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实话 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陈毅香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贞元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的陆续公布，如何

挑选一所心仪的大学成了当前考生和家长

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国家对于高考招生录

取等有透明、严格的制度规范，不过总有许

多人“关己则乱”，结果让不法分子钻了空

子，利用各种圈套实施诈骗。为此，近日各

地的政法机关纷纷发布防范提示，提醒广

大考生及家长预防高考后多种针对考生的

诈骗。

北京法院日前就近年来审理的涉招生

录取诈骗案件情况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

利用升学、入学考试进行诈骗的犯罪分子，

主要将目光集中在落榜学生、希望从军学

生、艺体生、非京籍学生等群体。为什么这

些群体“最受伤”？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不

法分子要么是编造所谓“领导”身份，要么

是谎称有所谓“内部关系”，然后就夸下海

口“只要给钱就能帮人运作入学名额”。这

些在平时原本不难识破的骗局之所以频频

奏效，归根结底是利用了学生家长望子成

龙的急切心理和迷信“托关系、走后门”的

侥幸心理。

面对此类诈骗，政法机关的事后打击

只能做到亡羊补牢，事前预防警醒才是关

键。骗局往往声称可以绕开正规的高校招

录程序，许多落入圈套的考生和家长也正

因此而错过了大学录取的机会，等到发觉

后再由政法机关介入打击往往为时已晚

——毕竟，即使挽回了经济损失，也挽不回

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耽误的机遇。

事实上，要想杜绝考生和家长们的侥

幸心理，信息的透明、通畅至关重要。高考

一结束，考生和家长往往都是第一次碰上

高考招录，面对复杂的高考录取规则、各类

高等教育的不同办学特点与学籍管理方式

等，难免产生信息焦虑进而“病急乱投

医”。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及贫困地区，

由于信息不顺畅、不对称导致的招生诈

骗屡见不鲜。对此，政府部门可以想办

法让公众更加及时充分地了解到，国家

的高校招生制度早已对招生政策、高校

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

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等予以了

公开，所谓的“内部指标”都是骗局。不

留死角的信息通报和防骗宣传是帮助考

生和家长学会保障自身合法权利不受侵

害的有效手段。

针对高考学生的诈骗害人不浅。面对

此类诈骗，除了政法机关、教育部门要在防

骗知识普及、打击诈骗犯罪等方面作出持

续努力，同时也要清理清除人们习惯性相

信“走捷径”“托关系”等投机心理。

李曙明

近日，沪教版二年级语文课本

中，出版社将《打碗碗花》一文中的

“外婆”改为“姥姥”，引发巨大争议，

被称为“外婆姥姥事件”。有关这一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上海市教委责成

教委教研室与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

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

作者沟通将文中的“姥姥”一词恢复

为原文的“外婆”。

有关方面认识到更改的不妥，整

改并道歉，令人赞赏。不过，对事件

作必要反思，也不无必要。笔者就想

从法律角度探讨下著作权人的权益

保障问题。

《打碗碗花》一文的作者、陕西作

协专业作家李天芳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无论是收录还是修改这篇作

品，出版社之前都没有征求过她的意

见，“文章修改是可以商量的，但最好

是事先沟通一下，这是出版机构对作

者基本的尊重”。

著作权法第 23 条规定，“为实施

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

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

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在教科书中汇编……但应当按照

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

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

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根据上述规定，

出版社未征求作者意见收录《打碗碗

花》，法律上并无问题；注明作者、支

付报酬，出版社也就算做到位了。

但不是“原文照登”而是作修改，

因为可能“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

有的其他权利”，出版社的义务也就

相应增加。关于著作权人的权利，著

作权法第 10 条规定有 17 项之多，而

将“外婆”改为“姥姥”，涉及其中两

项：一是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

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二是保护作品完

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

权利。

在媒体的报道中，受访律师杨栩

表示，未经作者认可将“外婆”改为

“姥姥”，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

权。他认为，对“歪曲、篡改”的定义，

应作扩大解释，不能仅从字面去理

解。对于他的观点，不少人可能会认

为过于严苛，笔者也不是很认可。但

在一些人漠视著作权人权利的现实

下，他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至少有

探讨空间。

而从著作权人修改权角度看“外

婆”改为“姥姥”，出版社的过错一目

了然。著作权法规定的修改权，包括

作者自己修改和授权他人修改。著

作权法第 24 条第一款也规定，“图书

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

改、删节”。对作品修改、删节的前

提，是“经作者认可”。

结合第 24 条第二款“报社、期刊

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

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我

们对于为什么这样规定，会有更清晰

的认识。报刊出版周期短，赋予报刊

编辑对文字进行修改、删节的权利，

是为了保证正常出版，而图书出版周

期较长，出版社和作者有较为充裕的

沟通时间，因而将“作者认可”作为修

改的前提。特别要说的是，法条并没

有对“修改、删节”作任何限定，也就

是说，哪怕是一字一句的修改，也不

能背离这样的前提。

因此，出版社不和作者沟通，擅

自将“外婆”改为“姥姥”，是对作者权

益的漠视。事实上，找到作者并不

难，沟通一下，作者同意改，自己改或

者出个授权书让出版社改，都好；作

者不同意，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出版

社“回心转意”放弃改动的想法，也可

能；实在谈不拢，出版社可以另选文

章。总之一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行

事，后果才能得到法律认可。擅自修

改，侵权无疑。

这些年，我们对包括著作权在内

的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行动上也多了更多自觉，但

仍显不够，希望这一事件能成为进一

步改进的契机。

杨朝清

游泳馆里，一位妈妈将5岁的儿子带进女性更

衣室更衣，结果遭到多名女士的投诉。前不久，这一

幕出现在四川成都一家健身房游泳馆内。虽然游泳

馆禁止3岁以上男童进入女性更衣室，但因丈夫有

事只能自己照看，又怕儿子不能自行换衣，无奈之下

这位妈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近年来，小朋友进入异性厕所、更衣室、澡堂引

发的纠纷与冲突层出不穷。一个是消费者有保护隐

私的需要，异性的进入哪怕是小朋友也会让人觉得

尴尬；另一个是在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的风险社会，

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一些家长宁可背离社会规范

也要将孩子带在身边。

有心理学研究指出，小朋友在3岁左右就有性

别意识了。作为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帮助孩子

们适应性别角色的进入、建构性别身份的认同、确立

科学的性态度、促进性意识的发展是性教育的应有

之义。性别社会化的滞后，既可能让孩子产生性别

认同障碍，也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不便与干扰。厕

所、更衣室、澡堂等公共空间原本是一次性别社会化

的契机，却被一些家长忽略与漠视了。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有本名著《自由论》，教育

家严复先生将其翻译为《群己界限论》，这个翻译隐

伏着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自由并非没有边

界与规则，正确处理好群己关系，有助于个体实现与

自己的和解、与群体的交流和对社会的融入。

社会流动的加速，让我们经常置身于陌生人社

会，和陌生人打交道。每个人在追求快乐与幸福的

同时，也要尊重他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呵护他人的权

利与尊严；在看到自己的同时，也要在心里为他人留

一些位置。一个善于为他人着想的社会，才是一个

有温度、有格调的社会。

在日常生活中，对规范的知晓并不等于对规范

的实施，规范既可能被执行，也可能被违反和破坏。

违反规范就会受到惩罚并被认定为失范者，这样的

后果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没有被抓住、没

有被问责。作为一种失范行为，妈妈并非不知道“男

孩进入女更衣室”违规；只不过，在她的价值排序中，

照顾好孩子比遵守规则更加重要。当失范成本偏

低，一些人宁可逾越群己关系的边界与规则。

避免“男孩进入女更衣室”再次上演，商家不能

无所作为。如果工作人员能够承担照看孩子的功

能，家长就会免除“后顾之忧”。如果说不干扰他人、

少给他人添麻烦是处理群己关系的低层次准则，善

于替他人考虑、懂得体谅他人、愿意成全他人，就是

处理群己关系的更高境界。

杜绝侥幸才能远离诈骗
面对针对高考学生的骗局，除了加强打击，同时也要清理清除人们习惯性

相信“走捷径”“托关系”等投机心理。

陌生人社会
需要“群己界限”

如果说不干扰他人、少给他人添麻烦是

处理群己关系的低层次准则，善于替他人考

虑、懂得体谅他人、愿意成全他人，就是处理

群己关系的更高境界。

“外婆姥姥事件”中的作者权益
出版社不和作者沟通，擅自将“外婆”改为“姥姥”，是对作者权益

的漠视。这些年，我们对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更多行

动自觉，但仍显不够，希望这一事件能成为进一步改进的契机。

银行卡“裸奔”
银行卡不需输入密码，不需签名确认，“唰”地一

下就支付了；默认开通，消费时认卡不认人，每天最

高可被“刷”走3000元……这样带有小额免密免签

功能的银行卡，目前全国大约已发出超10亿张。

记者在多家银行进行测试，结果发现，无论是在

柜台进行人工办卡，还是在自助发卡机上进行办卡

操作，都没有得到包括口头或书面形式在内的任何

主动提示。银联方面认为，小额免密免签支付默认

开启并不是不尊重客户知情权，而是因为这是银联

标准下银行卡的一项基本功能，与银行卡的跨境消

费、插卡取现等功能一样，无法把银行卡的每项功能

都载入到合约中。对此有网友称，银行这是在开启

“甩锅”模式吗？

谢驭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