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车掉进坑里，
偶然还是必然？

今天的开篇好像不那么家常，我们先从公共安
全领域常被提及的“墨菲定律”说起。

19世纪40年代末，工程师爱德华·墨菲参加了
美国空军的一项实验，其中一个项目是将16个火箭
加速计悬空装在受试者上方。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加
速计固定在支架上，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然将16
个加速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

墨菲定律的大意，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如果糟
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
一定会发生；如果你担心某事可能向你不愿看到的
方向发展，那么它一定会朝着这个方面发展。墨菲
定律的影响很大，有人甚至称之为20世纪西方文化
的三大发现之一。

这个墨菲定律，讲的也是一种心理学效应，事实
上是很家常的。举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
种经历：起晚了，慌里慌张往学校赶，生怕迟到；结果
呢，还真的迟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经常起晚，经常
担心，只不过之前很多次都及时赶到，于是很快就忘
了自己在路上曾多么担心。

好了，回到昨天晚报报道的一市民遇到的倒
霉事儿。

4日晚，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连人带车掉进涧
西西马沟工业园附近一个燃气管道施工坑中。报警
后得救的男子，头部被缝了20多针，身上多处擦伤。

骑车掉进坑里，事发偶然，纯属倒霉？细想想，
却很有点儿“必然”的味道。

其一，坑旁的围挡被过路的摩托车撞倒了一
面。假如摩托车司机能够意识到，晚上黑洞洞的，倒
下的围挡将给后面的车埋下隐患，及时去扶起围
挡，事故可能不会发生。

其二，对面驶来的大车车灯晃得骑车人瞬间
“失明”。骑车人说了，正好对面车灯打过来，他根本
无法看清围挡有缺口。能把人“闪瞎”的灯，肯定不
是正常的近光灯。假如大车司机发现对面有人时，
能变换一下灯光，事故可能不会发生。

其三，夜晚光线不佳，围挡本身的“能见度”大
打折扣。假如施工单位在设置围挡时，能更精细
化、人性化，比如增加一个小警示灯，事故可能不
会发生。

问题是，这三种因素恰恰就聚在了一起，坑了
这名骑车人。

这么大一个城市，觉得破坏公共设施“无所
谓”的人，改装车灯、滥用远光灯的人，围挡设施
不是十分完善的地方，都不少！这些不自觉、不到
位，可能一天甚至一百天都没问题，可能一次甚
至一百次都没问题，但麻烦可能就出在第一百零
一次——坑不到张三会坑到李四，今天不坑人明
天会坑人。

太多可怕的事故，背后的原因看似千差万别，但
都有其共性的一面：一些小概率的危险苗头，由量变
发展到质变。小之又小的不规矩、不自觉，做惯了，看
惯了，麻木了，距离大麻烦就不远了。

钱钟书的《围城》里有一句话：天下就没有偶然，
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信哉此言。

【新闻背景】因“艺龙旅行网”在微博中使用了
葛优的肖像图片做配图，演员葛优将艺龙网信息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艺龙）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停止侵犯肖像权的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40余万元。日前，海淀区
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12月7日《法制晚报》）

名人起诉肖像权遭侵犯的事件很多，腕儿越大
越可能摊上这事儿。不过，与直接使用、PS明星照片
等广告类侵权事件不同，“艺龙旅行网”使用的是早
已火遍大江南北的“葛优瘫”等图片。这对于其他已
经使用，或准备使用该组图片的人来说，实在是个不
小的冲击。

网友恶搞“葛优躺”，在不越文明底线、不违法
的前提下，娱乐一下未尝不可。作为商家，就没法
那么任性了。此番侵权事件主要涉及两方面：第
一，“艺龙旅行网”在葛优本人不知情、未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使用、制作了带有葛优肖像的图片，用于
商业目的，涉嫌侵犯葛优本人的肖像权；第二，“葛
优瘫”组图作为影视截图，他人在未经制片方允许
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并将其用于商业目的，侵犯了
制片方的版权。照此说来，艺龙要面临的官司可能
不止一场。

除了明星肖像、影视截图类侵权事件，网络侵
权行为还有很多。例如，今年在网上流行的“翻船
体”漫画，同样被广大网友和各类媒体引用。漫画

作者对此非常苦恼，直言在为漫画走红高兴之余，
对于自己的著作权、改编权等权益被侵犯很“崩
溃”，最后表示：只要非商业用途皆可再创作，“不
用再问我了”。

这种矛盾心理不难理解。对于众多在网络上谋
生的原创作者而言，作品乏人问津是最大的苦恼。
类似“翻船体”的爆红，无疑是“幸福来得太突
然”——至少省了一大笔打广告的钱。问题在于，在

“病毒式传播”的过程中，二次制作、滥用在所难免，
而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谋求未来的商业合作，许
多原创作者不得不默许了侵权行为。涉嫌侵权的网
络热图、表情包之所以这么多，皆有此原因。

另外，由于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法不责众
等原因，我国版权保护制度的运行仍面临不少问
题。应该说，版权保护不能仅靠争议双方打官司，
各机构、互联网平台等更应主动尊重版权。更重
要的是，公众也应有抵制侵权、尊重版权的意识和
行动。

2011年，在韩寒、贾平凹等50位作家声讨百度文
库侵权一事后，公众围绕版权保护的讨论影响至
今。如今，越来越多的读者都认为，“支持正版”不仅
是为了保住创作者的饭碗，也是保护原创力量、维护
市场良性循环的重要方式。具体到大家都熟悉的表
情包上，发现商业性侵权行为时随手举报，不是太大
的难事儿。

■洛浦听风

葛优起诉艺龙擅用“葛优瘫”是“普法课”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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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可怕的事故，背后的原因看似千差万
别，但都有其共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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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近日，一条医生“炫富”的微博火
了。认证为“泌尿外科执业医师”的微博大V“成都下
水道”在网上晒出新买的一件一万多元的羽绒服，惹
来热议。有网友质疑一名医师为何花钱如此大手
笔，有人认为身为医生如此炫富恐不妥；也有不少网
友认为，医生凭本事吃饭，没什么好说的。随后，该
医生丝毫不畏争议，又晒出了自己的收入、身家：年
收入超过百万元，正准备买第四套房。（12月7日
《成都商报》）

在如今的医疗服务定价与医生收入大格局中，
有大把钱可炫耀的医生当然只是极少数。就这名
医生来说，性子倒也爽直，人家明明白白说了，除在
单位一年的20多万元收入外，线上、线下讲课，多点
执业，投资公司，才是收入的大头。作为一个不断
拼搏的创业者，他“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学习，每天
更新知识”。

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努力挣钱，并且在可承受的
范围内过上好的物质生活，确实无可厚非。需要注
意的是，这一名医生的经济状况，与天下千千万医生

的关系并不大——通过所供职的医院，通过专业医
疗服务获得体面甚至优厚的收入，仍是众多医生的
梦想。

当然，因为医患关系仍显紧张，医疗费用仍是公
众的切肤之痛，很多医生收入也未完全透明，一名医
生“炫富”，必定引来争议。如何让医生都能通过优
质的医疗服务获得高收入，让患者不会因负担不起
医疗费用心生愤懑，是“炫富医生”事件背后更值得
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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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炫富”引争议的背后

每年买衣服
花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