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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涂鸦对公共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

涂鸦者的行为
,

轻者有悖道德 良知
,

重者触犯法律
。

教育缺失
、

自律缺失
、

审美缺失
、

监管缺失是涂鸦屡禁不止
、

甚或有蔓延之势的重要原 因
。

接力教育可弥补涂鸦者众多缺失
,

严格监管可

对涂鸦现象进行根治
,

二者统一于和谐社会建设和环保建设之中
。

【关键词 】涂鸦者 缺失 弥补和根治

中图分类号 」以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一 一 一

一
、

胃

据 《现代快报 》报道 埃及 多年神庙浮雕出

现
“

丁锦昊到此一游
”

的涂鸦后
,

网友群起攻之
, “

丢

人丢到国外
”

之类的话纷纷出炉
,

丁锦昊父母通过

媒体公开道歉
,

称监护不到位
,

恳请大家给孩子一

个改错的机会
。

又是
“

子不教
,

父之过
”

鲜活 的案

例
,

在倡导文明旅游的今天
,

此类事件着实不该发

生
,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

不能不引起国人深思

中国人怎么 了 是道德缺失
、

自律缺失
、

精神空虚

吗 都有
,

而且还不止于此
。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一名 岁的中学生

因在学校涂鸦受到父亲处罚
,

套着前后写有他过失

的夹板在街头行走了 个小时
。

这名学生在学校公

物上涂鸦
,

造成 美元的损失
。

他父亲在得知此

事后做了这套夹板
,

上面写着
“

我是一名应该受到

处罚的少年犯
” ,

另一面写着
“

我在学校做出了损坏

公物的蠢事
,

浪费了你们的纳税钱
” 。

这名中学生

说
,

他对 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
,

以后肯定不会

再犯了
。

除了父亲对他的惩罚外
,

这名学生还被学

校停课 天
,

并须将其涂鸦的地方恢复原样
。 「
这在

中国几乎不可能
,

或许有人会 问
“

少年犯了什么

罪
” “

羞辱 自己儿子
,

老子好看吗 太过分了
”

这

是法治精神
、

法治理念的差距

二
、

涂鸦和涂鸦者

涂鸦
,

是人在墙壁或其他的介质上随意涂画
。

“

涂鸦
”

一说可以上推至唐朝卢全 《示添丁 》诗
“

忽

来案上翻墨汁
,

涂抹诗书如老鸦
” 。

某人在书本等

个人物品上 的随意写画
,

不对公众生活和公共环境

造成影响
,

无关道德宏旨
。

但他 她 用粉笔
、

水笔
、

刀片在墙壁
、

桌面等公共设施
、

物品上写 刻 下 的

文字图画等
,

对公共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消极的影

响
,

本文的涂鸦者就是这等人群
。

他们的行为
,

轻

者有悖道德良知
、

环保主张
,

重者触犯法律
,

引来牢

狱之灾
。

下面的文字就是来 自涂鸦重灾区 —大

学的调查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人类公共生活进程加快
、

范围扩大
,

涂鸦越来越多地承载着人类道德和 良知

的评价
。

有人声称涂鸦属于
“

校园亚文化
” ,

是人自

我意识的觉醒
。

实际如何 请看实录
“

日
” 、 “

坑

爹
” 、 “

猪头
” 、 “

交友
” 、 “

求包养
”

等
。

此等现代

感十足
,

充溢着个人无奈
、

愤慨
、

激情的语汇如果保

存在私人 日记里也就罢了
,

偏偏加粗加黑涂写于课

桌墙壁之上
,

说明什么 说明某些大学生公德意识

不强
,

文明素养不高
。

百无聊赖
,

浮躁不安
,

自制

力差
。 。。

据
“

关于安工大课桌文化的调查报告
”

显示
“

的人认为课桌文化都不是文化
,

的认为要

视情况而定 的学生都曾或者偶尔的制造课桌

文化
” 、 “

对于最后的清理问题
,

的人不愿意参加

或勉强参加
。 ” 日

现象令人触 目惊心
。

涂鸦者及其帮腔者们
,

得

补课了
。

他们缺了责任心
、

荣辱感
,

是非不辨
,

美丑

不分
,

人若至此
,

不知其可
。

三
、

涂鸦者的缺失

缺失的含义 一是缺陷
,

缺点 二是缺少
,

失

去
。

涂鸦者的缺失就是其缺点
,

他 她 不具备的东

西
,

如德行
、

理性
、

品质
、

修养等
。

一 教育缺失

教育包括家庭教育
、

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及 自

我教育
。

教育 内容极其广泛
,

有德育教育
、

环保教

育
、

诚信教育等
。

教育缺失者如上文的
“

到此一游
”

某同学
,

因为家庭教育不够
,

学校教育不足
,

自我教

育尚未起步导致缺少公德素养
、

法制意识
、

环保意

识
、

自律意识
,

最后落了个坏名声
。

但另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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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父母整天唠叨
,

家教不谓不严
,

师长耳提面命
,

师教不谓不勤
,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背得滚瓜烂

熟
,

但依然我行我素
,

规范约束统统抛之脑后
,

这类

人
,

理论和实践脱节
,

知行不一
。

教育对其并没有

发挥实效
,

人耳不一定人脑更没有进人血液
。

如何

使教育效果进人血液进人基因呢 继续教育
。 “

环

境教育中
`

知
'

的培养是浅层的
,

唯有
`

德
'

的培养才

是更关键
、

更根本
、

更深层的
。

一切环境科学知识

和保护法律法规的教育
,

只有通过环保主体确立了

环境道德意识之后
,

才能转化为现实且富有成效的

环保功能
。 ” 「
对涂鸦者的教育要

“

天天讲
、

月月讲
、

年年讲
” ,

直面涂鸦
,

剖析灵魂
,

实践改造
,

升华提

局
。

二 自律缺失
“

吾 日三省吾身
” ,

自省方能进步和发展
。

自省

是 自律的前奏
,

自律是自省的升华
。

某生在课桌上

刻画
“

猪头
” 、 “ 、 ” 、 “ ”

等内容
,

他 自省过吗 这

是什么地方 我是学生吗 在干什么 胡写乱画

的结果怎样 如果他认识到 课堂是严肃的地方
,

我已经成年
,

涂鸦是不理性的
,

胡写乱画会被别人

说成没公德
、

没素质
,

遭人诅咒
。

想到这些
,

他肯定

收手
、

擦除
,

就是做到了自律
。

自律的人是有觉悟

的人
,

是向真理和高尚靠近的人
。

人皆能自律
,

但

程度不一
,

高下分野
。

涂鸦者一般自律水平较低
,

但还不至于在自家墙壁乱写乱画
,

也不会在朋友家

乱写乱画
,

否则他会被视作另类
,

名誉扫地
,

一塌糊

涂
。

在公共场所涂鸦就是 自律意识不强
,

态意妄为

的表现
。

三 审美缺失

审美即辨别
、

领会事物的美
,

是构成人对现实

的审美关系
,

满足人 的精神需要的实践
、

心理活

动
。

是理智与直觉
、

认识与创造
、

功利性与非功利

性的统一
。

某学生用铅笔在墙壁完整写下 《林教头

风雪山神庙 》中的精彩句子
“

林冲 出到大门首
,

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
。

带了钥匙
,

信步投东
。

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
,

逸迹背着北风而行
。

那雪正

下得紧
。 ”

这是 《水浒传 》中的经典
、

唯美片段 一瞥

间出现在雪 白的墙上
,

给人纠结和堵的感觉
,

可 以

想见书写者是多么随性
、

幼稚
、

仓皇
,

全然生活在个

人的世界
。

美好的事物出现在不适当的场合
,

神

韵
、

味儿
、

结构就打破了
、

撕碎了
,

如同悲剧
,

纠心难

受
。

缺憾缘于当事人审美缺失
,

修养不够
、

积累不

厚
。

给人不伦不类
,

没章法无厘头的感觉
。

譬如
,

会议室中挂
“

江山万里图
” ,

众人称好
。

若挂浴女

图
,

谁挂谁遭骂
。

对牛弹琴
,

不是牛不好
,

也不是琴

不好
,

是操琴之人审美缺失
,

弄错了牛和琴的关系
。

四 监管缺失

环境保护
、

管理应该有专门的人和部门负责
,

在学校
,

班主任和辅导员就有监管教室卫生保持整

洁的责任
,

相关部门也应有监督监管教室整洁
、

禁

止涂鸦的责任和权利
,

单位和社会上都应该有明确

的监管归属
。

由于长期以来对涂鸦现象的忽视与

轻视
,

涂鸦渐渐进人管理者的盲区
,

被默认甚或保

护起来
。

涂鸦者正是 由于失去了监管才变得胆大

妄为直至肆无忌惮
。

我国很多地方的监管机构对

涂鸦之类的
“

小的
”

违反道德规范
、

环保规定的行为

要么忽略不计
,

要么处罚不力
,

像上文所述因为涂

鸦被拘禁被判刑的案件真的闻所未闻
。

四
、

缺失的弥补及涂鸦的根治

接力教育可以弥补涂鸦者的缺失
,

严格监管可

对涂鸦现象进行根治
。

接力教育是根治涂鸦的基

础和前提
,

严格监管是根治涂鸦的关键和保障
,

二

者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
,

统一于和谐校园建设和环

保建设之中
。

一 教育非万能
,

没有教育万万不能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针对

涂鸦者的缺失提出了
“

接力教育
”

的概念
,

持之以

恒
,

贯彻落实
,

效果不错
。

接力教育是围绕某种思想
、

事物开展的
,

众人

接力参与的
,

有传承色彩的教育模式
。

接力教育是

根治涂鸦的首要环节
,

是治本的重要步骤
。

不从教

育着手
,

不提高人群的德育素质和人文素养
,

根治

涂鸦只能是本末倒置
,

劳而无功
。

管住今天管不住

明天
,

管住涂鸦的手管不住躁动的心
。

具体来说
,

该院的接力教育从社会公德
、

个人品德切人
,

围绕
“

文明礼貌
,

助人为乐
,

爱护公物
,

保护环境
,

遵纪守

法
”

展开
,

突出法制教育
、

诚信教育
、

和谐教育
、

养成

教育
,

目标就是育出学生纯洁的灵魂
。

管住冲动的

手
,

闭上无聊的嘴
,

育出健康的脑
。

接力教育起到

了
“

一石三鸟
”

的作用
,

弥补了学生教育缺失
、

自律

缺失
、

审美缺失
。

活动年复一年
,

教育了一届 又一

届学生
,

实践证明
,

教育实效性正在逐年提高
。

二 严格监管

监管是根治涂鸦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证
,

没有

严格监管
,

效果就不会持久
,

涂鸦很快会卷土重

来
。

严格监管必须到位
,

奖惩必须兑现
,

对涂鸦者

绝不可放任 自流
。

在重视环境保护
,

提倡生态文明

的今天
,

容忍公共场所的涂鸦就是损害公众利益
,

要追究管理者不作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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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要有顶层设计
。

科学决策带来正能量
。

环保话题要天天讲
、

时时讲
,

对涂鸦现状要拍案而

起
,

督促解决
。

为教育创设整洁优美的环境
,

为生

活打造清新和谐的环境
,

这是领导必须思考的重大

问题
。

其次
,

在管理措施上
,

要做到责任明确
,

环环相

扣
,

全面覆盖
。

以学校为例
,

学工部门应定期发送

公益短信提醒学生注意环境保护
,

爱护学校设施
,

拒绝教室涂鸦
。

发现有人涂鸦
,

辅导员要找其谈

话
,

令其改正
。

屡教不改者将其记人学生操行评

定
,

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

学校成立环保志愿者巡护

队
,

教师带队
,

定期巡护教室及周边
,

发现涂鸦及时

清除
。

学校公布文明校园维护举报电话
,

学生处
、

后勤处
、

辅导员
、

思政教师都可以参与值班并处理

举报事件
。

充分利用已有的监控设施如摄像探头
、

闭路电视等来对教室等公共场所进行管护
。

有了

多重监管体系
,

涂鸦者就会心有余悸而罢手
,

就会

因监督的威慑而反思
,

就会因反思而愧疚
。

严格监

管是杜绝校园环保形式主义
、

马虎敷衍的利器
,

也

是收获环保实效性的推进器
。

学校还应创新管理

模式
,

如涂鸦数量和人员流动有一定关系
,

学校可

以相对固定班级教室和学生座位
,

使学生产生
“

我

的教室我爱护
,

我 的课桌我珍惜
”

的认知和情感
,

减

少和阻断学生涂鸦的机会
。

最后
,

组织环保志愿者擦除涂鸦
。 “

扫帚不到
,

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 ,

擦除涂鸦是活动的高潮
,

既要

打攻坚战
,

又要打歼灭战
。

志愿者用细砂纸擦磨来

清除涂鸦
,

成本低
,

效果好
。

课桌涂鸦则用橡皮
、

抹

布尽力擦除
。

擦墙活动帮助学生去除了懒散
、

消

极
、

腐化思想
,

帮助同学树立起
“

爱护公物
,

保护环

境
”

意识
,

促进教育
“

正能量
”

转化
,

培养学生终生受

用的规则意识
。

通过上述措施的组合发力
,

能较好地遏制涂鸦

的生发和蔓延
,

达到根治 目的
。

涂鸦者要进行深刻

的自我反省
,

思考人生价值
,

树立健康心态
。

追求

高尚
,

鄙弃低俗
,

文明修身
,

爱护环境
,

珍惜校园时

光
。

学校与教师在加强教育和管理的同时
,

应该多

关注涂鸦者的精神世界
,

切实解决与学生息息相关

的问题
,

保持与学生及时有效地沟通
。

五
、

结束语

治理涂鸦是一项系统工程
,

需要管理部门
、

服

务部门众多人士的共同参与
,

需要结合各 自单位的

不同特点
,

建立相应的教育
、

管理制度和组织
,

进行

耐心细致的教育和管理
,

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完

善各种教育和管理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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