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东济南开展不文明行为夏季集

中整治，对包括赤膊光膀、脱鞋晾脚、随意暴

露等带有夏季性特征的不文明行为说“不”。

一些经劝阻不听的行为，或是高发易发的不

文明行为，则会被曝光。记者查询看到，除济

南外，天津、沈阳等全国多地均出台了措施整

治光膀子等行为。天津规定，在公共场所赤

膊，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7月3日《北京青年报》）

整治赤膊光膀，几乎是每个夏天的保留

项目，今年同样如此。与燥热天气相生相伴

的，每每都是那些赤裸上身的男人们。他们

尽管露出的不是八块腹肌而是一坨肚腩，却

似乎同样骄傲自豪。人们将之称作“膀爷”。

尽管在官方口径中，上述种种被称为“不文明

行为”，但实际上，膀爷们从不觉得自己有何

不妥。这种“自我中心”的心理认知，迷之自

信而令人费解。

一般而言，舆论评价“赤膊光膀”行为，都

习惯于从“规则意识淡漠”“个人素质缺失”角

度去归因。但实际上，这更多还是一个传统、

文化范畴的议题。膀爷们觉得自己赤裸上身

的做法，很惬意、很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

某些男性一贯是“自负且傲娇”的存在，他们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顾自己爽，从不顾别

人的眼光”。

说到“膀爷”，其与“顽主”“老炮”等概念

具有高度的基因一致性。那就是，把“没正

形”当成有范儿，凭着一股“爱谁谁”的劲头横

冲直撞，着迷于那种粗粝、痞气的“社会人”派

头。“膀爷”要的是赤膊光膀的凉爽，要的是

“不迁就别人”的快意，要的是“你看我不爽却

不能拿我怎么样”的嘚瑟——实际上，除了公

共部门阶段性的集中整治，人们还真拿他们

没办法。

作为一种民间习俗，赤膊光膀的风气，同

样可以看成是“历史遗产”。在过去相当长时

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膀爷们露出的“大肚

腩”，代表了富足、闲适的生活状态，这是可供

炫耀的资本。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只不

过，其“象征内涵”早已发生变化。时移世易，

这是一个晒“腹肌”标榜自律精神和自我管理

的时代。置之于这种背景下，大腹便便的膀

爷，显得老派、过气而透着一丝悲凉。可以

说，他们是落后于这个社会而不自知，沦为笑

谈却自我感觉良好。

治理“膀爷”现象，还是得从文化、心理层

面断根。“赤膊光膀，很low很老气，是视觉污

染而不是流行风尚”——只有让这一观念深

入人心，方可让夏天的“肥腻”男人们，穿上脱

掉的上衣。

在高考前后的家长微信群里总会出现这

样的有趣现象：在高考之前的复习阶段，家长

们都说应试教育好，并鼓励孩子潜入题海，因

为它可以使孩子拿到高分，甚至高调解读，

“对基础知识的充分理解和应用，必须依靠大

量的基础训练才能获得，所以正确应用题海

战术是提升对基础知识理解和应用的必经途

径”，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不管怎么说，高

分都是现实中最霸气的通行证”。

在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家长们则又异口

同声说素质教育好。孩子高考成绩不错，家

长们更是力挺素质教育，他们的理由是，孩子

终将走入社会，仅靠一纸数理化的文凭是无

论如何都走不远的。对于那些高考成绩不理

想的孩子家长们来说，同样也放开声调大声

说素质教育好，认为素质教育可以让孩子在

未来更具创造力，并宣称：“靠创造力吃饭而

不是靠文凭生存。”

从这个有趣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家长们

“前后不一”的说法，说明在他们心里并没有

形成对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认知。他

们在想让孩子考取名牌大学的时候，就说应

试教育好；他们在孩子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就

说素质教育好。而对这种“口是心非”又该如

何解读呢？其实，家长们产生的变化，完全源

自于不同阶段不同诉求的心态变化——谁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但毕竟高考

就是一种社会选拔机制，有考上名牌大学的，

就一定有没有考上的，在选拔的本质上，“有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哪位家长都

不想这么说，但哪位家长心里都会有这样的

心理预期。

因此，对于到底是素质教育好还是应试

教育好这个问题来说，似乎永远都没有统一

的答案。但同时，似乎遍地都是答案，因为它

是家长们在孩子不同阶段心态变化的产物。

因此，说哪种好与不好，其实并没有根本的意

义，因为现实中总有喜欢素质教育的家长和

孩子以及专家，也总有喜欢应试教育的家长

和孩子以及专家。而从总体上看，即使是教

育专家的观点，在不同的阶段也很难分个输

赢对错。

所以，对于素质教育好还是应试教育好

这个问题来说，网上有过这样一则新角度的

调侃：素质教育当然好，当社会需要按部就班

平滑发展的时候，应试教育的学子们就会大

显身手，为素质教育的学子们搭好框架铺好

路；应试教育当然也不错，当社会集中需要创

造力的时候，素质教育的学子们就会大有作

为，为应试教育的学子们负重前行。

在目前这个阶段，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

育，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个两难的选择。不

管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在这个社会中

都是必然存在的客观模式，它们不是对立关

系，而是宏观上的互补关系，社会多元化的教

育价值观和就业观甚至是学生的人生观，也

会因这种互补与互依而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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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为何在应试教育与素质
教育中“打转”？

治理赤膊光膀，先断了膀爷的“文化错觉”

网友说
@听风——“狗的主人就站在几

米远的地方，却没有上前阻止”，如果

的确如此，那么狗的主人是否应该被

追究刑事责任呢？

@三更——城市里的狗真该好

好管管了，养的人越来越多，管的人

越来越少。家养宠物不应该成为法

外之物。

@九月——不反对养狗，反对没

素质的人养狗。

@八风不动——4条狗围攻一个

人，想想都可怕，这样的狗主人必须

要追究刑事责任。

@木子李——各地都有养狗条

例，但是相关部门根本不严格执行。

对于恶狗伤人，需要以预防为主，相

关部门必须负起责任来，对违规养狗

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否则，这样的

事件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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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在这个社会中都是必然存在的

客观模式，它们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宏观上的互补关系……

近日，杭州萧山一对母女上顶楼收衣服

时遭大金毛、斗牛犬、泰迪等4条狗围攻。女

儿杨女士称，她妈妈把她推出顶楼的门，用身

体抵住门不让狗过去，自己被严重咬伤。她

妈妈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出现了休克症状，被

送进急救病房。杨女士称，狗主人只愿承担

医药费，拒绝赔偿。目前，养狗人涉嫌违规养

犬，被立案处理。（7月3日《东南早报》）

我们总说“狗咬人不是新闻”，可现在“狗

咬人”却频频上了头条。如今，“杭州母女在

小区遭4条狗围攻：妈妈被咬失血休克”的新

闻事件再次引爆舆论，如何惩治恶狗咬人，以

及如何防范狗咬人也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一些国家，“不得伤人”和“宠物主人不得

对所养宠物失控”是宠物饲养的基本规则，宠

物犬如果失控伤人，养犬者需承担全部责任，

包括对伤者的赔偿，以及负担警方和市政部

门出警的费用等，情况严重者还需承担刑

责。比如，美国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犬只

主人必须为狗戴上约束皮带和防止咬人的口

套。一旦违规，要视情节轻重追查主人的刑

事责任。

在英国，狗咬死人的惨案也时有发生。

2009年，年仅4岁的男孩约翰·梅西在利物浦

外祖母家居住时，被舅舅饲养的比特犬撕咬

而死。梅西的舅舅因此而被判入狱4个月，

时年63岁的外祖母也因此被判缓刑并终身

禁止养狗。在梅西被恶犬咬死后，梅西父母

和广大社会民众大声疾呼，要求以更加严厉

的刑罚严肃对待狗患问题。英国议会终于在

2014 年通过了修订的《危险犬类法案》。此

后，如果恶犬伤人，狗主人将面临的最高刑罚

增加到5年有期徒刑；如果恶犬咬死人，狗主

人将面临最高14年有期徒刑。这次修订大

大提高了对狗主人的刑事责任处罚，极大增

强了治理狗患的刑法威慑力。

相比而言，目前国内各地制定的养犬地

方法规似乎过于“温柔”。要认识到，恶犬频

频伤人，直接原因是其饲养者责任的缺失。

让饲养者尽到应有的责任，不能仅靠道德层

面的呼唤，必须以明晰的规则设置来确定责

任边界。在发生严重的恶犬伤人事件后，仅

是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很不合理，增加刑事

处罚力度显然应予以考虑。

总之，应从法律层面严管养狗行为，如此

才能遏制和减少恶狗伤人等事件。

遏制恶狗伤人，法律不可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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