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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多次明星吸毒事件被曝光，昭
示出娱乐圈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较
为严重的问题。

据北京警方通报，11 月 26 日，
“石景山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本
市某小区抓获2名涉毒违法人员陈
某（男，43岁，歌手）和何某某（女，25
岁，无业），现场起获冰毒7.96克，大
麻 2.14 克。经尿检，陈某呈冰毒类
和大麻类阳性，何某某呈大麻类阳
性。”两人目前都已被行政拘留。

平安北京转发这则信息时表
示：“毒品，让‘最美’凋零。”基本暗
示出这位陈姓歌手的真实身份。
据北青报记者核实，陈某就是著名
歌手陈羽凡（原名陈涛）。此前，陈
羽凡的公司还发文辟谣，警方及时
的信息通报，让辟谣声明很快被打
脸。

根据网上信息，羽泉组合今年
有多场“20周年巡回演唱会”，从12
月8号开始，还有广州、北京和上海
等地要举办。陈羽凡被拘留，也让

这个系列巡演能否继续打上了问
号。

从警方通报来看，这次举报明
星吸毒的不是“朝阳群众”，而是“石
景山群众”。最近几年，北京警方在
打击吸毒贩毒行为方面屡有斩获，
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这种群众监
督体系。多起明星吸毒被曝光，也
显示出警方在处理此类事件的决
心。法律和执法，都不会因为对象
是名人而区别对待。

明星吸毒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主要是因为其名人效应。人们
期待明星在拥有巨大影响力和收益
的同时，能对歌迷尤其是青少年歌
迷，有正面道德示范效应。歌迷很
难把作品和人分开来看，这也是明
星都小心翼翼维护自己公众形象的
原因。每一个明星的“倒下”，也都
意味着其人格的破产。过去20年，
羽泉组合在公众面前一直是正面、
健康的形象，此番陈羽凡的“凋零”，
肯定会让歌迷感到失望。

多次明星吸毒事件被曝光，昭
示出娱乐圈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较
为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一直有一个

误区，大麻、冰毒之类的毒品，能给
人提供某种创作的灵感，所以艺人
吸毒，多少值得原谅。这种想法是
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事实上，真正长期的、可持续的
创作，恰恰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
式，明星吸毒不但不能带来创作的
繁荣，对个人的身体和歌迷的内心
健康，乃至社会的价值观，都会带来
不良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娱乐
产业发展迅速，艺人群体不断扩
大。他们头顶着闪亮的光环，但是
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行为一直缺
乏有效的监督。警方连续的行动，
不外乎重申这个事实：在中国，和在
大多数国家一样，吸毒是一种违法
行为，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受
到法律的惩罚。

最近几年，北京警方的持续行
动，宣告着部分明星为所欲为的“好
日子”已经结束。这对整个娱乐圈
是一种警示，明星们必须适应这种
新的监督方式，对照自己的行为。
如果他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凋
零”的就不只是陈羽凡。

不远离毒品，“再美”的人设也会瞬间崩塌

□澎论

这位文物部门负责人相当“严
谨”，但似乎“严谨”用错了地方，把
该不该保护“杜牧墓”，偷换成“你给
我指出哪个坟里埋着杜牧”，说不出
来，就不用保护。这种“不确定性”
并不能成为拒绝媒体监督的理由。

针对舆论高度关注的“杜牧墓”
变菜地事件，西安市文物局督察与
安全处处长吴青日前回应称：“杜牧
墓”的说法并不准确，仅凭文献资
料，杜牧他这个家族都埋在这儿，

“那他肯定是家族的成员，但最后具
体是哪个点，是不清楚的”，所以，不
能称之为“杜牧墓”。

这位文物部门负责人相当“严
谨”，但似乎“严谨”用错了地方，把
该不该保护“杜牧墓”，偷换成“你给
我指出哪个坟里埋着杜牧”，说不出
来，就不用保护。这种“不确定性”
并不能成为拒绝媒体监督的理由。

媒体也好，公众也罢，关心的是

何以出现这种黍离麦秀、墓地毁弃
的现状，关心的是管理部门对传统
文化名人取何种态度。而从当地轻
飘飘的回应看，公众显然是失望的。

既然文献资料证明，此地确实
存在“杜牧墓”，且也确实在上世纪
60 年代被平掉搞成了菜地，那么，
不妨老老实实承认这种做法的不
妥，并拿出补救措施来，硬要说什么
没有考古的支撑证明这就是“杜牧
墓”，未免强词夺理，也言不及义。

而且 2012年长安区已经将“杜
氏家族墓”列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杜氏家族中除了杜牧，还有杜淹、杜
如晦、杜佑等响当当的历史人物，实
在没有理由不保护好这片墓地。

其实，西安文保部门可能也有
苦衷，绕来绕去，言下之意无非就
是，像杜牧墓这样的一般不可移动
文物，西安太多了……西安文物古
迹多，是不争的事实。据介绍，西安
现有文物点3246个，各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392处。

但文物多，不应该成为管理上

的负担，更不能成为轻描淡写的理
由。恰恰相反，当地管理机构与工
作人员应该肩负起历史使命，切实
管好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痕迹与宝
贝，使其不至于毁在我们的手中。

“杜牧墓”也好，“杜氏家族墓”
也罢，其所表征的是慎终追远，是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对此，我们都应
该保有最起码的关怀与敬意。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讨论什么传
统文化，一些地方政府也热衷于建
造一些假古镇、假古董，而对于现实
世界的文化遗迹却视而不见，比如
西安的法门寺广场就是一处著名的
喧宾夺主的新景点。有的地方甚至
明明知道是历史街区、文化遗迹，却
悍然破坏，这无疑是在自毁长城。

历史文化的积淀、传承，就像当
年杜牧的诗句一样，是经过一代代
人的传唱、记诵而得以流传的。这
样的接力式文化传承，在当代理应
被延续、接受下来，而不是动辄就被
轻飘飘地否认，或者干脆弃置一边，
再去搞什么簇新的假古董。

与其造假古董，不如保护好“杜牧墓”

北京青年报 11 月 29 日
报道，智能摄像机、电视盒
子、智能打印机……如今我
们身边充斥着许多智能设
备，但这些设备大多存在安
全隐患。《典型IoT设备网络
安全分析报告》显示，一些常
见漏洞可轻易导致IoT设备
丧失控制权，任人摆布，其中
摄像头成为“最不安全设
备”。

点评：说到底是人祸。

央视新闻 11 月 28 日报
道，一批资讯类平台和应用
打出“刷新闻赚现金”的噱
头，以现金补贴鼓励用户阅

读、转发并推荐好友下载，看
似收获了用户时长和忠诚
度，却由于传播内容的低俗、
低质，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甚至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点评：阴招害人。

新京报11月28日报道，
电商平台拼多多在苹果应用
商店陆续恢复上架。值得注
意的是，在买家版被下架期
间，图标与买家版有些相似
的拼多多商家版即卖家版，
罕见地进入免费下载排行榜
的前十名。

点评：乱多多。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毕诗成

我们没有必要对“怪命
题”论文简单、粗暴地吐口
水，因为其中或许也有一些
学术价值。

最近几天，几篇“奇葩论
文”开始在网络流传，其中

《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
行绩效的路径研究》《乌有之
猫：云吸猫迷群的认同与幻
想》《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
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等
引发网友热议。

“奇葩论文”不仅现在
有，以前也有，比如前两年某
校生科院的博士论文《八角
茴香对卤鸡挥发性风味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就曾引起
网友调侃。不仅国内有，国
外也有，比如法国一兽医学
院的《猫身上的跳蚤和狗身
上的跳蚤谁跳得更远》，甚至
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而我
们也有理由相信，奇葩论文
以后也不会少。

论文，是指各个学术领
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
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
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
也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
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概念
宏观，形态很多，但有一点却
是已经形成共识的——它有
一定的科学性、规律性、专业
性，能表达作者的创新思考。

换句话说，论文有基本
的规范，但也鼓励开放式创
新。所以，对于一篇论文是
否成立的研判，需要一定的
专业知识作为基础，也需要
对行业相关命题初步了解为
依托，还真不能简单地以“吃
瓜群众”的简单好恶来盖棺
定论。

循规蹈矩、重复常识、毫
无创见的论文大概既无聊又
无用；而要打破常规，鼓励创
见，可能必然就会伴生一些
超经验的“奇葩怪题”。但
是，谁能否认这不是另一种
形式的创新！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
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
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

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很多看
似奇葩的东西，背后或许蕴
藏着一定的想象力。所以，
我们没有必要对“怪命题”简
单、粗暴地吐口水，更应该从
中洞察到其价值，哪怕是深
入批判的价值，或者证伪的
过程，也未尝不是一种认知
的丰富。

当然，学术研究也有相
应的游戏规则，观点站得住、
立得稳、证得清，是其基本要
求。对这种东西的界定，需
要行业内专家的参与，需要
学术期刊编辑们的坚守，更
需要社会公众的理性围观，
共同以公共思辨，努力确保
其不背离科学，不背离学术
论文应有的底线。努力扩大
思考的外延，是论文应有的
方向；尽量减少扼杀，也是其
应有的自律方向。

应看到，民众对“奇葩论
文”习惯于口水化地冷嘲热
讽，是因为大家有意见。对
封闭的论文游戏有意见，对
低质量凑篇数的考核体系有
意见，对某些专家们自娱自
乐、炮制垃圾论文有意见，对
某些学者不学无术混学历有
意见……而这才是学术圈需
要自我反思的。

互联网时代，论文不仅
要接受学术圈内的检验，甚
至要接受每一个潜水网民可
能形成的监督。“知识的危
机”就是要接受开放世界的
公开评判。知识正在前所未
有地网络化，我们都需要在
更开放的视野中辨析别人，
也在同样开放的环境下接受
别人的辨析。

《知识的边界》有句话
说，世界太大太大了，大到我
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全部。超
出认知经验的东西，我们需
要在敬畏其来有自的前提
下，认真辨析，克制口水；而
提出超经验的学术观点，也
需要在遵循基本研究规范与
逻辑的前提下，自证成立。
因此，对超经验的“奇葩论
文”，也不用一棍子打死，宽
容和高质量围观，更有可能
倒逼学术研究的品质升级。

论行长面部与银行绩效
奇葩论文未必没有价值

睁开眼睛就在工作、经常
加班到凌晨、周末不休息是常
态……临近年底，不少人加班
就像家常便饭，身心俱疲。然
而，面对职场过劳，大家却“有
苦难言”，诉苦难、保障难、维权
难也成常态。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加”常便饭

@新闻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