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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人的生命章

节里都有值得别人阅读和思考的细节。现代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似乎日益疏离，很多人终日沉浸在网络空间“读”

知识、“读”新闻、“读”八卦，费尽心力“挑读”能够愉悦自我、

方便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工具性内容， 却疏忽了人际社会

里至关重要的“读人”，不注重别人感受，缺少与亲人和邻里

同事的交流。“真人图书馆”对高校最大的贡献是，你完全可

以以人为本，打造人格化的知识互动。

（据《北京日报》）

18 日 17 时 55 分，新建县

政府也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

民政部门在农历七月三十晚

高峰时期，“为避免发生拥挤、

踩踏、车辆碾轧等意外突发情

况发生，对乞讨人员采取紧急

临时性救助保护措施，动员乞

讨人员自愿进入临时救助

点”。

回应还说，救助点为开放

式，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踩踏

事故，并提供矿泉水、盒饭、医

疗救护、遮阳设备等。 当晚，民

政部门发放路费，将这些乞讨

人员遣散。（据《南方都市报》）

庙会设铁栏圈住乞讨者

江西新建县政府称此举系“临时性救助保护措施”

月入 9 千元 年存 9 万元

南京小夫妻的“省钱经”

一篇《80 后夫妻月入 9 千、年存 9 万，存钱大法

引膜拜》的新闻 18 日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有网友对

此顶礼膜拜， 也有网友称，“这样省钱， 活的有意思

么？ ”

到处蹭饭 单位福利多

这位名叫“南京 HG”的网友，9 月 9 日在西祠胡同发表

帖子《我和老婆的工资收入等等在南京算什么水平的啊》

称，他 1983年生，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一年税后收入有六

万元左右；他妻子 1987年生，在一家公立医院当护士，一年

收入约有 5万元左右。 按他们夫妻现在的生活方式，“保证

一年存 95000元左右”。

“南京 HG”在帖子中说，他们有时一个月一千元都花

不到，因为单位中午都有免费工作餐；房贷靠他单位的公积

金、住房补贴和妻子的公积金；晚餐常在父母家吃，水果从

父母家拿；交通用电动车，且在单位充电。因此每月支出是：

早餐“一个月 240 元”，晚餐“一个月 300 元”，通讯“两人一

个月 50 元”，水电“一个月 50 元”，有线电视“24 元一个

月”，宽带“一个月才 40 元”，所以“不含物业一个月固定的

才 754元”，因此他们一年“至少能存 90000 元以上，年终的

奖金旅游，买衣服啊，消费后仍能保证一年存 95000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南京 HG” 解释， 他们暂时没孩

子，他每月基本有 10天在外应酬，自己不抽烟、喝酒。 妻子

不怎么化妆， 买衣服基本在地摊或网购， 每件不超过 100

元。而且如毛巾、香皂、女性用品之类的生活用品，单位会定

期发。

有人“膜拜”有人“颤抖”

这篇“存钱大法”见诸报端后，立即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凹特小小小曼”说，“膜拜啊！ 顶礼膜拜！ ”“狂奔的玉兰”也

说：“看完只能说佩服！ 我想没几个人能做得这么绝”。

知名网友“和菜头”说，“看到每月去父母家吃 15 天，去

父母家吃水果，连吃带拿时，我颤抖了！”“菁精”则评论，“活

得太累了，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 试问两位存钱为了啥？ ”

（据《金陵晚报》）

南京师范大学现“真人图书馆”

你的经历就是一本书

有这样一座图书馆：它的“图书”都是活生生的人，并非传统印象中的图书。 你相信有这样的

图书馆吗？ 近日，媒体报道南京师范大学“真人图书馆”开馆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好奇和热议。

周六的南京师大校园里， 有人盘腿

坐在草坪上， 一边享受午后阳光一边阅

读；有人则坐在敬文图书馆内，打开一本

本“真人图书”，听着他们讲述自己成长

中的喜怒哀乐，分享青春的体验。“真人

图书馆”创办者韩潋是该校 2011 届毕业

生，去年她曾致信南师大校长宋永忠，诉

说建立这个另类图书馆的想法， 得到了

校长及校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

的模样。 ”这是著名文学大师、曾任阿根

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的一句名

言。 如果说传统图书馆给人以书山巍峨、

学海茫茫之感，“真人图书馆”及其“真人

图书”，则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知识的人

格化和情感化。 除了南师大版“真人图书

馆”，今年以来还有广东顺德、北京海淀

区五道口先后开展了这种先锋试验。

免费阅读他人人生

南京师范大学“真人图书

馆”开馆，这个图书馆里的图

书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以自

己的个人经历为主要内容，与

读者分享人生，讲述自己的故

事。

9 月 15 日到场的 11 位

“真人图书”，有跨界研究拿下

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硕士

三学位，数学、历史博士双学

位的南京大学高数老师吴朝

阳；有用 13 天搭了 25 辆顺风

车，走了 3700 多公里，从南京

到乌鲁木齐，没花一分钱的南

师大校友胡蓓蕾； 有高考状

元、防艾义工、募集百万慈善

赞助建立基金会的南京大学

学生侯印国；有图书银行创始

人、助念网发起人、南京师范

大学校友杜亚明……

“阅读”一本真人书，就像

是一场小型的演讲，类似“真

人书友会”。 每个人都有一段

特殊的人生经历，与他们面对

面交流，不亚于读一本内容深

刻、故事生动的书，甚至能读

到很多其他书中所不具有的

生活体验和人生细节。

知识还能这样汲取

“真人图书馆”起源于北欧，并非是真的图书馆，而是用

活动的方式在各地举办， 通常是以校园内或图书馆内为主

要场所，有时则搭配嘉年华会、校庆等活动。

目前，这些被“借阅”的人中男女老少都有。“真人图书

馆”的发展历史已超过 10 年，这些“书本”的内容也更多元

化，从早期的受歧视者，到现在加入更多令人好奇的职业，

例如记者、警察、殡葬业者、政治圈人士等。

应当说，“真人图书馆”走进高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知识还可以这样汲取。最为传统的知识汲取方式，莫过于口

口相授、心心相传。 在网络阅读成为时尚的年代，数学阅读

增长迅猛，快节奏的生活衍生了快阅读、浅阅读、功利性阅

读等病症，信息碎片化、思维碎片化、思想碎片化表征愈益

明显。“真人图书馆”以一种逼近传统的方式，让我们把注意

力从纸张、网络、电子书的海量信息中转移开来，面对面地

与人进行知识交流、文化互动、角色体验的互换。 知识不再

是苍白的符号，它也有了人格、有了情感、有了温度。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一组江西省新建县西山庙会上的行乞者照片，18 日引起网友

关注，并在网上引发争议：这些行乞者坐在路边统一布置、带有铁

栏的遮阳棚下。 对此，新建县民政局救助站负责人表示，此举是出

于安全考虑。 新建县政府 18 日晚在官方微博回应：“对乞讨人员

采取紧急临时性救助保护措施，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踩踏事故”，

并称已发放路费遣散他们。

网友：做法缺乏尊重

许多网友都是首次看到这样的情

形：一排乞讨者，无论男女老少，统一坐

在前后由铁栏杆围挡的遮阳棚下； 大大

小小的乞讨工具，对应着摆在铁栏外，不

时有路人投下钱币。 18 日，一组题为《南

昌庙会铁栏圈住乞讨者防欺骗》 的照片

先后出现在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受到

网友广泛关注。

照片发布者称，9 月 15 日，南昌市新

建县西山镇举办庙会， 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香客。 庙会工作人员为避免外来香客

被一些不法行乞者欺骗， 在庙会门口建

铁栏将行乞者围在里面， 并有工作人员

送水、送饭。

从照片看， 这个带有铁栏的遮阳棚

被标识为“临时救助点”。 乞讨者似乎并

未因被限制行乞自由， 而感到尴尬或流

露不满。 在画面中，也的确有工作人员给

行乞者发放食品的情形。 照片发布者说，

“不少香客表示能够理解这种做法。 也有

不少香客驻足观望， 表示这种做法有失

妥当”。 部分网友同样认为，这种做法缺

乏尊重，“作为主办方， 不能不把别人的

尊严当一回事”。 也有反对者认可此举，

称“人家管饭发水，还给做了遮阳棚”。

照片的作者、 摄影师邹成林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 当时庙会工作人员告诉

他最好“不要拍照”。 对于设置铁栏的做

法，邹成林表示“可以理解”，“现场人确

实太多了， 从下午开始直到次日凌晨都

有人”。

据悉，西山庙会因坐落在西山镇、供

奉道教天师许旌阳的万寿宫而兴， 今年

的会期是 9月 5日至 10月 15日。

民政部门：出于安全考虑

针对争议， 新建县民政局救助站的

万站长 18 日下午对记者称，这种做法确

实存在， 但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不得

已而为之”。

按他的说法，庙会期间，常有香客团

体在街上放鞭炮，来往车辆也很多，如果

各种乞讨者混在人群中，“出了什么意

外，从上到下都要担责”。 他表示，这种办

法已实施好几年。 万站长还说，做了四五

年救助工作， 发现这些行乞者大多数都

是职业的。 庙会期间会给这些行乞者免

费发放饭菜和水，“有专项救助资金”。

对于外界的批评， 他认为应一分为

二看，“如果不采取措施， 一群人围着香

客，人家可能又觉得我们没管理”；“主要

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 防止出人命”。

西山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

员，提供了类似的说法。

官方通报

已发路费

遣散乞讨人员

“真人图书馆”活动现场，“真人图书”与读者交流。

庙会上， 众多行乞者将乞

讨用的盆放在铁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