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犯罪，如今已成
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如
何对待这些“问题少年”上，各
方意见并不一致。近日就有媒
体报道，14名因校园欺凌被判
处刑罚或行政处罚的女孩，在
通州法院的组织下接受法制
教育，原学校将视情况考虑其
复学申请。

这14名女孩平均17岁，最
小的15岁，相比于达到年龄被
判刑的，人们其实更关注那些因
年龄太小不被起诉的几位。通
常，不被起诉意味着没有惩罚，
年龄小就成了过错的挡箭牌。明
明犯了错，有些还是大错，却免
于处罚，在情理上说不通，也不
利于纠正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呼吁降低
入刑年龄的声音很多。考虑到刑
罚的谦抑性，这些声音并没有
转化为立法行动，但对未成年
人的不当行为施以适当形式

的“教育”，却是必须的。
像这14名女孩一样，接受

司法机关组织的、类似军训的
法制教育，其实并不常见。在
其他类似案例中，对于年龄较
小的施暴学生，最多也就是按
照校纪进行处理。如果事件与
校园无关，即便对他人造成了
伤害，也只能由监护人承担一
定的赔偿。造成犯罪低龄化的
原因的确很复杂，“免予处罚”
则加剧了这种趋势。比如在著
名的“湖南少年劫杀老师案”
中，三名施暴者恰恰是依仗年
龄痛下狠手。前段时间还报道
了一则新闻，一名少年无证驾
驶被查，竟理直气壮地对交警
说“我是未成年人”。

考虑到暴力或其他违法
犯罪行为低龄化的现状，对

“犯错”的未成年人施以惩罚
是有共识的，分歧就在于惩罚
以何种形式出现。呼吁降低入

刑年龄，是比较激进的方案，
支持者也很多，反映了传统的

“重典思维”。不过，刑罚作为
最严厉的处罚，还是要注重谦
抑，毕竟，设定刑罚的初衷包
含了预防犯罪，要考虑到施刑
后的社会效果。如果单纯降低
年龄门槛，让一个15岁女生和
暴力犯罪的成年人接受同等
处罚，很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
果，甚至因惩罚过于激烈扭曲
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心理，埋下
更大的隐患。

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有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依据，
这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如果非
要一视同仁，那还何必分成年
人与未成年人呢？“重典思维”
显然并不合适，又不能不重视
违法犯罪低龄化的现状，开展
适当的惩罚式教育就显得有
必要了。曾经的工读教育就是
以此为目的建立的，但这种教

育形式逐渐被淡忘，规模也在
缩小。更关键的是，接受工读
教育的选择权在监护人手中，
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就确定了“三自愿”的
前提。这次14名女孩接受的法
制教育，更像是一次额外的复
学考试，如果没有复学的意
愿，恐怕这场特殊的法制教育
也开展不起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刑
法够不着的、有着严重不良行
为的未成年人，需要建立起一
套符合未成年心理特征的强
制教育体系，而这种教育本身
就包含了惩罚的意味。事实
上，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不讳言
惩罚，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
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
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关键的问
题是，离开制度化的保障，这
些方针和原则都是空谈。

“校园欺凌者”受惩罚应成惯例

考虑到暴力或其他违法
犯罪行为低龄化的现状，对

“犯错”的未成年人施以惩罚
是有共识的，分歧就在于惩罚
以何种形式出现。对于刑法够
不着的、有着严重不良行为的
未成年人，需要建立起一套符
合未成年心理特征的强制教
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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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出错倒逼编写机制改革

葛一家之言

她叫“王者荣耀”

有何不可

□沙元森

近日，一则新闻在网上炸了
锅。有父母给女儿取名“王者荣
耀”，并成功上了户口。有不少人认
为，父母如此“坑”女，有些胡闹。跟
帖吐槽的，更是不在少数。

“王者荣耀”这个名字引人吐
槽，很重要的原因是与一款流行的
游戏同名。父母取名的目的或许也
有“蹭热点”的想法，想让女儿从小
就成为“名人”。这个名字饱含了长
辈的美好祝愿，尽管在现时洋溢着

“游戏人生”的味道。
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很重视

姓名。为了给子女取个文雅的名
字，很多父母或长辈不惜遍查古
籍，再三推敲。很多名人的名字也
确实是有出处的，比如，科学家屠
呦呦的名字出自“呦呦鹿鸣，食野
之蒿”，而才女林徽因最初的名字

“林徽音”则出自“大姒嗣徽音，则
百斯男”。不同时代的名字有着不
同的时代特色，现在看当初的“建
国”“卫红”等名字，也能清晰地感
触到时代的变迁。而“王者荣耀”无
非是生在了一个更加自由和多元
的社会，这样的名字曾经是普通人
不敢想象的，而现在能横空出世，
足以证明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主
流文化，对此是能够包容的。

有人担心，“王者荣耀”这个孩
子将来长大，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笑
话，会不会对自己的名字心生不
满。这个问题在法律层面上依然是
有解决途径的。父母有为子女决定
姓名的权利，公民也有更改姓名的
权利。如果“王者荣耀”将来对自己
的名字不满意，还可以通过合法的
途径更改，至于她现在应该叫什么
名字，这个权利只属于她的父母，
而不是公众。

以“王者荣耀”为名，之所以引
起舆论哗然，无非是少见多怪。从
法律层面讲，父母作为监护人，有
决定女儿姓名的权利，且“王者荣
耀”所用字皆为规范汉字，无悖公
序良俗，依法也应予以登记。在文
明和法治的社会，应该更大限度地
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而不应该
以个人好恶肆意褒贬他人。有个性
的名字能够依法登记，也从侧面凸
显社会自由度的提高，我们何乐而
不为？

□毛建国

开学了，小朋友们领到新教
科书，有的已迫不及待翻看起
来。但如果教科书上的知识错了
呢？9月4日，长沙市红十字会救
护员罗格发现，湖南省义务教育
地方课程实验教科书《生命与健
康常识》关于“溺水怎么救护”的
内容，存在两处“致命错误”。教
材编写方回应称，教科书的内容
更新比社会知识要慢，修订时间

“不好说”。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

并非教材首次受到质疑。在
2013年，郑州市一位老师发现
人教版新版初一语文书上有
错误，并指出30多处，在投诉
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将人民教
育出版社告到了法院。结果是
美好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其
网站人教网发出《关于人教版

语文教材的致歉信》，表示人
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的
确存在6处错误。有心搜索一
下，类似的教材出错还有很
多。

搞文字工作的人，经常有
一种“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
鞋”的文字焦虑。一般出版物
出现一点差错，往往容易得到
宽容。但教材是最严肃最权威
的出版物，也是最不能容忍任
何错漏的出版物。之所以出现
错漏，恐怕与编写者的不负责
任有关。在这方面，前辈做出
了榜样。长期服务中华书局的
左舜生曾经回忆自己的编辑
经历：“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
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
至少也要经三个人过目。”即
便抗战时期，对教科书也是

“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
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

与其感慨今天的一些编
辑责任心不强，远远不如前
辈，不如从制度入手，倒逼教

材编写责任心的到来。说到这
里，不能不讲现行的教材编写
机制。目前教材编写，基本由
编写组编写，审核组把关，然
后交由出版公司，最后到了学
生手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不充分竞争的市场，也是一个
基本没有追溯机制的市场。

针对目前教材编写的封
闭运行、责任虚设，一直有人
建议放开市场，引入竞争力
量；加强追溯，引入召回机制。
有必要指出，放开市场也未必
会解决所有问题，现在的出版
市场可谓百花齐放，一些完全
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出版物，出
现的错漏还少吗？而引入召回
机制，也有声音认为，因为教
材错漏与汽车问题可能引发
致命事故不同，召回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浪费。

教材编写机制必须改革，
在方向上，应该主要围绕两
点，一是开门编写教材。现有
的教材已经陷入“闭门造车”

的窠臼，作为教材的使用主
体，师生意见很难在第一时间
抵达。鉴于此，应该打开大门，
公开教材内容，大量聘请社会
人士特别是师生加入到审校
中来，最大程度地减少错漏。
二是关门落实责任。即便受到
条件限制，难以落实追回机
制，也应该通过文件或者通报
的形式，发布“纠错勘误表”，
第一时间承认错误、纠正错
误。对于出现错漏的出版社，
应该列入黑名单，在市场准入
上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教材出错是“最大的小
错”，在教材上我们错不起，也
坚决不能错。现行教材编写机
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慢改也
不行的阶段了。希望教材出错
能催生编写机制改革，让闭门
造车、一错了之成为过去时。
果能如此，当能最大程度避免
教材出错，即便出现了错误，
也应该不会碰到“修订时间不
好说”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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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跳楼拷问“家属签字”陈规

□江德斌

8月31日，马某在陕西榆
林市第一医院待产时跳楼身
亡。据院方称，因胎儿头部偏
大，医护人员建议剖腹产，然
而家属坚持顺产———“产妇
由于疼痛两次走出分娩中心
和家里说疼得不行，想剖腹
产，但家属一直不愿意，坚持
顺产。”将病人劝回待产室
后，医护人员对病人进行安
抚，随后再次建议家属剖腹
产，但家属仍坚持顺产。当
晚，待产妇从5楼分娩中心坠
下，抢救无效身亡。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悲
剧事件，而诱发产妇自杀的
直接原因，乃是无法忍受顺
产的疼痛。根本原因则是，在
医生多次建议剖腹产，产妇
也认可时，家属却坚持顺产，

并拒绝手术。显然，在这起事
件里，家属即产妇的丈夫负有
责任，被很多网友认为是“逼
死”产妇的“凶手”，但在法律
上又很难判定责任。

早在2007年11月21日，就
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怀孕41
周的李丽云因难产入院。丈夫
肖志军不同意进行剖腹产手
术，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
字，在常规抢救3小时后，医生
宣告李丽云抢救无效死亡。这
起悲剧亦在当时成为轰动事
件，引发无数网友讨论，除了
对丈夫的批评外，焦点则集中
在为何非得家属签字同意，才
能动手术，为何不能让产妇自
己决定？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施行手术必须征得患者同意，
并应取得家属同意并签字；无
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取得家
属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
意见又无家属在场，医师应提
出医疗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被授权负责人批准
后实施。可见，相隔十年的两
起产妇死亡事件，家属签字环
节都符合法律程序，如果家属
拒绝签字动手术，医院也没办
法，不敢擅自动手术。

如此僵化的规定，虽然使
家属和医院规避了法律风险，
却将产妇置于死地，诱发悲剧
发生，实则是不公平的。医疗
是非常专业的领域，是否需要
动手术、剖腹产，理应由医生
根据产妇的情况决定，普通人
并不知晓手术的风险和后果，
即便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也
不代表明白多少，只是同意医
生动手术罢了。可见，在这两
起悲剧事件里，都是过度遵循

“家属签字”规定，却将医生的
专业技术和经验放在次要位
置，造成产妇失去最佳的选择
机会。

事实上，在欧美等国家，
当患者有决定能力时，治疗方
案仅由患者本人签字即可，当

需要家属代为决定时，患者
本人须写书面委托书，而在
面临危及患者生命的状况
时，医生有责任实施救助，无
须得到家属的同意，乃是将
拯救生命放在第一位。比如，
美国《医疗法 :紧急施救手术
法规》规定:“医生有权在病人
面临生命威胁，或有导致身
体残疾的危险时，在未得到
病人同意以及未得到任何其
他人准许的情况下，对病人
实施救治。”

可见，在危及患者生命
安全的时刻，不应被“家属签
字”的规定束缚住，应将决定
权交给医生，要信任医生的
专业技术和医德，并给予相
应的免责权。如果医生处理失
误的话，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判断，是否属于紧急救助时的
必要措施，再决定应否承担相
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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