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11 月

27 日，宁波市慈善总会迎来老朋友“顺其自

然”，103 万元善款刷新了其单次捐助金额纪

录。22 年来，“顺其自然”累计向宁波市慈善

总会捐款 1258 万元。在其帮助下，2000 余名

困难学子得到资助，多所学校重建了教学楼

或添置了教学设施。“顺其自然”已然成为宁

波的爱心名片。

“深藏功与名”“做善事不留名，大爱不

言”“捐资助学，菩萨心肠，点亮贫困学生的希

望和梦想”⋯⋯寒冬时节，这样的暖闻令人备

感温馨，感动不已的网友们纷纷向这位无名

的大善之人致敬。

捐款是善举，长期隐名捐款更是一种无

言的大爱。这样的“顺其自然”，温暖人心，令

人敬佩。

爱是一股有生命的暖流，通过心灵之间

的交融碰撞而传递扩散。“顺其自然”以其所

作所为，在宁波实现了爱的传播，如今，宁波

很多爱心人士都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打开

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收支平台，90%以上的捐

款人都署“爱心人士”等化名，隐名捐款在宁

波成为一种风尚，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爱

心群体。仅 2018 年以来，就有 5000 余人次向

宁波市慈善总会隐名捐款，总额超过 5000 万

元。不少曾受“顺其自然”帮助的人，如今也

接过爱心接力棒，捐款帮助他人。

“顺其自然”做好事不留名，于低调中彰

显高洁品德，但公众却迫切想知道这个坚持

用化名行善的好心人究竟是谁。这不仅仅出

于好奇，而是人们在寻找爱心的现实标记。

善心善念人皆有之，但在功利思想的影

响下，不少人内心多了一些“计较”，甚至把不

求回报地做好事视作傻瓜行为。“顺其自然”

的出现，无疑是最好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

讲，寻找“顺其自然”，寄托着人们对美德的向

往和期待。

“顺其自然”究竟是谁，引发很多猜测。

有网友建议，通过监控视频锁定目标。现在

的技术条件下，一定要找到“顺其自然”应该

不是难事。但出于尊重捐款人隐姓埋名的意

愿和权利，当地慈善机构放弃寻找，选择把

悬念埋在心里。确实，捐款人既然都“顺其

自然”了 22 年，如果通过某些技术手段刻意

挖掘出来，反而破坏了整体之美，也违其意

愿。

虽然没有人知道“顺其自然”是谁，但他

的形象却越来越真切：在一位受资助完成脑

瘤手术的孩子画里，“顺其自然”是长着翅膀

的守护天使；而在一位曾受资助完成大学学

业的年轻人日记里，“顺其自然”是一位和蔼

的老爷爷。

“顺其自然”是谁，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顺其自然”已经深

入人心。一个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

座城，一座城温暖无数人。“顺其自然”的真面

目究竟能否揭晓，我们不妨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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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最

近，有网友路过西湖边长生路32 号，发现去年

以 8804 万元拍卖出去的民国经济学家徐青甫

故居，正在大规模施工装修。他认为，“最近

里面在动工，房子内部都拆得一干二净了。

拆掉有点可惜，这房子原先外观和内部装修

都挺好看的。”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建造

于民国时期（1920 年），红砖外墙，雕花窗棂。

这套房子距离西湖直线距离只有 400 多米，曾

有人评论说：“有院而不临街，素有大隐于市，

闹中取静之韵味。”目前，二楼三楼临街的门

窗、楼顶小花园已经拆掉了。

截至目前，杭州总共公布了7 批历史建筑

保护名录，不过长生路 32 号不在其列。有关

方面介绍：“除了房子建成在 50 年以上外，认

定为 50 年以上老建筑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条

件，比如老房子位置、结构等没有重大改变，

此外该建筑还必须保留部分历史构建或者有

一定的史料价值、纪念意义。”据悉，若不在历

史建筑名录中，就没有“不得改动外立面和内

部结构”的限制。

徐青甫故居不属于历史建筑，私人拥有

完全的处置权。显然业主改建并无违法之

处。而我们关注此事，是要希望各方在可能

的范围内，尽量善待老房子，善待历史。

当初，徐青甫故居拍卖是轰动一时的房

产新闻，不少人借此机会一睹这幢平常不易

踏足的名人故居，且拍下了不少照片。从照

片中看，房子内部装饰比较有时代的特点。

有访者评论：“挺仔细看了他的门窗、窗帘品

牌什么的，用的应该是亨特的牌子吧，很像上

海十里洋场的小洋楼。总体来看，即便经历

时光的打磨，保存仍旧比较完好。当年，徐青

甫先生响应国家号召，卖掉大房子购买公债，

自己则搬入这幢面积小多了的房子，体现了

先生的一贯理念⋯⋯这些理念，也是城市历

史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后人纪念。”

2005 年以来，杭州住保房管部门围绕“找

出来、保下来、用起来”，通过多轮普查、市民

推荐等方式，将城市建筑遗产的保护对象从

最初少量文保建筑迅速扩展到市区大量历史

建筑；从最初的“50 年以上建筑纳入保护”，拓

展到对各个时期具有一定价值建筑的“应保

尽保”。

这一切是为了城市记忆能够延续。比如

这次徐青甫故居的装修风波，即便没被列入

文保单位，也是“蒙尘的珍珠”，在保护和利用

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毕竟，具有不同

时代特色和个性的历史建筑，是城市的根和

魂，能彰显城市气质，延续城市文脉。

拆得只剩个壳，可惜了这栋百年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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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报道，12月1日起，新修订的《上海

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正式施行，其中明确禁

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新版《守则》一

经颁布，引发社会热议，如“真的被上海圈粉

了，各种政策法规出台执行都很迅速，而且真

的是有用的”“这才是一个文明城市应该评选

的真正标准”“值得全国推广”⋯⋯

“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等影响运营

安全、运营秩序的条款，是这次《守则》修订的

新增内容。去年10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要求乘

客使用电子设备时不得外放声音。在借鉴相

关规定的基础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对《守

则》作了修订，具体体现在新版本的第七条，

“禁止擅自设摊、停放车辆、堆放杂物、卖艺、

散发宣传品或者从事营销活动，大声喧哗、吵

闹，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同时，新版

《守则》明确规定，乘客违反条例及相关法律

规定的，将予以处罚。

一直以来，“电子设备声音外放”为人们

所厌恶。现在上海对这种不文明行为说不，

其他地方也纷纷叫停，北京、天津、兰州、贵

阳、昆明、武汉等地相继出台相关规定。

的确，法律的威严能够提醒人们在公共场

所举止文明，是一项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但

光靠法律还不够，我们要反思的是，这本是市民

应有的基本素质，而今为何要靠法律来强制？

文明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法律

规定也不是万能的。此前，个别地方通过立法

对随地吐痰进行罚款，而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

覆盖，结果相关执法只能不了了之。

对包括街头卖艺、流浪商贩、散发传单、

乱停车辆、乱堆乱放等诸多不文明现象开展

整治，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如

何正确打开文明习惯的养成方式，显然离不

开主动自觉的行为，而每个人应多想想自己

的行为是否对他人造成干扰。

“润物细无声”，文明习惯是在潜移默化中

养成的。除了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和引导，还

应该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文明的种子植入群

众的心田，让文明的自觉在群众心中扎根发芽，

由己及人、由点到面铺开去，以实际行动感染他

人，从而形成“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社会效应。

地铁禁声，文明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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