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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刚过去的国庆长
假， 文明旅游仍是热门话
题。 据报道，国庆节当天，尽
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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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名游客在天安
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但垃圾
量明显减少，不少游客自备
垃圾袋，“人走地净”。 当然，

也有“杂音”———蓝天白云
下的青海湖，遭遇“垃圾之
殇”。 而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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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游客居
然从雷峰塔遗址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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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砖头，声称为了挖砖土泡
水给老人喝治病。

诸如青海湖的“垃圾之
殇”、 雷峰塔砖头遭殃之类
的现象，由来已久，并不新
鲜。 尤其让人焦虑的是，随
着国人足迹的渐行渐远，这
种不文明现象似有蔓延到
国外的迹象。 难道中国游客
果然是素质有问题吗？

其实，与其说是素质，不
如说是习惯。这是因为，乱扔
垃圾毕竟只是部分游客的有
选择的部分行为， 而并非全
部，也并非一成不变。从之前
游客走后的遍地狼藉， 到眼
下的也可以做到“人走地
净”， 这中间的进步显而易
见。这也表明，很多事情并非
想不到、做不到，只是没有朝
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或者说，

只是缺乏好的习惯。

习惯的改变或者说矫

正， 可能与外部的规训有
关， 也与自我的修养有关，

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内外的
双向良性互动。 实际上，这
些年来， 我们没少在倡导
“文明旅游”“呵护风景”上
下力气，有关部门也往往会
采取一些整治行动，但却见
效甚缓。

何以如此？ 一方面，一
味将文明的养成寄望于单
向倡导，甚至局限于高高在
上的灌输和教化，并非真正
的公民教育，很难在国民心
中留下深深的印痕，更不要
说指导其具体环境下的具
体行为了；另一方面，依赖
严厉的打击可能会产生一
定的威慑力，但鉴于这种打
击的不确定性，乃至操作的
难度，往往会沦为空泛的恫
吓。 时间久了，就好像田间
的稻草人，徒具观赏价值。

特别是，无论是文明的
倡导， 还是高压的整治，均
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意在
剥离景区与游人之间千丝
万缕的关联， 情感上的、意
识上的契合，文化上的关切
等。 其所导致的结果必然
是，“这是别人的景区”“这
不是我的事”。 一旦产生了
这样的治理定势，除非能始
终保持强大而严密的监控、

惩治，否则很难让人产生心
理上的共同认同。

也因此， 面对“不文明
旅游”的现象，有必要从公
众自身以及社会政策的公
众参与程度两方面求解。 公
众本身并不缺乏文明向善
的诉求，问题是如何能够激
发出这种诉求。 而激发的最
好路径，仍在于引导其积极
主动参与景区建设决策。 比
如， 景区乃至政府主管部
门，能不能将游客当作一个
旅游共同体的成员尊重，从
而通过扩大参与，而寻求更
多认同。 又如，可不可以尝
试以唤起民众耻感的方式，

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来倡导
文明出游。

说到底， 小到一个人在
公共场合扔不扔垃圾，大到
一个国家国民公共意识的
养成，都能折射出特定社会
的发展阶段、 成熟程度、群
己关系和社会生态。 而这只
能通过公共事务的参与、制
度文化的化育乃至双向良
性的互动， 一点点改变、一
点点定型，并在不断取得共
识的前提下，形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只有将外部内化为
“我的”，才能产生个体的责
任与义务，权利和担当。

（据新华网）

同学聚会，有那么复杂吗
现在同学聚会很多，小

学、中学、大学、

MBA

、党校，

甚至某个培训班上认识的
人， 都能凑一个同学聚会。

而在这个黄金周，更是出现
了同学聚会扎堆的现象。据
报道， 朋友圈里过节前就
“约起”，车站码头人流中夹
杂着参加同学会的旅客，街
头巷尾小馆子里打上“某某
同学会”的字样……这个国
庆黄金周各种同学聚会扎
堆，与旅游、自拍一起被戏
称为黄金周“新三俗”。

把同学聚会称为“新三
俗”之一，其中的“俗”当是俗
套的“俗”，有着多见而普遍
的意思， 应该不是庸俗、低
俗的意思。 但用“俗”这个
字，还是让人觉得不安，特别
是把同学会说成是“展销会”

“交际场”，更是让人不爽。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
背后，都对应着复杂而且深
刻的社会心理，同学会的兴
起也不例外。在一个大流动
大流通的背景下，面对陌生
人社会的出现，每个人都有
一种孤岛的感觉。面对无处
不在甚至异常激烈的生存
竞争和上位竞争，每个人更
有一种疲惫感，都渴望能有
一方天地让身心休憩。即便
那些大奸大恶，也有对成天
算计人和被人算计所厌倦
的时候。 可是在现实江湖
中，要么是陌生人，要么是
利益相关人，很难找到一个
可以脱下面具的地方。

当我们讲“不忘初心”

时，其实这个“初”，不仅是
心理上的初，也是生理上的
初。 青春时光最让我们怀
念，青春故事里的人最让我
们牵肠。同学们由于没有什
么明显的利益交集，毕竟有
过一起走过的青春时光，相
对容易找到情感的共鸣，这
也是同学、战友和发小之情
更让人怀念的原因。正如一
些聚会的主题：“谢
谢你陪我度过”

“二十年弹指
间， 共聚

追忆青春”， 很多聚会其实
就是一种“致青春”，是同学
们聚会在一起，追忆过去的
青春时光。

诚然，同学会不能完全
承担“心灵疗养”的职能，有
些同学会也很复杂。 比如，

有些同学借机炫耀自己的
现在，有些同学可能盛气凌
人，有些同学甚至还想谋取
一点什么。这都是不争的现
实，但要看到，毕竟不是所
有同学都如此。而且你也不
能否认， 相对于身边的聚
会，同学会还算“相对不复
杂”。如果你心无外物，只是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倒也好；

如果你有交流交际的需要，

那就很难免俗免忧。你所能
做的，或许就是“时时勤拂
拭”了。

至于说“某个培训班上
认识的人，都能凑一个同学
聚会”， 这其实只是借了一
个同学的名字，并不是真正
的同学会。这里反映的还是
一种“圈子文化”，表现为大
家都想拥有自己的朋友圈。

这种聚会本来就有着明确
目的，甚至是赤裸裸为着利
益结盟和利益交换而来的，

这种聚会充满着“论势排
辈”，相互之间拉关系、攀交
情，又有什么奇怪的。 这种
聚会是对同学之情的侮辱，

跟真正的同学会又有什么
关系？

同学聚会的兴起，对应
着一个陌生人社会和竞争
型社会人际关系出现的新
情况、新需求。并不否认，在
纷繁迥异的价值取向下，现
在的同学会也呈现出了种
种诡异现象。 但相对于社
会，在主流上，同学聚会还
是有情有爱的。 同学会可
能没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
复杂，至于说把同学聚会称
为“新三俗”之一，可能有些
过了。而且同学会不及其他，

真要不爽，完全可以
不参加，连堵心的机

会也不给。

（据新华网）

“不文明旅游”的文化病理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