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三十年前，我读高中
时住校，学习非常紧张，每两
周回一次家。当时并没有封
闭校园，课余时间我们还能
到镇上逛一逛，每天晚饭后，
有大约一小时的散步时间，
去学校背后的山路转一转，
是最好的休闲方式。一边走，
一边看风景，一边摆龙门阵，
书生意气的我们也曾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同学之间无话
不谈，既放松了紧张的神经，
又拉近了关系。

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后
来出现了半封闭式校园，学生
上课时校园封闭，不得随便出
入校园，无关人等被禁止入
校，但午餐时段及下午放学
后，校园是开放的。不知从什
么时候起，开始完全封闭校
园，学生学习、生活、娱乐都
在学校进行，门卫 24 小时值
班，严格限制进出，学生全天
被圈在几十亩到几百亩不等
的天地中，基本不与社会接
触。高中学校把封闭化管理
推行得尤其彻底，人性化的
学校一周放一天假，严厉一
些的两周放一天假，夸张的一
个月放一天假。少得可怜的假
期也不让人闲着，有海量的作
业，有的学生还被家长逼着转
场上补习班。

因为不能携带手机，很
多学生主要靠看报纸或者老
师透露的一些信息了解外面
的世界。有人会说，同学之间
总有机会交流吧！问题是学
生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
极少闲暇时光，“卧谈会”被
明令禁止，学校不欢迎学生
进行学习之外的交流，说话
多的学生会被警告甚至批
评，因为影响了别人学习。在
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考试
成绩优异的学生被塑造成了
典型，学校管理者从不讳言
成绩是学校的生命线，因为
不出成绩，无论是学校还是
学生都没底气，不硬气。在应
试制度下，教育管理者有上
述思想不足为奇。没有人否
定学习成绩的重要性，但如
果只看重学习成绩，不顾及
其他，一定不是称职的教育
工作者，也不是称职的家长。

无论学校、家庭还是社
会教育，有三点是不能回避
的，那就是要教孩子学会做
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做
什么人呢？做有爱心、守孝
道、善感恩、能担当、敢负责
的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律己严待人宽，要“慎
独”。怎样生活呢？《易经》讲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心胸阔大，自立
自强。如何学习呢？《论语》讲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
不如乐知者”。学习就是一种
生活方式，快乐是其不二法
门，忌讳功利化的学习观。不
能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当
成名牌大学的敲门砖，当成
挣大钱、娶美女(嫁豪门)的手
段。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让
人成为健康和谐的人，成为
一个自主坚强、懂得感恩回
馈、具备独立思考与判断力
的公民。

封闭式校园削弱甚至阻
隔了家庭及社会教育的作
用，一方面使亲情缺位，导致
学生人格不健全、心理不健
康。十多年前，朋友的孩子考
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他只
有 13 岁，比正常孩子提前两
年，考进的还是分数最高的
实验班。朋友为此很自豪，我
也引以为榜样教育儿子向哥
哥学习。不久就传来噩耗，那
个孩子跳楼自杀了。公开的
理由是他沉迷于游戏，成绩
下降，受到老师批评，愤而自
杀。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学校
实行封闭化管理，不具备经
常打游戏的条件，每周只有
一天休息，还有父母监督，只
能利用回家及返校的时间打
游戏，因游戏致使成绩下降
的理由不充分，因此受到老
师批评于是自杀也说不过
去，我估计是因为心理出了
问题。13 岁的孩子正值青春
叛逆期，情绪极不稳定，高中
以前一直有父母陪伴，加之
成绩好，一直是老师心中的
宠儿，自然顺风顺水，现在突
然进入一个封闭的校园，独
自面对不熟悉的老师、同学，

加上课程难度增加，成绩出
现波动是正常的。此时如果
有父母在旁或者朋友安慰，
就有可能帮他渡过难关，但
在一个封闭的新环境中，一
切条件都不具备。青春期的
孩子容易锁闭自己，不愿意
与人交流，一旦受到外界刺
激，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是
有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由
于社会教育缺失，学生不了
解社会，不懂得人际沟通与
交流，一些人甚至不能适应
社会。学校给学生设置了一
个近似真空的环境，无关学
习的信息被屏蔽，学生基本
与社会绝缘。但学生不能永
远与社会隔离，终究要走出
校园。当他们完成高考走出
围墙时，已经与社会脱节三
年了，自然无法应对这个不
纯洁的缺少老师和保安的世
界。

今年暑假，山东、广东连
续发生三起涉及学生的网络
诈骗，导致两名学生猝死、一
名学生自杀，其中两名是高
三毕业生，另一名是大一新
生。假如他们有一些防范网
络诈骗的常识，假如他们接
到诈骗信息后及时与同学、
朋友、老师沟通，假如他们给
警方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或
者直接向教育局、财政局及
相关银行咨询，只需做到以
上任一项，悲剧都可以避免，
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这难
道不应该反思吗？

三年前，侄女随父母到日
本读书，现就读于一所高中。
学校不封闭校园，既不提供住
宿，也不提供午餐。侄女吃过
早饭后，带上由父亲精心准备
的便当，先骑自行车，再转公
交去上学，每天花在路上的时
间有两个多小时。虽然很辛
苦，但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比在
国内时融洽多了，不仅学习成
绩没有下降，体育、艺术及社
会适应能力诸方面都有提高，
从娇滴滴的小姐变成了雷厉
风行的大姑娘，去年暑假，她
独自一人回国探亲，这在从前
是很难想象的。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们为何
要把学生关在学校里
□雨茂

【社会观察】

国人的各类文化习俗中，一个饱受诟
病的就是“说话声太大”，或说起话来像“吵
架”，中国人说话声大，恐怕是包括中国人
自己在内的多数人的共识吧？有个段子这
样讲：俩中国人在唐人街说话，美国人听后
以为打架了，赶紧报警。结果警察来了，其
中一位国人对警察说：“对不起，我们在耳
语！”

国人说话历来声大，好像近些年说话
声更大了，这就是在把习俗“发扬光大”吧？
有人说是地缘造就了国人的大嗓门儿，如
在农业文明空旷的田野、山林、草地、沙漠，
老祖宗相互间的交谈只能大声说。还有信
仰问题，说中国人是活在老天爷眼里，只要
自己问心无愧，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因而说
话声大。也有人说是环境原因，如中国的环
境嘈杂，不大声说话对方就听不见。还有人
称国人是因为太过自信(或不自信)说话声
大。也有人说是自古以来国人背书的传统
使然，如国人在小学要背诵课文，上了中学
和大学还要背诵，如今又加了英文，“喊”英
语已成为一种时尚，高声喊叫一直伴随学
生，直到毕业。还有人从语言的角度揣摩，
如语法结构问题，汉语是主谓宾结构，人们
相互间很容易插话、抢话。

更有甚者称是“文革”遗风，主要是源
于制度和社会因素。以前看到的都是游行、
喊口号、批斗会、群众集会等，这种习惯很
可能会传给下一代……国人历来讲究斗
争，包括与天斗、与人斗、与大自然斗等，有
权有势的人，大声说话以显示威风；升斗小
民，说话大声为的是壮胆。而在一个征服者
看来，对被征服者耍任何一套君子手段，都
不如对其大声训斥和恐吓管用。

如今，社会正朝着文明的方向走，恐怕
谁都知道大声说话不是很文雅，也可视为
一种“不文明行为”，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害
处人尽皆知。可是，国人还是习惯于大声讲
话，老毛病就是改不了，这与文明相悖。在
国内，大声说话的人占多数，大家都感觉不
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大。一出国，就立马发现
自己的声音分贝要比老外高很多，这恐怕
就是文化习俗传承的原因了。想破解它，就
需要我们拿出一些智慧和勇气来。

一些出过国的中国人回国后，经常反
馈回一个信息：在外国尤其是较为文明的
国度，公共场合里中国人讲话的声音特别
刺耳，这与在人家那里经常性的“安静”氛
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自己国家里的公共
场所虽然讲话声也很大，也刺耳，但国人早
就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去了国
外，才似乎被放置在一个差异巨大的背景
下，被特别地凸显出来。这可能与国人历来
缺少隐私保护，没有对隐私保护的习惯有
关。例如，打电话很少顾及别人，张家长李
家短的大声说话习惯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在《我们怎样思
维》中说，一个民族，如果其科学理性思维
缺乏的时候，就只有靠经验思维来判断了。
在一个不懂科学逻辑理性的民族中，如果
要得到人们的认同与好评，特别是要引人
注目，大声叫喊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听话
的人，不会从你的话语里找到逻辑的力量
与科学的理性之光，他们只会注意一个人
或者一个事物的外表特征，只会注意这个
东西发出的声音有多么洪亮与滔滔不绝，
有没有排山倒海之气……是啊，缺乏科学
理性思维，不一直是我们的短板吗？

也许有人不解，如今那些受过良好教
育的国人，多数人讲话声也很大且常常如
此，那么，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大的邻国
百姓，为什么说话声就小呢？这恐怕还有法
治和信仰在起作用。同样是面临公共领地，
国人的羞耻感显得不足，对文明和道德的
尺度把握有限，对法律的敬畏乏力。明知道
是不文明的，却依旧不管不顾，这里就不是
单纯靠文化习俗能解释的了。

其实从古至今，国人一直倡导的温良
恭俭让，本来就是谦谦君子风度，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种风度缺失了，甚至成了被
讨伐的对象。人们故意要学得粗俗些，说话
声音大不会被人嘲笑，说话声小反而被轻
视。当“大嗓门儿”受宠时，国民自然不会把
声音的分贝降下来。虽然时过境迁，中国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不少民俗文
化乃至前期社会制度的影响尚存，尤其是
当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是多靠法律而是多靠

“谁的嗓门儿大”时，大家说话的声音自然
不会小下来。这些顽疾绝不是靠喊几句口
号就可以解决的。除了制度的演进、道德的
提升和法治的增强，恐怕没有第二条路。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
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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