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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伍里川

4个身穿二战日军制服，趁夜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拍
照的男子，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网民公敌。在“出名要趁早”的
问题上，他们似乎做到了。

不过，现在的情形实在有点不妙——纪念馆发出了严厉谴
责，警察在追查他们踪迹，网民也翻出了他们在网络间的种种印
迹或留言。

大概，早点从军国主义的坟墓里爬出来，现身认“罪”，才是
最明智的选择。

有人说，这是又一群不懂历史的人。
错了，他们不是不懂历史，他们简直是某一段历史的

“专家”，具体到穿什么样的军服、摆什么样的姿势，他们了
如指掌。

因为不懂历史而做错事，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知史
“犯”史，摆明了和正义过不去。

他们在上传这些照片的时候，打上了马赛克。与其说他们
自己也很清楚这种行为是臭不要脸的，不如说，他们内心对自己
崇拜的“日本鬼”不够“信任”，他们应该担心，一旦出了镜，“日本
鬼”是救不了他们的。

对国家不忠，对“日本鬼”也不忠，这咋整？
一句话，不是人人都能做跳梁小丑的。没有那种大心脏，又

想遗臭万年，一边去！

说白了，所谓的“精日”群体，不过是悄悄溜出来，混点肮脏
的快感而已。

“精神上成为日本人”的所谓“精日”，其实很可怜。丧家之
犬还知道有家，“精日”只能是无头苍蝇。中国人恶心他们，在日
本，他们也刷不了存在感。

这些年，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以
往，这类“照片风云”往往不了了之，缺乏下文。希望这一次别再
放过。

毕竟，这一次事件，性质的恶劣程度是空前的。
四行仓库保卫战当年震惊中外，“八百壮士”在历史上留下

英名。淞沪会战起始于1937年8月13日，4个男子在这样的时间
段以这样的方式亵渎英雄，简直是无下限。

网友怒斥“精日”们你越讨厌什么，他就越要舔什么。那么，
你越敬畏什么，他就越羞辱什么，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这样不想做人非要做鬼的无耻行径，唯有重拳打击。
早几天，两名中国游客在德国国会大厦门口行纳粹礼，结果

遭到逮捕。两人交了500欧元的保释金后被释放。相信这一电
击式的惩处会让他们记一辈子。

在反思教育面前，不妨借鉴一下德国的做法。这既是对抗
日英雄的应有交代，也是对网民愤怒情绪的安慰。

找到这4个男子，让他们面对抗日英雄道歉，这是起码的要
求。我们深信，这可以做得到。

当然，这样的道歉，肯定是不值钱的，但这样做是表达一个
基本的态度：羞辱者，自己把羞辱领回去。

饱和
赵天奇

近期，广州和南京两个城市的有
关部门叫停了共享单车企业的新车投
放，原因是现有投放量已饱和。从中
长期来看，城市都有其隐形的单车投
放上限，或者说将面临便捷和负担之
间的临界点。未来，精细化运营和调
度能力将成为共享单车企业竞争的关
键所在。

谭浩俊

据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力人工智能，硬件公司
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用户数据竞争不可避免。近日，中国
科技巨头华为和互联网巨头腾讯就用户数据使用问题发生
争执，腾讯已向监管部门投诉华为。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去年12月华为发布荣耀Magic手
机，并首次尝试人工智能应用，可根据微信聊天内容自动加
载地址、天气、时间等信息，也可在通话、购物时提示相关服
务信息。腾讯方面认为，华为此举不仅在获取腾讯的数据，
还侵犯了微信用户的隐私。华为方面表示，所有的数据都
应该属于用户，而并非腾讯或者荣耀Magic，荣耀Magic获取
的数据都经过了用户授权。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唯一没处说理的是用户。无
论是硬件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争的都是自己的权利，那用
户的权利在哪里呢？用户的信息被泄露，用户的身份被滥
用，用户手机上的空间被占用，用户的眼睛被各种垃圾广告
所污染，怎么就没有哪家企业出来为用户说话，为用户争取
权利呢？在一些企业眼里，“用户至上”只有一种情形，就是

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时，是“至上”的，一旦交易完成，权
利也就归企业了。即便是购买产品与服务，很多情况下，也
是不平等的，企业常常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常常能够与用
户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运用将是企业之间发生纠纷最重
要的方面之一，也是最容易出现纠纷的内容之一，但是数据
运用纠纷不仅关系企业的利益，更关系用户的利益。发生
争执和纠纷时，很少有企业考虑过用户的利益，考虑过用户
的感受，而只顾自己的利益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最终的落
脚点都是用户，没有用户，哪来的消费和市场？就算是物物
交换时代，用户也是第一位的，更何况，现在已经到了互联
网时代，如果没有用户做支撑，所谓的市场行为、经济行为，
都将归于“0”。而在一些企业的眼里，他们才是“1”，用户则
为“0”，似乎用户是依赖着企业生存的。毫无疑问，这是颠
倒了企业与用户的关系。用户是水，企业是鱼，这个道理，
企业没有懂，用户也没有能力让企业去懂。

回到华为与腾讯的纠纷之中，如果双方都具有用户意
识，能够对用户权利有足够的尊重，那么，就应当坐到一起，
围绕如何维护用户权利进行商讨，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而

不是各说各的理。无论是华为还是腾讯，如果能够理性地
梳理一下自己的行为，哪个不存在侵犯用户权利的现象？
哪个不是经常拿用户的权利当商品，牟取自己的利益？

严格说来，除必需的硬件和软件之外，其他的空间都应当
是用户的。可是，使用华为手机的用户，哪个不是被华为公司
占用了大量空间？使用微信的用户，则需要时不时收看来自
于微信推送的广告，以及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所打扰。如
果双方都对用户权利有足够的尊重，就不应当有类似的问题
出现。可是，哪家公司主动跟用户打过招呼？又有哪家公司
把侵犯用户权利获得的收益分配给用户过？没有！既然没
有，当自身利益被其他公司侵犯时，又怎么有底气去争执呢？
而侵犯其他企业权利的企业，又怎么好意思抗辩呢？

华为和腾讯的争执，或许有关方面会出面调解，毕竟这是
两家很有影响的大企业。有关方面在调解两家公司的纠纷
时，也应当就用户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的问题进行调查。近
年来，用户在这类方面的投诉和反映很多，只靠消费者协会来
帮忙维护，往往很难达到目的。有双方为了自身利益发生争
执这样的机会，如果展开对用户权利受损问题的调查，可能效
果会更好。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利益发生争执，最不该悬空
的是用户权利，这一点应当成为企业的共识。

企业“数据之争”不能忽视用户权利
发生争执和纠纷时，很少有企业考虑过用户的利益，考虑过用户的感受。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利益发生争

执，最不该悬空的是用户权利，这一点应当成为企业的共识。

送“格斗孤儿”回家
未必是最优方案
如果他们回家后情况只会变得

更糟糕，那就没必要非得将他们送回
老家。

王言虎

7 月底，“格斗孤儿”事件被曝出后，引发社
会巨大关注。成都市教育、民政、公安部门介入
调查，凉山州教育局也赶赴成都，安排孩子重返
校园。要不要将孩子接回去，舆论词锋往来，未
有定论。

在记者的采访中，两名“格斗孤儿”小伍与
小杰都表示不想回去：“我不走，我回去也会再
跑回来！”

在格斗俱乐部训练、生活到底怎么样，“格斗
孤儿”如人饮水，当然也最清楚。俱乐部或许会撒
谎，但孩子的眼神与表情不会。在采访中，小伍与
小杰提到老家凉山的时候，一直隐忍着，但悲伤的
眼泪终究还是决了堤；而提到在格斗俱乐部的生
活时，他们却意志坚定：一定要留在恩波俱乐部。

当“格斗孤儿”表态要留在格斗俱乐部的时
候，凉山州教育部门是否还一定要将他们送回
凉山？

该如何安置这些“格斗孤儿”？这个问题的解
题思路关键其实就在于，“格斗孤儿”的出路。如
何让他们过得更好、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根本目
标。其余的考量，当以此为基础。另外，“格斗孤
儿”是事件的主角，他们有权利为自己发声，诉求
应该被充分倾听，而不能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就
成了事件解决的局外人；他们是表达的主体，而不
是被表达的对象。

从记者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格斗孤儿”与
格斗俱乐部的更多信息：他们的日常并不是被困
在笼子里打比赛，他们并不是被俱乐部奴役的孩
童，他们每天晚上还有两个小时的文化课。训练
之余，同样接受文化教育。这样的培养体系，其实
跟一些正规武校大体相似。

“格斗孤儿”的故事足够悲伤，不止地方政府，
每个关注他们的人都希望他们能过上好的生活。
所以，眼下的救助也该结合具体情境，考虑“格斗
孤儿”自身意愿。

如果他们回家后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那
就没必要非得将他们送回老家，若他们愿意，作
为流入地的成都，也该依照国家层面明确的解
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
主”的原则，妥善安置他们；而涉事俱乐部和孤
儿家乡政府也应担起责任，协同解决该问题。

说到底，在帮助“格斗孤儿”的时候，相关部门
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应该综合考虑“格斗孤
儿”、监护人以及俱乐部的情况，找出以孩子权益
为本的最优解决方案。

抗战纪念馆前穿鬼子服拍照，找“拍”？
因为不懂历史而做错事，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知史“犯”史，摆明了

和正义过不去。大概，早点从军国主义的坟墓里爬出来，现身认“罪”，才是最明
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