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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仁 绘战蚊哲思

鲁 楠 绘某些写生

陈鲁民

最近，明星吴亦凡可谓犯了众
怒，由于被爆料涉及大量负面信
息，不仅遭到网友声讨，7 月 19 日
晚，中央和国家机关委员会旗帜杂
志社官方微博“紫光阁”也转发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评论，并
配文：“@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回应
艺人相关舆情：行业自律惩戒绝不
会手软！”

众怒难犯这个词，来源于 《左
传·襄公十年》：“众怒难犯，专欲
难 成 ， 合 二 难 以 安 国 ， 危 之 道
也。”意即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
独断专行难以成事，以触犯众怒和
专权独裁来安定国家，是十分危险
的不靠谱的办法。

封建君王触犯众怒，尚不可
取，被视为愚昧之举，一般人若触
犯众怒，就更愚蠢之极，简直就是
去找死。比如前阵子，安徽蚌埠一
个酒店老板娘，因遛狗不拴绳，吓
到他人小孩，还拒不认错，与人发
生争执后口出狂言：我的狗比人值
钱；弄我的狗就弄死你的孩子；我
有钱，几千万元都赔得起。

事件一出，遭到全国网民口诛
笔伐。结果可想而知，当事人被依
法行拘，而且牵连到她所在酒店，
被公众公开抵制，声名一落千丈，
由昔日的食客盈门，车水马龙，到
如今的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为啥呢？理由很简单，三句话
都犯了众怒：“弄我的狗就弄死你
的孩子”，这就犯了普天下父母们
的众怒，我们把孩子当宝贝，你却

为一条狗就要弄死我们的孩子，情
何以堪；“我有钱，几千万元都赔
得起”，这就犯了所有拿不出几千
万元的人的众怒，你有钱不是错，
拿钱来欺负人就是大错特错；“我
的狗比人值钱”，则犯了所有人的
众怒，挑战了所有人的尊严，这还
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众 怒 也 叫 “ 民 愤 ”， 要 在 过
去，“民愤极大”可是一句很严重
的结论，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如
今，依法治国，一切要靠法律说
话，以法律量刑，但众怒仍不可忽
视，仍有参考意义。

网络时代，信息传送速度快得
惊人，触犯众怒的“众”，可以是
围观群众，也可以是千万里之外听
说消息的百姓；可以是与自己息息
相关的事，也可以是与自己毫无关
联的事，因而众怒的表达集中而快
捷，很短时间里就能形成强大的舆
论力量。再则，随着民众素质的提
高，对公平越来越敏感，使越来越
多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参与意
识，勇于发声，仗义执言，鞭挞丑
恶，批判不良现象。今天的众怒，
无疑已成了端正社会风气，促进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怎样才能不犯众怒？至少要做
到这几点：要有底线意识，以免刺
痛大众的敏感区域；不能侮辱民
意，伤害大多数人的尊严；不能挑
战良俗公序，亵渎大家共同尊崇的
东西；当然，更不能违法乱纪，践
踏神圣法律。

虽然这几天，吴亦凡风波还没
有定论，如果曝光的信息属实，那
么他符合犯众怒的好几条标准，结
局自然如“紫光阁”所转发的：惩
戒绝不会手软。

众怒难犯——
啥是众怒？为啥难犯？

徐秉辉

宁波是全国文明城市“六连
冠”，不少第一次来宁波的外地朋
友，对宁波的城市环境表示赞赏和
认可。如今，不少 90 后、00 后也
许不知道，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次运动，颇有
意义，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也
为城市一天天变得干净整洁打下了
基础，值得重温。

1952 年初，随着毛主席发出
“ 动 员 起 来 ， 讲 究 卫 生 ， 减 少 疾
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
菌战争”的号召，轰轰烈烈的爱国
卫生运动在全国上下拉开序幕。

1958 年 2 月 12 日 ， 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除四害讲卫
生的指示》。提出要在 10 年或更短
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
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那 时 说 的 “ 四 害 ”， 是 指 苍
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当时，因
为麻雀吃稻谷，所以人们把它列为

“ 四 害 ” 之 一 ， 后 来 解 剖 麻 雀 发
现，它还捕食蝗虫、棉铃虫等害
虫，于是就把麻雀“平反”了，把
蟑螂换作“四害”之一。

据 宁 波 市 卫 生 志 记 载 ， 1952
年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市民参与
度很高。当年有 16.3 万余人投入运
动，占宁波老市区人口的 81.5%。
总计拆除家庭粪缸 7680 个，改用
马桶，每天政府派粪车定时定点到
居民家里收集。之后，又兴建公共
厕所，改变了不少人随地大小便的

习惯。
那时，农村卫生条件比较差，

容易滋生苍蝇，而且它繁殖快，是
人们最厌恶的害虫之一。可消灭苍
蝇的工具并不多，除了苍蝇拍，也
用苍蝇药水、粘蝇纸等。抓老鼠的
方法和现在大致相同，有用捕鼠夹
的，也有用老鼠药的，只是那时的
药效没有现在好。灭蚊子的方法最
为独特了，堪称一箭双雕：在一长
竹竿的顶端，装上几圈环状的铁
丝，先去扫荡蜘蛛网，等铁丝圈上

都沾满了蜘蛛网，就拿着到有蚊子
的地方扫荡。特别是傍晚五六点钟
的时候，在草丛中扫个来回，蜘蛛
网上就沾满了蚊子。

据 宁 波 市 卫 生 志 记 载 ， 仅
1958 年 一 年 ， 全 市 灭 鼠 34.2 万
只。那时，宁波市的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规定，凡消灭苍蝇 5000
只 以 上 ， 就 可 以 被 评 为 “ 除 四
害 ” 能 手 ， 并 能 获 得 “ 除 四 害 ”
特等奖奖章。这枚“除四害”特
等奖奖章，是 1959 年由当时的宁

波市人民委员会颁发，获奖者才
13 岁 。 这 名 获 奖 者 每 天 上 学 时 ，
随身携带一把苍蝇拍，路上见苍
蝇就打，并将消灭苍蝇的数字上
报学校。学校每周公布个人“战
绩”，然后逐级上报，一个月总结
一次，根据个人消灭苍蝇的数量给
予相应的奖励。

为了清除蚊蝇滋生地，宁波市
区填污水河、洒杀虫药，把石板阴
沟改成密封的双层石板阴沟，蚊虫
从此大为减少。

上世纪 50 年代初，江北白沙
居民区里有全市最大的水产公司，
是全市的水产品供应基地，蚊蝇成
群。在医生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
下，大家清理卫生死角，使得人
称“义塚地”的白沙居民区，成
了“全市第一个无蝇区”，被评为
全国乙等卫生模范单位。因为做
到了“鱼市场里也没有苍蝇”，白
沙居民区引来全国各地的同行参观
取经。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开
展的全民运动，轰轰烈烈、热火朝
天、声势浩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经过这次运动，全
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卫生观念。见

“四害”就打，让害虫无处可藏。
除“四害”的方法、工具、药物应
运而生，各显神通。通过运动，群
众养成了讲卫生、防疾病、强身体
的好习惯，讲卫生成为一种制度、
一种时尚、一种常态。

2004 年 ， 经 过 十 几 年 的 努
力，宁波市被全国爱卫办授予国家
卫生城市称号。这以后，宁波又连
续三次获此殊荣。目前宁波所辖县
(市)国家卫生城市“满堂红”，这
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宁波的卫
生状况有了跨越式提升。

文明城市成长的历史见证——

重温宁波“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刘云生

在传统社会，父债子还属于一
种牵连性法权构造，反映的是一种
中国式道德逻辑和行为规范，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民法典秉承的是西
方民法典独立人格、个人责任和债
的相对性原则，价值上和逻辑上都
不 承 认 传 统 的 “ 父 债 子 还 ”。 如
此，民法典时代，如果一味坚持父
债子还的传统，其危害极大。

第一，违背民法典的基本精神
和立法宗旨。按照民法典的制度设
计，每一个民事主体都具有独立人
格，原则上只能就自己的行为承担
个体责任。不能由身份牵连推及债
务牵连。

第二，混同特定个人债务与他

人法律权利。《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规定
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不得入读高收
费私立学校，这算是合情合理。但如
果有学校或单位在入学、入职资格
审查过程中，以老爹是“老赖”为由
剥夺其子女入学、入职的资格，显然
就混淆了金钱债务和社会权利的关
系，危及债务人子女的民事权利和
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宪法权利。

第三，混淆债务代偿与债务承
担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讲，子女为了
减轻老爹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自愿、
主动替老爹还债，这是代偿，而不是
债务承担。债权人与代偿人之间，没
有任何合同关联，债权人既不能追
及代偿人行使诉权，更不能申请对
其个人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既然没有法定义务，为什么还
有子女愿意为老爹偿债？原因无非
有三：

一是传统家文化影响。内藤湖
南认为，中国家户制实际上是建立
于财产共有制基础上的家庭、家族
集合，产生基础与动力就是家庭内
部的互助互惠，以有补无，以有余
补不足。平野义太郎据此认为，西
方讲求个人主义和对立斗争，而中
国聚族而居的家族集团则具有一种
互相合作的亲和性。

二是保全家庭声誉。“欠债还
钱，天经地义”。道德评价和社会
名誉是熟人社会的生存之本，老爹
欠债不还，对任何家庭来说，都会
带来负面社会影响和名誉损失。虽
然不再有被迫迁徙、被家族驱逐的
风险，但维护家庭荣誉也是后代儿
孙的道德义务。

三是有利于涵育子孙，净化道
德。到了 21 世纪，父债子还虽然
不再属于法定义务，但确实属于道
德义行。只要有能力、有条件，主

动偿还父债，不仅能够垂范后代，
培育子孙辈的责任感、使命感，更
能够移风易俗，助推诚信社会的建
设。

由是而论，民法典时代，父债
子还的法权传统早已湮灭，仅仅在
道德领域还有遗存。但必须留意的
是，现代社会的“父债子还”必须
坚守两个前提：

一是区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
务。替父还债是基于身份关联而产
生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二是
自愿原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胁迫债务人子女替父偿债或做出承
诺，更不得以限缩、剥夺其权利强
迫背锅、买单。

惟其如此，才能有效把握法律
与道德、家庭与个人、债务人与债
权人之间的微妙平衡，实现传统与
现代的有效对接。

来源：深圳特区报

民法典时代，不应一味坚持“父债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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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晓燕

“六月荷花朵朵开”是一道真
实的风景。每当进入农历六月，
各 处 的 池 塘 湖 泊 里 ， 绿 水 碧 波
间 ， 便 有 美 丽 的 荷 花 次 第 开
放 。 它 们 “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 濯
清涟而不妖”，亭亭玉立，婀娜
多 姿 ， 微 风 轻 拂 ， 清 香 远 播 ，
为 人 们 带 来 沁 入 心 脾 的 清 凉 和
愉悦。

“六月荷花朵朵开”也是一
句快乐的童谣。它曾伴随着孩子
们 的 笑 声 ， 在 甬 城 民 间 广 泛 流
传，属于阿拉宁波老话的一种。
旧时宁波小孩子爱玩的形形色色
的游戏里，有一个就叫做“六月
荷花朵朵开”。一个小女孩蹲在地
上，代表荷花仙子；另外几个小
女孩手拉着手围在她的周围，齐
声问道：“正月荷花开勿开？”荷
花仙子摇摇头：“勿开！”“二月荷
花开勿开？”“勿开！”“三月荷花
开勿开？”“勿开！”⋯⋯一直问到

“六月荷花开勿开？”这时候，荷
花仙子高声答道：“六月荷花朵朵
开！”一边抬起头站起身来，同时
笑盈盈地伸出双手向两边展开，
表示荷花开放了；围在周围的女
孩子们便齐声喝彩！

现在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这
个 游 戏 太 简 单 了 ， 有 什 么 好 玩
的。他们没有亲身经历，体会不
到这种看似简单的游戏，给那个

年代的孩子，带来怎样的快乐！
快 乐 来 自 游 戏 中 自 然 淳 朴 的 情
趣 ， 来 自 孩 子 间 天 真 烂 漫 的 交
流，更来自每个人身心无忧无虑
的 放 飞 。 一 句 话 ， 大 家 在 一 起
玩，本身就是快乐。

令人遗憾的是，以前习以为
常的这种快乐，现在已成为消费
不起的奢侈品。在应试教育指挥
棒的强大威力下，许多家长和老
师一看到孩子在玩，就会着急上
火，赶紧阻止。他们的理由是，
孩子的任务是读书，是学习，能
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学校才最重
要。会玩有什么用？又不能增加
分数，不是浪费时间吗？

说这话的朋友，看来还没有
认识到玩的真正含义。我们不妨
来聊一聊，为玩正正名。

玩是孩子的天性。正如鲁迅
先生所说的那样：“游戏是儿童最
正 常 的 行 为 ， 玩 具 是 儿 童 的 天
使。”哪一个孩子不喜欢玩具，不
喜欢玩？现在当爸爸的，请您回
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有没有滚过
铁环，擂过铜板，打过弹子？当
妈妈的，您有没有踢过毽子，跳
过橡皮筋，玩过“六月荷花朵朵
开”？你们应该理解孩子啊！孩子
刚出生，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
就会被有声有色的玩具吸引，能

通过玩来感受世界、了解世界。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不应阻
止 也 很 难 阻 止 的 ， 只 能 因 势 利
导，是不是？

玩 是 孩 子 的 权 利 。 联 合 国
《儿童权利公约》 明确指出：“孩
子应该拥有和他们年龄相符的娱
乐、游戏、文化、艺术生活，孩
子通过这些难得的宝贵的和自然
接触的时光，来感知和学习课堂
上无法传授的知识。”家长、老师
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孩子
的这个权利。

玩是孩子成长的助推器。这
一点其实是看得到的。例如玩过
积木或七巧板的孩子，对物体的
形状和色彩具有更敏锐的感受；
玩过“华容道”关羽放曹操的孩
子，会在逻辑推理上得到有益的
启示。玩的好处已经得到科学界
的普遍认可。有证据表明，儿童
通过游戏过程中的探索、尝试、
思考、解决问题和语言表达，能
影响大脑的神经系统，使其得到
更完善的发展。所以，大可不必
将游戏和学习截然对立，只许读
书不许玩。

玩是人类区别于低等动物的
特定标志。嘿，会不会玩，还跟
动物的高等低等搭界啊？正是这
样 ！ 动 物 界 里 ， 就 数 食 肉 动 物

（狮、虎、狗、猫等） 和灵长类动
物 （猿、猴、猩猩等） 最喜欢跟
同伴玩，它们善于通过反复的玩
耍打闹和社交行动，彼此模仿，
学习捕猎本领。它们都属于高等
级的哺乳动物，是动物界里最会
玩最聪明的“学霸”。而昆虫、爬
行动物等级别较低的动物，它们
不玩耍不学习，连“学渣”也不
是，呵呵。灵长类之所以被称作

“灵长类”，因为它是所有动物中
最高等的具有灵性的动物。我们
人类也属于灵长类的一员，是灵
长类“人属”的唯一现存物种，
处于动物进化链的顶端。

现在很清楚了，不管是动物
是人，会玩的就是聪明！众所周
知 ， 现 在 的 孩 子 功 课 紧 、 负 担
重 、 压 力 大 ， 每 天 读 书 都 来 不
及，哪有时间玩？此事体大，我
们“老话新聊”今天只不过简单
一聊，希望哪一天更多的人、更
重要的部门都来关心这个问题，
让孩子们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
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发挥玩
的天性，享受玩的权利。

不管怎样，眼下正是荷花盛
开的日子，孩子们，同学们，放
下书本，挤出一点时间来，到江
边湖畔，去看一看“六月荷花朵
朵开”的动人景象吧！

六月荷花朵朵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