
升乡村文明程度，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民俗观，自觉远离攀比，让新风尚充沛
社会，让正风压倒邪气。

其次，政府要帮助引导建立一些正能
量的社会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来帮助村民
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制定村规民约，提
倡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
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
民约。如一些地方建立的农村红白喜事理
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对奢侈豪华的婚礼等
进行干预，从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值
得更多地方推广。

杜绝不良风气，需要每一个公民努力，
也需要政府努力，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
手抓思想教育引导。只有这样，陈规陋习
才会减少，社会风气才能更加健康。

“穷讲究”不能变成“讲究穷”
□ 肖 华 李 政

近日，一位作者在媒体上批评如
今的“热搜”榜上，大量营销内容霸占
着公众注意力的资源，这些无聊的噪
声或者商业企图，混淆和屏蔽了人们
希望获得真实有效的新闻信息……

“热搜”已经成为今天的人们传播
信息、关注信息、了解动态新闻的一
种常见方式。“热搜”榜的意义和价
值，在于聚焦生活中的重要新闻，捕
捉时代的热点，感应社会的脉搏和神
经，抓住人们普遍关切的话题，给人
们提供高效、迅捷、有意义、有价值的
信息和知识，从而发挥其产生社会效
应和社会价值影响的积极意义……

但是，一些流行的“热搜”榜，却
越来越热衷于传递一些无用、无聊、
八卦、泛娱乐化、商业化和营销化的
东西。比如最近一对青年演员的婚
讯，频繁登上微博热搜成了新闻。有
人不完全统计，仅6月26日到7月1日
这短短 6 天间，这小两口结婚这点事
儿上了超过20次微博热搜榜，从公布
婚讯到举办仪式，可谓将“全过程、全
方位、全景式”记录发挥到了极致，不
仅压过许多热点社会新闻，放眼娱乐

文化圈也远超过许多所谓“顶级流
量”的待遇，引起众多网友的反感。

时下，随意翻看一下微博热搜，今
天明星 A 换发型上一次、明天明星 B
小号曝光上一次。大量的营销内容
霸占了公众注意力的资源，让用户想
要寻找的信息淹没在这些无聊的噪
声或者商业企图之中，难怪越来越多
的网友认定“热搜是买的”。

一些流量明星营销意识也越来越
强，他们将社交网站作为打造个人品
牌的重要阵地。借此，明星不再依赖
作品带来的话题，或影评人的评价带
来流量，而是开始为自己“代言”，将
社交网络作为作品宣传、与粉丝互动
的平台。他们把自己能够推上“热
搜”看作是一种商机、一种营销机会，
为此不惜进行炒作，制造话题，博取
眼球。这就是一些“热搜”榜娱乐化
信息、商业化炒作、营销化套路泛滥
盛行的主要原因。

急功近利，是任何时候都会存在
的心态和行为，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在文娱文化中，明星娱乐热门话题占
据了“热搜”的主要内容，人们爱看娱

乐八卦信息，仅仅是因为消遣娱乐，
满足感官愉悦，知道就行了，完全不
用费脑子。

在信息获得方便快捷的时代，各
种各样“热搜”榜提供的信息，其中有
多少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富有启发
性的内容呢？我们浪费了大量时间
去了解不必要的信息，可能已变成了
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与“热搜”榜流行并行的是，泛滥
的信息世界常常是喧嚣与失语并存，
糟粕与精华并在，真相与假象相连，
现象与本质混杂，存在与虚无相互作
用。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真实的世界，
事情的真相，事物的全貌，却往往是
由“机器推荐”“APP”“大数据”提供给
我们，有价值的、有营养的信息却是
越来越稀缺，越来越珍贵……

为了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就
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现在只
能靠读者自己去甄选、辨别。以不盲
从、不趋奉流俗趣味的心态，学会独
立思考和理性判断，不为喧嚣失去了
精神的静默，不为浮华遮蔽了真相与
事实。

“网红”书，书品即人品 □ 许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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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红”出书似乎成了当下
图书市场的一种“潮流”。这些“网红”
作者一般在网上拥有大量粉丝，写作
内容大多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或
者分享生活态度、情感观点等，文字不
甚繁杂，书则十分畅销。

“网红”纷纷出书，粉丝热情购买，
这是一种文学情怀，还是网络时代的
一种“流量变现”？

在网络上有一对人气很高的双胞
胎兄弟苑子文、苑子豪，他们双双考上
北大，其励志经历给不少年轻人鼓励，
很快圈了一波粉丝，成为网络上的红
人。走红后没多久，二人即出版了“青
春励志小说”《愿我的世界总有你二分
之一》。此后，他们先后又推出了《我
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穿越人海拥
抱你》等几部作品，他们的签售会现
场，等待签名的粉丝读者队伍往往排
出老远，盛况堪比“追星”。

知名自媒体人“网红”也会出书，

书的不少内容源自他们自己的公众
号。他们因在网上走红，亦拥有相当
数量的粉丝。比如，不久前自媒体人
末那大叔的作品《我喜欢你，像风走了
八千里》出版，新书签售会人气颇旺。

对此现象，一名出版社编辑分析，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网红”，基本上
都是粉丝众多，自带流量，“比如，一位

‘网红’作者拥有三四百万粉丝，对于
他们的书，潜在购买者数量就相当可
观，有的铁粉不过脑子就买了”，某些

“网红”图书作品的腰封，有的还会写
上“微博粉丝××万”，则主要是“收
割”一些边缘读者。

但是，“网红”书的书品却是屡遭
读者吐槽批评。这些“网红”书，基本
上是靠贩卖励志故事或心灵鸡汤来敷
衍读者，甚至书中会填充不少“网红”
本人的“写真式”照片，文字内容平平，
实在没有多少深刻的思想可言。

其实，这正是反映了这些“网红”

出书的实际目的，即通过这样一种方
式与粉丝互动，对自己“偶像”资产进
一步开发。

在“网红”流行的时代，我们的读
书生活呈现出流行化、时尚化和市场
化的特征。而一些流行作家、“网红”
的图书，又往往是当下阅读的热点、争
论的焦点。“网红”图书，能够流行，受
粉丝热捧，是迎合了偶像粉丝的文化
追随心理。这些作品或许都曾在时尚
消费的文化大潮里激起一些吊诡的、
惊人的浪花，但它们却又如过眼烟云
很快便消失。

作为一种图书出版现象，“网红”
图书更多的是市场商业行为，留给文
学研究的意义并不大，也不能体现出
对文学创新的追求。因此，“网红”出
书谈不上是什么“文学情怀”，不过是

“网红”的一种“流量变现”，它们所影
响的是粉丝读者的跟风阅读、时尚阅
读、流行阅读而已……

旅游重在展现个性和特色，乡村
旅游不外如是。

但是，近年来，很多地方在推动乡
村旅游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和统筹
布局，一哄而上，一窝蜂投资建设，却
对自身资源认识不到位，没有抓住本
地禀赋的特色文化和资源，而是把别
处的经验进行简单化复制，甚至把城
市景观搬到农村来，使乡村旅游失去
了原有的味道，失去了乡村旅游的特
色魅力和发展动力，最终成为难以持
久运营的“空壳景区”。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
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
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乡村聚落等为背
景，利用城乡差异来设计产品的一种旅
游形式。发展乡村旅游要深入挖掘乡
村旅游的文化意蕴，树立鲜明的乡村意
象，保持独特的乡土气息，挖掘乡村文
化的原真性和独特性，提炼让游客感知

的文化符号。作为游客，最希望收获的
是当地小镇村庄独有的特色农业和非
遗文化风貌，体验休闲农庄、观光农园、
生态园林、民俗文化等旅游特色服务，
强化乡村旅游有效体验，感受“非遗”

“乡愁”“田园”的文化滋味，让游客把乡
村游变成“可带走的记忆”。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
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名录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有6项遴选标准：文化和
旅游资源富集，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
保护较好，乡村民宿发展较好，旅游产
品体系成熟、质量较高，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较完善，就业致富带动效益明
显。这些标准应是众多“迷茫”中的乡
村文旅小镇，民俗景区的建设者、运营
者应当看齐的方向。建议各地应立足
本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文化特色、
目标市场制定乡村旅游规划。要突出

当地特色，传承传统农耕文化、饮食文
化、乡土文化，真正把农民劳动生活、
农村风情风貌、农业产业特色体现出
来，努力让游客“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促进乡村旅游与“互联
网+”、“生态+”、共享经济的融合，围绕
游客个性化需求，提供层次更高、类型
更多、内涵更深的旅游业态与产品，推
动乡村旅游实现有序、健康、可持续
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要深化旅游资源、
旅游线路与当地特色文化和民俗的融
合，制定合理的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强
化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深挖当地传
统民俗文化，提供符合现代民众的审
美和出游需求。激发当地特色文化活
力，对优质资源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充分展示植根于历史长河中
的文脉赓续，让游客获得期望的“乡村
记忆”。

淘旧书忆

□ 苗连贵

26℃最省电，是假

的。为什么我们还愿意

这么设定空调温度呢？

26℃ 不 是 最 舒 服 的 温

度，但是最接近“自然”

的温度

过多过重的人情往来，加重了生活负担，更败坏了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