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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大全”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丫 丫

重庆一男子，自 3 年前开

始，就将自己见到的、听到的骗

局，在日记中记录下来，三年

来，这个习惯很少被打破过，如

今，他写的 40 多类骗局，以一

个个小故事构成一部防骗宝

典。（据《重庆晨报》1月28日）

套用一句名言，“生活中从

不缺乏骗术，缺乏的是发现骗

术的眼睛。”这男子显然是个有

心人，积三年之功编成防骗宝

典，功德不浅：倘若公之于众，

可让周围的人少些受骗，甚至

为那些找不到创作题材的小品

作者提供素材和灵感，毕竟，生

活比小说还精彩。

话说回来，如果人人要熟读

“防骗大全”之类的东西之后，才

敢言闯社会，那么，其人生从一

开始就很不潇洒了。但很不幸，

现实中，无论长辈如何叮嘱要小

心，如何教导骗术识破法，上当

的人总有很多。就说重庆这一

男子，编成 40 多类骗局故事之

后，在最近一次购买二手电脑中

还是“中招”了。这才是“杯

具”。被骗，是人性弱点，更是江

湖阴险。

“夫妻互查财产”：帮忙还是添乱？
叶传龙

近日，《济南市

妇女权益保障若干

规定》经山东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明

确规定，夫妻一方

持结婚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可以申请

查询另一方的住房等财产状况。该规定

将于2011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报

今日09版）

此前，广州和长春等地也出台过类似

法规，并引发“帮忙”和“添乱”的争议。应当

承认，立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

因为，在很多离婚案件的财产分割上，存在

过错的男方经常出现财产隐瞒或转移现

象，而如果没有这样一条法规的保护，少数

妇女只能望“财”兴叹，当起冤大头。

本意是“帮忙”的法规，为什么会给

人以“添乱”之感？虽然有了这一“尚方

宝剑”，如果运用不当，动不动就查询对

方财产，引起反感不说，还容易导致婚姻

破裂。而且，根据法律，夫妻也是相对独

立的个体，都有权保护自己包括财产在

内的隐私，各类银行机构也不得向非存

款人提供储户的财产状况，除非司法机

关审理案件需要。地方性法规的出台还

要考虑到与上位法的相通和兼容，不能

在出台之初，就与其它法律相悖，先“打”

了起来。如若这样，在执行过程中，遭遇

肠梗阻或选择性执法，也就不言而喻。

当然，妇女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

护，夫妻之间也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对

有欺瞒行为的一方，法律总不能袖手旁

观。只是在何时干涉，这里有一个先后

顺序问题。笔者以为，应当在婚姻行将

破裂之时，法律才可以“铁肩担道义”。

如夫妻间感情实在难以维系，在离婚诉

讼期间，夫妻中一方不了解掌握对方的

财产状况，则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查询

另一方的财产状况，此时才允许夫妻互

查财产，让法律起到保驾和应急作用。

而这样的法规最好能升至国家层面，成

为法律，而不是一地一规，一地一立。

以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夫妻之间诚信

的义务，也是对现代人诚信缺乏的一种

婉讽。通过这一立法，夫妻之间如果能

领悟到生活要义，懂得相处之道，学会增

强互信，推进财务公开，维持家庭和谐，

无疑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近日，中小学生放寒假了，可由于面临

升学压力，很多学生都无奈地继续奔波于各

式各样的辅导班。一首题为《妈妈，我压力

好大》的小学生诗歌在网上一经出现后立刻

引发很多家长的心酸和共鸣。记者昨天采

访获悉，这首诗的小作者是南京鼓楼区某小

学五年级(4)班的月月(化名)，而这首诗竟是

月月期末考试前跟妈妈为奥数发生争执后

一蹴而就完成的，写诗的愿望就是要妈妈给

她“放个假”。（１月28日《扬子晚报》）

“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鸟儿早已飞

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我

在家，不是摆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戏网

站4388，而是拿起笔在奥数题上比比画画

……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放一个假……”给

孩子“放个假”咋就这么难？是谁剥夺了孩

子们的诗意生活和快乐童年？

看看网上那一张张令人生畏的“寒假作

业清单”：“诗词12首，文言文８篇；作文6

篇；预习作业3本，12张数学卷；英语单词12

个单元……”再看看一个小学生的“寒假补

课清单”：“早晨7点到9点，上小提琴辅导

班；10点到12点，上小天鹅舞蹈班；14点到

16点上奥数提高班；晚上还要隔天上一次

国学励志班……”铺天盖地的寒假作业，加

上没完没了的辅导班，压得孩子简直透不过

气来。

最近，“美国虎妈”的故事登上了《时代》

杂志美国版的封面，引发中国父母阵阵唏

嘘。而检视中国父母，“虎爸”“虎妈”又何止

一二？据报道，南京有一“虎爸”，对自己儿

子的要求仿佛西点军校，除了上课之外，一

天的时间安排几乎已经精确到分，满满当

当。更加严格的是，对儿子的成绩要求苛刻

无比，数学绝对不可以出现99分，答错一道

题就要将试卷撕掉，并罚儿子抄20遍。

“虎爸”、“虎妈”盛行，值得我们对现行

教育进行深刻反思。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解

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

的嘴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

的教育主张，而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大喊“把

时间还给学生、把健康还给学生、把能力还

给学生”的教育口号。但当我们连孩子的寒

假都要无情剥夺时，我们究竟“还给”了孩子

什么呢？

也许，为人父母者，谁也不想做“虎爸”、

“虎妈”，很多家长也希望给孩子“素质教

育”。但是，一碰到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就

“顶不住”了，就开始搞奥数，开始上培训班，

开始没完没了地“折腾”孩子。正值寒假，敢

问家长，你真的给孩子“放个假”了吗？

孩子“写诗讨假”，
能打动多少“虎爸”、“虎妈”？ 李继彦

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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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作为网球大满贯赛134年历史上第

一位闯入决赛的亚洲选手，诚如许多网友所

说，她是中国最好的一张名片，我们为她流

泪，为她骄傲！

李娜不仅球艺高超，而且出奇率真。记

者问她打球动力何来，答道：为奖金！而实

际是，李娜不仅用奖金很好养活了自己，而

且向舟曲等灾区捐献了不菲的善款。在澳

网赛场上，“娜姐”将丈夫姜山一直挂在嘴

上。比如：打好了球，他就容许刷卡，但一说

到刷卡，他又不见了！比如，他昨夜打了一

夜呼噜，害得我一个小时醒一次，没睡好。

决赛结束后，她除表达对赞助商、团队的谢

意外，又说到丈夫：“看台上那个穿黄T恤的

家伙，他是我丈夫。我想说无论你胖还是

瘦，无论你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

远爱你。”这近乎爱情宣言的赛场感言，真是

另类至极，个性十足。

李娜在澳网赛场上的数次讲话，无半

句我们听惯了的套话、大话，平平常常，不

加掩饰。她率真、洒脱、幽默，与用某种意

识形态包装起来的人格面具大不一样。正

是这种真性情，使她大受欢迎，墨尔本球场

上爆发的一阵阵大笑、娜姐某个微博围观

者和粉丝的激增也可证明。李娜已经成为

继姚明之后又一位中国制造的世界级体育

偶像，她让全世界领略了中国人的坦诚、真

实和幽默，是一部很好的形象宣传片。“娜

姐”的影响力，不能低估。

应该为“娜姐”的真性情喝彩。中国人

在国际舞台上应摒弃呆板和枯燥，代之以真

实、活泼、幽默，让世界更容易、更愉快地了

解、接受中国形象。

为“娜姐”的真性情喝彩老报人说
laobaorenshuoL 乔国良

更改地名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

昔日因盛产锡矿而以“有锡”命名的江

南名城，等锡矿采完不得不改为“无

锡”。这种尴尬，过去的已然没办法，今

后还是能免则免的好。

孔子说过“必也正乎名”，如今愈演

愈烈的各地更改地名潮流，其实古已有

之。中国古代改地名的目的各不相同，

大体有以下几种。

改朝换代，图个吉利。像元朝攻占

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后，定都于此，改

为大都。明朝改为北平府。

领导高兴，赏个美名。比如江西瓷

都景德镇，就是北宋真宗赵恒在将该镇

瓷器定为御用后一时兴起，用自己年号

给改的名。

趋利避害，文字游戏。比如南京在

东吴时叫建业。西晋灭吴，给加了个耳

朵，叫建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叫司马

邺，为了避讳这位短命皇帝，建邺只好改

叫了好几百年建康。

和今天一样，古代改地名有成功的，

也有失败的。成功的例子，如景德镇，

还有原名明州的宁波，因为响亮、好记，

大家喜欢，一直叫到今天。失败的例子

就比较多了，临时升格的“京”、“都”，如

今都没什么人记起；那个郑重其事搞出

来的西海郡，早成了一片废墟。

地名是给人记的，如果不顺口、不好

记，或者含义让人觉得不舒服，寿命就

很难长久。王莽，曾经把全国一大半地

名给改掉，以至于他本人看地方的汇报

材料，不知道这材料是哪个地方上报

的。可想而知，这样的改名除了劳民伤

财，还能留下些什么。

更改地名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要

与当地的地理特点相吻合，这样的地名

才能有生命力。友谊关、丹东等地名的

修改就得到普遍认同，而徽州—黄山，

荆州—荆沙的反复折腾，就受到很多争

议，余波至今未平。 还有一些地方在改

名中一味追求商业利益，比如“哈利路

亚山”，一旦时过境迁，谁知道这怪异的

名字是何来历？

地名尊重历史
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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