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A3

拦不住的网络潮流

编辑：康辰辰

2018年7月21日 文化·生活

【第125期】

“数字代沟”呼唤家庭网络教育新理念
胡浩

在这场公开课上，腾讯集团副

总裁姚晓光发出了一封给孩子和

父母们的公开信。信中提出“每周

一小时，不插电的陪伴”的倡议：希

望孩子们和父母一起约定，每周至

少一小时，大家一起放下手机和其

他电子设备，看书、玩耍，充分享受

一段纯粹的亲子时光。

慕尼黑大学博士、心理咨询师

高璇认为，应该多给予孩子高质量

的陪伴，其关键是高关注、有回

应、不干涉、孩子自由度高。

“父母的陪伴、引领、关注、沟

通 ，才 是 一 个 孩 子 最 重 要 的 资

源。”她建议，父母要做孩子的榜

样，和孩子保持沟通，引领孩子和

现实生活连接，为孩子挑选好的游

戏，同时和孩子约定建立清晰的游

戏规则。

(据新华社)

夏日里滞闷燥热，人的胃口也

呆滞了。这时候，却分外想念一种

叫凉粉的食物。滑滑的，凉凉的，酸

酸的，香香的，真是人间美味。很多

情况下，人间美味并不是多高级复

杂的，而是来自民间的最平民最质

朴的食物。那是味蕾上的一种美妙

记忆，光阴之下人间万象里磨出的

一段清凉时光。

午后的村庄是寂静的，蝉在树

上依旧欢快地鸣唱，听起来却总有

些寂寞。长长的胡同也是寂寞的，

空落落。胡同口的青绿大树，浓郁

郁，一大片树荫落下一场清凉凉的

期待。

期待什么呢？大人们在屋里午

睡，我们小孩子躺在床上闭着眼却

睡不着，支着耳朵听胡同里的动静

呢。“凉粉……凉粉……”卖凉粉的

梁伯伯终于来了，他沙哑浑厚的吆

喝声在幽寂的胡同里响起时，在我

们听来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

声音。

一咕噜爬起来，手里紧紧攥

着早已准备好的钱，欢喜地跑出

院门。梁伯伯已经在胡同口的树

荫下摆好了凉粉摊。凉粉摊很简

单，梁伯伯是邻村的，他就挑着个

担子，一头放凉粉，一头放碗筷、

蒜汁、醋、香油。梁伯伯是个慈善

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他的身边围

了一群孩子，闹哄哄的，他总是好

脾气地说：“好孩子，不急不急，都

有份。”

我们挤过去，看见如玉一样晶

莹莹的一大块凉粉，急切切地嚷嚷

着：“来一碗凉粉！来一碗凉粉！”这

时的梁伯伯总会抬起头，笑眯眯地

答应着：“好嘞！好嘞！”他像自己的

亲人，任何一个孩子在他面前都不

会受到怠慢。

也有馋嘴的大人来买凉粉，却

不在大树下吃。我们小孩子是绝对

要凑这个热闹的，一个个端着白瓷

碗，欢快地吸溜着玉凉粉，开心极

了，像是在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寂寥乏味的村庄里，这样的一个

凉粉宴就像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辈

突然笑了一样令人快乐并热切地

期待。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梁伯伯在一个雨天摔到了沟里，腿

受了严重的伤，再也没有来过我们

村庄。

小孩子们热热切切的期盼，失

望，哭闹，几个大人也终于耐不住，

拎着几样东西去邻村看望梁伯伯。

大人们回来后，我们又有了凉

粉吃。原来大人们学会了梁伯伯的

手艺。他们说，梁师傅真是好人呢，

一定要教给他们做凉粉。他们本来

只是看看梁师傅啥时候能再来卖

凉粉，并没有想学做凉粉的手艺，

因为这不是抢人饭碗吗？

没多久，村庄里几乎家家都学

会了做凉粉。小孩子们再也不用支

棱着耳朵听胡同里的吆喝声，可以

美美地睡一个午觉，然后一觉醒

来，堂屋的饭桌上已经摆着酸酸香

香凉凉滑滑的凉粉了。

幽长的胡同更加寂静了，不过

很快又热闹了起来。不知道哪个孩

子最先起了头，把凉粉端到胡同口

的大树下吃，说是只有在那里吃，

才能吃出凉粉的真正味道。我们紧

跟着也都去了大树荫下，欢欢喜喜

地扒拉着玉似的凉粉，心里面却掠

过梁伯伯笑眯眯的样子。

梁伯伯的腿早好了，听说他去

外地卖凉粉了。很多年过去，我们

却不曾再见过他。

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到朋友读

书的城市去玩，在路边树荫下休息

的时候，一回头竟看到了梁伯伯。

他老了，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他笑眯眯的和善模样，我永远记

得。他还在卖凉粉，不挑担子了，骑

着三轮车。

“梁伯伯，来一碗凉粉！来一碗

凉粉！”我用浓重的方言向他急切

切嚷起来。梁伯伯先是一愣，然后

哈哈笑起来。他认出我来了。他说：

“丫头，你们长大了，我一直记得你

们那群孩子。我年轻时做过错事，

很多人都瞧不起我。我出去学了做

凉粉的手艺，到过不少村庄，只有

你们最热情，不计较我的过去，让

我渐渐有了自信。”

我终于明白当年梁伯伯执意教

大人们做凉粉的原因了，他不怕被

抢饭碗，而是怕这份情意不能偿还。

“来一碗凉粉！来一碗凉粉！”

从小孩子们热切切的嚷嚷声里，梁

伯伯看到了自己的被需要和被尊

重。胡同口的青绿大树荫下，于我

们小孩来说，不过是一段快乐的时

光；于梁伯伯来说，也许是人生希

望的开始。

好
书
当
配
好
名杜

羽
四川推出
“文化扶志”七大计划

7 月 16 日，笔者从四川省文化系

统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会上获悉，今年下半年，四川

省文化系统将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

重点推出专门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

“文化扶志”七大计划，以激发文化扶

贫的内生动力，助力脱贫攻坚。

面向深度贫困地区的“文化扶志”

七大计划主要包括：技艺传承扶持计

划、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藏羌彝音乐

数据库建设计划、文化人才培养输送

计划、优秀文化全覆盖计划、文化产

业提升计划、文化品牌培育推广计

划。据了解，目前相关具体实施方案

已在进一步制定中。

（据《中国文化报》）

编辑图书，原本是一件雅事。

如若有机会亲手编辑那些被世人

奉为经典的名著，更称得上是一

件幸事。不过，近来频频有媒体报

道，一些出版商将鲁迅、沈从文、

丰子恺等名家的著作冠以《风弹

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一指流

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之类

的书名在坊间售卖。这些矫情做

作的书名，以俗代雅，降低了编辑

工作的格调，更令经典蒙尘。

出版界流行一句话，“书名八

成定生死”，可见书名对图书销售

有多重要。身处激烈的市场竞争

之中，出版商努力在“鲁迅散文

选”“沈从文小说集”等常见命名

方法之外另辟蹊径，虽然是一种

寻求创新之举，但为了标新立异，

用“风弹琵琶”“半城烟沙”这样的

意象代表鲁迅的《父亲的病》《五

猖会》等篇章，用“一指流沙”“握

不住的那段年华”这样的词语归

纳沈从文的《边城》《三三》等作

品，让人如坠入云里雾里，实在算

不上好书名。好的书名，有画龙点

睛之妙；中规中矩的书名，起码能

揭示出一部书的基本内容；而这

些词不达意的书名，连书名最基

本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反倒有“挂

狗头卖羊肉”之嫌——劣质招牌

无法与优质内容相匹配，无疑不

利于经典的传播与传承。

改易书名之举，自古至今一直

存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众所周

知，像《老子》又名《道德经》，《史

记》又名《太史公书》，《红楼梦》又

名《风月宝鉴》《石头记》等。这些

书名，或由作者亲自改定，或本无

定名，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一书

多名的现象，已经成为文化史的

一部分。书商为了牟利而改易书

名的情况，不是没有先例。

对于出版人来说，在为经典

图 书 命 名 时 ，既 要 跳 出“ 文 集 ”

“精选”“新编”的窠臼，避免同质

化竞争，也要尊重作者、尊重读

者、尊重历史、尊重经典，把编辑

经典视为雅事、幸事，而不仅仅

是一桩可以赚钱的买卖。

一碗凉粉
耿艳菊

北京：2018年起
每年投5000万元
扶持实体书店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 者

张漫子）记者 17 日从北京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

展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北京

将大力推动实体书店建设发展，从

2018 年开始，北京实体书店扶持资

金每年将增至 5000 万元，每年扶持

书店150家。

意见明确，到2020年北京将建立

起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浓郁、多

业融合、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

格局。具体而言，首先实现“一区一书

城”，保证16区每区有一家大型书城；

其次，在重点街区、人口密集区等建

设 200 家标志性特色书店；此外还鼓

励国有和社会资本与社区图书馆合

作，创建新型阅读空间。

根据意见，北京市将大力推动实

体书店转型升级，推动书店从单纯出

版物销售商向兼具公共文化服务职

能的角色转变。例如，鼓励发展 24小

时书店，探索错时经营模式；支持实

体书店与影视娱乐、文化旅游等相关

行业融合发展，打造多元经营的文化

休闲空间。

意见还对实体书店给出了财政

支持“大礼包”。对符合条件的大型书

店项目，将从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中

安排补贴；对书店创新经营模式实现

多业态融合发展者给予奖励；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实体书店举办

公益性文化活动等予以支持。

微信转账转错人
法院判令收款者退钱

新华社广州 7 月 14 日电（记 者

毛一竹）用微信转账转错人，对方收

钱却不还钱，这种情况如何维权，近

来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记者14日从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法

院近期对一起微信转错账的案件作

出判决，判令收款者退还这笔转错的

款项。

判决书显示，原告阿秀从事金银

回收生意，与被告罗某是微信好友。

2018 年 1月 9日晚，阿秀通过微信转

账货款时，误将 4530 元转给了罗某，

阿秀立即向罗某发微信说转错了请

求归还，但罗某非但没有回微信，还

点击确认收款，并关闭手机。

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

其返还不当利益。

法官认为，碰到这种“天上掉馅

饼”的事，也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把

不当得利返还给当事人，避免因不当

得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移

动支付固然方便快捷，但操作时一定

要认真核对，避免误转入他人账户。

用户如不慎出现此类情况，可以先主

动与对方沟通、协商，协商不成时应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保存好微信

（手机）转账记录和银行卡明细记录，

作为证据提交。

7 月 16 日，青海第三届丝路花儿艺术节河湟民俗文化节暨第十七届土族安召纳顿艺术节在民和隆重开幕。该活动有力地拉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

展，促进了旅游和文化的有机融合。 白林娟 摄

暑假期间，“手机

争 夺 战 ”“ 网 络 保 卫

战”“游戏狙击战”在

不少家庭上演。父母

责怪孩子沉迷网络、

孩 子 埋 怨 父 母 跟 不

上 时 代 …… 信 息 时

代的发展，正在对传

统 亲 子 关 系 产 生 影

响 ，亲 子 间“ 数 字 代

沟 ”的 形 成 ，呼 唤 家

庭 教 育 新 方 法 和 新

理念。

“我曾经刻意推迟女儿的‘触

网’时间，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

了。”在日前于中国科技馆举行的

“DN.A( 数字原住民行动)网络素

养公开课”上，一位家长说，“之所

以对孩子接触互联网有恐惧感，

是因为我们不是网络原住民，我

们在成年之后才开始接触到这个

新鲜事物。”

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大都从

小接触网络，于是有人形象地将这

个时代的孩子称为“数字原住民”。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

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分享的

数据显示，平均有超过28.3%的学龄

前儿童（3-6岁）每天使用网络的时

间在30分钟以上，5岁时网络使用时

间超过30分钟的儿童达到31.6%。在

10岁，已有30.8%的儿童会在网络上

主动加网友、QQ群或微信。到14岁，

孩子在媒介使用各种行为的关键指

标就已超越了他们的父母。

网络潮流，远非父母可以拦截

或阻挡。

呼家楼中心小学校长马骏认

为，“如果我们拒绝让孩子与网络

的联系，我们就是在剪断孩子飞往

未来的翅膀”。

通过十年的调研，张海波发

现，普通家长面对网络亲子关系

往往存在四个误区：一是“不了

解”，不了解孩子在网上做了什

么、和谁聊天；二是“差关系”，无

论线上线下，家长都没有与孩子

建立非常良好的亲子关系；三是

“缺引导”，把手机和平板交到孩

子手中时，没有约定时间和内容，

没有给予有效的引导和教育；四

是“坏示范”。

“这些原因导致了孩子们的网

络沉迷和成瘾现象，甚至带来了一

些恶性事件。”张海波建议，要成为

数字时代的好父母，就要及时了解

孩子的网上生活、及早培养孩子上

网的好习惯、适时增强孩子的网络

素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屏

幕前做好的榜样。

作为一名游戏制作人，李涛从

小就带着儿子一起玩游戏，但他告

诉笔者，孩子并没有沉迷游戏之

中，“对他来说，游戏就是他的娱乐

方式之一”。

李涛说，自己上学时一度因为

爱玩游戏而和父亲闹僵。长大后，

在对待孩子和游戏的关系时，李涛

不愿重蹈自己小时候的覆辙。他告

诉孩子，游戏是一种平常的娱乐行

为，不要有罪恶感，也不要沉溺其

中。他让孩子学会安排时间，把游

戏作为一种奖励，并帮助孩子挑选

适合玩的高质量游戏。

李涛说，要让孩子的生活有游

戏，但不只有游戏，“内心富足的孩

子不会沉迷游戏”。

避免陷入网络亲子关系误区

用高质量陪伴引领孩子和现实生活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