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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拯救陷入“情感荒漠化”的孩子
今年 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

云晓去了一趟新疆，朋友特地开车带他看塔克
拉玛干沙漠，“那真是千里戈壁，寸草不生”。
由此，他又想到了“情感荒漠化”，而这种听上
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如今的青少年当中并不
罕见。

“情感荒漠化”指一个人漠视他人、漠视情
感乃至漠视生命，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和技
术等狭窄的领域，为实现个人目标而很少考虑
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等。

至今仍让孙云晓记忆深刻的一个案例，是
北京大学学生王希（化名）投毒案。“他是西北
地区中学生化学大赛第一名，保送到北大。以
前都是乖乖的，放学就回家，回家就学习。到
北大后感到压力很大，没什么朋友，非常不适
应。王希觉得宿舍一个男同学不错，就想和他
做朋友，总是形影不离。但别人会感到很奇
怪，怎么两个男孩子形影不离？男同学不让他
老跟着，王希生气报复，投铊毒。结果，那个男
孩住院治疗1年，他也被法院判刑11年。这是
典型的‘情感荒漠化’。”

“我做儿童教育研究 37年，长期以来很强
烈地感受到恶性案件在增加，比如杀母、同学
间相互的伤害。”孙云晓说。在他看来，徐力杀
母、刘海洋泼熊等案件都和“情感荒漠化”不无
关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不光要获得丰
富的知识，还要获得丰富的情感。”

为什么小学生最不喜欢音乐课

“你看这个场面，很可怕。”孙云晓从办公
桌上找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给记
者看。照片中，一个即将入学的小男孩正坐在
电脑仪器前，头上缠满各种导线，“小学入学面
试，孩子先测脑像图，将孩子智能优势应用到
小学教育中，因脑施教。”

“我很怀疑，”孙云晓说，“孩子非常容易受
到诱导，用这么多线把他武装起来，孩子就会
对这个结果特别相信。实际上孩子刚入学时，
不能告诉他‘你什么行，什么不行’，不应该给
儿童强烈的刺激。优势可以发挥，劣势也可以
发展，不能这样机器化。”

在应试教育观念导向的作用下，孩子逐渐
与这种导向达成高度共识。1998年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联合组
织的全国中小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
小学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一项，最不喜欢
的课是音乐，占 17.7％，而美术则排在第三位，
劳动排第四位；在孩子们最喜欢的课程一项，
排第一的是体育，其次是语文、外语、电脑。

“我们感到很奇怪，”孙云晓说，“在儿童认
知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音乐体育美术都是
非常受欢迎的。这说明导向出现问题：凡是影
响考试成绩的就喜欢，与考试成绩总分评定关
系不大的就没兴趣。”

在孙云晓看来，由于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
强化，青少年疏远文学艺术和丰富的生活，在

沉重的压力下接触的课外书减少。而在课外
休息时间，父母们最希望孩子读的书还是教学
参考书。青少年的审美素养、道德修养、创新
能力会受到限制，以乖戾、偏执、自私、冷漠等
为特征的“情感荒漠化”倾向随之出现。

“‘情感荒漠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应
试教育。应试教育是一种反生活的教育。基
础教育本来应该是国民素质教育，现在却变成
选拔教育，同时把合格教育变成淘汰的教育，
把大众的教育变成精英的教育。”

实际上，“情感荒漠化”并不是一个新问
题。孙云晓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
的“小皇帝”现象，孩子的冷漠自私都是“情
感荒漠化”。“只是越来越严重。应试教育
倾向越严重，孩子生活越单调，就越容易导

致‘情感荒漠化’。”

很多家庭成了“无语家庭”

尽管极端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孙云晓指
出，更让人信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冷漠。最普
遍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家庭成了“无语家庭”，
孩子跟父母没话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做过中日韩美四
国中学生比较研究。其中有一项是“遇到烦恼
时你的倾诉对象”，四国中学生的第一位倾诉
对象都是同性伙伴，但从第二位开始出现差
异。日韩美三国都是母亲，中国则是异性伙
伴。父亲在日韩美三国中排第五，中国的父亲
则无缘前五，排在“网友”之后。此外，中国的
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时间也少于其他国家，即使
聊天，主题还是学习。

孙云晓认为，许多父母本身也在制造“情
感荒漠化”，“他们把家庭变成了学校，把自己
变成了助教。学校传授知识，家庭培养情感。
家庭最关心的应该是情感的发展。”可实际上，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7％的父
母要求孩子读到博士，83.6％要求孩子考试考
前 15 名。2005 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
母亲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学
习”，排在其后的是“功课做了没有”。

“关注孩子内心成长的家庭，‘情感荒漠化’
现象就不明显。忽视的家庭这个问题就会比
较突出，像离异家庭、单亲家庭孩子、留守儿童
的‘情感荒漠化’倾向就会高一些。”正如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的分析，
亲子依恋深厚的孩子不容易犯罪。“人在12岁
以前特别需要建立起浓厚的亲子依恋感情。”
孙云晓这样说。

孩子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体验

孙云晓认为，儿童教育最基本的是生活教
育。“儿童长大的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
化过程必然包括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体验。
但现在中国的儿童失去了这样的体验，教育和
家庭都认为这不重要。”

生活的教育从实践中来。中国青少年研
究中心的调查显示，66.8％的城市中小学生首
选的校外活动是郊游。孙云晓介绍，现在国际
上非常流行的方法是修学旅行和夏令营，他曾
到日本专门考察过修学旅行，在旅行中，学生
们重新编班，以便结识更多的伙伴。“这些活动
的本质特点是让孩子过一种不同于学校的生
活。学校教育给孩子很大帮助，同时也会有很
大伤害。生活不只是从家庭到学校这么简单，
因此要设置假期。假期的意义不仅仅是休息，
还要让孩子过不同于学校的生活。比如，夏令
营最初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间的友谊，让他们
离开家庭后重组一个家庭，这才是这些活动的
本质特点。”

而在中国，春游、秋游基本上只有一天，而
且常常就是在市区附近游玩。即便如此，这样
的活动也在普遍减少。“教育部门出于安全考
虑，并不鼓励孩子到野外活动，春游和夏令营
等活动都降到历史最低点。”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的调查显示，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城市
中小学生参加过 3次以上的只占 15.7％，农村
中小学生为 5.2％；参加过一两次的，城市中小
学生比例为 44.5％，农村则为 28.2％。“孩子生
活的贫乏也容易导致‘情感荒漠化’。”孙云晓
这样提醒。 据《中国青年报》

通用破产保护为
中国企业退市带来启示

我国大型企业的重组基本由政府直接介入，表面上减
少了社会成本，事实上以低效企业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
空间，导致整体社会重组成本提高。推行中国的破产保护
法，是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退出市场的好办法。

企业破产需要支付社会成本，企业越大支付的成本就
越高。观察汽车产业巨头通用汽车的破产重组案，如何减
少社会成本是值得重视的观察视角。

破产有几大社会成本，一是保障失业劳工的利益，二是
顺利清理债权债务关系，三是解决公司产品与品牌等方面
的后遗症。

美国的破产保护是减少社会成本的关键，此法旨在通
过重组挽救企业，避免社会支付最大的代价。否则，每个企
业的破产清算，都将向社会扔下一枚炸弹。通用公司按照
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而不是按照第七章
直接破产清算，就是为了扔掉包袱，尽快复苏，在法律的护
翼下实现重组。

破产保护是个还有复苏希望的企业实现凤凰涅槃的过
程，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内(通常为120天)出售资产、保留优
质资产，实施产业调整，以期渡过危机。破产保护既能保证
通用照常运营，其股票和债券可以继续交易，而原有的债权
债务关系还能保持不变。相比其他破产方式而言，破产保
护提供了债权人与投资者与债务方博弈的权益，还能让利
益相关者为公司的生存、复苏做出理性妥协。

资产重组是减少成本的重要环节。在通用的债务重组
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出资500亿美元获得60%的股权，成为
通用的控股股东，而包括共同基金和上千名个人投资者在
内的通用债券持有人将债权换股权，以入股新通用公司的
方式，抵消目前通用公司约270亿美元的债务。这减少了
社会震荡的范围，阻止负面影响传递到债券与股权市场。

股权成为保障员工利益的最后手段，工会获得公司
17.5%的股权，这样工会必须提高企业的效率、增加产品
的销量，使手中的股权增值。倒推回去，如果不实行破
产保护，而实行破产清算，失业的人数将成倍增长，所有
雇员都将失去工作，他们得到的作为最后保障的股权也
将毫无意义。

通用破产造成的失业打击是可怕的。通用作为美国中
西部多个州的支柱产业，直接雇工约9万人。根据美国汽
车研究中心的统计，通用申请破产保护将额外导致相关产
业链上 130 万人失业，可能将美国失业率推高一个百分
点。同时，对其他国家的就业也冲击巨大。为此，各国政府
都在消化通用失业冲击波，忙于保护本国的通用子公司，寻
找重组方，防止冲击波扩大。

不可否认，此次通用破产重组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政府介入与债券持有者谈判，保护时间极短，政府试图以快
刀斩乱麻的方式，趁通用优质资产尚存时，解决棘手的通用
危机。美国历史上申请破产保护的企业中，70%的企业在
半年后难免清盘的命运，但通用以国有化与破产保护双层
防护垫，避免(最起码是推迟)了大限的到来。

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只有通过破产保护、重组后找到新的
市场，各利益主体才能得到保护。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倒的
低效企业越多，社会经济也就越不安全。我国《破产法》中，
还缺少完善细致的破产保护程序，甚至申请破产企业案例也
不多。我国大型企业的重组基本由政府直接介入，表面上减
少了社会成本，事实上以低效企业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
间，导致整体社会重组成本提高。推行中国的破产保护法，
是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退出市场的好办法。 叶檀

很让人吃惊的。重庆有个中学，一个班
级29人，统统被美国高校录取。所以他们集
体放弃了高考——准确地说，是放弃了中国
的高考，选择了留学(《重庆晨报》6月2日)。

今天的高考，已趋向多元。教育部考试
中心主任戴家干说，高考就是要砍掉“独木
桥”，建设“立交桥”。戴家干是从让更多的人
能受到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的。我认为，“立
交桥”不仅仅是指让更多的人能够“过桥”，还
应该是高考方式、求学路径的多样化。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的第一句是：“大
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
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
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
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
待。”此般“大考”，一定是“独木桥”而非“立交
桥”。因为“立交桥”一定是多元化的。

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就是高考路径多
元化的有益探索，这有助于高等院校人才培
养。而有个“佳话”更值得褒扬：复旦大学把
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
名单。38岁读博士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
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之前他还是蹬三轮
养家糊口的三轮车夫。重才重质不重文凭，
唯此，才能“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
焕”。没有这样的求学“立交桥”，蔡伟只能在
三轮车上看古文字书籍了。

“蔡车夫”的特长是古文字学。真正的特
长生，当然是瑰宝。有位中学老师说得深切：

“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使多少有特长的孩子
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人们都说考试是最公平
的，岂不知一元化的“凭考定终身”本身就会
造成巨大的不公。在科举时代，吴敬梓、吴承
恩、曹雪芹、蒲松龄等等都曾从“独木桥”上掉
下来，而事实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潜力
股”、“特长生”。

奇怪的是，如今在学生的求学路上，一些
学校和家长却在制造“伪特长生”，比如备受
诟病的奥数。奥数本来是为数学天才准备
的，可是为了择校，在一些地方人人都要学奥
数，奥数竟然成了一条通往名校的新的“独木
桥”。中国小学的奥数题，甚至难倒国际数学
大师。奥数本是菜刀，作为工具它是切菜的，
我们的一些地方教育机构却拿它来杀人。不
是特长，制造特长，升学之后，所谓特长也就
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有一种“伪特长”，就是被媒体曝光之
后引起全国关注的浙江“航模生”。“航模加
分”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成了一种乱象，是
高考的“偷渡船”。那么，这种关乎高考的“多
元形态”，戕害了公平竞争，恰恰是应当被抛
弃的。

高考从单一化的“独木桥”到多元化的
“立交桥”，是一条必由之路。没承想，高考过
程中的违法犯罪却多元化了。试卷泄密、高
科技作弊、行贿录取等等之外，还出现了湖南
省“罗彩霞案”以及众多不同地方的版本。这
些多元的犯罪手法，务必严厉打击。

徐迅雷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今年
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
减少40万。不过姜钢否认高考报名人数
减少主要是因就业难造成的说法。他
说，这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据教
育部提供的数据，在今年1020万高考报
名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750万。这
就意味着尚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
名参加今年的高考。（《新京报》6月3日）

今年高考将近，终于没有了往年“高
考人数突破X万”的新闻，而是各地纷纷
报出高考人数出现减少状况。这是个什
么样的信号？一时间众说纷纭。除了官
方的“人口减少说法”之外，还有“就业
难”、“多元化”等多种观点。

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这是事实。不
过，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何以单单体现在今年的高考中？再者，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固
然给就业造成了影响，但还不至于立即

辐射到高考环节上来——故而，就业危
机或许是导致高考人数下降的因素之
一，但绝不会是主要因素。至于说高考
人数下降表明社会成才观多元化，就更
不靠谱了。目前来看，由于户籍、收入分
配、教育等诸多领域体制性的落后和不
公正，阶层之间流动困难，高考仍然是普
通大众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
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成才
观”根本就不具备成长的空间。

现实中，人们一边质疑现行高考制度
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却一边老老实实通过
高考去拿一张有机会通往上层的“准通行
证”，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体制的壁垒，因
为机会的稀缺，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成为相
对公平的路径。如果没有一个有权有势
有钱的“好爸爸”，为了改变命运，唯有参
加高考——而回过头来说，大学毕业后固
然很难找工作，但不上大学就容易找到工
作吗？放弃高考，多数是一种无奈而被动

的选择，而非多元成才的自由。这是一个
必须要理清的问题。

请允许我以“小人之心”进行一番揣
测：放弃高考的人当以贫困者家庭出身的
学子为多。无须讳言，富裕家庭的孩子大
抵是不必为考大学还是不考大学而思量
的，考上了要上、考不上也会有很多选择，
譬如自费出国。只有穷人的孩子，才会面
对就业危机、高额的学费，进行惆怅百转
的“犹豫”和“权衡”——上大学合不合
算？最终有人洒两颗酸楚之泪，挥挥手望
大学而兴叹。人往高处走，这是一种朴素
的人生愿望，当放弃高考这一机会之后，
改变命运的途径只能是外出打工，走上与
其父辈近乎雷同的人生轨迹。

考不考大学，是个体的自由，但越来
越多的人被迫放弃考大学，就是令人警惕
的自我放逐。我们要正确品读这种自我
放逐背后的悲苦与无助，以及由此所折射
出来的社会底层人固化危机。 陈一舟

高考临近，一些佛教名山迎来了
一拨儿又一拨儿的高三老师，他们祈
祷着今年高考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

“收成”。数月前，广西铁路某中学派
出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作为代表，来
到湖南衡阳的衡山烧香拜佛，祈求该
校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顺顺利利，考
出好成绩。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
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公开秘密。（《中
国青年报》6 月 3 日）

高考前教师乃至学生烧香拜佛祈祷
一个好成绩的事情，并不鲜见。只不过，
如此考前烧香拜佛成为一种“组织化”的
行为——由学校统一选派且“报销差旅
费”，多少让人有些瞠目结舌。祈求美
好，是人的一种天性，尤其是在我们这样
一个具有数千年祈愿文化的国度里。换
言之，我并不认为，教师考前烧香是单纯
的迷信，而更像是谋求某种心理寄托。

正如这天底下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
的爱与恨，是什么让传播文明科学的为
人师表者不顾职业尊严对烧香拜佛趋之
若鹜？答案并不复杂，几乎是一个地球
人都知道的事儿。在应试教育体制下，
在一考定终身的指挥棒下，学生的高考
成绩决定着学校的形象、排名、获得教育
资源配置多少。学校有压力便给予教师
压力，教师有压力便转给学生……而考
前烧香，似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教师释
放压力的形式之一。

或许正因如此，对于“教师高考烧
香”现象，舆论不仅报以充分的宽容，还
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悲怆感：老师压力太
大，不堪承受。在现行体制下，教师的荣
誉、待遇、职称，无一不与学生成绩紧密
联系，一旦达不到指标，就有下岗的危
险。老师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张弛有度
的生活，也要养家……长时间高强度的

工作会吞噬教师的健康。
“老师和学生一样，也需要爱

护，学校和社会应该多创造宽松的
环境，不可再急功近利了。”读着这则报
道的最后一段话，我不禁哑然一笑：在教
育急功近利这根藤蔓上，教师真的仅仅
是受害者吗？我承认，目前的高考环境
下，教师的压力很大。但却不能否认，教
师也是教育功利最直接的利益获得者
——学生高考成绩好，他们会获得少则
数千多则上万乃至数万的奖金，辛苦总
能获得“回报”。想来，他们在佛前的祈
祷，也难免掺入利益驱动的成分。

与之相比，学生才是教育功利完全
的受害者，付出了常人难以相信的汗水
和泪水，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而即便是教师烧香期盼的高额奖金，不
也是从学生的腰包里来的吗？所以，别
把“教师高考烧香”看得太悲怆，这种难
脱利益色彩的荒谬行为所反衬出来的，
首先是教育体制的悲哀，其次才是教师
群体的压力。 鱼烟罗

（资料图片）

“内幕消息”骗钱财

《北京晨报》报道，3名
20多岁的女大学毕业生，
利用股民盲目相信内幕消
息的心态，冒用中国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名义提供证
券咨询，诈骗外省市18名
股民7万余元会费，被北
京警方刑事拘留。盲目相
信“内幕消息”以致上当的
股民，自然值得同情，但
是，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如
果真有那么准确又灵验的
能使人瞬间暴发致富的股

市“内幕消息”，这些掌握
此类“内幕消息”的人，何
不独占大赚一笔的绝好时
机呢；他们为何犯傻，乐意
挣一点有限的佣金，而将
最佳投机效益拱手让与毫
不相识的普通股民？其
实，有时候不上当不受骗
并不需要有太高深的学
问，仅仅需要保持一颗不
食嗟来之食的平常心就行
了。睁大眼睛，捂紧钱袋，
是善良的人们在各种诱惑
面前必须记住的行事准
则。 吴之如 文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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