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头饰配比基尼服装，这种中西、古今、

性格与保守综合混搭的风格确实让人眼前一

亮，因而这组照片在网上一亮相就被网民们广

泛转发。但这种无比大胆、具有破坏性和颠覆

意识的创新表现方式却让不少人感到无法接

受，认为带有隐晦的性暗示的比基尼服装配不

上传统、高雅的京剧文化，认为这种所谓的创新

是在无底线地糟蹋历史悠久的国粹。

但笔者却有不同的观点，从逻辑上来讲，我

们不要忽略的一点是：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比

基尼比赛，而不是一场京剧文化的创新展示。

说的再简单些，这是“京剧比基尼”，而不是“比

基尼京剧”，虽然只是词语的排列有些颠倒，但

所呈现出来的含义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京剧比

基尼”中，是比基尼借助京剧的文化魅力为自己增

加亮点，所以本质上是对京剧文化尊敬之后的利

用，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让京剧来为比赛增色。但

不少媒体对此图片的报道采用的却是带有误导性

质、让人以为是在京剧表演中穿三点式“比基尼京

剧”，这在“标题党”盛行的当下就导致了这场文化

争议的引发。

“花销全靠捐赠”
也要慎搞

“京剧比基尼”是在糟蹋国粹吗？

“金银月饼”背后的
商业逻辑值得查究评论

时事
乱炖

中秋前夕，北

京一公司推出了

多款用真金白银

制造的月饼。如

两枚 10 克的黄金

月 饼 ，一 套 9520

元；6 枚 10 克的黄

金 月 饼 ，一 套

25740 元 等 ，且 都

非常好卖。据悉，

这些金银月饼多

为政府机关送礼

用。

（9 月 25 日

《中国经济周刊》）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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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

比基尼小姐大赛”

引起网友关注，选

手身着比基尼、带

着中国传统戏曲

扮相的照片在网

上被广泛转发。

有 网 友 称 这

是“ 糟 蹋 国 粹 ”。

大赛组委会主席

表示，只是采用一

种写意的形式去

表达中国传统戏

剧文化。

（9 月 25 日

《新华网》）

非常
道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著名舞蹈家杨丽萍

在云南大理洱海双廊镇建房排污污染严重，

引发网友热议。（9月25日中新社）

前段时间，有传闻说杨丽萍在抚仙湖违

建，如今，又有传闻说杨丽萍在大理建房污

染洱海，这些“传闻”，离“真相”有多远，尚不

得而知。但必须承认，在法治社会，在法律

面前，没有人有豁免的特权。故而，无论当

事人是名人还是百姓；是政治家还是艺术

家，抑或是其他任何职业，都必须遵守必要

的社会秩序与法律法规。一旦逾越，就应受

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就杨丽萍事件而言，杨

丽萍及经纪人有“选择无视”的权利，但当地

行政部门却没有坐视不管的理由，对杨丽萍

近日以来的“传闻”进行深入调查，还原事情

真相，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若杨丽萍的确

无辜，当还以清白；当其的确有违建、污染环

境的行为，也理应受到惩戒。

“不少官员很有钱，自己只是适应大环境。”

陈光礼在担任四川省达县县委书记和宜宾市副

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受贿数千万元被判死缓。

陈光礼称，苦干了几年，感觉升职无望，该考虑一下

后路了，所以想趁换届捞一把。

“微反应就是人不由自主表现出的不受思维控

制的瞬间真实反应，如男人右肩抖动一般表示说

谎。”

据报道，微反应审讯试点在北京昌平检察院反贪

局展开，已有检察官凭借“读脸术”破案。

金戈

每到中秋时节，月饼总能唱起主角，然而这个中

秋有一些“新节目”，因为天价月饼已经悄然登场，

金银月饼又粉墨登场了，说它是月饼吧，并没有被吃

的属性，说它不是月饼吧，但还具有月饼的外形。巧

的是 200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月饼强制性国家标

准》仅对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

并没有对月饼的化学属性做限制。这就造成了一段

法规空白，这个擦边球打得着实高妙。

然而，尽管“金银月饼”并不具备投资价值，这

就决定了理性的消费者绝对不可能成为金银月饼的

买单者，那么金银月饼背后是一股怎样的商业逻辑

在暗流涌动？

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的因

素，即便是普通消费者也讲究礼尚往来，商人更加不

会做赔本的买卖。为何这种坑爹月饼能够大行其

道？不需要推理论证，不需要苦苦求索，做月饼生意

的商人们主动为懵懂的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周围全

是政府机关，各地过节来送礼的买得多”，“ 北京限

量2000套，现在只剩一套了”，“可以提供礼品公司

的发票，开礼品、宣传品、烟酒、办公用品都可以，单

价可以开小点。4万块钱的，发票上可以给你开100

件，平均一件就400块钱，回去也好处理。”

理性的人不可偏听偏信，或许这只是商家的一

种促销手段，正如铺天盖地的路边小广告所重复的，

大肆宣传金银制品的限量性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的伎

俩，而这些不符合商业逻辑的“馈赠佳品”也经常拉

着政府机关做垫背。

不过笔者坚信谣言止于智者，同样相信空穴必

然不会来风，在这个讲究传统馈赠的中秋佳节，这种

“买者不吃，吃者不买”的金银月饼最终会流入寻常

百姓家，还是会做那王谢堂前的“燕子”，不免让人

产生无限遐想。

金银月饼最终的归宿，普通的民众自然无法深

究，然而凭着社会经验，谁也不能否定商家的商业逻

辑虽然坑爹，但也存在可行性，无疑这是一种悲哀。

无论如何，金银月饼大有流行之势，而直接指向

政府机关的月饼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这

种气味除了引起民众的质疑之外，纪检监察部门更

应该顺藤摸瓜，无论如何政府机关总被抬出来为这

种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事物买单时，终究不是一件好

事。

子甫

中国人民大学即将迎来 75 周年校庆。

人大校长陈雨露表示，人大校庆当天不举办

以少数领导和嘉宾为主题、部分师生和校友

参加的传统庆典大会；不按行政级别对校友

进行排序，不局限于关注少数重点校友；校

庆年用于校庆花销全部来自社会捐款，不使

用国家预算内经费。据了解，截至 9 月 24

日，已筹集到 2 亿多元办学经费，其中将有

几百万元用于校庆活动。（9月25日《新京

报》）

恕笔者“抠门”——虽然人大表明校庆

活动花销全部来自捐赠，虽然花销占捐款的

份额很小，但俺还是觉得不合适。说白了，

75周年，笔者压根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大庆。

再说，那几百万元要是用于教学科研或者帮

扶困难学生，或许更有意义。

近年来，多种形式的庆典、研讨会、论坛

活动，对于促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弘扬

先进文化、维护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急剧增多，

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助长了不良风气。尤

其是受民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影

响，各种庆典此起彼伏，令很多人不堪其

扰。动辄就庆典，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狂欢。

人大作为著名高等人文学府，75周年花数百

万元搞校庆，未免落入俗套，还是慎搞为宜。

法律面前
谁都没有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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