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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朱令（（中中））全身癱瘓全身癱瘓，，由由
雙親照料雙親照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2月月1818日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
「「復旦投毒案復旦投毒案」」依法公開一審宣判依法公開一審宣判。。圖為圖為
宣判現場宣判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學生面對就業等壓力學生面對就業等壓力。。圖圖
為山西太原新年過後首場招為山西太原新年過後首場招
聘會聘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清華大學畢業生慶賀學業成功清華大學畢業生慶賀學業成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根據上文，指出林森浩使用哪種毒品殺害同窗？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你認為遇到矛盾時，如何化解同學之間的衝突？
請舉例說明。

3.你認為如何通過教育讓青年學生更為理性、寬容？

4.復旦大學研究生投毒殺害室友的案件給你甚麼啟示？

5.你認為學校和家長應該如何引導和開展學生心理教育？

共同點

������
案例：「復旦投毒案」 因關係不和或心存不

滿起殺機，採取殺人投
毒等方式殺人

1.《朱令案啟動追責清華》，香港《文匯報》，2013年8月16日，http://paper.wenweipo.com/
2013/08/16/CH1308160030.htm

2.《內地校園連發多起血案震驚社會》，香港《文匯報》，2013年4月18日，http://news.wen-
weipo.com/2013/04/18/IN1304180001.htm

3. 黃教珍，張停雲，《社會轉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預防與教育對策》，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
司，2008。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校園血案
1.心理扭曲
2.競爭壓力
3.情感糾紛
4.經濟壓力

反思：
學校：注重辦學質量 培
育人才
家長：樹立榜樣 內化於
心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2月18日，在內地引

起極大社會反響的「復

旦投毒案」在上海市第

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最終判決被告

人林森浩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起校園

投毒案當事人是兩位成績出色的醫科研究生。

他們之間究竟有何深仇大恨要置對方於死地？

這起案件給兩個家庭造成了多大的傷害？針對

近年頻發的校園暴力犯罪案件，家庭、學校和

社會在培育人才上又有甚麼需要改進之處？下

文將一一詳述。

■胡潔人 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胡潔人博士 現任同濟大學法學院暨
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
系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
和諧社區發展中心項目負責人、香港作家協會會員。發表
中英文論文數篇。

校園血案 因小事不和 研究生下毒殺人
綜合媒體報道，3月31日中午，林森浩將其做實驗後剩餘並存放在實驗室內的劇毒化合物N-亞硝基二甲胺

帶至寢室，注入飲水機槽。4月1日晨，黃洋飲用飲水機中的水後出現中毒症狀後入院。2013年4月16日下
午，黃洋經搶救無效，在上海中山醫院去世。警方表示，在該生宿舍飲水機內剩餘的水中檢驗出
某些含毒化學成分，認定其寢室室友林森浩有作案嫌疑，林某已被警方刑拘。根據警方通報，林
森浩殺人是因瑣事引起不和，毒藥由他偷偷從學校實驗室帶回。

近年內地校園案件發生的情況和結果。大部分是
因為同學之間因關係不和或心存不滿而殺機四起，
採取殺人投毒等方式置對方於死地。其共性可概括為
四方面：
1.心理扭曲：前幾年轟動全國的馬加爵的殺人案，

殺人動機僅僅是因為打牌等瑣事而引發，並且發現
其自身因貧困、社交問題、學業壓力等引發的嚴重
心理問題。四川某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生曾世傑，
在校內明遠湖邊用刀將一名女生殺死，另外還刺傷
了兩名男生。其殺人的原因是有人嫌他長得醜，他受
不了歧視。可見，錙銖計較、心胸狹隘是導致悲劇的
原發因素；
2.競爭壓力：學生犯罪的背後也揭示了他們承受的

巨大壓力。學習、就業、研究……激烈的社會競爭將
某種無形壓力轉移到了在校大學生的身上。在研究生
中，贏導師的賞識、獲得發展上的機會，同學之間的
明爭暗鬥並不比社會單純多少。雖然有同學稱，復旦
投毒事件的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間不存在競爭關係，但
目前仍無法斷定。
3.情感糾紛：除了學習外，在大學生活中，還有關

於兩性感情的培養和發展。這是男女感情趨於成熟穩
定的關鍵時刻，因此情感的兩極性尤為明顯，當遇到
刺激和挫折，容易感情用事，情緒暴躁，缺乏理性思
考。加上學生情感的把握還缺乏經驗，在喪失理智和
衝動的情況下容易為情付出慘痛的生命代價。
4.經濟壓力：現代校園生活的攀比和虛榮，常常讓

一些來自貧困家庭特別是外地和偏遠地區的學生產生
一種自卑感。當這種自卑感膨脹演化為難以遏制的
「物慾」，往往令一些貧困大學生誤入歧途。這些困
難學生面對同學間生活水準的強烈反差，心理上很受
刺激，一旦自我調適不當、道德
品質薄弱，就可能抵禦不住誘
惑，鋌而走險。

這起「復旦投毒案」，其被告林森浩是復
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影像醫學與核醫學專業
的研究生，本科就讀於中山大學醫學院。林
森浩成績優異，在2011/12學年，獲得復旦大
學一校外企業冠名的獎學金，還曾獲得2012
年研究生國家獎學金，為何如此優秀的才子
會走入毀人害己的誤途？特別是近年校園案
例的發生頻率不低，手段非常殘酷，值得我
們反思青少年的教育，特別是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

學校：注重辦學質量 培育人才
有人認為，現時大學已經不再是單純隔世

的「象牙塔」，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人們

的拜金、功利、狹隘和自私的風氣滲透到大
學，導致有部分大學生高分低能，強分低
品。學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所表揚的
典範，應當從那些商界億萬富翁的數量轉向
自身辦學質量作為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方向。

家長：樹立榜樣 內化於心
而家庭始終是子女的第一所學校。父母的

教育對孩子的一生起到關鍵的影響和決定作
用。在日久天長的生活引導中，家長給子女
樹立榜樣，美好的品德、寬容的胸懷和愛人
如己的理念內化於心。
家長、學校都應該更為強調思想政治教育

和人文品德教育。自私、狹隘乃至損人利
己、為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不計後果
的惡性若日益膨脹發展，在處理人際關係或
面對競爭挫折時，往往會失去理性，走向極
端，給他人、自身、家庭和社會造成無法彌
補的傷害和損失，這就是在多起校園傷害命
案中一些學生違法犯罪的思想根
源。最終也是落得兩敗俱傷、殺
人者償命的結局，給自身和家庭
都造成永恆的傷害和遺憾。

「感謝室友不殺之恩」
「感謝室友不殺之恩。」這句調侃在眾多的校園

案件發生之後，成為高校學生畢業之前最流行的問
候語。其中表達的也不只是僥倖的感嘆，更多的是
對殘酷現實的不解與擔心，顛覆了很多人「致青
春」時的美好感受。日前，一項針對廣州1,500名
大學生的抽樣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學生對寢室內
部人際關係不滿意。寢室關係已成為當代大學生面
前的一道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結語「要想成功地做事，首先要成功地做人。」社會需要從投毒案件中汲取教訓，

堅決開展批評教育「利己主義」、「排他主義」和高分低道德的學生和子女，這無疑才是
真正愛護他們和引導他們的正確方向和手段。在當今壓力巨大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會產
生負面情緒、感受到競爭的壓力，但必須通過正確的方法和途徑去排解和發洩，而不是
將壓力轉化為暴力傾瀉到他人身上。這不僅僅是學校的問題、學生的問題，校園裡的種
種現象其實是社會問題的縮影。也正因此，一樁校園投毒案留給我們太多的沉重思考和
深刻反省。

近年內地重大校園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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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教育：學校家長 缺一不可

時間

1994 年底至
1995年

1997年5月

2007年6月

2004年

2012年12月

學校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中國礦業大學

雲南大學

安徽醫科大學

具體事件

清華女生朱令至少兩次攝入致死劑量重金屬鉈鹽

犯罪嫌疑人王曉龍向受害人江林、陸晨光投毒，王
曉龍指江林過去和他關係好，後來卻不理他了，而陸
晨光被當作實驗物件

犯罪嫌疑人常宇慶因對3名同學心懷不滿，用注射器
分別向3個同學的杯中各注入2毫升硝酸鉈

馬加爵殺害4名同學，馬加爵和邵瑞傑等幾個同學打
牌時，因邵瑞傑懷疑馬加爵出牌作弊兩人發生爭執

生命科學學院09級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學生談某，在
學校圖書館6樓自習室被胡某某砍殺死亡

事件結果

朱令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
室友孫維曾是重要嫌疑人

原北京大學三年級學生王
曉龍被判有期徒刑11年

在看守所裡多次提出要向3
名中毒同學道歉。

馬加爵因故意殺人罪被判
處死刑

談某當場死亡。犯罪嫌疑
人胡某某對自己的犯罪事實
供認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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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公共衛生＋現代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