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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开车是一种享受
我是老司机，早在大二时就

拿了驾照，并一直在北京开了7年
车。最开始常开从西直门到北大
这一段。后来搬家，改为从回龙观
到北大、望京到清华。从二环到五
环再到八达岭高速，我都熟得不
行，就连下班高峰期的五道口那
样“险恶”的路段，也能驾驭得游
刃有余。来芝加哥后，因公交系统
完备，故得以暂逃“司机”命运。谁
知暑期到“车轮子上的城市”洛杉
矶休假，无自驾车出行大为不便，
只好再次当起了司机。

加州公路极为发达，但路况
糟糕。因州政府财政紧张，无法像
北京一样动辄将二三四环主路搞
个大修，所以尽管拥有四通八达
公路网，但颠簸和损毁轮胎是怎

么也躲不开了。在加州生活的人，
大多对交通堵塞状况怨声连连。
可在我这有7年驾龄的北京老司
机眼中，洛杉矶的“交通堵塞”简
直太小儿科了！在北京交通广播
里，这种情况简直会被主持人用

“一路畅通”来形容的。即使“车行
缓慢”，也仍能开到20迈(约等于
32公里)的时速— —— 北京的开车
族们若每天都能以这个速度行
驶，心里都会乐开花了。想当年，
我最夸张的一次记录，是从机场
接爷爷奶奶，送到大兴的亲戚家，
再开回清华— —— 连北京市都没
出，居然足足在路上耗了 7个小
时。在下班高峰的学院路上，一辆
接一辆的车头尾相连，缓慢挪腾，
放眼望去，万念俱灰。

洛杉矶虽然车多、路差，但车
祸极少，这与驾车人高度的自律
行为密切相关。转弯礼让直行、机
动车礼让行人是基本的行路规
范，横冲直撞的司机就算没有被
警察逮到，也会让身边的其他司
机嗤之以鼻。当然，也有一些车有
马路特权，不过可不是军车、警
车，而是救火车和校车。在全美各
地，随处可见黄澄澄的校车驶来
驶去，用来接中小学生上下学。无
论在何种情况下，其他车辆都必
须礼让校车；在一些州，甚至规定
当有校车行驶在前方时，不能随
意超车，因为有可能误撞到在车
前横穿马路的孩子。不知大家是
否见过网上流传的一幅“惨绝人
寰”的图片：一辆美国校车与一辆

黑色悍马正面相撞，结果是校车
安然无恙，悍马则被撞得稀巴烂。

总体而言，在美国开车是一
件很惬意的事，我认为主要有两
个原因。一是法律制度的极大完
备— —— 虽然街上很少有交警执
勤，可一旦“倒霉”被捉住违规，罚
金贵到令人咋舌(有朋友因3分钟
违章停车竟被罚400美金) ；二是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弱势群
体— —— 相对于机动车的行人、相
对于成年人的孩子——— 给予足够
的关照和保护。当然，最关键的还
是驾车人的平均素质。当私家车
成为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非
某些有钱人炫富的把戏时，所谓
的“二环十三郎”和“飙车富二代”
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土壤了。

韩国小学生的“放学后教育”
韩国作为我们的邻国，在教

育方面和我们有着不少共同之
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两个国家
都是特别重视子女教育的国家，
在我们国家一直提倡素质教育，
呼吁“减压，减负”，“给孩子们更
多的自由空间”等口号的同时，
我们的邻国韩国的中小学生们
同样也在承受着课外教育负担
过重，超负荷的课外“学院”(即
辅导班 )的补课，各种家教辅导
等一系列的压力，有时候笔者反
而觉得韩国的中小学生承受的
学习压力要比中国的中小学生
更大。

在韩国的中小学校都下课很
早，一般孩子们在下午3点左右就
全都放学回家了，老师们几乎都
不会给学生们留作业，表面看上

去要比我们中国的中小学生“幸
福”很多，其实恰恰相反，这些孩
子们放学后不是回家，而是马上
奔赴各种各样的“学院”，进行各
种课外补习，一直补习到深夜，
在韩国的家长中间流行着这样
一句话“孩子可以不上学，但是
绝对不能不去课外辅导班”，据
韩国的统计厅的调查统计，韩国
的中小学生接受课外辅导的人
数占韩国全体中小学生人数的
80%以上，几乎每个学生在课余
时间都在接受两种以上科目的
课外补习，韩国家庭因为子女的
课外补课或学院教育所付出的费
用超过了20兆韩元。

笔者的一个韩国公务员朋
友，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中二年级
的儿子，孩子每天 3点放学后要

去他所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学
院”去补习数学和英语，一直到
晚上 8点回家吃晚饭，随后马上
要去家附近的一个“学院”去学
习跆拳道和钢琴，一直到晚上11
点左右才能回家，不仅如此，周
末除了去“学院”继续学习以外，
上午还要有英语和数学的“家
教”，孩子几乎没有玩的时间，当
我问我朋友这样是不是会给孩
子很大压力时，朋友也无奈地回
答：“孩子班的同学都在上补习
班，要是孩子不上，就怕孩子学
习会跟不上。”韩国一般的家庭
都是两个孩子以上，所以一个家
庭孩子的补习费用几乎能占到
父母两人收入的一半左右。

近年来随着补课费用的高
涨，孩子们补课时间的不断增

加，韩国民众对中小学校教育的
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经常呼吁韩
国政府改革现存的课外补习制
度，虽然韩国政府对于中小学生
基础教育不断进行着改革与尝
试，例如限制补课时间，规定课
外学院最晚补课到晚上10点，各
个中小学校开设“放学后教育”
课程等一系列措施，但是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收效甚微。

近来在我国随着经济水平
的提高，课外补习教育也越来越
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学习培训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因
此对于如何缓解课外补习过热
之风，如何减轻学生和家长之负
担，如何改革现存教育制度，提
高教育质量，对于两国来说都是
当务之急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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