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2016年11月18日  本版编辑／邓魏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36   E－mail:dengw@fengone.com新闻·娇点述评

他去地铁“丢”下9本书
炸热微信群

 行动

把九本书丢在地铁站和车厢  
11 月 9 日早上 6 点多，张旭

明带着精心挑选的 9 本书来到市

桥地铁站。前一晚，他已在每本

书的内页上留言：当你读完这本

书的时候，请你把这本书留在地

铁上，以便下一位读者可以继续

阅读。    

“一开始会犹豫，书要是没

人看怎么办？”但他的疑虑很快

被他最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里的

一个观点所打消：听从自己内心

的想法，尊重自己内心的冲动。

这本书名叫《鞋狗》。或许传播

出去的书，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

人呢。不过，张旭明说，他事前

对结果并没有预设。人看到书后

会做怎样的行为，这才是他想测

试的。    

当他来到地铁站时，还没到

上班高峰，站内乘客较 少。他

先把 4 本书分别放在了站内手

扶梯的上下扶手处以及站台的

椅子上。随后搭上开往天河方

向的 3 号线， 把 剩 下的 5 本书

一字排开放在了座位上。最后

他坐到另一边椅 子上，暗中观

察着人与书的相遇。   

“可惜，大多数人是把它放

到了不碍眼的地方，而很少有人

会拿起来翻阅。”在张旭明的注

视下，书被一次次地叠起，放在

角落甚至是地上。而放在站台上

的书，张旭明无法追踪其去向。

和他一起搭了两个小时地铁的那

5 本书，有 4 本回到了他的手中，

还有一本被一位女士翻开过，随

后塞进了袋子里。张旭明还没来

得及和这位读者打招呼，女士就

匆匆下车了。    

总之，翻开书的人很少，拿

走书的女士是其中一个。    

“广州人生活很苦逼，不会

有过多时间去考虑看书，上班就

是上班。”张旭明坦承，这样的

测 试 结 果让 他 有点 失 望，“ 如

果一两个人是这样 ( 不翻开书 )

那很 正常，但很多人都这样就

是社会氛围的问题。”张旭明称，

人们 是 把书当 作 一 般 的 物品，

而不是知识载体。第一反应不

是 翻开它，而是“这是 别人的

东西，我不能碰”。张旭明认为，

这也说明了城市人的戒备心很

重。

凤眼时评 >>

丢书试验，测的不是阅读而是诚信

通过淘宝，从网上批量购进各种零食和小玩意，然后通过现金
交易或微信转账的方式，在校园里拆包零卖给同学，从中赚取差价
……这种原本在大学校园里盛行的淘宝零售，如今正在一些中学校
园兴起，而且生意火爆。都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大学生做淘宝是
创业，那中学生能不能做呢？中学生校园“微商”，争议颇多。

文 / 黄齐超
在地铁里丢书，如果不是为了

炒作，那么，剩余的目的无非是

两个：其一，测试一下乘客对读

书的兴趣；其二，唤醒公众的阅

读热情。2015 年 4月，有关部门

公布的第十二次全民阅读调查结

果显示，无论是传统纸媒阅读，

还是新兴媒介阅读，都呈现了增

长态势，这表明国民阅读开始走

出低谷。

国民的阅读兴趣在提升，令人

欣慰，即便不是如此，倡导者想

通过“地铁丢书行动”提高公众

的阅读兴趣，也未免太过自信和

一厢情愿了吧？所以，对于丢书能

唤醒公众阅读兴趣，我们不应盲目

乐观。其实，关于地铁丢书的目的，

笔者更倾向于检测乘客的阅读兴

趣，看看乘客是否能利用乘车的

通勤时间，像古人的“马上、枕上、

厕上”那样用功读书。

诚然，地铁丢书的倡议者检测

乘客读书热情也绝无恶意，可是，

它能测出真实后果吗？恐怕得不出

想要的结果。在社会信任度持续

下滑、骗局无处不在花样翻新的当

下，谁敢擅自翻看一本不知源头的

书？谁能确保不因一时的阅读招惹

麻烦？谁敢断定这就是善意的倡导

读书，而非一个骗局或一个碰瓷道

具？所以，很多遇到丢书的乘客会

这样选择：与其冒着一定的风险阅

读，倒不如“明智”地躲开。

9 本被丢在地铁里的书，大多

数没有被人翻看，试验者得出较

为悲观的结论——现代人的阅读

兴趣不高。依我看，这样的结论

不尽客观，因为它建立在一个狭

隘的“阅读”定义上，难道只有

阅读传统的书籍才算阅读吗？而手

机、掌上电脑之类的新媒介阅读

就不算阅读？这样的逻辑显然说不

通。阅读不在于媒介，而在于思考，

获取信息的一切形式都可以得到

鼓励。现实中，地铁里通过手机

或 PDA 进行阅读的乘客并不在少

数，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丢书试验，测的不是阅读而

是诚信。地铁里不是测试阅读的

最佳场所，但可以是测试信任

的绝佳去处。很多乘客没

有积极地阅读测试者丢

下的书，这倒不可怕；

乘客之间按照戒备

之心， 倒很可悲。

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猜疑是一种雾霾，

互信则是能带来温暖

的阳光。因此，若乘

客都能抛却杂念，拿起

倡议者丢下的书，这比阅

读本身的内涵更值得庆贺。

反响

网络热议 成立“丢书帮”
张旭明记录下了整个试验

的过程并且放到了自己的公众

号上，不料却引来了巨大的反

响。这个公号发布的是张旭明

平时阅读的小分享。阅读量基

本不超过一百，粉丝也不过几

百。但这篇名为《一位年轻的

培训师在广州地铁丢了 9 本书，

结果……》在短短两天时间，

阅读量就超过了 5 万。后台更

是出现了 500 多条留言。    

有人对这个测试的结果不

以为然，认为没有事先说明，

少人翻阅很正常；有人认为广

州的地铁能挤上去就不错了，

更别提捧起本书来看，“甚至

有朋友调侃我说，不如下次丢

个钱包试试” ？  

 但有更多的读者表达了对

他这次试验的兴趣，想加入“丢

书”的行列，并提出了许多建

议。如在书的封面贴标签，内

页夹上书签，还可以附上二维

码，让拿到书的人上传照片到

公号上，让更多的人知道。甚

至，还有来自北京、上海、杭

州的阅读爱好分子响应，准备

在各自的城市地铁里“丢书”。    

这些反应，让张旭明看到

了把“丢书”进行下去的希望。

“不如就以这次事件为契 机，

成立一个丢书的社群”。11 日，

张旭明立马组建起“丢书帮”，

在公众号上发出邀请后，这个

丢书帮的聊天群一个周末就聚

集了 120 多名成员。 ( 据 11 月
15 日《广州日报》 )  

上周日下午，一群神秘人出现在珠江新城的地铁站内，
他们手拿着书籍，寻找合适的位置放下后，就在远处默默地
观察着人与书的各种相遇。这是一场试验，也可能是一种新
的交流方式的开始。    

这一切，缘于一名叫张旭明的年轻小伙。上周三晚，他
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短短两天时间，不
仅收获了逾 5 万的阅读量，还聚拢了 120 多名年轻人，成立
了一个名为“丢书帮”的城市先锋试验群。 

创业，互联网，大数据，

这些都是现在的时代热词。互

联网不仅连接世界，也在改变

世界，包括交往方式、生活方

式、消费方式、产业结构，还

包括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生

活态度。互联网最大的优势，

是打破了社会流动的时间局限、

地理限制、身份标签和操作障

碍，实现了人力资源和智力创

新的价值最大化。在这一基础

上，国家鼓励大众创新、万众

创业，鼓励的对象甚至包括了

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让他们能

够尽早的实现学创结合，从而

尽快实现科技孵化和科技成果

的转化。因此，创业二字早已

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流行文化。

然而，这种文化走进中学校园

是否合适，是否具有更多的正

面影响，鼓励大学生创业是不

是意味着中学生也应该及早练

兵，恐怕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中学生和大学生有着完全

不同的阶段特征，相对于大学

时期，中学教育处于基础教育

的提质阶段，中学生还处于自

我认知的定型期。因此，这

个阶段的孩子对社会的认知能

力和自我把控能力都还是蒙昧

的。如果说，大学生走到了书

本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渡带，

那么中学生还处在课堂教学的

核心时期。也就是说，不管是

从中学生的自然属性、成长规

律来说，还是从学校教育的定

位和主旨来说，中学生此时创

业，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急

于试水无异于拔苗助长。其结

果首先必然是影响他们的学习

质量和状态，其次会导致错误

的价值判读和社会认知，产生

“读书无用”，“赚钱才是成功

的”的本末倒置，甚至在学生

中形成“不学习也能赚钱”的

集体短视。现实也在不断证明

这种担忧，大部分在中学阶段

从事微商的

孩子， 都 是

微商低龄化之思
文 / 郭丹

在重复卖零食、卖化妆品等简单

原始的经营方式，并没有过多长远

的发展思路、纵深的发展战略，更

不会有梯次推动的整体布局。再次，

中学生做微商还存在更多的盲区，

这种盲区是社会经验上的、有法律

知识上的、还关乎售后处理上的，

对于可能存在的营销或者欺诈陷阱，

他们不能充分判断，对于可能出现

的权益纠纷或质量问题他们没有足

够应对准备，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

可能获得的成长空间。

尽管如此，我们要完全叫停

校园微商类似于抽刀断水，这是

一种集体社会氛围的必然延伸，

中学生甚至比自己的父母亲更快地

接收到互联网时代的各种信号，他

们的生活同样跟智能手机、数据

流量纠缠不分，我们不可能要求中

学生拥有均等的资源工具、身处流

量的开放空间，却不模仿成人的

数据生活。就管理方来说，中学

生微商往往对应着他们工作的薄

弱地带，填补这些管理漏洞往往

存在较大的难度，比如中学生微

商贩售的小零食，正是针对学校

后勤保障供不应求应运而生，很

难一堵了之。其实，在学校的立场，

要把握中学生做微商行为的价值

判断和利弊权衡，是有一定的难

处的，之前舆论热议上海中学对

于月入过万的做微商男学生的处理

方式，就是对中学生这种创业行

为的意义存在争议。毕竟微商背后

有耽误学业的风险，也有创新性

成长空间，有学生个性和自我意识

的潜能投射，不由分说的全盘否

定、全面禁止并不一定科学。

总体来说，中学生做微商的价

值和意义，家长和老师对中学生做

微商的态度和立场，基本上是明确

的，也是一致的。中学阶段，赚钱

本不是这个时期的主题，更不是最

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方式，大可不必

操之过急。反倒是家长和老师，有

必要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探索正确

的引导方式。当然，这同时也表达

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对微商等

平台的监管意识和监督力度还远远

不够，如果平台对于中学生这个未

成年人群体有足够的社会关心和社

会责任感，完全可以发挥平台过滤

器和筛选器的功能，在平台入口就

可以用身份识别等技术手段把中学

生精准识别、婉拒门外。总之，中

学生做微商，其价值的衡量和把

控，不仅仅是个值得探讨的教育问

题、管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问题，需要从法律文明、教

育成长和产业创能各个角度仔细考

虑、综合解决。

■丹凤眼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