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
能否独自乘坐
网 约 车 ？ 最
近，滴滴出行
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其微信公

众号平台发起了这一投票。截至发稿时，
688935人参与了投票。其中，56%认为能独自
乘车；44%认为不能独自乘车。

持支持意见的观点中，接近一半的人认
为，与其限制乘车人，不如加强司机管理；另
外，未成年人能独自坐出租车，就能坐网约
车；16岁可以外出打工，当然可以独自乘车。
持反对意见的观点中，排名第一的是，安全再
完备也防不住临时起意犯罪；其次，未成年人
安全意识弱，不宜独自打车；监护人必须对未
成年人的安全负责。

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产品的边界，近年
一直备受关注。在邀请投票页面，滴滴出行
列举了几个典型案例。

14 岁的周同学打车去火车站，司机文师
傅见他孤身一人，询问后得知其与家人吵架
后离家出走，文师傅将周同学送至附近派出
所；王女士为13岁女儿代叫车，并嘱咐女儿一
定要坐在后排，途中，司机要求女生坐到副驾
驶，并对她进行性骚扰，王女士得知后报警，
平台配合警方抓获司机，司机对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

2018 年 10 月 18 日，滴滴出行 App 增加
“请勿让未成年人独自乘车”的提醒与确认环
节。针对未成年人常去的热点区域，如幼儿
园、学校，乘客发单前需手动勾选是否成年，
如乘车人未成年，需由监护人陪同才可叫
车。滴滴出行表示，针对未成年人安全出行

的提醒上线后，得到不少家长的认可，但也有
部分家长与未成年人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该平台共接
到1058个电话问询“为何未成年人无法独自
叫车”。其中既有独自去补习的高中生，也有
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的青少年，以16岁至18
岁为主。在刚刚过去的寒假期间，帮助孩子
代叫车、让孩子独自乘车的家长也有所增加。

投票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部分网友提
出，未成年人可以独自乘坐出租车，为何不能
独自乘坐网约车？网约车的安全性是否比出
租车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发布的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网络约车与传统出
租车服务过程中犯罪情况》显示，2017年传统
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0.627，网约车司
机每万人案发率 0.048，前者是后者的 13 倍。
也有网友认为，对未成年人能否单独乘坐网

约车不能“一刀切”，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
是可以按照不同年龄层区分对待；二是呼吁
建立未成年人独自乘坐网约车“独立的保障
体系”。滴滴出行表示，讨论的结果与观点，
将为滴滴平台治理和安全产品团队提供重要
参考。 （摘自中青网）

电 影
里 的 老 北
京 华 灯 初
上，满城通
明，太液莲
灯碧熠熠，
天 街 夜 色

望层层。但事实上呢？
旧京有顺口溜：“黑灯瞎火北京城，

终年难见放光明。店铺家家上门板，住
户烛光弱如萤。常见大官家灯亮，怀搂
小妈正调情。”

这是京城“夜景”的真实写照。京城
百姓在明清几百年的时间里，照明靠的

是 蜡 烛 和 油
灯，电力照明
直 到 19 世 纪
末才在宫廷、
御园和东交民
巷 使 馆 区 出
现。据统计，
直到 1909 年，
仅有 600 多户
官员的住宅用
上了电灯。

其时北京
的路灯分成两
种，一种是用
了很多年的烧
煤 油 的 纱 罩
灯；另一种是
电灯，主要安
装在有限的几
条干道上，但
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这些电
灯竟还不如纱
罩灯受市民欢
迎，它们另有
一个外号叫蒿
子灯，蒿子灯

是北京的小孩子在
七月十五中元节那
天，用香火头粘在
蒿 子 上 的 一 种 风
俗，毕竟是鬼节的
物件，其亮度可想
而知，跟萤火虫的
屁股差不多，整个
京城入夜后指着这
种灯照明，完全不
靠谱。《益世报》评
论说：“北京的电灯，跟家里留人吃饭一
个样，添人不添饭，饱不饱就是他。”

1922年，石景山电厂建成发电，对京
城电力照明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其后
日本侵华，虽然在门头沟建设了很多电
厂，但多半用于电力采煤以掠夺我国煤
矿资源，反而造成内城的用电紧张。抗
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主持的冀北电力
公司，起先还能正常供电，后来从三天两
停电、一日三停电逐渐到日夜都停电。

电力资源的匮乏，必然导致市民夜
生活的匮乏，在描写旧京的文字里，常见
的夜景也多是胡同口的丧家之犬，路灯
下的几处人影，但在少数几条商业街上，
依然可以见到灯火通明的胜景，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就是后门大街与前门大街。

后门即地安门，清代这里是正黄旗

和镶黄旗的驻地，一些年老出宫的太监
就居住在钟楼后边的娘娘庙里，这些人
有钱，讲吃讲穿讲派头，所以想赚他们钱
的生意人都争先恐后地在这条街上开商
铺，朱光潜先生在1936年写的散文《后门
大街》上有这样的回忆文字：“一到了上
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
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
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
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相馆的玻
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
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
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口喇叭，放送京
戏鼓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
艺儿。这时候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
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
人。”

相比之下，前门大街要更加热闹。
白天大街两侧的行人便道，现在都支起
了长龙似的货摊，既繁荣了市民的夜生
活，又解决了一部分贫苦人的就业，很受
大众的欢迎。只不过这种夜市所售卖之
物，质量实在堪忧：比如一件捯饬得挺漂
亮的大衣，买回去细细一瞅，下摆或者腋
窝那不显眼的地方，有个大窟窿，是用一
块相近颜色的布补的，补还不是用针线
而是用糨糊贴的；更可气的是皮鞋，锃光
油亮的一双，到家一穿，不是前面开了嘴
儿就是鞋帮裂了口儿，纯粹的坑人蒙事。

（摘自《北京晚报》）

老妈又摔
倒 了 ，这 一 次
是 在 家 里 ，后
腰撞在了不太
硬 的 沙 发 角
上。距离上一

次摔倒不足半年，那是在外面，居然自己爬
起来一瘸一拐地挪了回来。再早的记录是
回家后被发现脸上有擦伤，但无论如何也想
不起来全过程，拍了核磁共振片显示硬脑膜
下血肿才证实了此前的可怕经历。住院后
没有任何症状，血肿就神秘地消失了……老
妈今年虚岁89。

老妈是个强人，命硬，用她自己的话说
叫刚强。十来岁时得了有记忆以来的首次

疾病：肚子疼。因为贫困，她尝试过医学之
外所有可以穷尽的民间方法。扎针、放血、

“仙药”、香灰，以及喝酒、抽烟止痛，最后也
不知道何种疗法显灵，仅留下吸烟的历史作
为可考证据。

老妈的疾病史在我眼里只是极少数“大
白天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直到我上大一的
时候，老妈躺在了我们附属医院的病床上，
传说中的“肚子疼”终于再现了，不过几经周
折也没搞明白这个神秘来去的病魔咋回
事。这是老妈第一次与现代医学亲密接触，
虽然“肚子疼”此后很久不再发作，但老妈再
也不相信任何疾病理论，坚定地认同了命运

体系。我也成了她嘴里的“屁医生”。
之后的经历好像不断地验证她的理念，

她口重，但血压不高且偏低，喜欢素淡和剩
菜却身材丰满无“三高”，明显的家族性因素
导致她家族多人死于消化系统疾病，只有老
妈安然进入八十行列，而且独居自理。传奇
的历程让她更加自负，来自我这个家庭医生
所有建议几乎都被拒绝。一直到最后一次
的“肚子疼”把她强行紧急送到医院，她提出
的第一个要求却是让我们把她悄悄准备的

“送老衣服”带到医院，那一年她81岁。
这一次，医生分两次从老妈的胆囊和肝

管儿里掏出了一堆困扰了她一生的石头，神
秘事故到此水落石出。在医生和我们子女
惊叹于老妈高龄手术史时，老妈再次强硬出

发了。拐杖和搀扶被看成冒犯，常规的医学
建议被看成是对她生命活动的束缚。于是
就有了前面叙述的系列跌伤史。在我们心
惊肉跳中，每次伤后的检查结论居然都无大
碍。

在被现代医学征服后，老妈再也没有住
过院，每天步行若干小时，践行着“大白天决
不躺在床上”的理念。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老妈依然保留的
抽烟习惯、努力自理，仿佛戴在头顶的命运
桂冠。我知道老妈病与命的下一个抗争又
开始了，可我猜不出她还有几个回合。

（摘自《深圳特区报》）

去年夏天北极圈内出现
罕见高温，一度达到 32℃。
还记得刚刚过去的冬天北京
雾霾频发，仅去年 11 月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就出现 4 次重
污染天气过程。这两个看似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件，却被
科学家找到了其中的关联。
3 月 7 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
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教授赵传峰等发表在《气候
动力学》上的一篇研究论文
告诉我们，北极与雾霾竟是

“相爱相杀”的一对。
通常认为，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造成了极地变暖。
当这一常识被固化后，很少
有人会去想，在温室气体外，
还有什么物质会让北极变
暖。2006 年，还在美国犹他
大学读博士的赵传峰，首次发现极地地区
除温室气体外的另一个导致变暖的重要
因素就是气溶胶（霾），相关论文发表在

《自然》上。回到北师大后，赵传峰又进一
步深化了这项研究，揭示了霾气溶胶对北
极冬春季节的强增暖效应，相关成果2015
年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通讯》。

“北极的云层浅薄，地球热量辐射出
来的长波透过云层辐射出去后，地球表面
温度本应该低一些。然而，霾这种小粒子
气溶胶的出现，使得云滴增多、粒径变小、
光学厚度增加，地面长波很少能够透过云

层向外辐射，反而被云层保
留在地面大气之中，形成了
很好的保暖效果。”赵传峰解
释说。

赵传峰开始琢磨：霾对
北极增温有影响，那么反过
来，北极变暖后会有什么影
响呢？会不会影响大尺度环
流，进而影响中纬度地区的
雾霾？研究发现，中纬度风
场受北极环流的影响，北极
变暖后，极地的风圈闭环环
流不容易被强势打破，因此
中纬度地区来自北方的风速
就会减小，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至于影响的滞后性，他
认为，是因为能量有一个存
储过程。到了夏天，北极海
冰融化，海温升高，能量存储
到海洋里，到了冬天才会释
放出来。

3 位匿名审稿人对赵传
峰等关于北极增温和中纬度
污染之间存在遥相关的发
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

认为，该研究的方法新颖，更重要的是，能
够引起大家对大尺度环流对局地空气质
量影响的共鸣。

“在排放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
的这项研究是可以作为预警的。”赵传峰
说。他表示，我国雾霾成因复杂多样，各
个因素在雾霾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有“贡
献”，是各个因子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
结果。具体到每个过程，雾霾主导影响因
子或有差异。赵传峰指出，治理雾霾的最
佳手段永远是在源头开展治理。

（摘自《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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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认
为，中国历史
的确切纪年开
始于西周共和
元年，即公元

前841年。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列表》
中由共和元年始，编排到春秋末年，再继以
战国秦汉的年表，写到司马迁本人的时代，
此后二十四史相继，没有任何间隙地延续到
今天。

司马迁还掌握了一些更早的材料，他在
共和元年一栏中注明了各诸侯国的国君纪
年，比如是年为鲁真公十四年，可以推出鲁
真公即位于前854年。事实上，因为鲁国世
系记载详尽，可以前推到前997年鲁考公的
即位。另外在《周本纪》里，司马迁清楚地记
载“国人暴动”发生于周厉王三十七年，下面

紧接着讲改元共和，如果同一年改元的话，
周厉王当即位于公元前 877 年。不过在此
之前的四代周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
——都没有记载在位年份，学者推测当时发
生了王室政变，局势相当混乱。中间一断
掉，以传统的方法就很难再往上推算了。

岳南在《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
解密记》中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委员
宋健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发现古代两河和埃
及文明的许多王朝纪年都远比中国古老，如
古 巴 比 伦 国 王 汉 谟 拉 比 在 位 年 份 为 前
1792—1750年，埃及法老胡夫统治时间为前
2589—2566年，比中国的最早纪年早一两千
年之多。

不过，埃及和两河古文明的确切纪年
（绝对年代）并没有十分古老，从绝对的确定
性来说，不见得超过中国多少。

以埃及为例，最早的埃及历史传世记录
来自公元前 3 世纪的埃及祭司马涅托用希
腊文撰写的《埃及史》。马涅托的时代埃及
文明早已衰落，不久后，连象形文字都失传
了。两千年后，随着象形文字的破译，埃及
学的兴起，学者才通过对大量碑铭、纸草书
等原始文献的解读，重新梳理埃及的年代。
埃及学中有多种年表，比如“传统埃及年表”

“修正年表”“新年表”等等。即便在最主流
的传统年表中，年代差异也非常巨大。以胡
夫为例，20世纪初的埃及学权威詹姆斯·布
里斯泰德定其在位年份为前2900—2873年，
21 世纪的《剑桥古代埃及史》则移到前
2589—2566年，差了三百年以上。

埃及人虽然很早就发明了文字，但没有
连续的史官传统，王表、铭文等语焉不详，很
容易被误读。埃及历史上绝无争议的年份，
恐怕得到公元前 525 年——古埃及被波斯
帝国征服的那一年。

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与埃及类似，不过
精确度略胜一筹。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很
难确定具体年代，此后历史记录逐渐丰富翔
实，但是在前 1500 年左右古巴比伦王国被
赫梯所灭，历史记载发生了巨大断裂，导致
此前一切年代都只能估算，因为当时有金星
位置的天文学记录，让现代历史学家可以通
过天文学知识估算一些重要事件的年份，不
过因为天体运动是按一定周期循环的，从而
每种估算都有 64 年左右的差距，导致长年
表、中年表、短年表等四五种主要模型。

在断裂时期以后，历史记录变得精确多
了，但是仍然有数年的差异，威尔·兰格主编
的《世界史编年手册》中指出：“美索不达米
亚的主要史事顺序，上溯到公元前十二世
纪，其误差不出一两年。”不过也很难说纪年
什么时候从相对准确过渡到绝对准确的，其
中一个最关键的节点是公元前 763 年的一
次日食，正是这次日食可以让学者通过一系
列铭文和残篇，上推到数百年前，而这已经
是中国春秋初期了。

事实上，能否确定绝对年代，与文明的
古老或发达与否没有必然关系。不过早期
多有模糊中断，准确纪年只能从某一较晚时
代开始，是各古文明共有的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

现在冬
季取暖用暖
气和空调就
解 决 了 ，那
么四百年前
的北京怎么

取暖呢？那时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首都，
人口最多时达到百万之众，在当时的世界
上也是少有的大都市。如此多的人口聚
居，燃料供应自然就是大问题，尤其是冬
季取暖用料问题尤为突出。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燃料居第一位，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北京作为京师，仅皇宫及各衙门、厂
库所需的燃料数量就极大。其中内廷耗
用柴薪的数量最多，明弘治以前大约是每
年2000余万斤。

为了保证北京皇宫及各衙门所需的
巨额柴炭，官方选择了林木较多的太行山
北段，于宣德四年设立了易州柴炭厂，当
时称“山厂”，派专人管理柴炭的采烧。山
厂衙门最初设在保定府易州，柴炭也多在

易州沙谷等山厂开采，但自宣德五年
（1431年）起，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取
用已久，材木既尽”，于是在景泰元年
（1450年）初，移厂到真定府平山、灵寿等
处采烧。后来考虑路途遥远，怕影响京师
供应，到天顺元年（1457年），再次把山厂
移回易州城西北二里的地方。

山厂隶属于工部，工部在山厂建有部
堂，设督理侍郎一员总管其事。在山厂劳
动的人役称为砍柴夫，宣德四年出派砍柴
夫的府州有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及泽州、
潞州、辽州、沁州、汾州五州，直隶顺天、真
定、保定三府，山东兖州、青州、东昌、济南
四府，负责派出采柴烧炭任务的人员，所
辖砍柴夫的名额，由上述单位分派，这些
府州共佥差砍柴夫，合计每季
25855名，四季共103420名。这些
府州以及所属出派砍柴夫的州县，
都要派有佐贰官长驻山厂督理此
事。此外，还有运送柴炭赴京的抬
柴夫，共有2000名。

木材的消耗量大增，致使森林
资源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明初以后，北京居民的燃料仍
以柴薪和木炭为主，而这些燃料主
要取自北京附近的军都山、燕山及
太行山。樵采者为了在一处多获
取些木柴，往往拔本而取，采之无
节，恣意砍伐，给山林造成很大破
坏。这其中盗伐山林的现象十分

严重，而盗伐更是破坏性的砍伐。过度的
樵采，到明代中叶，北京附近的森林资源
已遭到很大破坏。这些山岭原本森林茂
密，明代中叶以后林木日渐稀少，随之产
生了几个方面的恶果。

北京居民用煤作燃料，从辽金时代就
开始了，到了元代也偶有使用，只是未普
及。自明初以后，明政府对北京附近采矿
颁有禁令，规定不得于卢沟桥以东山岭挖
掘山石和采煤。嘉靖年间，也是因为燃料
危机，曾放松控制，尤其是西山的采煤得
到许可。此举虽然解决了北京的燃料供
应，但因征税问题引发了矿工、煤户大规
模进京请愿的风潮。

（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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