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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文化：孕育¨心中的野兽”

●秦志强 陈明华

暴力文化寄生于书籍、影视、网络游戏等媒体，它

以文化为形式，以暴力为内容，成为文化园地里的一

株罂粟。随着影视和网络的普及，暴力文化借助现代

媒体技术的威力，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进行侵袭，构成

文化领域的一股“黑色沙尘暴”，破坏着学校教育、家

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苦心经营的“绿色德育生态”。对

此，我们的社会还缺少必要的预警机制与有力的制控

手段，不少家长和教师也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合理

的应对策略。

相当一部分人对暴力文化危害性的认识还仅仅

停留在有形危害的初级阶段。在他们看来，暴力文化

只要不带来直接的违法犯罪，那就无所谓消极影响与

毒害作用。暴力文化的危害固然包括实然暴力，同时

也包括待机暴力，前者是已然的、显性的，后者是未然

的、隐性的。待机暴力在更大范围上存在于接受过暴

力文化影响的青少年身上，其危害尚未引起人们足够

的重视。

暴力文化诚然不至于将文化形态的暴力立即转

变为青少年的行为暴力，也不至于使接触暴力文化的

青少年全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但是，在暴力文化

作用下，孩子的文化心理定然会受到深浅不一的污

染，价值观念定然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扭曲，人格态度

定然会发生种种难以预知的畸变，这将诱发青少年心

理上的暴力倾向，成为一种待机暴力。外界的条件一

旦具备，情境一旦适合，蛰伏于心中的待机暴力就会

像一头“野兽”一样冲出栅栏，危害他人和社会。所谓

青少年突发暴力犯罪，其实只是待机暴力的有形外显

和即时转化。在此之前，暴力文化早就埋设了待机暴

力的祸根。

除少数过失犯罪和激情犯罪之外，大多数青少年

在实施他们行为上的暴力犯罪之前，就已经在显意识

或潜意识中得至I埴己的“默许”和“批准”，甚至是自我
“鼓励”和“欣赏”?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的暴力念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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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或经常越过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了。一名看过香港

暴力影片《古惑仔》的孩子在少年管教所交代，他在初

二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杀手。2001年，他在网吧里真

的就将别人连捅三刀而致死。可见，这些青少年在行

为上实施犯罪之前，已经在人格精神上接受了相当剂

量的毒害了，他们犯罪的欲念、冲动、行为本不是犯罪

现场的即兴产物，以往的暴力文化早就对他进行过长

期的人格铺垫，暴力早就处于一种待机状态了。

人们只有当这种实然暴力严重到已经发生在自

己身边并危害到社会的时候，才会如梦初醒，才会想

到亡羊补牢，才会寻找引起实然暴力的一些外在因

素。其实，在实然暴力发生之前，寻找待机暴力产生的

根源，以及待机暴力如何在外在条件的催化下转变为

行为上的实然暴力显得更有意义。追根溯源，待机暴

力的形成，除了生活环境、教育方式、性格遗传等等因

素之外，暴力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青少年

尤其是自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带来持久而直接的伤

害，既容易把暴力文化转化为待机暴力，也容易把待

机暴力转变为实然暴力。暴力文化带来的待机暴力，

其表现和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扭曲人的价值取向

(一)滋生暴力崇拜

在暴力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下，一些青少年不再

服膺真理，不再信奉正义，不再尊重法律，不再敬畏自

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看惯了暴力与暴

力的血腥较量，并得出一个错误的逻辑：现实社会中

谁的拳头硬，力气大，手段辣，朋友多，谁就可以称“老

大”，当霸主；谁就可以得到尊重，受到拥戴。他们相

信，天下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暴力即真理，人间

没有暴力不能“摆平”的事情。他们甚至认为，邪恶比

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把暴力看作是

处理社会各种问题的惟一有效的手段，是舒缓情绪、

解决冲突的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方式。于是对暴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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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崇拜与信仰。随着陷入程度的不断加深，越

发强化着他们内心的暴力倾向，以至于在日常行为中

也带有暴力化倾向。那种动不动就想捋起袖管“修理”

别人的人，那种不分青红皂白随时准备两肋插刀“帮

助”别人的人，就是典型的暴力崇拜者。事实表明，崇

拜暴力的青少年，一旦遇到了合乎暴力使用的情境

时，他们会“优先”考虑以暴力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问

题，也习惯于用暴力(包括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来解

决所遇到的问题。

(二)麻痹心灵中枢

暴力文化有刺激的一面，也有恐怖的一面，青少

年刚开始接触其中的暴力内容，首先会感到恐惧，即

而会觉得兴奋、刺激，再接下来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了，最后，因为看得太多，沉溺其中，就会变得麻木，无

论多么凶残的手段：也无论多么血腥的场面，都觉得

无所谓，很精彩。要知道，兴奋比恐惧更糟糕，麻木比

兴奋更可怕，说明一个人的理性正在逐渐远离并丧

失，对暴力已经非常习惯，并且对自己变得难以控制

了。正如一个没有酒量的人在酒席场上，起初对酒尚

有几分不适应，几杯酒下肚便酒酣耳热，神色激动，再

来几杯就会胡言乱语，不辨东西了，这时实际上就处

于一种麻木状态，酒精已经深度麻醉了他的神经，这

时候他什么样的事都会干得出来，而且干过之后还不

能觉察。暴力文化对青少年精神中枢的麻醉也是同样

的道理，也同样经历着相似的过程。当青少年对暴力

的何验处于这种麻木的状态，那么他们距离实施行为

上的暴力犯罪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漠视生命价值

充满暴力色彩的文学作品缺少的是平等的人文

关爱。暴力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恨”字。过多接触这

“恨”的文化，人的情感世界容易变得冷漠，具体表现

为藐视亲情，漠视生命。他们不再厌恶血腥的场面，不

再反感暴力的手段，人的鲜血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毫

无价值的红墨水，人的生命只不过是棋盘上一个无足

轻重的小小棋子，为了博取个人的利益，为了追逐自

身的目标，可以随时随地将他们“牺牲”亦或平白无辜

地让他们送死。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失去了份量，也没

有了尊严，完全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对生命应有的和最

起码的尊重态度。在一些暴力游戏里，孩子们竟然玩

起这样的游戏，他们以杀人为乐，杀戮越凶，本领越

高，杀人越多，成绩越佳。孩子们在这里不但学习着杀

戮，而且进行着比赛，充分享受着杀人所带来的“快

感”与“成就感”。其中，暴力不仅没有因为缺少人性而

受人鄙弃，相反还以它的“精彩”而博得了青睐。在长

久的沉溺中，孩子们难免不把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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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一个人一旦失去对

生命的敬畏，对亲情的眷恋，便不再懂得爱心为何物，

最终只能走向冷血，他们敢于毁灭别人，也不惜毁灭

自己。在一个社会中，冷血的人是非常可怕的。

(四)认同个人中心

青少年争强好胜本无可厚非，崇拜英雄也应得到

鼓励，然而，暴力文化宣扬的是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

人主义，一切以达到目的为目的。一些青少年不能分

辨其中的是非，错误地将暴力英雄作为追逐的偶像，

将个人主义当作人生的信条。他们对于暴力英雄的崇

拜明显带有非理性的色彩。他们设想：一个人有了力

量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得到很多想得到的东

西。青少年暴力犯罪中，如抢劫、杀人等，他所想获得

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占有和对他人的伤害，很多时候

还有一种畸形的对自我力量的肯定和自尊感的满足。

在一些暴力书籍里他们总能找到这样一些武艺高强、

特立独行的传奇大侠和江湖英雄来膜拜，在一些影视

作品里总篚欣赏到令人刺激的视听画面。暴力文化为

青少年树立了这样的“样榜”：为了一己恩怨，为了个

人的得失，无不用其所极；为了个人复仇，可以不择手

段，可以毁掉一切，可以伤及无辜。什么天理良知，什

么正义责任，什么道德法律，统统置于脑后，表现出不

惜代价的恶赌和不顾一切的疯狂。他们敢于挑衅一

切，企图征服一切，希望得到一切，这种自私狭隘、惟

我独尊、好占上风的人格一旦养成，将成为人格的一

大隐患，对社会造成破坏也只是早晚的事。

二、催化人的暴力行为 ．

暴力文化所展示的暴力本是虚拟形态和文化样

式的东西，有足够理智态度的人完全可以从中分辨出

其中的荒诞，从而自觉地抵制其侵害。问题是，对于那

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来说，偏偏缺少这种理智态度，

以致于常常把虚拟形态和文化样式的东西内化为心

理上的待机暴力，乃至最终彻底“还原”为生活中的实

然暴力。

(一)淆乱虚实世界

随着影视技术和网络游戏设计水平的提高，血腥

的暴力场景通过逼真的声像镜头赤裸裸地展现在青

少年的视野中：手起刀落，人头滚地，枪声响处，鲜血

迸溅，到处是残缺不全的肢体，到处是惨不忍闻的哭

叫。暴力文化所呈现出来的虚拟世界一点也不给人以

虚拟的感觉，甚至比现实世界还要逼真清晰。只是暴

力被虚拟化了，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没有了真实的受

害者，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再暴力的东西都

与人类感受无关。青少年沉迷于这些暴力影视和游戏

中，就会分辨不出真实生活与媒介情景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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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出现心智上的迷失感，或者将虚拟世界视作真实

世界，或者把现实世界等同虚拟世界。一些青少年从

电影院、录像厅、游戏机房出来，回家的路上就“现学

现卖”起来，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往往就是不能正确区

分虚实世界的结果。当他们举起刀子、榔头将另一个

生命“灭”了的时候，当他们胁迫他人“留下买路钱”或

者“借几个钱花花”的时候，他们似乎还只是感觉着在

电影院、录像厅里进行着一场游戏，或者把他们所做

的事当成了生活中的一场游戏而已。他们也许并未真

切意识到这两个世界的区别，也没有意识到跨越这两

个世界的门槛有什么困难。所谓“滑向犯罪”多指此类

情形。

(二)提供灰色技术

青少年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关于这一点，

暴力文化正好可以使他们得到最大的满足。他们可以

在暴力文化所提供的文字、图片、声像里学到一些灰

色的本领，例如怎样入室偷盗，怎样拦路抢劫，怎样绑

架敲诈，怎样杀人灭迹，包括怎样说黑话，怎样写恐吓

信，怎样接头联系，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最后整合起

来就是一套完整的系列暴力技术。一位记者曾描述过

这样一个“准暴力”的镜头：在沈城的一家玩具店里，

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兴致勃勃地挑选着头套。一男孩

挑选了一个蒙面头套，套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突然

转身，摆出拿枪的姿势大声喝道：“手都举过头顶，把

钱拿出来，我要打劫。”同伴见状纷纷效仿，连喊过瘾!

有的同学坦言，看多了武打片、警匪片后，从中学了几

招，就想试试身手。暴力文化为青少年暴力犯罪提供

着最直接的“技术支持”，成为青少年“灰色技术”最大

的供应源。当一个青少年拥有了这些犯罪的技术，又

有了这些犯罪的装备，那么，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随

时随地都会成为他们这些灰色技术的第一个“试验

者”。

(三)设置模仿平台

暴力文化不仅在精神层面给青少年提供一种参

与暴力的体验机会，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设置了实施

犯罪的模仿平台。由于现实生活开放度的提高，有意

的防范显得苍白无力。过去人们力图加以藏匿而不让

青少年们看到的行为不幸全让电视给“曝光”了。只要

孩子们愿意，只要他们有时间，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

视上看到武打、凶杀的暴力场景，不加设防的网络则

把暴力画面汹涌推进孩子们的视野，电子游戏里的格

斗、射击、打杀之类，更是让孩子们过足了暴力生活的

瘾。专家指出：这些影视节目和网络的影像暴力，经千

千万万青少年观看，其所造成的祸害，比一桩真实的

血案要恶劣十倍。孩子们从中不只是知道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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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还知道这些事是怎样发生的，因为细节手法都交

代得清清楚楚，这就难保不会被孩子们错误地加以学

习和模仿。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的管教干警就曾说，管

教所里几乎所有的少年都迷恋暴力、凶杀、恐怖或色

情电影，不少人对香港拍摄的系列暴力电影“如数家

珍”，并对其中的违法犯罪情节进行模仿。不少青少年

的暴力犯罪本身没有非常恶劣的行为动机，他们不过

是想“再现”一下影视里的“英雄本色”而已。

(四)暗示暴力方式

青少年长期接触暴力文化，那么这些暴力文化在

扭曲他们的心灵的同时，还容易诱发他们暴力冲动，

暗示某种暴力方式，既使语言充满火药味，也使行为

带有攻击性。在被暴力充塞着的头脑里，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没有了真诚，没有了合作，没有了帮助，只有相

互利用，只有残酷竞争，只有你死我活。人人都变成了

对手，个个都值得去敌视，只要有损于自己的尊严，有

碍于自己成为“王中之王”，必定置之死地而后快j暴

力文化所宣扬的一套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会投射到

他们的言行上，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内化到他们的行动

中。首先是他们的说话便开始染上暴力色彩，比如一

些武侠影视片中人物的语言，“黑社会”流行的行话，

就悄悄进入了他们的Et常用语，比如“修理修理他”、

“给他放点血”、“单挑”、“把事情摆平”、“做了他”、“将

他灭了”等等。其次，他们在行动上动不动就要凭拳头

说话，用刀子见高低，Et常生活中的一点小争执、小矛

盾、小纠纷马上引发为不可收场的冲突。宁可皮开肉

绽，刀子见红，也不可稍有屈从。何以会造成这种状

况，这其实是小说中的情节，影视中的画面，游戏中的

规则作了某种提醒和暗示，所以，一旦出现矛盾冲突

这类情景，在对抗还是妥协上，便立马选择了以血还

血、以暴制暴的极端方式。因为暴力文化所能提供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除了暴力还是暴力，不可能有人文

的理性的方式6

暴力文化远离优美与崇高，却又打着文化的名

义，披着趣味的行头，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它

利用了青少年阅历不深和心理幼稚，从而不能正确分

辨、准确判断、谨慎择取的特点，把暴力注入人的性格

之中，成为待机暴力，它像掩埋在人格灵魂中的炸弹，

只要稍一触发，就会突然引爆。青少年暴力犯罪多发、

频发、突发，正根源于暴力文化带来的待机暴力。对

此，我们不可听之任之，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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