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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对于山东青岛李某等9名
考生来说，今年高考还有一层
特殊意义。去年3月，李某等9人
与同学“约架”，将对方打伤。二
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9名
少年全部改判缓刑，于是，他们
可以参加高考了。检察机关同时
将其犯罪记录依法封存，帮助9
人重归正途，继续学业。

高考既承载着老百姓对
“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认同，
也承载着公众对纵向社会流

动的期待。年少轻狂的几名高
中生，轻率、糊涂地挥舞起拳
脚，必然要为自己的失范行为
付出代价。“污点封存准予高
考”给予了这几位年轻人平等
参与竞争的机会，见证了宽严
相济、张弛有度的治理观念。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
《污名：对受损身份的管理》一
书中，对污名化标签做了生动
的阐述。戈夫曼认为，将人从“完
整的、正常的人”降级到“沾上污
点的人，被贬低的人”，被污名化
的人被赋予了某种不光彩的色
彩。犯罪的标签一旦被贴上，这
些高中生就会遭遇形形色色
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在社

会网络中被边缘化；与同龄人
相比，他们的人生就会少一些
光亮与色彩。

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
时代里，“标签论”大行其道。
作为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
象，对人的过去揪着不放，不
论后来怎么努力，都难以彻底
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固化思
维。“污点封存准予高考”基于

“去标签”的制度善意，有助于
让这些犯了错误的年轻人重
新回归社会——— 摒弃了那种

“一日为贼，终身为贼”的平面
化立场，封存不光彩的过去，
是为了帮助这些迷途者重新
回归正常的人生轨道。

规训与惩罚方式的转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治理
从生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柔
和、间接的教化模式过渡。这9
名高中生一旦入狱服刑，无缘
高考，他们的人生将会是另外
一种图景。基于办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的法律原则，考虑到这9名
高中生都是初犯、偶犯，而且
案发后已经和被害人达成谅
解协议，符合适用社区矫正的
条件，公共部门采取了宽严相
济、张弛有度的“污点封存准
予高考”。

在程序正义的原则下，对
一些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给

予一定的倾斜，刚柔并济的
“污点封存准予高考”，不仅没
有损伤法律的严肃性，反而增
强了规则的使用价值。这样的

“雪中送炭”，不仅能够改变他
们的生存生态，也具有感化和
教化的功能，有助于他们实现
精神世界的重塑与更新。

“哪里有污点，就在那里
画一个太阳”，这句话，适合所
有的迷途者。迷途者重新融入
社会既需要“自我救赎”，也离
不开制度护佑与人文关怀。

“污点封存准予高考”点亮了
迷途者的希望之灯，给这些年
轻人提供了“人生出彩，梦想
成真”的机会。

“污点封存”帮迷途者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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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高考作文其实是寄托一种情怀

□斯涵涵

不出预料，高考语文考试
一结束，各地的作文题迅疾登
上热搜榜头条，各路大咖小虾
纷纷展露才华，进行“0分或满
分高考作文”创作，段子手们也
抖擞精神，竞相刷屏，家有考生
更是对各地高考作文题热议不
已……每年的高考作文题总能
激起一阵舆论狂欢。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关注高

考作文题？因为高考是关乎亿
万家庭的大事，也是国人对于
教育公平、社会公正期盼的浓
缩。除了家长陪考、老师和交警
护考之外，其他人等只有在考
场外远望。而早年学过的数学、
物理、化学，已经还给老师，

“ABCD”和“历史纪年”也已遗
忘在爪哇国，唯有高考作文，但
凡认得中文便可写上一段，还
可在高考作文搭建起来的话语
空间里，自由发挥一抒胸臆，岂
不快哉！高考作文成为人们关
注高考、关注教育的重要窗口，
于是每年的热议高考作文题风

头不减，热闹非凡。
关注高考作文犹如察看

岁月的留痕。从“我在这战斗
的一年里”、“速度问题是一
个政治问题”口号式，到“生
有所息生无所息”、“一枝一叶
一世界”的抒情，从“习惯”、“尝
试”等命题作文到“”一带一路，
大熊猫，广场舞”的发散式作
文，高考作文越来越贴近生活
着眼现实，改革开放的巨变或细
节都在高考作文题中或明亮或
隐约呈现。

关注高考作文也是在回
溯国家及个体的沧海桑田。

有数据统计，恢复高考 4 0年
来，我国有1 . 2亿人通过高考
进入大学，我们的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从5 . 7年提高到
11 . 9年，人均GDP则从186美
元增长到8866美元。无数寒门
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成
为共和国的栋梁；中国经济
通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得
以腾飞；“腹有诗书气自华”
国民素质通过受教育程度的
普及而大幅度提高……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
年人不同，高考已经重启了40
年，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人回

忆起此刻都唏嘘不已，每一个
镜头的切换都牵动着说不清
的悲欢离合。围观高考作文其
实是寄托一种情怀。我们热议
高考作文题，正视高考的利
弊与改革的波澜，回顾过去，
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眼下走
进考场的学子既似当年的我
们，又与过去的“我们”大不
相同，他们更有拼劲更具创
造力，时代也给予他们更多
选择与更多希望。毕竟，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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