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读书类节目《朗

读者》自播出以来，成为荧

屏上的一股“综艺清流”。

近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

展上，《朗读者》节目同名

图书与来自俄罗斯、印度、

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出版

社签订了版权合作协议，

推荐经典、推广阅读、推动

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人

说：6个国家，8种语言，中

国文学之灯点亮了法兰克

福。

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

抵人心的力量。苏东坡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巴金的“我的

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

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

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

底”……透过朗读者之口，

勾勒出几千年的悲欢离

合、时移世易，让人从中领

略到中国文化薪火相传沉

淀下的精髓。

随着《朗读者》走出国

门，一些中国发展的见证

者、亲历者也来到前台的

镁光灯下，让外国读者不

仅从文字中阅读中国，更

通过与“时代的领读者”对

话，感知一个立体的中国。

书展上，《朗读者》的制作

人与德国友人用中德文分

别朗诵了散文《写给母

亲》，令在场观众潸然泪

下。此外，陪伴、遇见、礼物

等主题词也在节目中先后

出现，勾起观众对于亲情、

爱情乃至家国情的共情与

思考。所以，《朗读者》能打

动外国观众，不仅靠朗读

文学、朗读人生，更靠不同

文化中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的“母题”。

当我们试图把中国故

事带到海外，在“讲故事”

前学会“挑故事”是必然的

选择。因为在文化鸿沟面

前，用翻译经典、学术推

介等方式“板着面孔说

教”，多数人无从理解文

化的差异。讲故事，也不

意味把肤浅的读物作为

传播的首选。毕竟，认为

中国只有中医、武术和饮

食的偏见无法反映多彩

的历史与现实。只有找到

中国与世界的“联结点”

并如实展示出来，才能更

好地让外国读懂真正的

中国，进而从“讲故事”过

渡成“聊思想”，从单向讲

述变成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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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为什么能海内存知己
文/石 羚

◎◎头条锐评

最近，衡水市教育局

发布了一则关于家校沟通

群的通知引起公众关注。

通知中明确说明，家长不

得对教师进行“拍马屁”式

回复、通信群不得做聊天

使用、咨询应自行避开休

息时间……检索可知，目

前已有很多地方教育行政

机构、学校等制订了各种

新规，强调家校双方要控

制情绪、理性沟通。其中，

上海一小学发出的倡议书

还将相关规则总结为“五

不”：不唱“对台戏”，不能

“当儿戏”，不当“点赞机”，

不做“铁公鸡”，不发“躁脾

气”。

教育的事情，本来就是

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家

长、老师等，其实都是在不

断学习和进步。为此，良好

的家校关系，或许可以通过

制度和规则得以规范，但根

本上仍取决于双方的信任

程度。（据《中国青年报》）

规则能管得住家校群吗？

◎◎画外音

中小学生的上网行为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日前发布的《中美日韩网

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比研

究报告》显示，在4个国家

中，中国中小学生触网率

最低，但中国中小学生智

能手机拥有率（68.1%）仅

次于韩国，超过美国和日

本，7～9岁开始触网的学

生居多（45.2%）。对四国中

小学生上网时间的统计显

示，中国中小学生上学日

上网1小时以下的比例超

过七成。（10月31日《中国青

年报》）

“中国中小学生智能

手机拥有率近七成，超过

美国和日本”，考虑到中国

与美日在社会发展程度上

的差距，中小学生智能手

机拥有率上“反转”，显得

有些突兀。当然，部分原因

可以理解为我们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弯道超车”，

可若是换个角度看，这又

何尝不意味着电子产品在

未成年群体中的泛滥失控

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智能手机普及率为68%，中

小学生智能手机拥有率为

68.1%，此一现象无疑是极

不正常的。事实上表明，在

使用智能手机一事上，未

成年人群体完全就是“社

会化”“拟成人化”的。

智能手机在未成年学

生群体中的失控，不仅仅

体现在宏观的统计数字

上，更体现在日常的微观

场景中。诸如熊孩子花光

家里积蓄打赏主播，偷拍

“不雅内容”上传网络，沉

迷手游花“巨款”充值等等

事情一再曝出，这些都说

明，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

都无法有效管理孩子们的

手机使用行为，多数时候

是后知后觉地补救……

智能手机在中小学生中

间的泛滥，业已酿成了种

种苦果。移动互联网不分

对象、不分年龄的全渗

透，将一个泥沙俱下的复

杂世界，推给了涉世未深

的孩子，这既不合理也不

道义。

前不久，法国已立法

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

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

在我国中小学生智能手机

拥有率超过美日的大背景

下，更应以此为启发，重新

审视并设计智能手机在未

成年群体中的差别化管理

规范。

朋友圈能干啥？最近发

生的一件事令人大开眼界：

有地方部门为完成“民意考

核”任务，用行政手段向中小

学甚至幼儿园摊派任务，通

过老师向学生及其家长拉

票、求赞、圈粉儿，完后还要

拍够三五张照片为证。

朋友圈之“圈”，人们惊

叹于它作为一个高效社交

平台的“承载力”，从最初小

范围分享心情动态，到如今

竟然可以被用来当作拉票

摊派的手段。以致网民对朋

友圈又爱又恼：离不了，戒不

掉。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7%

的人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

是刷朋友圈，而36%的人想

关闭朋友圈。

这种复杂情绪，在今天

包含了更多的无奈。从密集

的“友情拉票”，到漫天刷屏

的微商广告，再到伪装成性

格测试小程序的营销账号、

为了套取个人身份资料的购

物优惠信息……多少人感

叹明枪暗箭，防不胜防。

朋友圈是个虚拟社交

圈，但也有规矩，现实中人际

交往的原则不能失效。比如，

友情赞助可以，但不能搞友

情绑架，动辄消费亲朋好友，

再互信亲近的感情也会疲惫

倦怠。卖东西，就不能圈粉儿

之后卖假冒伪劣“杀熟”，那

样别人还会再买吗？换句话

说，微信朋友圈不是“法外之

地”，一旦因为自己的不当言

行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

害，一样会面临道义谴责和

法律追责。朋友圈是自留地

也是公共场所。特别是对党

政机关和干部而言，微信朋

友圈纪律理应更加严明，不

能将网络变为公权力的旁门

暗道，令公权力在网络世界

里脱缰异化。

在网络的每一次浪潮

中，只要人人都具备边界意

识，恪守人际交往的法则，让

朋友圈回归“朋友”的本质，网

络空间便会多些清新之风。

湖南常德汉寿县交警

官方微信10月31日发布警

情通报，称接到群众举报，

有一些开小车的驾驶员在

汉寿县沅水大桥排队违停，

占用道路拍抖音。接报后警

方已组织调查，查实后将严

肃处理，同时呼吁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从网友拍摄的现场图

片看，不止一辆小车占用道

路、涉嫌违停，一方面阻碍

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极

易造成交通拥堵；另一方

面，因为道路变窄，很容易

引发车辆追尾、剐蹭等等，

可谓是害人害己。然而，这

些违规占用道路拍摄抖音

视频的现象，只是时下盛行

的“抖音式生活”的一种缩

影。

比如，有人为了拍摄抖

音短视频，在马路上强行搭

讪女性，结果引发双方的冲

突，甚至酿成刑事案件。有

人模仿抖音短视频中的所

谓“以菜换肉”，在饭店餐馆

或夜宵摊上拿自己的素菜

去换人家的烤肉，结果导致

双方大打出手。当越来越多

类似的闹剧在我们的身边

上演，也确实到了该引发反

思和警醒的时候了。

网友们的“抖音式生

活”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是有人把拍摄抖音短视频

作为自己谋取利益、赚取外

快的手段，甚至是以此作为

自己的职业或创业项目。为

了吸引眼球，有人变得日渐

焦虑和疯狂，甚至到了不择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还有一种是把拍摄抖音视

频当做一种消遣或娱乐，在

别人的点赞、评价中满足自

己的虚荣心。

按理说，一个人在公共

场所的言行只要不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不违反社会公

序良俗，一般都是可以被宽

容的。但是，像机动车违规

占用道路拍摄视频，为了拍

摄视频就去强行搭讪、骚扰

别人等等，已经涉嫌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同时也违背社

会公序良俗。

你可以过“抖音式生

活”，但是你必须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自觉自律，而不

能过于任性。发布这类短视

频的网络平台也要加大审

核监督的力度，一旦发现短

视频当中有违法背德行为

的，必须坚决予以遏制、清

理并给予处罚，既让当事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对其他人

也是一种必要的警示教育。

如何面对手机少年大国
文/然 玉

朋友圈哪能啥都“圈”？
文/刘 敏

警惕“抖音式生活”沦为社会公害
文/天 歌

◎◎网友发言

◎◎不吐不快◎◎读者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