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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的掌上明珠”“早就听过一些耳闻”……
这样的病句，密集出现在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人物口中，让该剧大有成为“病句真题库”
之势。虽然导演表示将及时修改，但播出的错漏台
词，显然已覆水难收。（1月9日《北京日报》）

平心而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一部不
错的片子。可是，就是这样一部热播剧却也在“语言
的阴沟里翻了船”。

片子里出现了很多语言错误，最为经典的就是
“手上的掌上明珠”和“早就听过一些耳闻”。如此明
显的病句何以出现？

文化产品过度商业化需要引起重视。与以往影
视片不同的是，那时制作单位都是“国营企业”，导
演、演员考虑的不是投资，考虑的不是回报，考虑更
多的是社会效果。也因此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被人
们念念不忘，以至于几十年后还是“流行的经典”。
就像杨洁导演的《西游记》一样，在技术手段落后的
时代，却制作出了丝毫不逊如今的精品佳作。

而完全商业化时代，从业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

吸引投资，如何实现票房收入。投资商把回报作为第
一要务，导演把“对作品负责”变成了“对老板负责”，
而演员则考虑的是“何时拍完，好去下一个片场”。如
此这般，剧本创作不再仔细思考，导演把关不再字斟
句酌，演员甚至连“耐心看完剧本的时间”都没有了。

就像“手上的掌上明珠”、“早就听过一些耳闻”
这样的病句，其实很容易发现，只要导演审核剧本
的时候仔细一点，只要演员说台词时仔细一点，就
不至于让病句成为“漏网之鱼”。更值得追问的是，
按照目前管理规定，所有影视作品在播出之前都需
要监管部门审看的，为何这些环节也成了摆设？

有人说，不就是病句吗？又不影响整部片子结
构？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影视剧尤其是热门
影视剧，其受众更多的是年轻人，其中还有很多学
生。这样的病句出现在热播剧里，就是一种误导。

“热播剧里的病句”是谁的“手上的掌上明珠”？
眼里只有钱的文化创作是可怕的。热播剧，何以该
肥的不肥该瘦的不瘦？就是因为该关注的细节不关
注，一心只把人民币变成了“利益的肥”，也就有了

“文化的瘦”。 郝雪梅

“五星级酒店用脏毛巾擦杯子和马桶”，大V“@
花总丢了金箍棒”自通过微博曝光国内14家品牌酒
店卫生乱象问题后，个人护照信息被泄露上网，引
发热议。此前，花总曾宣称，最早泄露自己个人护照
信息的是深圳豪派特华美达广场酒店总经理彭某
华，已向深圳警方报案处理。最新消息称，彭某华对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依法给予彭某华行政拘留
七日、罚款500元的处罚。（1月9日《新京报》）

如果说当初“花总”引爆的还是卫生的话，那么
随后则加入了信息。对于“花总”本人来说，可能更
加在意信息泄露，因为这已经给他带来了安全威
胁。现在，当事人彭某华对其行为付出了代价，这是
大快人心的事，但这件事不应该到此为止，应该还
有下回分解。

根据“花总”公布的消息，当初个人护照信息出
现在 7 家高端酒店（集团）的微信群或办公场所中，

酒店员工对其进行防范或人身攻击。“花总”是一个
认真的人，随后自己进行了调查，最终线头连到了
彭某华，“花总”曾表示，“彭某华是目前他所知道
的、最早泄露他个人护照信息的人。”在警方调解
下，“花总”和彭某华进行了沟通，彭某华“表达了歉
意，但仍不肯说明相关信息来源”。这才有了警方的
依法立案处理。

对“花总”来说，最想看到的可能还不是彭某华
受到了法办，而是信息泄露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不仅是基于一种朴素
的正义观，而且源于对自身权益的关注。

去年8月，旗下拥有汉庭、美爵等诸多品牌的华
住，用户数据疑似被上传到暗网上，泄露数据涉及
1.3亿人，信息条数达到5亿条。海量的用户数据，涉
及海量用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数据被公然叫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酒店隐
私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只要这个漏洞存在，谁都有

可能成为“小白羊”。
不仅是酒店，现在信息泄露已经成为普遍性的

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谈信息保护已经成
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使用、滥用、乱用的门槛大大降低，这些被有意无
意收集、截留、窃取的信息，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
时都有可能爆炸。在信息安全这条船上，谁都不是
看客。

因其名人效应，“花总”的信息泄露引起了高度
重视，对于普通人来说，会不会在“沉默中沉没”？
而且，在追查信息泄露的过程中，即便付出了这么
大的精力和成本，出现“此路不通”的可能性还是
极大。

因此，“花总”信息泄露别急着画句号。“宜将剩
勇追穷寇”，还得好好查查，“花总”信息泄露的源头
到底在哪儿？更要以此为起点，真正形成信息安全
有用有效的保护机制和应急机制。 毛建国

维护信息安全不能丢了“金箍棒”

“爱心课桌不让用”？
慈善捐赠需要主动“锁定结果”

近日，有网友发文，曝爱心人士向云南镇雄
县牛场镇罗汉坝小学捐赠桌椅等物资，但有关部
门却不让用，理由是嫌给当地抹黑。镇雄县教育
局通报称，该学校马上要撤并。学校考虑到目前
统一配发的标准学生课桌椅没有损坏，可以满足
当前使用，决定将爱心人士捐赠的20套桌椅暂
时保存，在 2019 年新学期开学后，在新校点使
用，并不存在“新课桌政府不让用”的情况。（1 月
9 日中国之声）

同一事实，各自表述。爱心人士爆料“新桌椅
不让用”，镇雄县教育局回应“系暂时保存”，说的
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的说法也都是成
立的。真正有所争议的，实则是关于这一举动背后
的动机。到底是“嫌给当地抹黑”，抑或果真为了

“在学校撤并后统一使用”？之于此，作为局外人，
想必很难追根究底地去求证。可即便如此，也无碍
网友基于自己的判断去站队、去发声。但说到底，
这些略显激动的情绪表达，并无助于我们透彻理
解这一事件。

倘若将心比心，此事中爱心人士的“不满”，也
算合情合理。毕竟，捐赠课桌等物资，就是为了能
够立即改善学生们的处境。而一旦这份急迫的善
心和使命感被人为耽搁，那么势必会引发强烈反
弹……面对被束之高阁的“桌椅”，捐赠者感觉自
己的爱心遭到辜负，这是自然不过的人之常情。若
是没有起码的同理心，而动辄以“恶意炒作”“别
有用心”来解读爱心人士的质疑，那么无疑只会让
裂痕越来越深。

如果说，爱心人士和镇雄县有关部门之间存
在“误会”，那么双方在此之前又是否进行过必要
的、坦诚的交流？何以最终会闹到上网质问的地
步？事态发展逐步升级乃至滑向失控，这本身就
说明了许多问题，比如说捐受双方的沟通不畅，
比如说捐赠人权利被习惯性虚置等等。按照法律
和惯例，捐赠人对捐赠物的使用拥有知情权和监
督权，受捐者也应该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
况。可现实中，某些地方政府，在此方面做得显然
还不到位。

须知，健全的慈善文化，不仅仅包括爱心的培
育、捐赠人基数的扩充，更意味着捐赠行为高水准
的规范化、标准化。以罗汉坝小学桌椅捐赠为例，
捐赠人和受捐人之间，完全可以事先签订正式的
书面协议，明确约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受益范围、
使用时间等等。如果有此操作，想必也就不会有后
续的纠葛了。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社会中间的
太多捐赠行为，还是充满着模糊性和随意性——
爱心人士只想着把东西捐出去，受捐者只顾着把
东西收过来，至于具体细节、后续发展，则是走哪
算哪、见机行事，这哪能不扯皮呢？

尽管是“爱心捐赠”，但若是只有“爱心”，也
是远远不够的。罗汉坝小学桌椅捐赠事件，算是给
所有人一个教训：多些事前的、事无巨细的君子协
定，远比事后撕破脸面要来得体面。 然玉

翻阅年度账单，查看过去一年究竟花了多少
钱，同时懊悔某笔冲动的消费，甚至立下“剁手”的
flag，“痛并快乐着”想必是不少网友的切身体会。

围观 2018 年度账单，更多人都只是抱着看
热闹的心态，仿佛错过了这样一场年度式的网
络狂欢，生活就难免留有遗憾。看完热闹，该消
费消费，该剁手剁手，生活特别是消费行为并未
因年度账单而有丝毫改变。

但我想说，围观支付宝年度账单，除了看热
闹更要看门道。伴随着年度账单出炉而走红的
一个网络热词叫“账单式小康”，意思是穷到举
步维艰，但一看账单感觉自己过去一年过得怎
么还挺凑合。

“账单式小康”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年轻
人相比于父辈消费观念较为超前，在移动支付时
代还保有记账习惯的更是少之又少，唯有面对年
度账单时，才有机会好好检视自己过去一年的消
费行为，原来还真没少花钱。而这或许也是导致

账面小康，现实却相对窘迫的肇因之一。
所谓看门道，就是通过年度账单与现实的

对比，发现自己过往一年的消费行为存在哪些
不合理之处，在新的一年中加以规避，扬长避短
力争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比如，如果吃喝玩乐占了大头，今年能否在
这方面适当减少开支；摸着自己逐渐大起来的
肚腩，在运动这块的消费是否也该提升提升了；
过去一年在学习、读书方面的支出几乎为零，今
年能否实现零的突破；旅行方面消费寥寥无几，
今年能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手段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但我们在感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保持应
有的定力，实现为我所用而非被其裹挟着盲目
向前。年度账单是移动支付时代便捷性的见证，
但如何通过围观这一份份账单，让自己的生活
品质得到提升、消费更加合理，则是我们每个人
在看热闹之余需要思考的问题。 夏熊飞

“热播剧里的病句”是谁的“手上的掌上明珠”？

围观支付宝年度账单
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1月8日，支付宝APP上线了2018支付宝年度
账单，这一次年度账单以超市小票的方式统计了你
2018年的各种花销，此外还有信用情况。用户通过

“支付宝APP-我-账单”，或者首页搜索账单即可查
看年度账单。

不吐不快
百姓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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