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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是教养的源头

! 章红

! ! ! !楼里有个孩子! 他妈妈是被当

作模范家长请到学校介绍经验过

的"据说把孩子教育得很好!一招一

式都有讲究"

只是觉得孩子的神情很不愉

快" 这不是错觉" 常常在楼道里#电

梯间遇到的! 每次这孩子都咕嘟着

嘴!神情阴郁" 没有一次例外" 孩子

那时才念小学! 这么不开心的小孩

子!而且一直不开心!也很罕见的"

每次遇到! 他总是像没看到我

们一样! 保持他那冷漠的不愉快的

神情" 这时候他妈妈一定会说$%叫

叔叔阿姨啊& '

那孩子就飞快地不情愿地叫

声$%叔叔好& 阿姨好& '然后迅速回

到他原来的壳里面"

哪怕是在楼道里擦肩而过!他

妈妈也一定要求他喊人! 这孩子就

仓促地咧一下嘴!%叔叔好阿姨好'!

我们未及回答!人已经走过了"

那种感觉不是太好! 虽然是在

被人问好"说心里话!我宁愿他视而

不见! 也并不希望得到这样别扭的

不情愿的问候"

多数父母都很在意培养孩子文

明礼貌的习惯!比如!%要喊人'"希望

孩子拥有人际礼仪! 出发点没有错!

但是!任何好的出发点!好的初衷!一

旦加上了强迫压制的色彩!就统统变

味了" 那样建立起的文明礼貌习惯!

也因为缺乏真诚而让人窘迫"

我相信这个孩子因为有个擅长

教育的妈妈! 一定在各个方面都被

严格要求"学习成绩要好!在校表现

要好!课余还要上很多辅导班!他已

经被强制的规矩套得喘不过气来

了!他的心灵都没有呼吸的余地了!

你怎么可能让他拿出真诚的笑容和

陌生邻居打招呼(

妈妈要求的礼仪此时不过是众

多规矩中的一种! 我猜他因为反感

这规矩!也反感被迫要问好的人了"

我们希望孩子对他人表达出热

情与善意! 我们不希望孩子畏缩而

冷漠!但仅仅依赖于%要喊人'这么

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结局一定是

南辕北辙" 教养和礼貌看似是外在

形式!其源头依然是内心的感受力"

如果孩子的心力已被压榨到极致!

他对自身的生活已经疲于应付!无

暇亦无意去关注外面的世界! 他又

从哪儿去自

发地生出对

他人的好感

善意( 心灵

的源泉干涸

了! 真诚的

情意未能滋

生! 此时被

迫交付的礼

貌只是一个

没有生命力

的外壳 !硬

邦邦冷冰冰!自然让人不适"

人只有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下才

能自如发展!包括发展出礼貌和教养"

! ! ! !有点年纪的上海人想必都还记得，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没有地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工
具。人们出行主要靠的是公共汽车。上下班高峰时
间的公共汽车总是异常拥挤。已经关上车门，启动
发动机要离开车站的汽车上，往往还会有几个人
扒着车门不放。排队等车的秩序也并不太好，每到
一站，车没停稳，等车的人就蜂拥而上，那些青壮
年乘客仗着人高马大，把老人、妇女、孩子挤到一
边，自己抢先上车占座位。当时的报纸上，也曾对
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做出批评报道。张志刚甚至在

美国看到过美国的报纸上，刊登着上海人挤公交
车的不文明照片。那照片下面配的文章自然是取
笑上海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而今的上海，人们出行可选
择的交通工具多了。再看看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
的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往昔的拥挤和混乱，乘客
们上车、下车都井然有序。很多时候，一上车就能
有空位。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国的张志刚对比这
三十年的变化时感叹地说：“现在上海的公交车和
纽约的差不多了。”

举出这个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张志刚想说的
是，当大家都把聚焦的点落在那些过马路的人身
上的时候，却忽略了马路的状况。

早在 !"#! 年，心理学家领域的专家沙茨曾
经说过一句引起学界争论的话：“一个人出了
问题，与其说是这个人的失败，还不如说是这
个人所身处的社会的失败。”在今天，学界已经
不再争论沙茨的这个说法，大家达成的共识
是，一个人的行为特点往往反映出的是社会的
控制和个人的控制两方面的状况。这两者不是
对立的。其中，社会控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相
对更大。

! ! ! !在张志刚看来，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问
题，最重要的是创建一个文明的环境。“在一些领
域，政府已经开始购买专业服务，这是很好的方
式。遇到问题，购买服务，让专业的人去研究科学
的解决方案。而非动辄就靠思想教育来处理问
题。”

对比国外的状况，张志刚表示，如果城市建设
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车行、人行分开，比如建造
天桥或者地下通道，会有助于创造一个“不可能闯

红灯”的环境。而对现有的马路做细致的调研，看
看哪些路口无车通过的红灯时间比较长，可以考
虑装上按钮，让行人在无车通过的时候，可以自行
选择绿灯。一个小小的按钮，会让闯红灯的不文明
行为变得“不必要”。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很文明

的环境，那谁会愿意去做不文明的行为呢？”张志
刚说。心理学中有一个基本命题“人是环境的人”，
社会控制的程度提高，个人控制的素质也会随着

提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然，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提高对自己行为的

约束力也是必要的。
张志刚同时提醒，媒体、微博上的网友不要太

多地指责那些闯红灯的人没素养。“这些聚焦在个
人身上的指责会让他们产生自责、羞耻的心理，要
知道，羞耻是最具有伤害性的负能量。现在都在提
倡营造积极的社会心态，引导正能量，在‘中国式
过马路’这个问题上，希望大家不要光盯着那些闯
红灯的人，同时，也多关注马路，更多地为建设一
个文明的环境出谋划策。”

! ! ! !“大家纷纷批评闯红灯的人的从众心理，这是
聚焦在个人控制的部分。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
看，我们还要关注到社会控制的部分。比较完整的、
全面的来看这个现象，才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听张
志刚讲课的人中，除了大学生、心理专业从业者，还
有政府官员。张志刚在课堂上经常会给大家看各个

不同国家的人过马路的照片。“如果我们去了不同
的地方，并且注意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真正文明
的环境，会使人没有必要不文明、不可能不文明。”

张志刚解释说，以过马路为例，很多欧美国家
在十字路口都设置了按钮，没有汽车通过而交通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行人可以自己按下按钮，交

通信号灯会随之由红灯跳成绿灯。“我是非常注重
时间的人，在欧美国家出差时，在马路边，那个绿
灯就经常是我自己按出来的。有了这样的设置，行
人就没有必要闯红灯，没有必要做出这种不文明
的行为。”还有一些地方则是让人“不可能不文明”
———有的地方是公路桥，红灯亮的时候，桥会升
起，让桥下的大船通过。这个时候，就算想要闯红
灯也是不可能的。

社会控制对个人行为影响大
)

文明的环境让人“不可能不文明”
*

从自己做起、多关注马路更能有效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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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

现!每一个信号周期!至少

有四五个人闯红灯! 而且

闯红灯时还有一个有趣的

现象! 先是大家都在耐心

等红灯! 但只要有一个人

往路口向前靠一下! 后面

的人也会跟着过来! 有一

个人试着闯红灯过街!后

面总有二三个人跟着过

去"一个红灯下来!平均要

有四五个人闯过来"

（来源：现代快报）

"专"家"调"查"档"案"

! ! ! ! 日前，有
网友发微博调
侃闯红灯现象

称：“中国式过马
路，就是凑够一撮
人就可以走了，和
红绿灯无关。”这
条微博引起了社会
关注。一时间，对于
“中国式过马路”中
透露出的“从众”心
理，人们议论纷纷。
当大多数人都将问
题的症结聚焦在中
国人的从众心理
时，另一个对人们
产生心理影响的因
素似乎被忽视
了，那就是“社
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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