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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农村文化，传统根基不能失
　　当前，全国城市化
进程正剧烈改变着我国
乡村的社会形态和农民
们的生活方式。在这大
巨变、大转型的时代浪
潮之下，一些来自农村
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
到自身生命存在感在农
村和城市的双重失据，
以致发出了“在城市是
寓公，在家乡成了异
客……已经无家可归”
的悲叹。如果我们继续
着眼于更为庞大的农民
工、乡村少年等农村人
群，这种存在于生命中
的无归宿感实在是必须
引起重视了。
　　这种“失根”现
象表现为一种生命体
验——文化精神上的无
归依感，即在城市化大
浪潮冲击下，传统乡村

解体，乡村文化虚弱，
日渐失去对广大农民，
尤其对乡村少年的亲和
力，而城市文化又过于
遥远。于是，就出现了
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
双重危机。
　　究其根源，农村文
化“失根”的首要原因
是传统生活方式的消亡
与崩溃。长期以来，广
大农民在面对大自然式
的协同劳作中形成了家
庭、家族、邻里之间亲
密接触、和睦相处的生
活形态。如今，在机械
耕作、外出务工、经商
等渐趋多样化的生产方
式下，农民社会关系也
日渐独立分化了。一方
面，集体性的传统文化
生活，比如民间节日仪
式越来越空洞化；另一

方面，与早期集体生产
相伴随的电影放映队等
农村公共生活形式也逐
渐消逝。必须看到，传
统乡村文化的衰落，很
大程度上是造成当前农
村生态环境恶化，家庭
邻里关系淡漠、紧张，
违法犯罪盛行，社会安
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
　　传统乡间伦理价值
秩序逐步解体，而现代
法律又远未进入农民日
常生活形成新的价值秩
序，又是乡村文化“失根”
的根本原因。随着传统
伦理价值体系解体，很
多“农民”对自我价值
的认识趋于利益化，钱
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唯
一标准，以致拜金主义、
低俗文化、消费文化盛
行于广大乡村。

　　城乡间长期存在的
文化鸿沟也是加剧农村
文化“失根”的重要原
因。户籍隔离制度下的
城乡经济生活和社会管
理模式，使农民们很难
充分享受到城市文化并
予以认同。这样，农村
和城市文化的双重缺失，
使他们生命的归依感和
价值认同极易动摇，成
了在文化精神上的无根
存在。
　　乡村文化教育的衰
落，会造成亿万农民“流
离失所”，我们必须为
此找到解决办法。在我
看来，首要工作就是要
做好农村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好农村自然生态。
其次，要大力发展乡村
文化和教育事业。就当
前现实而言，解决好农

民工子弟上学问题，以
及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最后，可依托报纸、广播、
电视等媒介广泛传播乡
村文化精华，积极发展
乡村文化产业。
　　从根本来说，文化
失根问题说到底还是要
靠经济发展来解决。当
农村人看到城市的灯红
酒绿，看到城里人大把
赚钱，他们自己却只能
面朝黄土背朝天，因此
产生心理失衡，再好的
文化也不可能有吸引力。
全国性的城市化进程中，
如何协调好城乡经济社
会和文化教育同步发展，
这是我们整个 21 世纪都
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
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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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天，广西玉
林市玉东三小一个家长
群内，一场骂战在当地
掀起轩然大波：因不堪
家长群内聊和学习无关
话题，该校 17（02）班
一名家长大骂群内其他
家长是“陪酒女”“戴
绿帽”云云。对此，其
他家长建议将这名家长
踢出微信群时，这名家
长声称她是玉林师院的
博士、副教授，“谁敢
踢我，试试看？不自量
力！”从微信截图看，
骂战一直从晚上 19 点 25
分持续到晚上 23 时 31
分。（12 月 14 日 红星
新闻）
　　因为极个别家长在
家长群里谈及与学习无
关话题，女博士家长就

不惜花费 4 个小时来恶
言相对。以极其野蛮粗
鲁的方式对付另一种错
误，这不利于问题的解
决，反而让事情越闹越
大。然而，比该事件更
可怕的是，女博士家长
动辄问候人家祖宗，信
口雌黄地给人家乱扣帽
子，一副居高临下的姿
态，彻底把问题带偏，
也让师德碎了一地。
　　按理说，博士在学
识、素养和阅历上都高
人一筹，可是她的出言
不逊着实玷污了人们对
高知的美好印象。从聊
天内容不难窥出，她绝
非一时冲动下失言，骨
子里引以为傲的高贵身
份、心里牢筑的等级篱
笆、野蛮狂妄的态度和

可憎可恶的戾气，丢了
自己的脸是小事，还玷
污了玉林师范学院的声
誉。
　　为人师表，不仅仅
体现在渊博学识上，还
体现在为人做事的风格
上。得饶人处且饶人，
本来微信群中个别家长
的闲扯，稍微提醒一下
即可，没必要争得面红
耳赤，更何况有教师及
时劝阻。而女博士家长
非要争得面红耳赤，一
副不依不饶的样子，简
直就是泼妇骂街。教书
育人，立德为先。如此
道德水准的教授，如何
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又
怎能承担起教书育人的
神圣使命？
　　面对此事，相关部

门应当启动调查处理程
序，责令其作出深刻检
讨，并依纪依规作出严
肃处理，才能取得大众
的理解和宽容。遗憾的
是，玉林师范学院的工
作人员回应说“这是个
人行为”，玉林市教育
局也只是说“往后加强
家长素质教育”。
　　去年一段甘肃兰州
的“大学教授闹机场”
的视频热传，当地相关
部门本着不包庇就事论
事的态度，果断对其依
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
该教授也作出了言词恳
切的道歉信。同样，微
信群也是一种公共场合，
以恶毒语言攻击他人已
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法》。而作为一个

女博士副教授而言，对
他人人格肆意攻击，从
根本上而言，就是师德
出了问题。
　　一直以来，各大学
注重教授的教学和教研
成果的数量，而忽视了
师德教育，因此，希望
玉林师范学院果断采取
行动，以此案为典型，
向兰州大学看齐，让当
事人给公众一个足够诚
意的道歉，以此为契机，
对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
来一场深刻反思，开展
师德师风警示教育，我
们期待着玉林师范学院
后续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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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内大骂 4小时，女教授师德碎了一地

　　山西运城某服装公
司的小刘向公司提出了
离职，却被告知办理离
职手续时，需要当着人
事部的面，把所有客户
和同事的微信删除，一
名同事与小刘交谈被公
司发现后，遭罚款 100
元并通报，小刘认为公
司此举冷漠且不近人情。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
做时，公司人事回应称，
这是严格按照公司规定
执行，担心泄露公司机
密和离职情绪的蔓延。
（头条新闻）
　　随着网络和即时通
讯工具的蓬勃发展，工
作的时长和内容都被延
长了，打破了生活和工
作的界限，使得工作入
侵人们的生活，属于自

己的时间被无限占用。
前有将微信步数纳为考
核绩效标准，再有发朋
友圈屏蔽同事罚款 100
元，后有如今的与离职
同事聊天罚款 100 元，
这些“奇葩”的公司规
定未免有太多不合理之
处，总的来说，是公司
对员工个人生活的干涉，
公司管理之“手”不应
该伸的太长。
　　微信本来是个人的
联络工具，属于私人生
活领域，同事间的交谈
内容，不一定完全涉及
公司业务，要求离职员
工删除所有同事微信，
生硬的切断共同工作培
养的感情，不允许再有
个人联系，公司的确冷
漠而不近人情。抛去感

情原因从根本上说，公
司并没有权力这么做，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
理应当限定在“劳动”
范围之内，法律不可能
也不应该赋予用人单位
干涉劳动者私人生活的
权利。
　　问及要求删除同事
以及罚款的原因，公司
回应是严格按照公司规
定执行，这样的解释无
异于霸王条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制定劳动规章
制度应当履行民主程序，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
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
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很显然在这起事件中，

员工并不了解公司有这
样的规定，更别说经过
讨论、平等协商确定了，
试问什么样的公司规定
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呢？再者说，公司的规
定也适用于建立劳动合
同期间，对于离职后的
员工，公司岂能规定其
个人行为呢？
　　而谈及担心泄露公
司机密和离职情绪蔓延
的原因更是无稽之谈，
一家公司能否留得住人，
是其本身积累的价值、
信誉以及是否能让员工
获得归属感和获得感所
决定的，倘若公司在这
方面有自信，又怎么会
担心一个离职的员工使
得离职情绪蔓延？罚款
的方式亦是饮鸩止渴，

对于公司的运作发展毫
无益处可言，反而给人
管理层裁决随意、自己
的隐私受到侵犯的感觉，
更容易使得员工对公司
产生不信任感，才会引
起离职情绪的蔓延。
　　入侵员工的私人生
活，私自制定不合理的
公司规定，必定会导致
员工的不满和公司名誉
的下降；更多关注工作
本身的事情、努力提高
公司的绩效才是正确的
经营之道，一家能够立
足的公司要拥有包容的
心态，企业经营时应该
为长远的利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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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职同事聊天被罚：公司之手是否伸得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