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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校园暴力需要慈善的阳光
周中之

魏英杰

钱文忠

动物的权利
及其悖论

生命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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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段时间以来!校园欺凌

和暴力事件经常见诸媒体"孩

子是家庭的宝贝!是祖国的未

来!校园暴力引起了社会的极

大关注"某省对此进行了专题

调研!发现被访者中 !"#!$的

青少年遭受或实施过传统欺

凌和暴力!%&#!$的青少年遭

受或实施过网络欺凌和暴力!

'(#!$的青少年遭受或实施过

复合欺凌和暴力" 多年前!笔

者在韩国进行学术交流!一位

韩国学者痛心地告诉我!韩国

校园内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是校园暴力! 我听后为之愕

然" 如今放眼全球!美国等发

达国家校园内的枪击事件!

造成多人死伤!震惊世界" 校

园暴力已经是全球性的问题

了!迫切需要寻找解决之道"

这一解决之道不仅要诉诸法

律的威慑#心理的调适!而且

要诉诸伦理道德的引领!校

园慈善文化的建设"

从宏观上说!治理校园暴

力有$惩恶%和$扬善%两条基

本的思路!或曰$去邪%和$扶

正%" 对恶行的惩罚和对不良

心理的调适!是重要的#必不

可少的! 但面对稚嫩的青少

年!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帮助

他们建立充满爱心的#美好的

内心世界!筑起抵制校园暴力

的精神$长城%"从校园暴力的

多数事件来看!施暴者和受害

者都是青少年"国家有关法律

规定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

立足于教育和保护%" 对于触

犯法律的青少年!当然要绳之

以法" 但在防治校园暴力中!

要更多地通过正面教育来达

到目的" 青少年与成年人不

同! 正处于人生的成长期!可

塑性强!要强调$扶正%!通过

教育和引导!减少甚至告别校

园暴力" 去年上半年!全国人

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其中第八十八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

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 学校

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

纳入教育教学内容%" 去年下

半年! 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出

了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

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把上述

两者结合起来落实! 不失为

一条事半功倍的思路"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

树人!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一

代公民"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者!是具有$友

善%精神的新人" 校园是培育

公民慈善意识的重要阵地!慈

善意识的实质是$仁爱%!尤其

是对弱者的同情和关爱!而校

园暴力则是以强凌弱"多一分

慈善意识!就会少一分校园暴

力"政府有关教育部门应当落

实&慈善法'中关于$慈善文化

纳入教育教学内容% 的要求!

将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不

仅关系到人文精神的培育!也

关系到校园暴力的防治"

在校园暴力事件中走入

迷途的青少年!需要对他们进

行心理#法律#道德等多方面

的矫治!这些矫治要使他们看

到生活中的真善美!激发正能

量!同时在生活的实践中改恶

从善!积善成德" 现在&慈善

法'中的$慈善%是大概念!它也

包括社会公益和志愿者活动"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青少年经

常参加慈善公益和志愿者活

动对培养爱心!促进身心健康

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青少年在

人与人的交往中!要学会尊重

他人!关爱他人" 在与他人发

生矛盾时!要多进行沟通和交

流!用文明的方式协调相互关

系" 青少年有了爱心!才能以

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处理人际

关系! 化解生活中的矛盾!从

而有利于防治校园的暴力事

件"（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
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 ! !近日!宁波雅戈尔动物

园发生一起逃票闯入者被老

虎咬死的事件!在网上引起

不小的争论"

这是一起悲剧! 本不该

有什么疑问" 然而!$谁是悲

剧的主角%!人们却是争论不

休"一部分人认为!逃票者违

反规则固然不对! 其不幸遭

遇仍值得同情( 另一部分人

认为! 被击毙的老虎才值得

同情!逃票者实属$活该%"

原以为!持$咬死活该%论

调的不过是极少数人!未曾料

及!网上响应者众多!跟帖无

数"让这部分人振振有辞的理

由!除了规则!还有动物权利

这一说" 持此论者大抵认为!

动物也是生命!怎能说击毙就

给击毙了"更有人认为!$动物

园都是一种残忍的存在%!应

当统统关闭!$放虎归山%"

这似乎表明!国内社会

的动物保护意识日益高涨!

正在和世界$接轨%了" 但事

实果真如此吗) 恐怕未必"

且不说!质疑动物园存

在的正当性!并不能成为$咬

死活该%的直接理由!究竟什

么是动物权利!也有许多值

得细说的地方"

在一本叫做&动物权利'

*外研社!&))*年+的小书里!

提到一个经典案例, 从 '+%!

年到 '++"年每年的劳动节!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镇希金

斯都会举行一个射杀活动物

的节日!,)))只鸽子被从笼

子中一只只地放出来!仅仅是

为了成为活动参与者的靶子"

在每一轮射击后!年幼的孩子

们会收集受伤的鸽子!用各种

方式弄死它们"数千观众购票

入场!一边吃东西#喝啤酒!

一边对射击者和孩子们大声

叫好" 就此!作者戴维-德格

拉齐亚试图从动物权利角度

讨论为何这么做是错的"

作者介绍了 $意义逐步

增强% 的三种动物权利观,一

是道德地位意义上的权利!

指的是! 动物至少有一些道

德地位! 不是仅为供人类使

用而存在的!因此它们必须因

它们自身的缘故而被善待(二

是平等考虑意义上的权利!即

我们必须对动物与人类的相

似利益给予道德上平等的考

虑(三是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权

利*也称作强式动物权利论+!

指动物和人一样拥有某些不

得损害的根本利益! 这意味

着!我们不能以有害的方式拘

禁它们!即使这样做可能带来

较多的好处和较低的成本"

第一种和第二种动物权

利观比较容易被人接受" 如

在宁波老虎咬人事件中!有

人说$老虎也是生命%!就是把

老虎放在与逃票者平等的地

位看待" 第三种观点非但不

容易被接受!更不容易做到"

这差不多就是有人提出的!

$老虎咬人是本能!所以不该

死%"换言之!即便这只老虎咬

死了人!也不应被击毙"

这么说存在着重大谬误"

实际上!宁波这只老虎是在施

救过程中被击毙的!而不是因

为它咬死人而被$处死%" 哪怕

我们承认老虎享有不得被任

意剥夺的生命权!也不适用于

类似紧急处置措施" 考虑到当

时现场缺乏更有效的手段!直

接射杀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的

后果" 倘若有人坚称!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能伤害或危及动

物生命!这已经不是动物保护

主义!而是$动物至上主义%了"

问题还在于! 某些人所

持$老虎不该死%的观点!本身

就存在着巨大悖论" 这些人

一边声称逃票者 $被咬死活

该%!一边又为被击毙的老虎

鸣不平" 这让人感到非常不

解, 这究竟是哪门子的动物

保护主义) 很难想象!一个人

可以在缺乏对人的生命的基

本尊重的同时! 却对丧命老

虎抱以如此深切的同情"

缺乏对生命的敬畏!这只

能是一种虚伪#畸形的动物保

护观"这种对动物保护的片面

解读与偏激行为!反倒可能伤

害国内动物保护的健康发展"

! ! ! !丁酉新年!原本应该与

所有的春节一样!喜庆祥和"

但是! 一个游客无视动物园

的各种警示!不购票!翻过架

设着铁栅栏的高墙! 闯入虎

山"结果!当着妻儿和无数游

客的面!惨被老虎咬死"

老虎最终被击毙!然而

它的利齿撕裂了人群"有的

人标举$人权第一%!主张死

者为大(而高举$规则%的人

似乎更多! 认为老虎无辜"

我无意在此加以评论"我只

想表达一点担忧!提出一点

建议"

多元的声音和争论!是

现代社会的正常样态"然而!

这并不等于说! 在一些基本

的问题上! 社会可以没有共

识" 尖利的虎牙夺取了最宝

贵的人命!同时也无情地撕

开了社会缺乏共识的真相"

这才是令我深深担忧的"

人的生命至高无上!

&))" 年汶川大地震时!难

道不已是举国一致的共识

了吗) 当时郑重提出!人的

生命最宝贵! 不提倡为了

$保护国家财产%而$英勇牺

牲%"短短十年不到!现在的

激烈争论提醒我们!这个共

识并不稳固"

大家饱受各种无序之

苦! 日益重视守秩序讲规

则"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共识

吧"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规

则) 规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场争论告诉我们!显然对

此也并没有什么共识可言"

这场争论背后的问题

并不简单"我们有很多价值!

比如生命#自由#公正#平等#

规则等等!都极其重要!都是

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

可或缺的"然而!我们是否认

识到! 它们绝不组成一个和

谐统一的系统"很多时候!它

们相互冲突! 比如自由-平

等#公正-平等" 人类无从选

择! 只能无奈地用各种制度

规则去妥协平衡"因此!太多

的时候! 我们大概只能就事

论事! 依据常识和法律来下

判断#作处理" 否则!解决不

了问题!还徒增混乱"

既然在这次事件中!生

命的丧失确实是由漠视规

则直接引发的" 那么!不妨

探讨一下如何有效地培养#

增强我们的规则意识!以期

最大可能地保护生命"

我提一点建议,将现代

文明生活所必需的规则意

识教育!纳入现行的学校教

育体系!$从娃娃抓起%" 我

们是否更重视知识教育!而

忽视了规则教育) 这是一个

重大问题" 在学校里!孩子

如果写错了一个字#算错了

一道题!要罚抄正确答案几

十乃至上百遍" 这么做是否

对暂且不论" 但是!如果孩

子不遵守纪律和规矩!比如

不排队#不讲礼貌#乱扔垃

圾!我们对其错误行为的矫

正力度是否也有那么大呢)

我们要求孩子从小具

有远大而高尚的理想! 并且

大力教育!这当然是对的"不

过! 我们是否忽略了作为底

线的规则教育呢)其实!对于

有序的社会生活而言! 比起

高大上的道德情操来! 底线

即便不更重要! 也起码一样

重要"我们总不能等孩子们长

大成人了! 再去要求他们不

随地吐痰#应该排队#遵守交

通规则#礼貌待人等等吧)

教育责无旁贷"很久以

前!我们的前辈就曾经编撰

过各种教材!将现代社会文

明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和

传统文化中的规矩操守结

合起来!教育孩子做一个合

格的人" 在这方面!今天的

教育是否应该借鉴呢)

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圈养的老虎居然夺去了

两条人命!令人痛惜" 倘若

当事人遵守规则!惨剧是可

以避免的" 其实!同样地漠

视规则!夺取的人命又岂止

两条"违反交通规则所造成

的伤亡!恐怕每年都要以千

以万计吧"

生命最可贵!规则价亦

高"我想!痛定思痛!这个共

识还是应该可以达成的"

老虎凶猛!而忽视了尊

重生命和遵守规则的教育

更猛于虎"

! ! ! !春节刚过! 一幅照片

在网上流转, 一位年届八

十#萧疏白发的农村老妈妈

成了网红"她满是皱纹的脸

探进小车车窗!送别回城的

儿子!眼神里满是眷恋与不

舍"很多刚刚拜别父母的人

观之泪下"让人想起韩愈的

痛切之句, 白头老母遮门

啼!挽断衫袖留不止"

眼下! 中国上亿家庭

都在重复这样的情形!温

暖!又辛酸" 尊前慈母在!

浪子不觉寒" 而要盼回成

年的孩子! 老妈妈们又得

等上一年"而有的妈妈!也

许再也等不到了..

和平常相反! 每到春

节!城市空了!乡村满了"

据统计! 北京少了 "!"万

人! 占平时常住人口的近

四成" 上海平常拥挤不堪

的地铁也变得空空荡荡!

包子铺#拉面馆#馄饨摊儿

都歇了业! 蜜蜂般穿梭于

城市的快递员! 也都无影

无踪! 穿越回了渴盼他们

的父母身边" *天长假之

后!特别是过了十五!城市

又会瞬间被填满" 一眼望

不到头的堵车车流# 返城

的火车一票难求..

人们在家乡! 听烧爆

竹!看换桃符!用守岁围炉#

供奉先祖的慎终追远#用

餐桌上妈妈做的家常最爱#

用手机里的全家福照片#

用童年伙伴喧哗着相碰的

酒杯!充足了满格的亲情!

让接下来一年的打拼再度

有了底气!有了目标..

然而!春归又成客!闹

市无人识!拥挤的城市可能

很纠结很疲惫很多不熟悉

的规则! 市情简薄而直接!

少了些脉脉温情和无拘无

束"比如!来自湖北的老张!

就怎么也想不到为省一张

'))多元的门票!就掉进了

宁波一动物园的虎口!也想

不到陪他魂归彼岸的!竟会

是咬死他的那只虎..

人们引经据典! 谴责

老张因不守规则自取灭

亡!痛惜老虎$无辜%被杀"

理由是老虎有天生野性!

而人类文明则建立在规则

意识的基础之上"

这话应该加十分" 但

有木有想过!对千千万万乍

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小张老

张们而言!$野性% 也是天

生的!乡村规则从来和城里

截然不同" 在乡村!没有红

绿灯!没有斑马线!在地里

干活喉咙痒了!$扑%地一口

痰就吐在田里!夏天下河游

泳不需要买卡! 炮仗可以

乱放! 年夜饭女人甚至不

能上桌与男性同餐..

进了城! 有谁告诉过

他们这些规矩和不守规矩

的后果呢) 他们是又脏又

土! 进了地铁没人愿意挨

着他们"每有交通事故!他

们往往是主角! 要么是开

集卡的司机! 要么是闯红

灯的伤者..

其实! 他们的大部分

时间! 是隐形在流水线或

空中的脚手架上" 他们中

间有人会写诗!$刷! 刷刷

刷!中国!我制造的鞋子!

踏遍了七大洲%$我们来自

村#屯#坳#组!我们聪明

的#笨拙的!我们胆怯的!

懦弱的..%

对这样的他们! 从小

到大!从哪里能得到关于城

市规则意识和基本文明习

惯的系统培训)人们可以原

谅一只老虎的噬人天性!却

不能从一个来自乡野的打

工者苍凉的结局去体味这

个群体的无奈与悲苦)

光有指责是不够的"

规则意识的建立!要从农村

基础教育做起! 从城乡两

地的系统规范培训做起!

结合案例!将城市规则的生

死攸关深深烙进他们的心

里"那么!铤而走险翻墙#闯

红灯的将会大大减少"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

有江河%!请不要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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