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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综艺选秀节目中粉丝“倒奶”事

件，再一次将粉丝应援现象中的畸形一面暴

露在公众面前。如何从根源上治理饭圈乱

象，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成为社会共同关注

的话题，也是相关部门和行业亟需解决的问

题。

5月12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一则重

要公告，指出艺人面向粉丝集资涉嫌违反从

业规范。

该公告说，由演出行业演艺人员本人发

起、组织的或以其所属经纪机构、工作室名义

发起、组织的面向粉丝的商业集资行为，以及

收受粉丝集资财物的行为，均涉嫌违反《演出

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试行)》的相

关规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

将针对此类行为启动评议程序，并根据评议

结果，对涉事演艺人员实施“联合抵制”等行

业自律惩戒措施。

此举剑指面向粉丝商业集资的演艺人

员，针对过度消费、非理性的粉丝应援行为，

旨在营造演出行业健康发展生态。也许是天

下“苦饭圈文化久矣”，公告一出，赢得了网友

一片叫好。

有明星，就有饭圈；有饭圈，就有应援。

应援是个舶来词，本意是表达对偶像的支持

和关爱。粉丝为偶像打榜、控评、氪金⋯⋯用

各种方式支持偶像的演艺事业。应援行为也

从最初支持艺人作品渗透到线下各个方面，

俨然成了产业链的一个环节。

于是乎，近年来，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

饭圈文化愈演愈烈。在饭圈，一个粉丝花钱

越多，就意味着拥有更高地位和更多的话语

权。如此一来，粉丝应援投票动辄集资千万，

其数额突破了常规。要知道，但凡有点名气

的艺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后援会。而每一

家明星后援会，都像是一家公司，每一次集资

相当于启动一个项目。而项目发起人、账目、

资金去向，往往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饭圈的生

意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

灰色地带。

老实讲，一直以来，对粉丝经济和饭圈乱

象的治理办法十分有限。一方面，饭圈的违

规行为较为隐蔽，不是其中人，难解其中事，

监管部门认定难、取证也难；另一方面，饭圈

“氪金”有一定的特殊性，粉丝掏钱多为自愿，

而且是人数众多的群体性行为，管起来真的

是千难万难。

饭圈乱象到了该严厉整顿的时候了。这

一回，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出台惩戒方案，这与

国家网信办出手打击“粉丝非理性应援”行

为，隔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双方联袂，可谓是

打蛇打在了“七寸”上。试想，一旦违规，就会

被联合抵制，演艺事业终结，艺人还会再这么

大胆吗？

谁再把粉丝带上歪路，谁就凉凉谁再把粉丝带上歪路，谁就凉凉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金华

市东阳法院的执行法官接到一个被执行人母

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老人提了一个请求

——请法官帮忙一起撒个谎。原来，这位母

亲的儿子创业后经营不善欠下不少债务，最

终被纳入“老赖”名单，母亲得知后准备悄悄

替儿子偿还部分债务，但请法官不要告知其

儿子，希望儿子能够在压力下反思，好好工

作，走回正道。

法官经过再三斟酌，最终还是告知了儿

子真相。对方幡然醒悟，选择自行将剩余款

项清偿。

从法官层面而言，母亲和儿子是两个独

立的民事主体，各自承担其应有的义务。儿

子欠债不还，母亲并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而母亲提出帮助儿子偿还部分债务，但希望

法官不告知他，可谓用心良苦。

创业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此自暴自

弃，不敢承担责任，背离社会公德及法律规

则，如此只会放大畸形的“小我”，最终会面临

更多的人生挫折。

这份沉甸甸的母爱，打动人心。母亲不

仅想方设法在经济上帮助儿子，更想推儿子

一把，让其学会尽责，学会做人。

但正如法官所考虑，瞒住替子还钱一事，

出发点虽好，却不一定真能帮上这个儿子。

未必能让儿子从逃避责任的迷思中挣脱出

来，恰恰相反，突如其来的钱财，一下减轻的

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助长其不劳而获的习气。

让儿子了解真相，感受到母亲那份至真

至纯的爱，同时也体会母亲对儿子恨铁不成

钢的复杂心情，儿子才能了解母亲的心，才能

从感动中反省，并真正改变。一个成熟的成

年人，就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勇敢面对各种挫

折，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方不负母亲的殷

切之爱。

如此看来，唯有让儿子懂得自立自强是

最好的为母之道，一家人才能和谐共美，母

亲也无须再为儿子的未来担忧。法官的做

法，是对这个家庭的最好帮助，也是对司法

初心的完美诠释。

回报这份母爱，唯有自立自强

如 此 不 严 谨
的学术态度，
既 是 对 公 众
不负责任，也
是 对 自 己 不
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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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近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鹤讲解颜真卿《祭侄文

稿》的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她在视频中

说，颜真卿将“蒲州刺史”的“刺”写成“刾”，是写

了个错别字，反映出当时颜真卿的情绪失控：

“颜真卿将‘刺’字写成‘刾’（她错读作 jia 音），

本身就是个错字，但是颜真卿自己也不知道。”

她还说，在唐代职官制度中，只有“刺史”，没有

“刾史”。

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来自央视网·书画频

道的书法公开课，发布于2016年1月《重温经典

第十讲：颜真卿——一个缔造二王之外又一巅

峰的人》。目前，央视网已将相关视频撤掉了。

有人认为，孙鹤教授认错字情有可原，毕

竟古汉语中异体字、通假字太多，难认的字也

很多，即便是书法教育界的教授也难免会存在

一些知识盲点。

事实上，从汉代隶书兴起之后，“刺”字在

多数情况下都是写为“刾”的。翻阅历代经典

字帖，在汉碑、二王法帖、唐人书法名迹中更是

十有七八都被写成“刾”。即使在现代电脑输

入法中，也能打出这个“刾”（cì）字。

据资料显示，孙鹤教授，本科就读于河南

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阶段就

读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硕

士学位；博士研究生阶段就读于首都师大书法

文化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之后入中央美术学

院书法方向博士后流动站，成为中央美术学院

建院以来第一位书法方向博士后。由历史学，

进而研究文字学，再到书法专业，其个人简介

里标识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是“汉字”，按理，也

算专业背景深厚。

书法创作，首先要从临摹古代经典的碑帖

入手，从经典中吸取古人用笔方法、结字规律，

领悟汉字之美，这是每一个书法爱好者的必由

之路，也是由书法的特殊传承性质决定的。“刾

史”这种写法，在古代碑帖中比比皆是，这位书

法专业的博士后，按理说应该在临帖过程中碰

到过。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写得最好的一幅字，

在书法史上也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千百年

来，被无数书法大家悉心钻研，如果有错字，肯

定早已被指出了。

如此看来，孙教授看似是认错碑帖上一个

字，其实是心里有点模糊了“严谨”二字。

即便想超越前人大胆提出新观点，也必须

小心求证拿出确凿证据，尤其是面对众多受

众，更加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待之。如此不严谨

的学术态度，既是对公众不负责任，也是对自

己不负责任。

当今，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极大进步，但学

术界标新立异却学艺不精的现象，仍存在不

少。今天这件关于“一个错字”的小事，多少反

映出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看似认错一个字，其实是模糊了“严谨”二字看似认错一个字，其实是模糊了“严谨”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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