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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

□ 李亚彪 陈诺
“六（liù）安”还是“六

（lù）安”？该听谁的？以哪
一个为准？

近日新发疫情使得安
徽六安牵动人心。关于这
座城市名的读音，也引发
热议。

名字，是一种文化。六
安历史悠久，自战国时便存
在“lù”的古音，地名是以

“六”“六国（录国）”“六安
国”“六安州”的历史延续而
来，无论古音还是民俗传承
的方言，都读“lù”，这是当
地文化传承中最珍贵的一
抹乡音。

名从主人。安徽省政
府十几年前曾表示，地名读
法应充分尊重当地政府和
群众意见，六安应该保留

“lù ān”旧读音。一个地
方地名读音，不应轻易更
改，正如不能轻易更改一个
人的姓名一样。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
认为，除非严重影响交际，
去除“六（lù）安”这种沿袭
古音的读法不太妥当。

事实上，“六安”读音
争议由来已久。的确，翻开
今 天 的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lù”的读音已不见踪影。
有专家认为这顺应了普通
话语音变化趋势，是尊重语
言事实的体现。但词典里
不存在，并不意味着现实中
不存在。汉语词典是对语
言的规范，更应呈现文化的
积淀。在浸透着中华五千
年文化的土地上，许多地名
历史积淀深厚，这种特殊性
决定其古音的更改尤须慎
重。毕竟当地居民依历史
文脉故老相传读出来的才
是活的地名、活的语言。

从铅山中的“铅（yán）”、
蚌埠中的“蚌（bèng）”，到乐
亭中的“乐（lào）”、蔚县中的

“蔚（yù）”，再到台州中“台
（tāi）”、丽水中的“丽（lí）”，
为一地留一音，并不鲜见。

面对当前地名读音的
争议，民政部、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词典编纂机
构等有关方面应积极履行
职责，加强沟通和研究，回
应关切，让每个地名都承载
起历史和现实的内涵，读得
明明白白。

一个地方或一段历史
少了一个读音，看似小事，
实则关乎文化基因的承袭。
知识是冰冷的，但人文是有
温度的。只有文化之脉长
存、生活之树才能常青。

请为文脉留一音

只需几十元，就能和素未谋面的“虚拟恋人”谈一场
恋爱，陪自己聊天、打游戏、看电影……目前，这种借助网
络的有偿式情感服务，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求情感慰藉和
解压的方式。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虚拟恋人”在制造“甜
蜜”的同时，也暗藏各种陷阱。有人为“虚拟恋人”花费重
金，最后却落得“情财两空”。 据新华社

虚拟恋人甜如蜜，氪金陷阱等着你。
莫让陪伴变赔绊，情财两空需警惕。

□ 高金国
近日，深圳赛格大厦忽然

晃动，引发人们担忧。虽然专
家称“大厦主体结构安全”，但
高达355.8米、地上75层、地下4
层的大厦任性地“说晃就晃”，
还是令人担心。

令人讶异的是，这种担心，
20年前就有了——— 这更令人不
安 。澎 湃 新 闻 等 媒 体 的 报
道称：

一篇20年前的硕士论文
《深圳赛格广场建设项目评析》
指出，大厦建设中存在部分问
题，如设计图没做完就开始施
工等。论文中提出大厦最严重
的问题是楼顶天线震荡，封顶
后发现这个问题，把天线锯掉
一截又补上。据公开资料显
示，论文作者现为深圳某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
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工程

师，更是一篇有良心的论文。
如果硕士论文都按这个路子
来，我国的教育何愁不发达？

恐怕作者也很无奈，只能
在“建造者、管理者不太可能看
到”的硕士论文中，发泄一下。

即便外行也能知道，“设
计图还没做完”就开始施工，
属于违反程序，可能带来严重
后果。难道建设者、管理者就
不知道？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就是深圳，而且据说就来源于
深圳工地的建设者。前不久，
一部带有纪实色彩的电视剧，
在还原这个细节时，特别通过
工地管理者的口，强调了质量

的重要性：
“效率有了，没有质量，就

是零！保证了质量，效率才真
正有效！”

即便是纪实色彩的电视
剧，也需要编剧进行加工。这
句话属于真实的情景再现，还
是编剧的发挥，很难考证。即
便如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
论：确保质量的效率，才是真
正有效的效率，这是编剧或者
工地建设者都知道的常识。

有人说，健康是1，金钱、
财富、地位等都是1后面的0，
没有了1，它们啥都不是。从
生产的角度来讲，则可以这么
说：质量和安全是1，效率、金
钱、工期都是0，没有了质量和
安全，其他所有的成绩，都可
能灰飞烟灭。

赛格大厦到底有没有问
题，在专家进行严格检测得出
权威结论之前，谁都不能下定
论。即便晃动确实不影响安
全，对居住其间的工作人员的
心理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样
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

建筑不同于其他，要确保
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安全，马
虎不得。对建筑质量问题的
追究、回溯，也不能有“保质
期”，而应“无限期回溯”“无限
期追究”。没有这样的回溯、
追究，建筑质量的安全恐怕就
会成为大问题。

既然有了这样的线索，不
妨“追根溯源”，查一查当时的
建设过程是否违规。这对今
天的建设者，也是一种警示
教育。

20年前的论文，戳中了谁的痛处？

□ 张丽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后，占总人口18.7%的60岁及以
上老年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
求，他们对日新月异的智能化
社会的适应程度等，也成为热
门话题。

据报道，与“老年人不习惯
智能手机”这种刻板印象不同，
现在很多爷爷奶奶玩手机一点
不比年轻人差。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3月，中国已有的9.4
亿网民中，60岁以上老年网民
占10.3%，中国移动互联网上活

跃着约9600万银发族。我国60
岁以上老人日均使用互联网时
间高达64.8分钟。某内容平台
从对自己用户做的调查中发
现，有0.91%的老年用户日在线
超10小时。专家认为，银发族
沉迷“触网”，是一个值得重视
的社会现象。

放眼身边，抱着手机不断
转发真伪难辨链接的阿姨和看
短视频看得无法自拔的大爷比
比皆是。精明的内容提供商和
社交平台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
样无视老年群体，相反更乐于
发展这部分用户，因为老年用

户网龄小，特别容易“被套路”，
像被假靳东骗了的老人就不在
少数。

为什么社会经验丰富的
老人，不仅养成了网瘾，还特
别容易上当受骗、被有害信
息蒙蔽？究其原因，就像心理
专家分析网瘾少年时所说，沉
迷虚拟空间的人往往是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现人生
价值，而且因为缺乏陪伴从而
陷入了巨大的孤独。老人，尤
其是空巢老人，不仅需要陪伴
和关爱，也需要在网络时代的
存在感，他们乐于显示自己的

力量。
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一

旦染上网瘾，长期看手机，给
视力、骨骼肌肉造成的伤害相
比年轻人更大。解决老年网
瘾，除了传统的老年大学等机
构要发力之外，各类APP在推
出适老版本的同时，也要针对
老年人加入反网瘾设置和提
示。当然，根子还是在于子女
要更多地陪伴和关心老人，不
仅要教会他们上网，帮助他们
识别有害信息，还要引导他们
学会下网，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乐趣。

防网络沉迷应有“老年模式”
银发族沉迷“触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不仅需要陪伴和关

爱，还需要在网络时代的存在感。

建筑不同于其他，要确保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安全，马虎不得。对建筑质量问题的追
究、回溯，也不能有“保质期”，而应“无限期回溯”“无限期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