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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公共设施必须向全民开放，不以身份地位的高
低来决定能否进入。这是一个社会是否足够文明的标志。
公共管理部门应进一步还原更多公共场所的公益属性。
政府和社会要为弱势群体撑起权益保护伞，建设平等的
公民社会，逐步填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心理鸿沟。

“衣衫褴褛”与“手不释卷”本是两个不甚相关
的词语，但近日,网上一组拾荒者在杭州图书馆阅
读的照片让这两种状态联系在了一起。多年来，杭
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流浪汉入馆阅读，获赞“史
上最温暖图书馆”。由此也带来了社会舆论对公共
场所公益性与规则问题的关注。

公共图书馆敞开的大门

作家博尔赫斯曾说过：“如果有天堂, 天堂应
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这里，本应没有身份贵贱
之分，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公共图书馆本来就应该向所有公众开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学锋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图书馆的“公共”二字
已经表达了它的公益属性，即对所有社会公众免
费、平等、无条件开放。

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也坦言：“公共图书馆
在本质上便带上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属性。”

可就是这“本来”与“本质”都理所应当的事
情，却一再成为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不得不
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弱势群体的平等和尊重依
然是稀缺物。

虽然杭州图书馆为弱势人群提供了平等阅
读的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图书馆依然
拒绝诸如拾荒者等弱势群体的进入。社会中也
依然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歧视，比如城市中
盲道以及无障碍设施的缺乏，商品包装上没有

盲文提示，坐轮椅的人上公交、坐飞机被拒，农
民工坐公交、地铁被嫌弃等等。这些既体现了社
会对弱势群体缺乏同情心，也是身份社会根深
蒂固的观念所导致。

公共空间属于公共物品，是国民收入再分配
的结果 ，它应该保障每一个社会公民公平、平等
地共享其中。正如杭州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刘丽东
所说的那样, 杭图接纳拾荒者本不应该被人们当
做新闻，因为，这正是一座公共图书馆应该承担的
责任。

要公益也要规则

在走访北京市多家公共图书馆时 《中国科
学报》记者发现，几乎每一家图书馆在入口处都
有一则入馆须知，其中规定了入馆需要遵守的
种种规则。

请勿大声喧哗、关闭手机、衣冠整洁、爱护图
书等都是入馆须知中最基本，也是共性的要求。

在反对杭州图书馆做法的若干理由中最普遍
的一个即是认为拾荒者的装束和行为会影响其他
读者的阅读。据悉，曾有杭州图书馆的读者对身边
的流浪汉、乞讨者散发异味而感到不满。这些读者
认为杭州图书馆在保护弱势群体正当权益的同
时，却侵犯了其他读者的权益。

“公共图书馆应该具有公益属性，对所有公众
平等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场所不需要规则。
公共场所的规则对所有人而言也是平等的，大家

都必须去遵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永平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众所周知，公共场所因其不同于私人空间的
公共属性，为了营造良好的环境和秩序，都有一定
的规则约束，比如公交车和地铁有乘车规则、公众
场所有禁止吸烟的规定等等。

如果说公共场所的公益性是社会进步的标
尺，那么在公共场所中的公众遵守规则又何尝不
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呢？

在尚学锋和孙永平看来，与其说拒绝拾荒者
的图书馆和阅读者是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对身份
鸿沟的坚持，倒不如说公共场所在具有公益属性
的同时也必须具备规则属性。

“与车站、地铁等其他公共场所相区别，图书
馆具有其特殊性。”孙永平解释到，“前者是流动性
比较强的公共场所，而图书馆是一个相对比较封
闭、读者停留时间较长、需要安静环境、图书需长
期保存的公共空间，这些属性都决定了图书馆要
制定自己的规则，这也是最大程度为读者服务所
必需的。”

孙永平认为，如果拾荒者能够遵守不要大声
喧哗、关闭手机、衣冠整洁、爱护图书等等图书馆
的通行规则，相信不会有图书馆和其他读者拒绝
他们。

如何实现面向所有公众

“公共场所在保持其公益性的同时，还有一

个如何面向受众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公共场
所中不同群体间能否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尚
学锋说道。

公共场所，尤其是图书馆这样的公共场所要
想践行其公益性，必须对公众抱以足够开放的态
度，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
要求。然而包容性的“孪生子”是多元性，多元性就
不得不面对“众口难调”的问题。

作为公共空间，如何能够实现面向所有公
众，满足其对多元性的要求，使人们都能得益于
其中呢？

尚学锋认为，这就需要根据受众的不同情况
作不同的设置。以图书馆为例，阅览室的开放应该
最大程度顾及所有公众。有以休闲为主的通俗性
质的阅览室，也有供专业人士使用的阅览室，还可
以设计展览区、休息区等供人们在休憩的同时感
受文化氛围的熏染。

“公共场所功能的区分并不违背公平原则。”
尚学锋说道。

与图书馆相似，盲道的设置、公交车上的老弱
病残孕专座等等都是对公共服务功能的划分，这
种划分的本意不是要将它所服务的人群划分为不
同的群体，而是以他们的实际需求出发为他们提
供更好的服务。

一个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体现在它提供公共服
务的水平上，也体现在人们的规则意识上。但更重要
的，它体现在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上，正如康德所
说，每一个人都应当被当作目的来看待。

公共场所：公益性与规则共存
姻本报记者 韩天琪

评价隗

最近，杭州图书
馆因向拾荒者开放，
获赞“史上最温暖图
书馆”。

杭 州 图 书 馆 自
2003 年 开 始 推 行 免
证 阅 览 的 开 放 制 度
以来，拾荒 者、民 工
入 馆 早 已 是 常 态 现
象。但每到年末，这
件 事 都 会 再 一 次 成
为 新 闻 ，被 热 炒 一
番。这也反衬出，在
我们的社会中，身份
平等、对弱势群体尊
重的理念，在现实中
依然是稀缺物。

包 括 公 共 图 书
馆 在 内 的 各 类 公 共
空 间 由 政 府 财 政 支
持 ，经 费 来 源 于 税
收，向所有公众开放
是应有之义。杭州图
书 馆 允 许 拾 荒 者 入
馆阅读，这些拾荒者
的高度自律, 也让工
作 人 员 和 读 者 深 受
感动。杭州图书馆馆
长褚树青说，洗干净
手再看书，该馆并没有这个硬性规
定，倒是乞丐和拾荒者群体中的不少
人，看书前会主动洗手。

杭图最初推行免证阅览制度时，
也曾面临过一些质疑，但随着观念的
逐渐开放，如今社会对弱势群体、边
缘人群的关注和包容度已逐渐提高。

尽管如此，杭州图书馆为流浪汉
和拾荒者们打开一扇门，未必能够得
到所有人的认同。在新闻报道里，有人
对他们的体味皱起眉头，甚至投去嫌
弃的目光。也曾有读者抱怨允许乞丐
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
不尊重。褚树青说，“我们没有权力撵
走哪一个人，但是您有权利换个区
域”，建议有意见的读者换个其他的地
方去坐，这也体现着对双方的尊重。

褚树青认为，公共图书馆在本质
上便带上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属性。对
于弱势群体而言，图书馆可能是唯一
可以消弭与富裕阶层之间在知识获
取上鸿沟的一个重要机构。

知识改变命运，对有钱人适用，
对一无所有的穷人更适用。所以，穷
人更迫切地需要公共图书馆向他们
敞开大门。

公共图书馆的基因里有这样的
理念与传统，它滋养民智，崇尚思想，
而弱势者是这场文化重建中不可或
缺的一分子。从这一层面来讲，为这
些社会底层的弱势者提供机会，使之
成为拥有健全心志、丰盈思想和自由
灵魂的责任公民，意义尤为重大。

博尔赫斯说，如果真的有天堂，
那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是什么
模样？它既象征知识和真理，更传递
着平等和开放。天堂是一个无限温暖
与光明的想象，在那里，没有身份贵
贱之分。

尽管杭州图书馆为弱势人群提
供了平等阅读的空间，但不可否认的
是，社会中依然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
的身份歧视，例如前不久曝光的武汉
公交司机赶农民工下车乃至追打农
民工事件。

还有大家熟知的另一些现象：去
某个高档小区，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去
的话，就可能被挡道，但开车去的话
就不仅可以通行无阻，还能收获门卫
的“庄重敬礼”；在更多的公共空间，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这类提示牌，对
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些现象折射出身份观念在我
们的社会依然根深蒂固。

平等、包容、博爱、尊重，这是普
罗大众包括城市管理者该有的共识。
这良好文化的浸润与价值观念的同
化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延展和推行，说
到底，这不仅是个思维意识问题，更
是个考验责任良心的命题。

社会进步到了今天，有些基本的
公共设施是必须向全民开放的，这不
是以身份地位的高低来决定是否有
进入门槛，而是必须零门槛进入，这
是一个社会是否足够文明的标志。希
望也借此催发公共管理部门进一步
还原更多公共场所的公益属性。

那些拒绝弱势群体进入公共场
所的人不仅危害了别人的权利，也将
危害自己的权利。一旦社会中有了

“非常公民”，权利的平等就成了空
谈，自己也可能在其他场合被拒绝。

城市之所以形成，原本正是由于
各色人等的聚集，每个人都能从中找
到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的“机
会”，创造自己的“价值”，最终成就一
个个城市的繁花似锦。

尊重众生平等，才是真的进入成
熟社会，也是更加和谐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靠着
许多人共同努力与推动的，要改善和
提高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以及我
们每一个人的福祉，需要全社会每一
个单位每一个成员都从我做起，从点
滴做起。让我们早日走出身份社会的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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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以理性、积极态度提升社会包容性
姻本报记者 王剑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大量显
性和隐性的歧视，比如城市中盲道以及无障碍设
施的缺乏，商品包装上没有盲文提示，导盲犬不
能上公共汽车、不能进入公共场所，坐轮椅的人
上公交、坐飞机被拒，农民工坐公交、地铁被歧视
等等。这些现象背后说明了什么？《中国科学报》
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研究所
副所长、副教授杨永恒。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图书馆向拾荒者、
流浪汉开放？

杨永恒：杭州图书馆向拾荒者开放，是城市
文明的体现，它传递出极大的正能量，其保障公
平的理念应当得到肯定、弘扬和推广。

首先，文化权利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拾荒
者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并予
以满足，而对弱势群体基本文化权利的尊重，本
身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第二，均等化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属性。作为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公共
图书馆的服务要体现均等性，要让全社会公民平
等地享受阅读服务，杭州图书馆正是积极践行了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这一理念。

第三，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对提
高人民的文化素养、促进身心健康意义重大。图
书馆作为弱势群体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对提升
拾荒者的文化素质，增强弱势群体的归属感、尊
严感和幸福感，激发上进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拾荒者也是普通的读者，只要遵守图书馆的
规章制度，应该不会给其他读者带来影响，也不
至于侵犯其他读者的阅读权益。如果由于任何读者

（包括拾荒者）不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或者本身
的行为习惯给其他读者的阅读带来影响，图书馆可
以对其进行规章制度的宣传教育，拒不改正的，可
以按照有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拾荒者愿意进入图
书馆阅读，其他社会成员应该给予其更多的理解、
宽容和接纳。

《中国科学报》：当人们出现在公共场所时，是
否应该有基本的仪表和行为规范？

杨永恒：公民在公共场所应当注重仪表和行
为规范，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公民仪
表和行为主要应该由社会公德和文明公约来规
范和约束。特定的公共场所如图书馆也可以根据
其场所特性，对文明行为作出一定的要求，比如
订立《文明读者公约》。如果公民的仪表明显有违

观瞻、行为明显失当，图书馆可以依据相应的规定
拒绝其入馆。不过，仪容整洁是一个十分主观的判
断，每个人的判断都不一样，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
准，只能作定性的规定。

拾荒者作为社会边缘人群，往往缺乏身份
认同、流动性大、归属感弱，自我认定和自我评
价普遍较低，缺乏尊严感，容易造成文化意识的
缺失。同时，图书馆作为拾荒者获取文化资源的
主要渠道，不仅可以丰富其文化生活，更有可能
成为拾荒者自我提升、摆脱贫困的希望。对乐于
获取文化资源的拾荒者而言，图书馆的意义非
常重大。因此，我认为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应当
创造更大程度上的公平，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
的鼓励和支持，不要以“衣冠不整”为由拒绝弱
势群体获取文化服务的愿望。

《中国科学报》：前不久新闻报道导盲犬进入
公共场所被拒、商品包装上没有盲文提示、残障人
士坐轮椅上公交受指责等问题，这说明了什么？

杨永恒：关爱残障人士，是一个社会文明进
步、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残障人士作为社会特
殊群体，在生活中往往遭遇种种不便，他们需要社
会更多的关注和尊重。但目前，我国社会对残障人
士关爱不够，对残障人士需求的关注程度普遍偏
低，无障碍设施建设起步较晚，相关立法相对滞
后，这一现状亟须扭转。

首先，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一步宣传倡导
关爱残障人士，普及关爱残障人士的相关知识，使
更多人真正理解和尊重残障人士。另外，需注重加
强立法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以促进消除残疾
歧视，确保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助残工具的提供。

《中国科学报》：农民工乘坐公交、地铁被歧视
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您怎么看？

杨永恒：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
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
重大贡献。我们应该呼吁民众给予农民工更多的
理解和尊重，同时政府和用人单位也应该共同努

力，除了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待遇、完善农民工保障
制度和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外，还应该更多地关
心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以文化人”的作
用，提升农民工的文明素质，使农民工群体可以更
有尊严地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建设的成果。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社会上还存在哪些
歧视现象？

杨永恒：目前我国社会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城乡歧视、地域歧视、疾病歧视、同性恋歧视等歧
视现象。各类歧视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究其根
本，反映出我国社会还缺乏包容度。同时，由于民
众普遍对弱势群体缺乏了解和沟通，在很大程度
上也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

不过，近年来这些现象出现了一些积极改变，
尤其是在网络舆论方面，理性、积极的探讨在增多，
我国社会成员正更多地表现出包容心和同情心。有
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各类歧视现象将逐渐得到扭转。

核心阅读

托马斯·霍布斯

我们看见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
束缚，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
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

隗

霍布斯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 世纪意义上的）”霍布斯开创性地将
新科学和政治哲学融会贯通。其次，霍布斯从抽象人性原则和人的理性概念出发，第一次系统地用社会契约论解释了国家的产生及基础，批判
了君权神授论，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形态。最后，霍布斯关于国家主权的阐述标志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国家主权说的正
式形成。 ———百度百科

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生于英国威尔特省一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做过贵族家庭教师，
游历欧洲大陆。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指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
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

尚学锋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国籍：英国 成就：政治家、哲学家 生卒日期：1588 年 4 月 5 日 ~1679 年 12 月 4 日
代表作品：《论政体》《利维坦》《论人》《论社会》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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