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 yzhcomments@vip.sina.com 2017年11月29日 责任编辑/范金刚 美术编辑/吕攀峰时评

沉迷游戏、网瘾到底是不是病、该
不该治？国内外学者曾对这个问题争
执不下。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做
出了结论，将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
游戏成瘾）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列入了国
际疾病分类（ICD）精神与行为障碍章
节。虽然目前判定标准尚未正式公布，
但越来越多青少年甚至成人沉迷于此，
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11月28日《科
技日报》）

网络成瘾算不算病，尽管社会上争
论不断，但在医疗系统内部，一些医院
早就“只做不说”地将之当成了病。世
界卫生组织得出的结论，势必对国内形
成较大影响，“网络成瘾是病”已少有争
议，仍存争议的是诊断标准，是如何防
范标准被滥用导致的伤害。

应当看到，当前，包括成瘾性疾病
在内的所有慢性病，都有一整套理论和
规则，既包括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也
包括预防指南和康复指导，既对患者本
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也对社会其
他成员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规范。此外，
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基层医疗机构等，
还会将其纳入公共卫生的工作范畴。

这些举措可以减少和控制慢性病，是慢
性病应该享受的“社会待遇”。

既然网络成瘾是病，就要和其他慢
性病一样，有个“病的样子”。比如，公
共卫生应给予该病以经费预算，并通过
一些防控举措，阶段性地减少这种病的
发病率。还要搞清这种病的病因、病
理、临床诊断、治疗和康复原则。此外，
尚需将该病纳入相关信息系统，以便及
时了解发病率等信息，并通过循证医学
优化治疗方案。对于网吧等经营场所，
也有必要调整干预内容和力度，酒类、
烟草、赌博等可导致成瘾性疾病的物质
和行为均有管控措施，可导致网瘾的社
会因素也应得到管控。

可见，当前应该加快对这种病的理
论研究，并研讨出台管理和防控规则，
使之具备相应的“病样”，不能等到上网
成瘾者普遍被诊断患病后，却无法给予
患者以规范的诊疗和指导，也难以开展
旨在减少网瘾发病率的社会防控措
施。理论研究需要较长的时间，规则制
定需要广泛讨论，既然“网瘾是病”已渐
成共识，相关基础性工作就应尽快展
开。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
“不”的含义，但面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却很
难拒绝，或者说在一定情境下不敢拒绝。
当你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你敢说“不”
吗？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54.3%的受访者敢
于说“不”，14.2%的受访者不敢。60.4%的受
访者担心说“不”影响与对方的关系，73.1%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学会说“不”。（本报今日
１３版报道）

虽有54.3%的受访者敢于说“不”，但在
成长经历中，恐怕所有人都有能不能、要不
要说“不”的烦恼。当一种要求带着“满满
的恶意”时，说“不”可能不是一件难事，但
当要求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有时
看起来有善意的时候，想要说“不”，就不是
一件容易事。

说“不”，有着不同的表现。一种是“不
会说不”，表现为面对别人的要求与请求，
明明知道不合适不想答应，却不知道如何
拒绝；一种是“不愿说不”，当一种要求与请
求以一种善良方式体现，而且看起来大有
好处时，因为担心别人责难，防止好处旁
落，不愿意向对方拒绝；还有一种则是“不
敢说不”，因为思虑到对方的身份，考虑到
现实和未来，明明知道不合理，还是咬着牙
答应了。

应该讲，多数时候没有说“不”，只会带
来一时不快，需要承担的代价相对较小；但
有些不去拒绝，却可能带来人生的灾难。
这些年来，我们见到了太多贪官的落马，很
多贪官在忏悔时表示，自己当初也不是这
么贪婪，也想保持一颗纯洁之心，但在面对
诱惑时，慢慢失去了警惕之心；有的甚至因
为有着上级打招呼，而不敢拒绝，从而在贪

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感慨，“当初
我要敢拒绝就好了，哪会有今天。”可见，能
不能保持定力、学会拒绝，关系成长大事。

不会拒绝也不能自如地表达想法，又
怕被别人拒绝的心理状态，在心理学上称
为“被拒敏感”。这其实是一种“人格贫瘠”
的表现。没有谁是蒙娜丽莎，没必要对所
有人微笑；也没有谁是大熊猫，没有必要讨
所有人欢喜。古人讲“有所为有所不为”，
拒绝就是“不为”。明明心里不愿意嘴里却
不表示，这种人生痛苦，只是成长的无意义
折磨。而且，帮助别人是需要能力的，“假
装答应”而又力不能及，也会给别人带来痛
苦。丰满人格是人生最大财富，拒绝是有
力量的表现，是心理成熟的表现。

会不会说“不”，有时是情商问题，有时
是人生观问题。涉及情商问题，更需要的
是学会沟通的技巧，学会智慧的表达；涉及

人生观问题，更需要追问自己想成为什么
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生设计。一次次的
退让，一次次的允许，只会让自己逐渐远离

“初心”，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一个有
情商的人不是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不仅可
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坚守与操守。作为一
个现代人，应该成为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
人，在原则和底线问题上没有商量。

长路漫漫，学会拒绝也是一种人生能
力。比成功更重要的是成长，学会拒绝是
成长的必要经历，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题
中应有之义。拒绝并非自私，学会拒绝并
不是冷漠冷血，而是在真诚坦诚基础上，学
会量力而行，学会倾听心灵的声音。网上
流传毕淑敏的一句话——拒绝是一种权
利，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有的时候，我
们 距 离 人 格 丰 满 ，可 能 就 差 一 个“ 拒
绝”。

“网瘾是病”
得有个“病样”

一次次的退让，一次次的允许，只会让自己逐渐远离“初心”，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
人。一个有情商的人不是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坚守与操守。

学会拒绝也是一种人生能力

□毛建国

近日，一则“老虎冲出铁笼咬人”的视频引发网
友广泛关注。27日中午，山西省洪洞县新闻网络中
心对外通报称，因大小笼子未对接好，致使老虎意
外出笼抓伤两名儿童，目前两名儿童已出院，当地
公安机关及林业部门已介入调查。（11月28日《北
京青年报》）

马戏团的老虎，本来是作为“萌宠”供人娱乐，
也带给观众快乐的，谁承想稍有不慎，就化为伤人
猛兽，瞬间抓伤两名儿童，而在老虎被驯服之前没
有造成现场观众丧命，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有人
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偶然发生的案例，不具有普遍
性。其实不然，就在11月22日，河南南阳一六旬老
人用钱投喂马戏团笼子里的老虎，被咬掉双指。而
再往前推，2014年10月31日，某公园的万圣节之
夜，来自四川的一家马戏团在公园封闭区驯化动
物，结果一名小女孩突然闯入，被咬伤致死。

这还只是马戏团的动物伤人事件，如果再把类
似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咬死人的悲剧算进
去，那么这种猛兽伤人的事件显然更多。马戏团也
好，动物园也罢，每一起猛兽伤人事件，都有其特定
的发生原因，但是这些事件也都有一个共同点，也
可以说是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人类对猛兽，对
猛兽背后所代表的自然原始力量缺乏基本的敬
畏。

既然有人觉得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不可怕，那么
就有人会更进一步，认为关在动物园的老虎也不可
怕。于是，河南南阳这位老人拿钞票去逗弄马戏团
笼子里的老虎，北京的游客在严禁下车的猛兽区下
了车，最后造成的悲剧大家也都知道了。对于老
虎、狮子等猛兽，它们即便被关在笼子里，即便经过
了人类的驯服，成了马戏团供人娱乐的道具和动物
园供人观赏的宠物，但是它们仍旧属于自然之子，
血管中流淌的仍旧是充满野性的血液。这就意味
着，在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刺激之下，它们就会
从宠物变成伤人的猛兽。

遗憾的是，因为我们距离大自然太远了，就想
当然地认为这些笼子里和园子里的猛兽，就永远都
是一副昏昏欲睡、任人欺凌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
大自然，对大自然的原始力量缺乏基本敬畏的体
现。在我们自高自大，完全放弃警惕和防备心理的
情况下，一旦这些猛兽张开血盆大口，悲剧就不可
避免，就看谁会成为下一个倒霉蛋而已。

向法律、制度、管理要安全，当然没有问题，但
是也一定不要忘记了对大自然原始力量的敬畏之
心。因为有了敬畏，我们才会把对猛兽的管理工作
做得更好，才不会拿钞票去给老虎辨认，才不会在
猛兽区随便下车。所以说，在猛兽和大自然面前，
只有常怀敬畏之心，才能保障人身安全。

马戏团老虎伤人马戏团老虎伤人
提醒我们敬畏自然提醒我们敬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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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罗志华

□苑广阔

11月27日，江苏省消保委、江苏省
残联联合发布调查数据，调查显示：江
苏省残疾人经常外出的比例为58%。
另外一部分残疾人不愿外出的原因主
要是出行不便，出行不便主要体现在坐
车难上。从全省范围来看，残疾人外出
乘坐公交车的占比最高。然而，目前省
内公交车内部及附近的无障碍设施建
设较差。（11月28日《扬子晚报》）

无论是对于身体健康而言，还是对
于心理健康而言，让残疾人走出家门，
走进社会，融入人群，都很重要。现在
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相当一批残疾人
不愿走出家门，待在家里打发寂寞时
光，从报道的情况来看，江苏省的残疾
人有58%的比例经常出门，还有42%的
残疾人不经常出门，不愿出门。而不愿
出门的主要原因是——行动不便。

显然，为了让残疾人多出门，社会
首先需要打开无障碍之门。城市里无
障碍设施稀少，残疾人出行十分不方
便，比如公交车没有配备无障碍设施，
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车都需要寻求他
人帮助。解决之道只能是加快无障碍
城市建设，不再令残疾人上街感觉处处
都不容易。

其次，为了让残疾人多出门，社会
需要打开温暖之门。残疾人出门，容易
受到歧视，比如有人投以奇怪的目光，
有人不愿让座或帮助他们，甚至有人指
指点点。在遭遇这些情况的时候，人的
心灵世界是会蒙上阴影的。我们的
社会必须给他们更多温暖，让他们
感受到更多融合与接纳，而不是被这
个世界所剥离。

为了让残疾人多出门，社会还需要
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比如，残疾人也
是需要锻炼身体的，然而看看街头的游
园和广场，很少有适合残疾人的锻炼设
施。为什么不能对现有健身器材进行
改造，令其高度、宽度等，都更适合残疾
人使用呢？是否还可以研发一些依据
他们特殊情况而设计的“特别健身器
材”，让他们能感到出门游玩和健身是
多么方便多么自然的事？

当然，社会还需要反思“42%的残疾
人不愿意出门”另一个重要原因——不
愿意出门是因为“不需要出门”，没有什
么职业可做，只能依靠领取政府补助
生 活 ，所 以 要 拓 展 他 们 的 就 业 空
间，有了工作也就更愿意融入社会
了。

如何让残疾人
愿意“走出家门”

□□郭元鹏郭元鹏

当前应该加快对
这种病的理论研究，
并研讨出台管理和防
控规则，使之具备相
应的“病样”，不能等
到上网成瘾者普遍被
诊断患病后，却无法
给予患者以规范的诊
疗和指导。

无论是对于身体
健康而言，还是对于
心理健康而言，让残
疾人走出家门，走进
社会，融入人群，都很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