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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倡导公共场所

提供“干净WiFi”

儿童在家上网受到家长限制， 这有

可能使他们在餐馆等公共场所使用无线

网络（

WiFi

）阅览不健康网站。 英国首相

卡梅伦保证，将在英国公共场所推广“干

净的”、能屏蔽成人内容的

WiFi

。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卡梅伦对英

国《每日电讯报》表示，他想让人们“对公

共

WiFi

有信心，不会在上面看到人们不

该看到的东西”。 目前，英国政府正与很

多公司协商，落实卡梅伦为“重振城市中

心和在商业街区推广适合家庭上网

WiFi

”的目标。 英国去年的调查显示，政

府和互联网内容供应商想联手保护儿童

免受网络色情内容伤害。 主导该调查的

保守党下院议员佩里表示，许多大企业，

如星巴克和麦当劳已同意屏蔽成人内

容， 一些酒店还将成人内容设置为付费

浏览。 该计划有望于今年年底前实施。

光 明

韩国欲给老人

发看孙子津贴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为了鼓励

老年人给儿女看孩子， 韩国政府计划每

月向照看孙子、 孙女的祖母或外祖母发

放

40

万韩元

(

约合人民币

2195

元

)

的补

贴。

韩国女性家庭部决定最快于今年下

半年引入“照看孙辈项目”。 韩国女性家

庭部长官赵允旋表示：“首尔瑞草区等一

些地方政府已实施这项措施， 非常受欢

迎 。 目前正积极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 ”根据计划，这一津贴将首先发放给

拥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双职工家庭， 且被

照顾的儿童年龄需在

1

岁以下。 政府计

划只向祖母和外祖母中的一人发放津

贴，即使两人轮流照顾孩子，而且获得津

贴的祖母或外祖母需要接受

40

个小时

的育儿培训。 光 明

每年小学入学报名季，“

9

月

1

日”

这道“硬杠杠”总会成为困扰不少家庭

的“拦路虎”：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

一条规定，“凡年满

6

周岁的儿童，其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而现实中，各

地学校普遍将此 “接受义务教育的基

准年龄”和“小学入学年龄”等同，执行

截至当年

8

月

31

日年满

6

周岁的儿

童报名就读小学一年级，

9

月

1

日出生

的孩子要等到下一年才能入学的做

法。

日前， 安徽省教育厅的一纸新政

让这个被公众称为“一刀切”的“残酷”

规定有了松动。 在这个名为《关于依法

规范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行为的意

见》的规定中，学生满

6

周岁方可接受

义务教育的限制， 首次出现 “弹性空

间”。

5

月

21

日，安徽省教育厅又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电子学籍管

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入学时间适

当放宽的政策不仅适用于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在有剩余学位的情况下，也

可接收不满

6

周岁的儿童。

“弹性入学”开辟出第一块“试验

田”，究竟该如何看？ “弹性入学”又该

如何体现差异化教育的优势？ 实际实

施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弹性”的度

该怎么确定，又该由谁来把握？

6

岁儿童可“弹性入学”

严禁变相收费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安

徽省早在去年

10

月开始就在全省各

地就告别入学年龄 “一刀切” 征求意

见，此次新政也是酝酿已久后才推出。

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刘跃

生解释，过去是为了便于政策的执行，

所以进行“一刀切”，“现在考虑到方便

家长和学生，对少数秋季入学时未满

6

周岁的儿童， 只要家长有送其就学愿

望的，可结合学位等实际情况，与家长

协商后尽量接收其入学， 并建立电子

学籍”。

但“弹性”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完全

放开，在学生年龄上，《意见》仍有一定

限制。 据刘跃生介绍，该省目前仍然要

求将小学生入学出生日期控制在当年

12

月底之前，“比如今年

9

月

1

日入学

的学生须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出

生”。

另一个限制是学位。 “学校应根据

就近入学等具体情况来定， 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一定能被接收”。 刘跃生说。

此外，《意见》还特别强调，无论什

么情况， 学校都不得以学生提前入学

为借口收取入学费用。 学校要在规定

时间内将注册新生名单上报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备案、取得学籍，并按规定建

立学生学籍管理制度。

“要警惕‘弹性入学’

可能带来的两个极端”

早在

2008

年的一次国际儿科精

英论坛上， 就有专家提出建议制定更

加灵活的入学制度， 变规定

6

周岁入

学为家长在医生指导下， 根据孩子的

心身发育成熟度，自主选择让孩子在

5

岁到

7

岁之间入学。 此后数年，“弹性

入学”也一直受到家长、医生、学校和

教育专家的热议。

众多讨论声中，尽管在“以孩子为

本” 的差异化教育理念指导下，“弹性

入学”获得了不少人的肯定，但也有专

家表示，现有条件下实施“弹性入学”

困难重重，“谁来衡量孩子具有 ‘能够

入学的成熟度’？ 这绝非可以通过识多

少字、 会算多少算术题就能量化体现

的，而是一个从智商、社会适应性等多

角度出发的系统评估体系。 我国现在

缺乏这样的认证标准， 即便建立了这

样的标准，如何和现有课程体系衔接、

由谁测量都是问题”。

“要警惕‘弹性入学’可能带来的

两个极端。 ”从“缺乏衡量弹性标准”的

角度出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颇为担忧，“一是在 ‘不要输

在起跑线’的教育误区影响下，可能会

有部分家长借助‘弹性’，盲目抢跑；第

二种投机行为是， 错误地认为

8

岁的

孩子一定比

7

岁孩子学习好， 所以人

为地推迟孩子入学年龄。 这都是违反

教育规律的。 ”

“弹性入学”

还应理性看待

“每个孩子发展有早有晚，弹性入

学能够在起点上让不同学生有一些灵

活性，我觉得这是好处。 但应有的共识

是 ， 不能对弹性的年龄抱有过高期

望。 ”储朝晖认为，对于“弹性入学”，公

众应在对孩子有着正确认识的前提下

理性看待，“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

选择权还是在家长手中。 我的基本判

断是， 这应该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提前

或者推后入学。 很多家长都能意识到，

孩子上学后会形成一个固定群体，这

个群体要求其年纪相仿， 过分提前或

推后会给孩子带来人际交往障碍”。

而为了避免“两种极端”的出现，

储朝晖也建议，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树

立两种意识，“一是实行弹性入学还是

应该遵循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不能有

了弹性就没了规范；二是对于‘弹性’

学生， 应该在报名过程中有一个家长

和学校协商的过程”。

“对学生如此，对地方更是如此。 ”

储朝晖同时强调。 此次安徽由“民办至

公办” 的放开意在稳定，“每年民办校

接收学位大约占总数的

10%

左右 ，这

可以避免一下子放开后可能引发的入

学高峰。 各地政府也应该按照各地情

况决定是否开展、怎么开展。 这是一块

‘试验田’，但还不是一个‘信号弹’”。

邓 晖

日前，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青春期两性情感辅导的实践与研究》

在杨浦高级中学结题。 项目负责人、上

海青春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戴耀红说，

青春期出现的两性情感并非洪水猛兽，

虽然现代中学生谈起“恋爱”和“爱情”

的话题不感尴尬，但中国家长和教师在

应对孩子的“青春恋”时仍有点“落伍”。

据介绍，该项目对上海市杨浦区内

4

所初中和

4

所高中

738

位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并对近百名学生作了个别

或集体的访谈。

中学生交往很纯真

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学生对青

春恋“比较赞同”或“无所谓”；无论是对

异性产生好感， 还是遇到异性表白，他

们也会表现得颇为理智，五成初中生和

66.4%

的高中生会 “相互了解后再作决

定”，

71.6%

的高中生认为只有 “自己喜

欢才接受表白”。

戴耀红说，其实，中学生的情感交

往才最“纯真”，重视内心体验，而不像

当下社会风气那样看重物质。对中学生

而言，“对我好 （人品好）”“志趣相投”

“形象佳” 是他们理想中恋爱对象最重

要的头三大条件。

近六成反对性行为

数据显示，中学生恋爱时通常会和

恋爱对象“一起学习游玩”和“一起发短

信诉衷肠”，“有性接触”的比例并不高，

初中生只有

3.13%

，高中为

2.09%

，但仍

有三成初中生和四成高中生有过牵手、

拥抱或亲吻的经历。

戴耀红说，中学生生理发育趋于成

熟， 有一定的生理需求是正常现象，加

上社会环境尤其是媒体信息对两性交

流的关注度更加开放，尺度更宽，也无

形中给中学生营造了催化、 早熟的氛

围。 不过，多数中学生对初尝禁果也持

谨慎态度，有

58%

的高中生认为性行为

“会对身心产生阴影”，阻碍“真实的情

感发展”。

戴耀红介绍， 项目在杨浦区内近

10

所中学推出了围绕 “青春期两性情

感”的学生探究性活动。 学生的课题也

反应了他们自身对青春期两性情感的

困惑和需求。 市东中学的刘懿说，她和

同伴对学校高一年级作过两次调查 。

“调查发现，

78%

的学生希望得到青春

期两性交往的心理咨询，

36%

的学生希

望学习避孕知识和方法。 ”

男生也需呵护教育

戴耀红也强调，以往的青春期教育

比较忽视对男生的关注，而强调女生的

自我保护、自尊、自爱的教育。 “但根据

这次调查，在男女生交往过程中，男生

因为生理需求更为强烈，表现出来的主

动性更强。在男生强势的意志主导和言

语攻势下，女生容易突破心理防线。 因

此，男生需要具备正确的观念和妥当的

行为。而且，在‘阴盛阳衰’、女生更优秀

的现状下， 男孩要怎么建立起自信，以

及男孩也会遭遇性侵犯的问题，都亟待

社会、学校和家庭作好教育和保护。 ”

马 丹

日本女优苍井空的一幅“书法作品”高

价拍出的新闻，让国人又开始反思“苍井空

热”。

有网友评价苍井空“书画作品”一事说

“愚蠢的人类”，但“愚蠢”或许尚不能概括

此中意味。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偏居主流之

外的低俗或隐秘文化，无可厚非，但倘若这

些登堂入室、以耻为荣时，我们就不得不感

慨这个社会确实是病了，病名“粗鄙”。

狎玩之心与嗜痴之癖

谁是高价购买苍井空“书法作品”的豪

客，并不重要。 在资本的傲慢背后，有一个

数量庞大的狎玩者群体。

食色， 性也， 中国一度视性为洪水猛

兽，至今主流还是遮掩甚严，但抑制的结果

只会让情况走向另一极端， 深藏内心隐秘

处或此前属于非主流亚文化的狎玩心态，

一时泛滥开来。

无论是苍井空，还是干露露，或者以各

种冠以体育或娱乐之名、 实则为了尽可能

暴露女性身体的电视节目， 都能引起狂热

的追捧。 尤其是传统价值判断中的“丑”“无

耻”，却摇身一变成为人气的标签，例如以

裸露和脏话著称的某对母女， 一方面屡遭

唾骂，另一方面却偏偏邀约不断，以至于一

些车展主办方必须事先禁止有关产商邀请

其参加。

以丑为美，以出位搏上位，早已不是新

闻，这是一些人的成名捷径，同时也是一些

企业赚取眼球从而赚取真金白银的捷径。

一些有意为之或病态已久的出名狂， 随时

可以找到盛宴， 来满足这个社会的病态需

求。 每个社会都免不了有病态需求，但需求

如此直接、需求量如此之大、需求欲望如此

不知遮掩，确实罕见。

人们常用“嗜痴之癖”来形容怪癖的嗜

好，“嗜痴之癖” 大意是： 南朝刘邕性喜食

痂，感其味似食鳆鱼

(

鲍鱼

)

。有一日，刘邕拜

望正患疮疾之友孟灵休，见床上颇多落痂，

就捡起来吃掉。 孟灵休先是吓坏了，不过他

随后将其身上未剥落之疮痂， 尽数剥下给

刘邕吃，弄得自己疮口又流血了。 后来刘邕

命所属南康郡之二百多名官吏， 不论有无

罪愆，每人须轮番挨鞭，致伤以成痂，供其

食用……

这真是一个恶心的故事。 后人考证，刘

邕是刘宋王朝开国大功臣刘穆之的孙子，

袭爵南康郡公，虽无德无能，地位却甚高。

因为“嗜痴”这行为实在恶心，所以后人怀

疑这或许是曲笔， 以此影射此人对属下及

百姓的考掠敲剥，通过让别人“出血”来满

足自己的欲望———时至今日，“出血” 还是

出钱的意思。

但观今日乱象，“嗜痴之癖” 或许真的

存在。 任何一个商业社会，都免不了存在对

女色的消费， 但大多数能为公众接受的消

费，是建立在一定底线之上的。 即使在

AV

合法的日本， 也不可能出现大批民众公然

对一个

AV

女优的狂热追捧。 对一个健康

运转的社会来说，以良俗筑成的底线，是非

常必要的。 一个健康运转的社会，价值取向

可以多元化，但多元化绝不是低俗化。

与 “嗜痴之癖” 相对应的是 “逐臭之

夫”，其意为，有个身上发臭味的人，以致他

的亲戚、兄弟、妻妾、相识的人，都不愿和他

一起生活和交往。 他自己苦恼已极，远离亲

友，迁到海滨居住。 海滨却有一个人非常喜

欢他身上的臭味，昼夜跟随着他，一步也舍

不得离开。

人性中有太多今天尚且无法解开的秘

密，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或一些逐臭之夫，是

难免的， 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逐

臭的爱好，那就非常可怕了，而且会自然导

致一个结果———这个社会也逐渐变臭。

当美丽文字遭遇秽语

有一个叫“

DIAO

丝”的词，很是红火，

引起过很多争议， 也曾一度被主流出版物

封杀，但最终找到了这个时代的突破口，一

泻千里。

毋庸讳言，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秽语爆

炸的时代， 粗口和脏话像无孔不入的尖刀

刺进民间口语的肌体， 比如足球比赛中几

万人同声喊“傻

X

”，又比如女大学生把“我

靠” 当作口头禅挂在嘴边———他们或许并

不十分清楚这些脏词的真正意义， 但他们

知道这么说，有快感，有个性。

对于古人而言， 这种把生殖器与性活

动赤裸裸地直言不讳，是难以想象的，尤其

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这么说， 更是不可理

解。 古人不知，“知书”与“识礼”二字早就不

联系在一起了。

《水浒传》是一本市井小说，书中人物，

大多是些没读过书的粗豪汉子， 他们的口

头禅是“鸟”，比如“你个鸟人”，又比如黑旋

风那句著名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

”这

个“鸟”不读“

NIAO

”，应该读“

DIAO

”。从这

个意义上讲，“

DIAO

丝”应该写成“屌丝”。

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好汉破口大

骂时，作者都没有直接使用“

DIAO

”，而是

使用了“鸟”，可见古人对该词语是何等的

忌讳。 从传统来讲，凡是提到生殖器，只有

很粗俗的人才会直接讲出来。 稍微有点修

养的，都尽可能不提。 书面则会有些代用的

字词，不会直接用。

中国语言文字之美，曾令人心醉。 那是

唐诗宋词中的中国，清风明月、丝路花雨，

含蓄优雅中， 美丽动人。 遗憾的是， 一个

“

DIAO

”字，像双粗鄙不堪的大脚，踩进了

一片柔弱的鲜花丛。

有人称，秽语流行，脏词泛滥，因为有

其复杂的心理背景：

1．

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

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

2．

增加言说者的暴

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

溃；

3．

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

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限。

4．

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

或成为话语大麻， 用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

双重快感。

现在很多人自称 “

DIAO

丝 ”，古人不

会这样，古人对己对人，有多种称呼，例如

“鄙人、在下、不才”，原则是“贬己尊人”，但

绝不会用生殖器来贬称自己。 自称“鄙人”

的人，也不会因为这个称呼，把自己降格为

“

DIAO

丝”———反正这样了， 一切都无所

谓了，管他什么体面不体面、丢脸不丢脸，

管他什么规则秩序、道德良心、希望梦想。

这个时代，压力重重，需要自嘲，但这

并非自我矮化的理由， 并非在自我矮化中

粗鄙、绝望、麻木的理由。

为什么选择粗鄙

?

2013

年春天，《中国周刊》 有一期引起

社会极大关注， 主题词鲜明：“粗鄙时代”。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即著文指

出：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跟若干年前相比，中国变化巨大，社会

财富的极大积累，国民视野的开拓，高等教

育从精英化到平民化……这些都为建立一

个文明程度更高、精神世界更丰盈的社会，

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令人叹息的是，物质

的富裕与学识的累积， 并没有解决粗鄙化

的问题，反而加深了沦陷了程度：有的教授

将国骂挂在嘴边， 一些知识分子在网上争

论一个问题，没有耐心说大道理，开口就以

辱骂来压倒对方、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有钱

能够去欧洲旅行的中国富人， 却在万米高

空的机舱内大打出手。

冯骥才先生不久前著文 《文化的粗鄙

化》，痛心疾首：“我们一向自诩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但那是古代。 而我们今天的文

化正在走向粗鄙化！ 媒体和广告上的话语，

已经完全不遵循任何文字规范了。 没关系，

只要能抓住看客或买主就行

!

看一看荧屏上

的人物，从乾隆皇帝到唐伯虎，全都挎刀背

剑蹿房越脊了。 没关系， 只要有收视率就

好！ 再听一听全国各处旅游景点的解说员

讲述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 没关系，只要

收到了门票费就好！ 从这无所不在的例子

中 ， 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问

题———我们的公众已然生活在这种日益粗

俗不堪的环境中了……一个民族不管有多

么博大精深的文化， 关键是你现在手里还

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还有

你心怀多少文化的自尊与自豪。 否则，你辉

煌的过去与现在的你关系并不大。 ”

没有人拒绝体面、尊严、斯文的生活，

但为什么很多人却选择了粗鄙的生活与思

维方式？ 或许这是对以往灌输式道德教育

的逆反， 又或许这是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

化后的必然反弹，再或许，这是压力、不满

之下人们的自我放纵？

任何时代，粗鄙都有其生存的土壤。 简

单的感官享受， 是人性之中难以抗拒的脆

弱之处。 在商业社会，有众多这种提供简单

的感官享受的“文化”产品，让人沉迷其中

却对人类文明进步无丝毫助益。 现在，很多

人拒绝深奥、高雅、细腻，选择粗线条、重口

味的生活， 理由是他们太累， 要 “活得轻

松”。

按摩、足浴，自然比读书轻松。 按摩、足

浴 ，与读书 ，有高下之分 ，但并不矛盾 ，按

摩、足浴，并非粗鄙的代名词，或许读书人

业余时间也好泡个脚什么的。 但如果人人

都选择按摩、足浴，然后还嘲笑读书的是傻

X

，那么这个社会，确实病了。

冯骥才说， 一个民族文化的粗鄙带来

的问题，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损害，更影响

着民族素质的下降， 同时致使人们丧失文

化的自尊与自信， 而失去这种文化的自尊

和自信才是最危险的。

粗鄙的社会病，何时能够治愈？ 这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举个例子， 如果中国的

孩子们苦学艺术， 还只是为了高考加分的

话，粗鄙难去，优雅难来。

关山远

有一种病,叫“粗鄙”

没 有 人 拒

绝体面、 尊严、

斯文的生活

,

但

为什么很多人

却选择了粗鄙

的生活与思维

方式？ 或许这是

对以往灌输式

道德教育的逆

反

,

又或许这是

社会转型期价

值多元化后的

必然反弹

,

再或

许

,

这是压力、

不满之下人们

的自我放纵？

“

安徽打破六岁才可上学“硬杠杠”

“弹性入学”可行否？

四成高中生

有过牵手拥抱亲吻经历

青春恋不再羞答答 家长和教师应对有点“落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