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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途中雕刻文明 

作者:□本报实习记者 潘 圳  

近日，在埃及卢克索神庙浮雕上出现中国游客的涂鸦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随后，各种涂鸦事件被陆续曝光出来。

敦煌壁画上出现“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到此参观考察”，台湾北海岸野柳地质公园岩壁上被刻下“中国常州”，伦敦圣保罗

大教堂的金色回廊上“国安是冠军”赫然在目，就连厦门万石植物园中的仙人掌都难逃变成游客“留言板”的厄运……一时

间，对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的谴责与声讨声不绝于耳，这一方面提供了一次观察转型期国民心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引起我

们在制度立法层面的重新思考。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为7025万人次，是美国的1.2倍、日本的3.5 倍，成为世

界第一大出境游市场。2012年这个数字达到8300万人次，消费额高达1020亿美元。预计2013年出境游人数将达到9430万人

次。在如此庞大的国人出境游的规模背后，却一直隐藏着回避不掉的“文明缺陷”，在埃及神庙那处距今3500多年的浮雕

上，几笔歪歪斜斜的中文涂鸦强烈地挑动了人们不安的神经。 

涂鸦是个性张扬的“异端”表现形式 

    虽然“到此一游”现象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成为一种旅游行为的“顽疾”，国内的各种文物古迹普遍难逃一劫；但在

面对这次的南京十四岁男孩在埃及文物上刻字的事件，舆论却显示出一种格外的愤慨，认为国人把脸丢到了国外，这是中国

游客素质低下的体现，甚至认为是民族劣根性，这种态度是有失偏颇的。君不见在长城城墙的青砖上，刻有“U.S.A、 

France、Russia”等字样的老外“留言”同样屡见不鲜。事实上，这个中国男孩也不是第一个在埃及神庙浮雕上涂鸦的人，

具有在历史文物上信手涂鸦“恶习”的人存在于世界各地，无关乎民族，这与人类复杂的文化心理动机有关。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涂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信手乱

画”，二是“街头艺术”。很显然，两者都是一种个体主观感受的外在表达方式。前者是一种对原有景致的破坏行为，实质

是人们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外显形式；后者是对原有景致的一种巧妙补充和环境渲染，构成一种别致的街头艺术。“信手乱

画”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不过有程度差别；作为“街头艺术”的涂鸦则来源西方，渐渐成为东西方认同的文化形式。

从文化心理和社会转型的视角审视此次埃及古千年文物被中文涂鸦这一事件，更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周围已发生和将要发生

的事情。从文化心理看，在旅游景区留下类似“到此一游”的印记，本身是一种个性张扬的“异端”表现形式，其实，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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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学

规模保持较大幅度增长，毛入园率继续上升；

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均衡化程度有所提升；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略有减少，普及水平稳

高等教育规模适度增长，重点正转向优化

高质量。http://t.cn/zQkj1dD(昨天 12:05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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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何以堪！人家13岁就上清华了……】昨天，

华大学3374名本科新生入学报到，山西河曲的范

书恺是年龄最小的新生。1999年12月24

他，5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7岁上初中，如今

岁考入新华大学。清华校长陈吉宁见到他也大吃一

惊，并评价其“少年老成”。

http://t.cn/zQkIw7O新京报 .(昨天 12:04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环球时报：刑拘“秦火火”是迟到的司法正

北京警方打掉一家网络推手公司，抓获网

火火”等四名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团伙

网络黑社会，而他们造谣滋事能如此猖獗，大

放，也让人看到中国互联网前一段在某些方面是多

么失序，简直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

http://t.cn/zQk9nQj(昨天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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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6年的不懈努力，点校本“二十四史

《清史稿》修订工程首批成果——点校本《史

修订本于近日定稿付梓，8月17日，中华书

海书展举行该书发布会。http://t.cn/zQeH177

(前天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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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怎么一车人都不反抗”的指

血】河南一名男子在公交车上持刀抢劫杀

15人被捅伤，其中2人死亡。一些人质疑：

车人都不反抗，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你

又去救你？这样的质疑，很不合时宜。这

往受害人心口上捅刀。看似深刻，实则冷血。

http://t.cn/zQeT2iv(前天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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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去年境外花费1020亿美元】《

国免税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出境人数

万人次。中国游客去年在境外花费1020亿
境外奢侈品消费集中在皮具、腕表与珠宝

20%的中国消费者愿意在中国大陆购买奢侈品，北

京首次超上海成本年度中国消费者最爱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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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里都有这样的内在冲动，这不足为怪，但需要制度规制和文化引导。 

    从当下的教育来看，我们应改变历史教育的形式与载体，应以大国的情怀、大国的气度，将尊重异族文化、珍视人类文

化遗产作为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而非总要一味强调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的特殊意象。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看，放眼世

界才刚刚开始，获得精神文化的诉求有更大空间。在物质财富急剧增长和人文素养亟待提升的纠结期，我们需要用更为宽容

的态度对待此类事件，而不能因噎废食。文明的教化需要一个过程，大国的崛起也需从经济到政治，思想到文化，个体到群

体的整体提升，任何脱离实际的举措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到此一游’陋习是旅游心态不成熟的体现。”江苏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周晓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说，

“过去，旅游算是奢侈品，游客凑钱、凑时间来到旅游目的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冲动感油然而生，很容易欣然挥

笔。但现如今，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旅游心态也在转变，强调自身存在感的方式开始多元，更多的游客认为在景

点涂鸦留言的行为既不文明还有些幼稚。”周晓平建议，为避免游客在历史文物上题写感言，不如特立涂鸦场地，专供游人

题写，这样既保护了文物，又能让游客抒发分享的心情。甚至，每年还可进行 “最佳留言”、“最幽默留言”等评比，这

样既能避免不雅留言，又能提高游客的文化素质，提高景点的人文内涵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立法如“火”，才能令人生畏 

   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中国旅游消费已进

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居民出国旅游，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同时也要看到，部分游客的素质和修养还不高，

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旅游景区乱刻字、过马路时闯红灯、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常常遭到媒体的非议，有损国人形象，影

响比较恶劣。《旅游法》对旅游者的文明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不文明行为作出了禁止规定。 

    对此，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谢春山教授为本报作出了独家解读，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法》的公布与即将实施，将彻底改变我国旅游业“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中国旅游业的规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将产生极为重

要的影响。旅游者是旅游活动主体，在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旅游法》在规定旅游者享

有各项旅游权利后，同时也规定了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如第十三条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

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这

是《旅游法》针对旅游者文明素养方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每个旅游者必须时刻铭记于心的。 

    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不仅是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公民个体文明素养与综合素质的体

现，更是国外借以观察、评价和认知中国形象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窗口。近期发生的埃及千年文物被中国男孩刻字以及

香港文汇报记者刻字敦煌文物等一系列事件，既反映出其自私、炫耀的狭隘心理，也是其内心缺乏自信、文明素质低下的外

在显现。其恶劣的影响在于，这将严重影响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与警醒。我们必须采取严厉措施

对上述行为进行惩罚，而不要摆出某种虚伪的“迁就”和“原谅”的姿态。立法如“火”，才能令人生畏，防患于未然，如

果取法如“水”则只能“亡羊补牢”，或者为时已晚。 

    除了在立法制度上规范游人文明行为，在现实的可操作层面，安徽大学旅游系副主任李经龙给出了具体的提议。他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国内不文明旅游现象比比皆是、由来已久，总体而言，关于国内旅游环境保护教育的氛围仍不够浓厚，主

要依靠部分景区制定的毁坏需赔款的警示牌，而这种警示牌因为监管难而缺乏执行力度，并且处罚金额难以形成威慑力。同

时，这种警示性办法过于生硬，如果游客无法认识保护景区的重要性，将容易引起其反面情绪，出现故意破坏的行为。加大

处罚力度虽然可以短时期提升管理效果，但是治标不治本，若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文明旅游现象，还是要从提升国民文明旅游

意识开始。他建议，从旅游主管部门，旅行社、景区管理部门等多方位联动，形成宣传，教育的氛围，让游客在出游的每个

环节都能接受到环境保护教育。(第1366期 第4版) 

城市。(前天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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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严惩网络谣言是时候了】造

利益链很长，造谣者往往伙同网络“推手公司

甚至是一些“意见领袖”，利用或制造热

炒红一些人从中牟利；或先行诋毁污蔑，

非法删帖收取大量黑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http://t.cn/zQeW4DQ(前天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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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买进口车被指人傻钱多：不卖高价白不

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苏晖称进口车价高不能光怨

经销商，消费者有责任，消费高价进口车

因就是面子问题。经销商的心态就是既然加价多少

消费者都愿意买，那不卖高价白不卖。“

多”形象反映出消费高端进口车人的心态

http://t.cn/zQe8Ej6(前天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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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名博导被妻子砍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许家林与患有抑郁症的妻子

感情很好。近日，徐女士打电话给儿子称

伴。其子赶回家看见父亲躺在地板上，颈

有多处刀伤，母亲倒在卫生间。“人生可以

理”，这是许教授生前发布的最后一篇博文。

天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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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

习近平强调，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

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

识，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

造的有益成果。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

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http://t.cn/zQgECBM(前天 13:07)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2015年8月23日—29日，第22届国际历

会将在中国济南山东大学召开。按往年惯

将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多名历史学

这必将充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实施中

科学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在世界社会科

语权和国际形象的一次重大实践。

http://t.cn/zQDvfqL(前天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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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教育厅处长家庭资产2千万 9套房

证】“白天进太阳，晚上进月亮，挡不住

住雨，还用木棍顶着墙。”这句流传在河南

顺口溜是农村中小学危房的真实写照。与

明对照的是：河南教育厅审计处长冯哲拥

产，家庭总资产近2000万元。

http://t.cn/zQeRE63法治周末(前天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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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方刑拘“秦火火”等人 称其编造雷

奢侈情节】20日，北京警方按照大量网民的

打掉了一个以恶意炒作为主业的网络黑社

头目“秦火火”、“立二拆四”被拘留。

主要犯罪事实有：编造雷锋生活奢侈情节

作郭美美事件；多次攻击著名将领罗援…

http://t.cn/zQejX0C(前天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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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编年》:编
起于三皇五帝，终于清宣统三年。是迄今

界首次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学术发展史的系

梳理，是一部力图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

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

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

新书推荐

往期报纸



(13-8-20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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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政府和民众是抗御天灾的共同体】

东多地暴雨成灾并酿人员伤亡，辽宁、黑

也遭遇洪水袭击。发展中国家的灾难中死

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自救能力的不足，政府

能力的欠缺只是这种悲剧的原因之一。客

中国官方的救灾能力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http://t.cn/zQdFqUD(13-8-20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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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律师控告中国移动：套餐流量清零不合理】

长沙律师刘明以消费者身份将中国移动长

上法院，矛头直指手机上网套餐流量月底

理，“难道没用完的流量我没交钱吗？”

至要求将三大运营商均列为被告.(13-8-20 

10:20)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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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复杂，人格分裂最严重的人——杨

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

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

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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