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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显，平高集团纪委原副书
记，不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 15 点 36
分去世，享年 86 岁。兹定于 9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8 点 20 分在平顶山
殡仪馆一厅（一场）举行遗体告别仪
式，敬请生前友好届时参加。

妻：谢玉芬 携
长子：杨 忠 媳：路艳

芳
长女：杨 宁 婿：江 灏
小女：杨 宏 婿：郑志伟
长孙：杨翔宇
外孙：江南雨
外孙女：郑琪凡

泣 告
2017年9月15日

讣 告

□雨来

近日，滴滴专车上发生个事儿，在网络引
起热议。

事发福建福州，一名男乘客坐滴滴专车
时，喝完1瓶水又索要第2瓶，遭司机怒怼：“你
坐车 16 元，要喝我多少水？”“以为吃自助餐，
免费供应吗？”

原来，滴滴要求每辆专车必须备有指定品
牌饮用水，一瓶水约4元钱。这位司机之所以
恼怒，就因为总共才16元的车钱，乘客光喝水
就喝走8元，的确没的赚。

视频显示，司机也提供了解决方案，比如
让乘客下车买水，或者乘客出钱司机替他去
买，但这名乘客碎碎念，坚持滴滴又没规定喝
多少水，“赖”在车上不下来，“看谁耗过谁”。
这让司机怒不可遏，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大堆乱
糟糟的表情符号。

老实说，从规则上讲，这个乘客没有错。
滴滴的确没有规定乘客只能喝1瓶水。但是，
从情理上讲，如果不限制乘客的喝水量，司机
又难以承受成本之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乘客应该有同理心。

所谓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理解对方，与
对方心理换位，将心比心。乘客利用规则论

“理”的同时，也要站在司机的角度想想“利”。
不能因为自己掏钱了，就过度要求对方提供服
务。

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付钱为由，觉得自己
很有理，就要求对方无限制地提供服务，让自
己的权利最大化，这种现象很常见，典型的就
是去饭店吃饭。有的食客还真以为自己是上
帝，对服务员颐指气使，没有同理心，更没有同
情心。

就滴滴此事而言，滴滴专车也应吸取教
训，限量供水，给制度补上漏洞。但对消费者
而言，生活都不易，要对服务业多些理解。

讲规则不能没有同理心

□侃人

9 月 13 日，微博方面下线了代号为
“酷”的叼烟表情。“我们对微博的行动表示
赞赏。”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称，将吸
烟行为等同于酷存在诱导吸烟之嫌，并建
议腾讯撤除微信、QQ上的吸烟表情。

戴着墨镜歪着嘴叼着烟，这是emoji里
的经典表情，也是很多人表示得瑟或狂拽
酷炫时的首选表情。将该表情包下线，是
否是大题小做？这是很多人尤其是“抽烟”
表情控们的疑问。

毋庸置疑，很多人用“抽烟”表情时，要
表达的东西无关叼烟，只是想借此表达酷
感或得意。因而，理解该表情应该多用“意
译”而非“直译”思维，不能只看到其形未看
到其意——“后喻（或者叫年轻人主导）文
化”语境中的表情包通常都“表里不一”，如
果别人给你发了个“笑 Cry”你就安慰人家

“别哭”，那等你发“呵呵”表示开心时就别
怪被人拉黑了。

可将“抽烟”表情踢出，还真不是过度
敏感，而是对“烟文化”潜移默化式渗入的
抵御。

要知道，现在表情包早就不是对人们
聊天时文字文本的补充，而已经成为沟通
方式本身。时尚圈有句话，“不要跟我说
话，我想说的都穿在身上了”；而表情包社
交时代，“不要跟我说话，我想说的都在表
情包里了”也成了现实，很多网友已形成

“凡是能用表情包说明白的就不打字”的默
契，用传媒研究学者多丽丝·格雷伯的话说
就是，“我们一度推崇的借助文字符号传递
的抽象意义，已经开始让位于建立在图像
传播基础上的现实与感受。”

当下表情包社交还在往低龄人群渗透，
现在中小学生已习惯了拿着手机用各种表
情聊天。他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未必成熟，
也没有那么强的好坏辨别能力。在“熊孩
子”看了《喜羊羊与灰太狼》后都能模仿灰太
狼“烤羊肉”那样烤同伴的情景下，我们很难
排除有的孩子用多了“抽烟”表情后会被表

情包对“酷”的阐释所误导，潜意识里就觉得
“抽烟=酷”，进而加以效仿。

这是无法否认的潜在误导风险，也是
现在影视剧控烟的初衷。本质上，小小的
表情包也要“禁烟”，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也
是避免控烟在互联网文化渗透的生活方式
中留下死角。

表情包作为互联网上通用的社交介
质，也该有“价值嵌入”。前不久的慰安妇
题材表情包，就说明了表情包使用的伦理
禁忌；在国外，2015年苏格兰的红发人群为
争取平等代表权，而呼吁 iPhone 自带表情
中加入红发（Ginger hair）形象，最终也如
愿，这也让表情包的“工具属性”加载了更
丰富的价值诉求。

回到表情包“控烟”问题上，从利弊权
衡角度看，去掉那根烟，无碍于很多人的

“酷感”表达；但多了那根烟，却可能带来不
小的危害。既然“少这一点不少，多这一点
不妥”，表情包又很难搞分级制，不如一刀
切地拿掉那根烟。

将“抽烟”踢出表情包界，无碍“酷感”表达

□何鼎鼎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写下
这样一句话：“我们叫作玫瑰的这种花，要
是换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芬芳”。对
此，很多父母可能并不认同。最近，一位陕
西的父亲给孩子取名“王者荣耀”，一名重
庆的大学生在开学时被发现叫“黄蒲军
啸”，前几年一江苏考生因名叫“是朕”，让
其他考生大呼“给跪”了。

姓名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被识别的符
号，也是寄托父母或自身美好愿望的载
体。传统取名，女的多叫菊、梅、荷、莲，男
的多为财、福、宝、金，或示意美丽或寓意富
贵。2013年之前，“喆”是个不被接纳的异
体字，但因为太过吉祥，抵不住大家嵌进名
字的热情，最终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得
到转正。仔细想想，“王者荣耀”又何尝不
是如此？虽颇具互联网搞笑味道，但与“长
富”“昌龄”“耀宗”的距离并不远呢。

姓名的流变史，就是一部沉甸甸的社
会发展史。魏晋以前单名通行，南北朝时
单双名平分秋色；大家族逐渐收缩成小家
庭后，“某”字辈几近消亡；独生子女时代到
来后，孟仲叔季式的关联姓名也没了；到今
天，单名见得少了，双名通行了，甚至三字
名不断出现，可能也是因为前人把能用的
名字都用了。

人名，无疑是时代的镜子，看名字猜辈
分,往往能猜中大半。今天的年轻父母，大
概已很少垂爱“莲”“娟”。回看新中国成立
后几十年，一个名字，就凝练一种时代气
质。50 后“建国”“超英”“爱华”扎堆；60
后、70 后“红卫”“伟红”常见；80 后诞生了
无数“ABB”；而 90后的父母在港台文化冲
刷下，不自觉拥抱“子豪”“嘉昕”等。

孩子就那么一个，命名的机会可不是
比黄金还珍贵吗？《诗经》早已检索完毕，

《史记》也已参看过了，能征求的意见也都
征求了，这个过程，可不比十月怀胎轻松。

可是，苦思冥想怕还是挡不住大批雷同。
据报道，2010年后的男孩，子轩、雨泽、宇轩
遍地，女孩则多有子涵、雨涵、欣怡。这些
重名，再次说明审美是时代雾气下的露
珠。有网友因此调侃：五十年后的场景怕
会是：“子萱大妈，去跳舞啦”“子璇大妈好
巧啊，你也来啦”。

从这个角度看，取名“王者荣耀”，既是
担心姓名撞车的提前抢注，也是互联网风
气下开放、创意乃至搞怪的产物。或许，

“路由”“比特”早已在你身边学步，此前的
赵C也差点就写上身份证了。而因为我国
暂时没有对姓名立法，对于姓名管理虽有
不少建议但无法执行。层出不穷的怪名，
怕是还会飞一会儿。

不过有时候也会想，姓名是不是也能
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比如钱锺书，比
如陶行知。唉！取名实在套路深，寓意或
也能成真。那个叫“王者荣耀”的，爸爸也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赐名“王者荣耀”，爸爸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微言博议

据中新网报道，陕西富平县44岁的孙
新科，是杨凌职院的一名新生。而他21岁
的儿子孙英康是该校大二学生，算是父亲的

“学长”了。对此，孙新科笑言并不是巧合，
而是早有“预谋”。他说，学成后带动村民一
起做有知识有技术的职业农民。

@车厘子的风：这样的人生目标让人
肃然起敬。

据看看新闻报道，近日，江苏扬州一高
中生因上网遭拒，一怒之下趁母亲睡觉时将
其砍伤。医生介绍，母亲身上有七八处刀
伤，脖子两处，胳膊上六个刀口，左手韧带被
砍伤，需要手术，目前并无生命危险。孩子
已被警方控制。

@十英寸的英：应该送到杨永信那里
电一电。

乘客利用规则论“理”的同时，也要
站在司机的角度想想“利”。

小小的表情包也要“禁烟”，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也是避免控烟在互联网文化渗透的生活方式中留下死角。

姓名的流变史，是一部沉甸甸的社会发展史。一个名字，就凝练一种时代气质。审美只是时代雾气下的露珠。

像用美工刀切开中指，像手指被门夹，仅次于烧伤的疼痛……生孩子究竟有多痛？有专家称，44%以上的初产妇感觉“痛
不欲生”。

“无痛分娩”在医学上被称为“分娩镇痛”，是帮助产妇减轻疼痛的有效办法。然而，我国分娩镇痛的普及程度并不高。专
家介绍，在美国，无痛分娩实施的比例大概为85%，英国是98%，加拿大是86%，而我国实施无痛分娩的比例不超过10%。即使
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广州，也并非所有的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分娩镇痛。 新华社发

“无痛分娩”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