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总是喜欢引经据典指
责对方有错、不文明，事件一旦
升级， 很少有人停下来想想，自
己的行为是否和初心一致。有位
网友讲了一则台湾往事：一位前
辈开车经过路口，差点撞到一个
拉着孩子闯红灯的行人。那前辈
惊魂甫定，大声喝骂对方。 行人
则在呵斥声中，领着儿子仓皇而
去。 但心稍平静，前辈越想越惭
愧，调转车头追上那人，开门下
车，鞠躬道歉。 他觉得当着孩子
的面羞辱他的父亲不是有教养
的人应该做的。这个前辈是台湾
广告界教父级人物孙大伟，已经
仙逝。 在我们看来所谓文明素
质，不外乎如是。

就憋尿事件来看，香港《公
众洁净及防止妨扰规例》确实有
规定，任何正在照顾或看管一名

12岁以下儿童的人，不得在没有
合理因由下，准许该儿童在街道
等公共地点大小便。 但只要有

“合理因由”，儿童在街头的便溺
是可以免予处罚的。从现场视频
可知，幼童家长在被拍照后一直
解释，卫生间排长队，孩子已等
不及，但几位香港青年仍不肯做
出妥协。

以上事件中，拍照和现场助
阵的香港青年，以及将未成年人
信息在网上传播的网友，像极了
道德卫道士，在为所谓不文明不
道德行为挺身而出时，却浑然不
觉自己是一个更大不文明的制
造者。 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时候
想要谈谈素质，得先问问自己的
初心， 是否和小沈阳一样跑了
偏。

（本报综合）

事件回放：
镜头一：4月 15日，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

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手机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事件在两地
引发争论， 有人
指责当街小便行
为不文明， 有人
替年轻夫妇辩说
这 是 “出 于 无
奈”，还有人认为
内地游客在港没
素质行为被放大
镜检视， 是一种
歧视。

镜头二 ：去
年 5 月， 南京一
14 岁初中生游玩

埃及神庙时在浮雕上刻下“到此一游”。 其身份后被网友人肉，孩子父
母通过媒体公开道歉，称监护不到位。突如其来的压力，对孩子的生活
和心理造成了巨大影响。

遭遇不文明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做？

莫忘初心

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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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文明

七 嘴 八 舌 话 文 明
还记得小学课文里学过一篇文章名叫《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看到每户人家都把花种在窗外，把美好的事物与大家分享，不由对这种“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文明境界感到感叹与称赞。
一直以来，中华民族都以拥有五千多年不曾间断的灿烂文明而自豪，礼仪之邦、君子之风，是古代中国人的代名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不好好排队，不礼让他人；路人摔倒了不扶，好心扶了反而受到敲诈……这些不文明的表现，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它包含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景。那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哪些文明曾经影响了你，对待不文明现象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向读者征集了一些文章，也发起了相关的讨论，在探讨的同时，我们应该朝着文明，又更近了一些。

给陌生人一个微笑
讲述人：黎志敏
2001 年，我有幸获得国家资

助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一年。 初
到剑桥，什么都感觉新鲜。一天早
晨，到剑桥的小河边散步，远远地
瞅见一个人跑步，过了一会儿，那
人跑过我身旁， 出人意料地向我
问好：“Hi，Good� Morning！ ”我惊
异地打量了他一眼， 看着他满脸
的微笑，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遇到
熟人了，寻思了半天，怎么也想不
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渐渐发
现，人们打招呼问好，并不局限于
熟人或者朋友之间。尤其在教堂、
酒吧或者其他社交场合， 人们会
十分自然地向陌生人问好， 有时
还会聊得十分投机。 在行人很少
的地方迎面遇到， 打个招呼也是
常有的事情。时间一长，我也颇受
这种习俗的感染， 时不时地会向
陌生人微笑一下， 打个招呼问声
好。

有一天，朋友忽然问我：你在
国内也能这样吗？我不禁回想，在

国内，人们走在街上，神情都是紧张而肃然
的，绝不会轻易的送给陌生人一个笑脸，大
多数人都对突如其来的微笑觉得突兀不适
应， 因为没有由头的微笑往往反而容易引
起别人的警惕：这家伙想干嘛？

我们的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要跟陌
生人说话。 ”这样孩子长大以后，怎会去对
陌生人微笑， 又怎会自然的接受陌生人的
微笑？ 难怪有学者指出现在社会人情关系
淡漠，要改变这种局面，不妨从给陌生人一
个微笑开始。

把爱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讲述人：刘诗涵
从小父母与老师就教育我要讲文明，

但真正思考什么是文明， 还得从这个暑假
的一个笑话说起。

这个暑假，我和一位阿姨一起去浏阳。
阿姨看那儿的葡萄很新鲜， 就给我买了一
大兜。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边吃葡萄一边把
葡萄皮扔出窗外，旁边的阿姨冷不丁地说：

“涵涵，你真是热爱长沙，连葡萄皮都留在
浏阳！ ”我觉得这个阿姨说话好有意思，回
家以后，就把阿姨的话当笑话说给妈妈听。
妈妈表情严肃地告诉我：“涵涵， 你不要以
为阿姨真在表扬你。 她其实是在委婉地批
评你不讲文明，不爱护环境。 你想，如果大
家都像你这样， 只维护本地卫生而把垃圾
留在外地， 世界上哪儿还会有干净的地
方？ ”

听到这里， 我开始为今天的行为感到
后悔。

接着， 我干脆跟妈妈讨论起文明这个
话题来，到底什么是“文明”呢？ 妈妈意味深
长地说：“爱是文明的根本， 你爱身边的人
和事物， 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这种爱扩散到
更远的地方。 ”我仔细琢磨起妈妈的话，因
为爱父母， 所以不但会孝敬父母而且也会
尊敬其他长辈；因为爱爷爷奶奶，所以在公
交车上也会给其他的老人让座； 因为爱家
乡， 所以不但爱护自己的城市也会爱护其
他的城市……我似乎对文明有了更深的体
会。

中国是礼仪之邦， 我们现代生活面临的
许多文明方面的问题， 其实老祖宗早就有了
交代。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认真学
习并加以传承。

●关于仪容有整
《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

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 仍是
必要的。 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端正的
基本要求。 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
往往会使人产生反感甚至恶心， 有谁会亲近
这样的人呢。

●关于爱护老人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

颁禽隆诸长者”。 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老人
不必亲往打猎， 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
的一份。 一些古籍， 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音
量，也作了明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
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

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
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
孝敬之意， 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重
要标志。

●关于尊敬他人
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 体谅别人的需要和
禁忌，不能强人所难 。 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

的事， 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 古人
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
不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安全行车
在古代中国， 驾车虽是贵族、 官员的权

利，但仍强调驾车时要有文明修养，要礼恭谦
让，尊重他人。《礼记·曲礼》有这样的要求：

“入国不驰，入里必式”，“国中以策彗恤勿驱，
尘不出轨”。 在都市之中行车，要用竹帚搔摩
马身， 不让马奔驰， 尘土不自车辙中飞扬出
来。 回到自家的里巷，要向父老乡亲致意。

现代人虽然不需要做到“尘不出轨”“入里
必式”，但礼貌让行，尊重生命我们必须遵守。

长沙雅礼中学 吴见：说到文明，我想起
了《男子地铁上吃早餐 被辱骂后发狂打人》
那则新闻，在公共场合吃味道大的东西，比如
榴莲、 大葱之类确实不好， 但喝杯豆浆怎么
了？ 以不文明行为来倡导文明，实在不可取。

长郡中学 熊钦雯：在我看来，虽然我们
的社会有很多不文明现象， 但大家其实也在
慢慢改变。 之前说跳广场舞的大妈噪音扰民
是不文明行为，前两天我回家看到，我们小区
的大妈们每人戴了副耳机在跳广场舞， 这也
是一种进步，不是吗？

长郡中学 陈前蒙：我觉得真正的文明表
现在平时，表现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里，而
不是仅表现在雷锋月、评比周。

长郡中学 杜逢清：我看到过的最有文明
有素质的人，是我们副校长，他愿意把手伸到
我们倒残羹剩饭的垃圾桶里， 帮一个女生把
饭勺捡了起来。

长郡中学 胡琴音： 我们最容易在指责别
人不讲文明的时候，忽略自身。 妈妈是个急性
子，有次我很不客气地指出你这样对人很没礼
貌，老妈立马反驳，那你用这种语气跟妈妈讲
话，就有礼貌啦？ 妈，你真的好犀利你知道吗。

长沙雅礼中学 黄亚欣：不知道怎么定义
文明，但是我知道什么叫不文明。 在大街上，
不文明就是一片纸屑；在地铁里，不文明就是
不让座……

网友“我爱排山倒海”：中国哪里不文明
的人最多？ 游戏里面找， 尤其是对战式的游
戏，污言秽语满天飞！ 珍爱文明，远离游戏！

网友“萧十一郎”：我老妈半夜回来，按电
梯上了 18 楼，到了之后，回手又按了 1 楼，这
样下拨人就不用等那么久。为他人着想，我觉
得这是文明的体现。什么叫不文明？那就是进
电梯没事按亮全部钮的熊孩子！

网友“离岛”：上大学的时候，每次都是自
己一个人去坐火车，行李很重很重，每次都是
我最后进站， 有一次正在拖着很重的行李爬
楼梯的时候，一位小哥就站在我旁边，笑了笑
说我帮你啊， 于是小哥一直帮我把行李拿到
了座位上，走的时候还对我笑了笑，当时感动
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就叫雷锋啊！

网友“人人都不爱我：那次遇见一个奶奶，
走路都要扶着一个小车，她大概是想上台阶，我
正好在旁边买东西，见她半天都没上去，颤巍巍
的，也没人帮她，我就把她扶上去了，然后又跟

店员说，一会奶奶买完东西，麻烦你帮忙把她扶
下来，谢谢。 这是我做的最有素质的事。

网友“路灯”：我做互联网研究,每天都
要浏览很多国内的社交媒体、网络论坛，我觉
得最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文明的地方就是在网
上，因为网络是匿名的，在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的情况下也能好好说话，这就是文明。而事实
上我们现在网上有太多不文明的交流， 到处
都是争吵和谩骂。

网友“帅哥保安”：文明是相对的，我们在
工作的时候给住户一个微笑,这就是文明；停
车的人不随便和我们发脾气,应该也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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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古训

你理解的文明

当你遭遇不文明 见招拆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