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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感”的七夕背后是被亵渎的传统
文 / 苑广阔
七夕快到了，各种七夕礼物让

人们挑花眼的时候，一款水果礼
盒横空出世，亮瞎了人们的双眼。
它就是蕾丝蜜桃礼盒。照片上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个新鲜饱满的水蜜
桃被套上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蕾丝内
裤。有网友大呼 ：“还让不让人愉
快地吃桃子了？”

（7 月 30 日《扬子晚报》）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节了，这个

传说中牛郎鹊桥会织女的日子，近年
来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客观地
说，从弘扬传统节日、传承传统文
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很有价值
和意义的事情，所以也得到了很多文
化学者和民俗专家的支持。

但是当我们对于应该如何弘扬
传统七夕节，如何继承七夕节的文化
传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的时候，
类似“性感蜜桃”这种充斥商业气
息的所谓“七夕节礼物”却已经横空

出世，夺人眼球。年轻人在过西方
情人节的时候习惯彼此赠送象征爱情
的玫瑰，那么如果我们在庆祝属于自
己的本土情人节的时候，也能开发出
独具特色与创意的节日礼物，自然也
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件事，但是回头
看看这款近日引发网友热议的“性感
蜜桃”，除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
外，实在看不出它和七夕和传统和爱
情有什么关系。

当这款“性感蜜桃”的制作者
在为自己的创意引起网友的关注而沾
沾自喜的时候，我却实在看不出它
高明在哪里。这款礼物不过就是利
用了水蜜桃本身的特点，给它套上了
一个缩小版的性感比基尼内裤而已。
不管是传统的中国人还是现代中国
人，在对于爱情的表达上，相比西
方人都要含蓄得多，这不能说是什么
优点，但也不能说是缺点，而把一款

“袒胸露乳”，让人浮想联翩的“性
感蜜桃”作为情人节的礼物，至少不

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只能算
是一种低俗与恶俗的做法。

传统节日应该被继承，传统文
化应该被弘扬，但是当七夕“被性感”
时，则不但不是对传统节日与文化的
继承与弘扬，反而是一种亵渎。近年
来，每到 2 月14日西方情人节，很
多宾馆、酒店就以“情侣套房”为卖
点大作商业文章，这已经引起了越来
越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家知道，这种
商业蛊惑的背后，实际上只会让情人
节离爱情越来越远，而离欲望越来
越近。那么同样的道理，当传统的
七夕节被打上一个性感的标签，它
也只会离传统和爱情越来越远，离
暧昧与欲望越来越近。

如果一定要制作七夕节的礼物，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牛
郎的玩偶、织女的玩偶等等，为什么
非要弄一个和七夕节毫无关系的蜜
桃，还要给它套上比基尼内裤扮性
感呢？

文 / 郭元鹏
“快 跑！遭火了！”7 月 29

日，四川彭州市河湾凉鸡肉店
内传来一阵呼救声，火焰蹿起
几米高，焦臭味弥漫在空气中。
而在所有人都逃命时，一个 6
岁的小女孩却往火堆里冲，因
为她的母亲被困在里面了，“妈
妈！妈妈！”女孩呼喊着抱住已
是半个“火人”的母亲。最终，
母女俩被送往武警四川省消防
总队医院。（7 月 30 日《华西都
市报》）

看到这条新闻，第一个感
觉就是感动。但感动之后，却总
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思来想
去，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现
场这么多人，救妈妈的为啥只是
一个 6 岁孩子？二是，为啥没有
一个大人去救火？三是，这个妈
妈真的是孩子救出来的吗？

为啥所有人都没伸援手？这
是一家鸡肉店，也就是说出事的
地方是个公共场所。事实上也是
这样，报道说听到着火的呼声之
后，所有的人都在逃命，为啥就
没有人在逃命的时候关注一下身
边的人？当然，逃命会是每一个
人最基本的反应，这也是不能拿
出来谴责的，谁也没有权力剥夺
别人逃命的权力。但是，这也有
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是
要在逃命的同时救助一下你身边
的人，救助一下举手之劳就可能
救助的生命。

为啥所有人都没去救火？听
到着火了的呼救后，应该有人现

场救火的，而不是仅仅等待消防
队的到来。当然救火不是不科
学的救火。当所有人都顾着自己
去逃命的时候，最起码表明我们
的安全教育是有问题的，我们的
消防知识普及是有问题的。这个
鸡肉店是个公共场所，按照规定，
这个鸡肉店需要按照经营面积配
备消防器材，要有消防栓，要有
灭火器。如果消防知识普及到位，
最起码所有逃跑的人在逃跑之
前，第一反应应该是拧开消防栓，
是拿起灭火器。所有人都在逃
命，暴露的是消防安全的漏洞。

救妈妈的真是 6 岁孩子？w
我为救妈妈的孩子感动，但更为
孩子的无知而后怕。孩子已经逃
出了火海，可她看到妈妈没有逃
出来，就去救妈妈，这是慌乱
的举动。而事实上，她并没有救
出妈妈。她逃出来的时候，身上
没有一点伤，她回到火海再出来
的时候，已经被严重烧伤了。而
她并没有为救妈妈做出任何有益
的举动。我在想，如果女孩没有
回到火海，其实她的妈妈也能够
出来，烧伤的就是妈妈自己，而
女孩营救妈妈的举动只是给自己
增加了伤害。而如果大火当时真
的无法控制了，女孩还能出来吗？
这其中就是我们如何告诉孩子安
全救人的知识问题。

6 岁的女孩冲入火海救妈
妈，让我们热泪盈眶。但是，就
这起事件而言，留下的一连串的
问号却值得我们去反思，去追问，
去探寻.......

中小学足球务必享受第一赢球第二
文 / 盛翔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

国学 校体育工作座谈 会上 表
示：在体育项目中，教育部计
划将校园足球作为重点项目予
以突出。从今年起逐步建立健
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
级足球联赛机制，通过招生考
试政 策疏 通足球人 才成长 通
道，源源不断培养优秀足球后
备人才。

（7 月 30 日《新京报》）
2010 年发布的中国大学生

体质调查显示，大学生身体素
质 25 年来一直在下降。与1985
年相比，肺活量下降了近 10%；
大学女生800 米跑、男生 1000
米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10.3% 和
10.9%，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下降
了2.72 厘米和1.29厘米；学生
体重或者过重或者过轻；近视
率近 90%……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如此，中小学生亦如是。

要提高全民体质，必须从
娃娃抓起，从学校体育课抓起，
足球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面。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
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不
仅事关中国足球发展的未来，更
事关全民体育素质的未来。教
育部重视校园足球，并准备在
积累起成功经验后，将成功做
法逐步拓展到篮球和排球三大

球等集体体育项目中，这是非常
好的开始。但是也要注意，不
要背离初衷，变味为比赛成绩第
一，甚至体育考试第一。

欧洲在青少年足球活动中始
终强调三个理念：一是享受足
球，让足球给自己和大家带来欢
乐；二是尊重他人（当然包括队
友、对手、裁判和观众），只有
尊重他人，自己才能获得大家的
尊重；三是参加比赛就要争取胜
利。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既
然参加比赛，当然要争胜，但
首要的应是享受体育，享受足球。
如果校园足球联赛，连同校园
体育课，都给上成了另一种考试
课程，那和语文课、数学课有什
么区别？这只会损坏学生对体育
课程的热爱。

如果我们把比赛赢球放在
第一位，那就可能为此而不择手
段，把足球变成了谋取各种不当
利益的工具，所谓的欢乐和尊重
就可能踪影全无；同样，如果我
们把通过体育考试放在第一位，
那就可能为此而弄虚作假，把体
育课变成了另一种需要幕后买卖
的“二级运动员”证书，完全背
离了通过体育课程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的初衷。为此，校园足球、
校园体育必须力避功利，始终把
享受与快乐放在第一位，不让校
园足球、校园体育变味。

“小孩救妈妈”的感动遮挡了三个问号

诉诸法律“拒绝啃老”超越个案意义
文 / 木须虫
今年 29 岁的徐青（化名）大

学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等吃喝，
还将一名女网友带回家长期同居。
面对父母的劝说，他称父母有义
务养自己。最近，被啃老长达 7
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妻将儿子
诉至海淀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
赶独生子出门。

（7 月 30 日《京华时报》）
徐青大学毕业已经 7年，父母

早已尽到了抚养义务，并在他毕业后
帮助他找了一份工作，他却干了不久
就呆在家里。这并不是他不能通过
劳动来养活自己，而是他对父母有强
烈的依赖心理，吃不得苦，独立性差。
长期如此，父母必然面临不小的经
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养了儿子，或许
还要养孙子，何日才是个头呢？况且，

“断不了奶”的孩子，不可能靠得了
父母一辈子，今后的路还得要孩子自
己走，这却不完全是经济的问题。

所以，有理由认为徐青父母诉
诸法律对儿子的啃老说不，不仅是
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张，而且从一定

意义上讲是对孩子另类的爱。他们
狠心地将儿子扫地出门，让儿子直面
生存，通过历练摆脱依赖，找到独
立属于自己的空间。虽然，“断奶”
必然伴生撕心裂肺的不适，但是一
旦孩子适应了外面的生存，总有一天
会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当然，这是家庭教育的某种
“自赎”。徐青的啃老在很大程度
上与父母的溺爱有因果关系。他
们从小对儿子百般疼爱，徐青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就
给什么。小学时当班长嫌任务重，
父母找班主任要求别让儿子当班
长。考上大学与宿舍同学相处不
好，便让他回家住。这些都是对
孩子独立性培养缺少理性的表现。
爱之则害之，亦同样害己，现在
才狠心起来还是有点晚。

像徐青一样“恶意啃老”的绝
非个案，虽然像徐青父母一样运用
法律的手段，对“啃老”说不的并
不多见。不过，“恶意啃老”归根结
底是区别于一般性“啃老”父母帮衬
的性质，沦落为完全依赖的“寄生”

性质，这对父母的经济与精神是双
重的压力，终究会超越负担的极限。
个案父母的主张能够得到法律的支
持，表明一方面父母有对子女“啃老”
说不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的惩处与
教育功能，还能弥补道德与伦理的
短板，帮助兜牢底线。

诉诸法律“拒啃”超越个案
意义。前不久，山东立法禁止“恶
意啃老”引发社会争议。个案从
标本的角度，注解了立法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廓清亲情伦理，划
出代际间经济关系的界线，既有
助于保护老人权益，也有助矫正
父母的财产都是子女的，子女有
权无条件享受的社会观念，树立
家庭亲情与经济的理性。一方面，
引导为人父母者学会对子女经济
支持上的节制，把握好帮衬与纵
容的度。同时，学会对孩子从小
说不，培养孩子独立吃苦的品性。
另一方面，对为人子女也是一种
教育，懂得依赖父母的限度在哪
里，学会自己独立和奋斗，尊重
父母的同时也是人格的自我尊重。

农村老人自杀的价值断裂和代际剥夺
文 / 杨朝清
6 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

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
项目主持人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
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
省份的 40 多个村庄。他发现，农
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
目惊心的地步”。（7 月 30 日《中国
青年报》）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让生如
夏花般灿烂，让死如秋叶般静美”。
然而，在生命列车的旅途中，一些农
村老人却决绝而悲怆地选择了退出。
不论是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还是
和子女关系不和，抑或对生活失去
信心，农村老人自杀是社会结构转
型和价值观念变迁的产物，也和农
村生存生态和地方性共识密不可分。

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社会学
家迪尔凯姆就写出了传世名作《自
杀论》。他指出，当个人与社会团体
或者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

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
象。自杀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
结，还意味着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脱
节。换言之，当农村老人得不到应
有的社会支持，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和
光亮时，就可能自杀。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贺
雪峰认为，农村老人选择自杀，是
因为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
方性规范，一种对老人十分不利的
价值观念——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
却没有理所当然要求子女养老的权
利。倘若子女孝顺还好，一旦子女
不孝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绝对弱
势的农村老人，命运的无奈和艰辛
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当传统的孝道文化让位于外来
的功利主义，农村老人就会在舆论
场域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老人不
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的期待，应该
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拖累子
女，要想法设法地减轻子女的负担。
当老人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嬗

变为子女的“累赘”和“包袱”，处
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困境的
老人会萌生自杀的念头。

以“父母心”为核心的家庭观
念，在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个人
主义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市场的
思维方式不断浸润农民，越来越习
惯功利和算计的他们，开始用成本
和效益的逻辑来处理家庭关系。农
村老人在完成为孩子盖房子、娶媳
妇、照看孙子的任务之后，成为被
榨干所有价值的“无用之人”，遭遇
子女“卸磨杀驴”的冷漠和残酷。

农村老人自杀作为一个底层社
会治理难题，既和城乡二元结构和
资源集聚机制有关，也和当前的道
德失范、价值迷失和底线失守有关。
一个旨在“让劳动更有价值，让劳动
者更有尊严”的社会，农村老人不
能成为“竭泽而渔”的牺牲品。改善
农村老人的生存困境、为他们建构
一道安全防护网，已经成为“等不及”、

“伤不起”的公共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