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 私家车日渐成

为人们重要的出行工具和出行时尚遥但是袁汽车在为

人们的出行方式提供巨大方便的同时袁 也带来了许

多社会性问题袁诸如交通堵塞尧交通事故以及交通冲

突等袁严重的会付出惨痛的交通代价遥 这其中袁最受

社会各界关注的交通出行问题是野路怒症冶所引发的

交通冲突和交通事故遥从西安音乐学院野药家鑫开车

撞人刺死张妙案冶到上海野中环互殴案冶尧从北京大兴

野韩磊摔死女童案冶到野成都张姓男司机暴打女司机

案冶等袁无不折射出野路怒症冶的危害性遥 野路怒症冶不
再是个别的社会问题袁 而是日益成为影响公共交通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的风险问题遥 其中袁青年是野路
怒症冶的高发生群体袁因而袁青年群体中的野路怒症冶
问题也被称为青年野路怒族冶现象遥 那么袁究竟何谓

野路怒症冶钥 青年野路怒族冶是怎样形成的钥 青年野路怒

族冶对青年尧对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钥 这些问

题不只为心理学者所关注袁更为社会学者所重视遥

一尧从野路怒症冶到野路怒族冶
野路怒冶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因美国一起

野路怒冶暴力事件的新闻报道而产生袁而后引起社会

学者的关注袁野路怒冶一词也被 1997 年的叶新版牛津

英语大词典曳收录遥叶新版牛津英语大词典曳对野路怒冶
的解释是院野用以形容由令他厌恶的驾驶事件引起的

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直接指向另一驾驶员的攻击行

为袁驾驶员可能会陷入失控之中遥 冶[1]而后学界将有

野路怒冶渊Road rage冤的行为倾向译为野路怒症野遥 国外

学者将野路怒症冶渊Road rage冤解释为院野是由现代的

驾驶压力所引起的驾驶者的无法控制的攻击性的行

为袁 伴随而来的愤怒情绪所导致的行为会使指向其

他的驾驶者尧乘客或者是无辜的行人遥路怒症有许多

的表现形式袁 直接指向其他驾驶者言语的或者身体

的侮辱渊非相互的袁指向车辆与个体冤袁使用车辆作为

攻击的工具渊互相的或者是非互相的冤袁或者是使用

其他工具遥冶[1]NHTSA(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则将野路怒症冶定义为野一种使用汽

车工具或者其他危险性武器进行的侮辱性行为袁由
驾驶者或者是乘客在高速公路上对另外的驾驶者或

者乘客所做出的行为袁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遥 冶[2]西
方学者有关野路怒症冶的理论解释多采用 Shinar 的
野受挫攻击性假设理论冶遥该理论认为袁攻击性驾驶是

青年“路怒族”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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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挫所引起的袁 在驾驶过程中如出现交通堵塞

的情况袁 使得驾驶者无法达成或者无法按时达成自

己的目标因而产生气愤并导致攻击性行为发生遥 驾

驶者在道路上的受挫程度越高袁 其所表现出的攻击

性行为也就越多袁路怒越严重[3]遥
在国内袁野路怒症冶 作为驾驶者驾驶行为的一种

综合症是 2010 年后被社会各界所关注遥 2010 年袁自
西安音乐学院 野药家鑫开车撞人刺死张妙案冶 发生

后袁新闻媒体开始探讨和分析野路怒症冶现象遥后来上

海野中环互殴案冶尧杭州野甲壳虫飙车案冶尧北京野韩磊

摔死女童案冶尧成都野暴打女司机案冶等等袁特别是后

者因为事件正好发生在野五一冶假期的最后一天袁无
论是事件的发生时间还是发生空间抑或是社会反响

而言袁都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袁野路怒冶一词

因此哗然天下遥
国内学者对于野路怒症冶的解释多是从心理学上

加以认识的袁其理论基础常常是借助心理学上的野情
绪理论冶遥该理论认为袁驾驶者受到外界环境刺激时袁
就会产生一种心跳加速尧呼吸急促尧血脉膨胀等愤怒

情绪袁从而产生了攻击性动机袁导致路怒行为的发生
[4]遥 也有学者认为袁野路怒症冶是一种汽车综合症袁是
指在交通阻塞情况下袁 司机由于开车压力和挫折感

而导致的愤怒情绪袁具体表现为开车时易怒袁喜欢骂

人袁开野英雄车冶等[5]遥
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袁对于野路怒症冶

的解释多是从野路怒症冶的野怒冶的情绪所引起的攻击

性行为出发袁去分析和探讨野路怒冶行为现象的发生袁
反映出野路怒冶者的心理行为状况袁有着一定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遥 但是袁野路怒症冶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袁
并不就是简单意义上的心理行为反应袁 其心理行为

的发生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学意蕴遥 这一社会

学意蕴就在于野怒冶的产生与社会形态的变化有着直

接性的关联遥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袁社
会物质财富的丰富袁使得汽车数量不断增多袁驾驶汽

车的人员也在不断增多袁从而产生了道路拥堵尧交通

行驶不文明行为现象产生袁因而才使野路怒症冶成为

一种情绪性心理病症进而导致路怒行为发生遥这样袁
在我们界定野路怒症冶时袁必须要考虑野路怒冶发生的

社会性成因袁也即野怒冶的社会化逻辑遥
对于野怒冶字袁就其造字结构而言属于形声字袁

叶说文解字曳解释为野愤恨冶袁从野心冶野奴冶声遥野奴冶的本

义是野为人役使的女子冶袁野心冶是野态度冶袁野怒冶的字面

意义是指野妾奴对主人的无情役使发泄不满冶袁后来

引申为形容词野不满的冶尧野气愤的冶袁如野怒发冲冠冶曰

引申为副词 野不满地冶尧野气愤地冶尧野不可遏制地冶袁如
野心花怒放冶遥这样看来袁就野怒冶的本意而言它并非单

纯是一种情绪宣泄袁 而是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原

因袁这种社会性原因就在于个体被压抑尧被外力所左

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性心理反应行为遥 社会意义上

人的野怒冶的行为因人的行为方式不同就会有不同的

野怒冶的表现遥就野路怒症冶而言袁因为这种野怒冶的行为

发生在道路上袁其行为必然与道路有关遥 又因为野路
怒冶的行为指向多是针对路上的其他驾驶者尧车内的

乘客及无辜的行人袁因此袁对于野路怒症冶的定义必须

围绕着路怒者尧驾驶过程及路怒对象几个方面进行遥
如此袁我们认为袁野路怒症冶是指由现代社会压力及道

路驾驶压力所导致的驾驶者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对

路上的其他驾驶者尧 车内的乘客及无辜的行人所做

出的言语上或行为上的不满或攻击性行为袁 是社会

的一种不文明行为袁严重的会导致暴力性犯罪遥
野路怒族冶是因野路怒症冶产生的有着共同野路怒冶

行为特点的一群人袁其关系是零时性的袁之间不一定

有什么交往袁 也不必然有什么共同利益和遵循共同

的规范袁 我们只能称之为社会类属遥 从这个意义上

讲袁野路怒族冶现象中的野族冶更多意义上只能认定为

共同具有某种年龄尧 文化程度或生活习惯的社会类

属遥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对 2023 人的

网上调查袁86.5%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很多 野路怒

族冶袁84.6%的受访者表示青年是野路怒族冶的主要群

体遥 根据郭双尧王君有关野驾驶员驾驶经验对驾驶愤

怒的影响冶的研究认为袁驾龄越短袁在遇到不文明驾

驶时越容易野路怒冶袁驾龄越长袁野路怒冶越少遥 驾驶员

驾驶公里数越多袁抱怨尧按喇叭尧厌恶地瞪对方等轻

度厌恶行为就会越少[6]遥根据美国 IIHS 有关野驾驶员

年龄对交通事故的影响冶报告的研究发现袁年轻驾驶

员是交通事故的多发者遥在现代中国社会袁随着人们

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出行质量的改善袁 青年日益成为

中国驾驶员的主力军遥由于青年驾驶员的驾龄较短袁
风险意识相对较弱袁因而袁很容易成为野路怒症冶的一

族遥 通过对中国青年野路怒族冶路怒行为及其危害后

果分析袁中国青年野路怒族冶在行为上常常表现为院
渊1冤野开车时骂骂咧咧冶曰渊2冤开车时喜欢野顶牛冶曰渊3冤
过分按喇叭或打闪光灯曰渊4冤不打转向灯突然变道或

加速后刹车曰渊5冤抛掷物品袭击其他车辆曰渊6冤高速路

上飙车曰渊7冤 开车和不开车时脾气和情绪判若两人曰
渊8冤有动手冲动或粗暴动手等意念和行为遥这些行为

与青年的冲动性尧 攻击性以及抗风险脆弱性有着密

切的联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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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青年野路怒族冶的社会化冲突

青年社会化是指青年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

环境下袁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袁不断习得知识尧技
能尧观念和规范的过程袁也是青年成为履行一定社会

角色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的过程遥 青年的社会化

过程与家庭尧学校尧同辈群体尧社会组织以及大众媒

介有着密切的联系遥也就是说袁青年正是通过以上渠

道去实现社会化袁完成人的独立性和担当性遥 但是袁
不同的社会化环境尧不同的社会化态度袁会造就不同

的青年个体遥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袁有些青年积极可

为袁社会化过程中自我身心的冲突性少曰有些青年消

极被动袁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性冲突就多遥 同样袁对于

青年野路怒族野而言袁正是由于社会化过程中对交通

法规尧人生权益尧生命安全尧责任和风险意识等方面

的消极抗拒袁以至于发生野路怒族冶行为袁这种行为的

形成既与青年的年龄特征有关袁 也与社会化文化环

境有关袁同时也与青年个体的社会化冲突有关遥

渊一冤社会交通陋习频发导致的直接性冲突

道路交通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设施为每一个道路

行驶者方便行驶提供物质条件支持的同时袁 也为每

一个道路行驶者立下了文明出行的规则遥 如果道路

行驶者不去遵循道路上的交通规则袁 肆意破坏这些

规则袁那么袁这种行为不仅不能方便出行袁反而会使

交通不便袁出行受阻袁而且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性问

题袁这些都是与文明社会相冲突的遥作为文明社会的

出行者在接触道路前都会经受社会交通规则和文明

行为方面的道德尧法律上的教化袁无论这种教化是外

在强制的还是内心主动习得的袁 都是个体社会化过

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遥正因为如此袁现代文明社会才

成为规则型社会尧法制型社会和文明型社会袁生活在

这里的每一个个体才会感受到方便尧快捷和幸福遥事
实上袁追求公平和依法依规行事成了现代人的天性遥
当遵守规矩的司机看到别人如此规矩袁 内心充满喜

悦袁驾车也便是一种幸福遥 然而袁对于转型中的中国

社会而言袁我们也常常高估社会的道德水准遥特别是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袁 汽车的保有量在逐

年逐月地上升袁在今天袁遍布大江南北尧农村僻壤的

各式车辆比比皆是袁 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不再是什么

奢望遥 私家汽车的增多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民众生活

水平的改善和出行方式的改变曰但是袁另一方面带来

的是交通拥堵尧交通陋习的频发袁不文明驾驶以及野

蛮驾驶行为时有发生遥 随意变道尧强行超车尧乱闯红

灯尧肆意停放尧随便鸣笛尧乱扔垃圾等社会交通陋习

严重地影响着道路交通的通行袁 以至于交通事故在

不断攀升遥 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以及违法成本很小的

情况下袁 一些驾驶人员也会自觉与不自觉地跟着那

些不守交通规则的司机学习遥这种现象的不断滋生袁
很容易激起更广范围内恪守规则的驾驶人员的暴躁

情绪袁以至于道路上的冲突不断袁野路怒冶现象由此而

生遥随着交通陋习的不断发生袁再加上新手司机的不

断产生袁野路怒症冶的不断蔓延袁交通性冲突尧道路性

违法尧暴躁性情绪等必然会导致野路怒族冶的产生遥

渊二冤青年个体社会化不足导致内生性冲突

在社会学概念中袁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

过程中袁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袁从生物人转变

为社会人袁 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

习袁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7]遥 社会化贯穿着人的

一生袁 但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袁 青年期上承儿童

期袁下接成年期袁是个体社会化非常特殊和关键的一

个时期遥 按照埃里克森的解释袁在这个时期里袁青年

人开始思考野我是谁冶尧野我将向何处去冶等重大人生

问题遥 但是袁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过程中袁青年社

会化的塑造不再仅仅依赖于家庭和学校的教化袁父
辈的成长经验和老师的系统性教育很难全部移用于

晚辈和学生袁相反袁大众传媒尧同辈群体尧社会环境的

影响将更加直接和深刻遥如此种种袁使得一些青年人

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遭遇野自我认同危机冶遥 按照社

会心理学的解释袁野耶自我认同危机爷 是对自己的角色

定位认识不清袁 所作所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不相符

合遥耶自我认同危机爷不能及时化解有可能会导致偏离

行为遥冶[8]青年野路怒族冶群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袁由于

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否定尧拒绝甚至排斥袁
他们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寄希望超越袁 也希望标

新立异袁更希望自我表现袁个性意识尧自我中心意识

极强袁 在行为行事中以此去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

价值规范遥当他们成为有车族的一员后袁喜欢体验驾

驶中车辆与路线自我掌控的乐趣袁 也迷恋有车族高

人一等的自我心理袁更沉醉于拥有豪车时的气派遥在
道路行驶中袁以野开快车冶尧野开霸王车冶尧野开斗气冶作
为一种心理的刺激和快感遥但是袁现代社会车辆的逐

渐增多尧驾驶行为的多样化存在袁使得道路拥堵成为

道路交通发展中的野通病冶遥 青年有车族一旦遇到交

通堵塞尧交通不文明行为袁驾车的优越感尧自我感就

会受阻袁在激情和情绪的失控下袁社会规则尧文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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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被遮蔽袁暴怒情绪和行为就会发生遥当青年驾车族

内在的自我中心欲望与外在的社会道路拥堵发生冲

突时袁自我欲望占据主导地位袁特别是如果他人违反

了交通规则袁 就会把此种行为归因于对方本质上的

恶意袁于是就会产生野路怒冶的行为遥

渊三冤社会转型压力增大导致的外在性冲突

野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社会结构状

态的过渡袁其内容表现为结构的转换尧机制的转换尧
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改变遥 冶[9]转型时期因结构尧利
益的变革必然会引发人们思维意识尧 思想观念的变

化遥 在多元尧多变尧多层和社会结构失衡的转型社会

中袁就业方式尧组织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尧多层级的

发展态势遥青年人面对骤变的社会形势袁他们对于社

会尧他人以及家庭的认同度和信任感降低袁社会交往

过程中的自我防备和被排斥意识增强袁 导致安全感

缺乏袁自信心不足遥 随着职业生活中竞争的加剧袁外
在的同辈群体之间的盲目攀比袁 以及人际间社会信

任的降低袁使得青年不同程度上患上了浮躁尧焦虑和

情绪激愤等社会症状遥为了出人头地袁许多年轻人整

日奔波于单位尧家庭和社会之间袁穿梭于各种社会群

体之中袁为生计尧为职场尧为房子尧为车子尧为位子尧为
孩子尧为妻子尧为父母尧为未知的未来而绞尽脑汁费

尽心机地去思考尧设计尧谋划和行事遥 在这种生计追

求和生活打拼中袁 来自于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压力

使得许多青年喘不过气来袁以至于整天心若天玄尧神
经紧绷袁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遥 职场生活的压力尧同
辈群体的攀比尧 家庭生活的琐碎以及由于 野房奴冶尧
野卡奴冶尧野车奴冶等的无形挤压袁使得许多青年一踏入

社会就显得力不从心袁压力山大袁这种情况下很难有

平和的心态和理性的心境遥 一旦道路遇堵尧 交通阻

塞尧交通陋习频发袁小摩擦难免会发生袁这些都会使

他们产生野怒气冶袁进而迁怒于交通陋习行为者袁于是

骂骂咧咧尧强行鸣笛尧变道顶牛尧强行超车尧急踩刹车

以及粗暴动手袁 路怒行为瞬时发生袁 这些都与青年

野路怒族冶的社会压力增大产生的焦虑心理有着很大

的关系遥

渊四冤外在环境变化导致的间接性冲突

人是环境之人遥不同环境下人的心理尧行为意识

是有差异的遥 环境是作用于人的一切外部状况和因

素袁包括自然环境尧社会环境等遥 自然环境包括天气

状况尧温度尧湿度以及地质构造等自然存在的因素遥
具体到道路上的自然环境主要是指道路的路况尧温

度尧湿度等遥 路况崎岖不平尧尘土飞扬袁或者道路泥

泞尧凸凹陡险下人的情绪会发生波动袁甚至产生不安

心理和易怒情绪遥高温尧下雨天尧下雪天尧沙尘暴等天

气容易使人心情烦躁袁也会使人产生攻击性行为遥社
会环境是指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一切外在因素袁包
括人际关系尧交往规则尧交往方式尧交往行为及其交

往后果等遥 具体到道路交通中的社会环境主要是交

通畅通情况尧遵章守法意识以及交通文明行为等遥在
现代社会环境下袁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攀升袁许
多地区的机动车道路基本上是超负荷运行遥 为了保

障道路畅通袁 几乎每一地区的政府施政行为中都要

把保障道路畅通作为其工作的重点袁 而且也为此每

年都要进行道路改造和道路设施安置袁 对于交通部

门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去缓减交通阻塞袁但是袁
与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相比袁 道路改造扩建还是显

得相形见绌遥 特别是由于受制于地区既有建筑规划

设施的限制以及道路改造中的短期效应的影响袁往
往出现的结果是越改造越拥堵尧常改造常拥堵遥以至

于因为改造和为了改造使得正常的通行道路受限袁
许多司机不得不绕道而行袁不得不改道出行袁这样会

打乱他们既有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方案袁 因而发生赶

时间尧抢道路通行的做法袁以至于最后野不得不冶违规

行车尧变道超车袁因违规变道造成拥堵袁堵塞的不仅

仅是车辆和正常的出行袁而且堵塞的是心情和心境袁
因野堵冶而野怒冶袁因野怒冶而野气冶袁野路怒族冶因此而生遥

渊五冤法制监管缺失导致的从众性冲突

追求公平尧 恪守规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

值追求袁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遥随着现

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袁 驾车出行不仅能够缩短路上行

驶的时间袁而且也方便人们的出行袁为快节奏的生活

带来了许多便捷遥 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袁人多车多袁
现行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原来规划基础上改扩建形成

的袁每当上下班尧节假日时间袁交通拥堵成了现代中

国道路交通的一大病症袁因交通拥堵导致野路怒症冶
的频繁发生袁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因野路怒症冶引发的

野路怒族冶群体遥 这个群体的产生客观上反映出转型

中国社会的社会浮躁心态袁 也折射出道路交通的管

理混乱遥客观的事实是袁许多野路怒族冶是由于一些驾

驶人员不遵守交通规则袁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所致遥这
其中既与交通驾驶者的法律意识淡薄有关袁 更与道

路的法制监管缺失不无关系遥 尽管每位驾驶者在取

得驾驶资格证以前袁 都要进行系统的交通法律法规

学习袁 而且只有交通法律法规考试合格方能获得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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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资格遥但是当驾驶者获得驾驶证后袁自认为自己已

经是合格的驾驶者袁 也设想每一位驾驶者都会按照

交通规则去驾驶车辆袁 而且在每一个驾驶者的潜意

识中袁 法律规则尧 道德约束还是有着至高的约束力

的遥 但是袁许多情况下袁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上的作

为往往是背道而驰的遥 在实践行动中我们往往会高

估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水准和法制意识遥 由于实际驾

驶者的驾驶技能尧 思想意识以及行为规范的认知的

巨大差异性袁 从而也使得在交通驾驶中并不是每一

位驾驶者都会中规中矩文明行车遥 特别是当法制监

管缺失以及违规成本很小的情况下袁 一旦有驾驶者

违规行驶袁从众的心理意识驱使袁后面的驾驶者就会

跟着前车的驾驶者学习遥 这样袁规则被破坏袁道路被

拥堵袁预定的行程被打乱袁正常的工作秩序尧生活秩

序被打破袁暴躁情绪尧易怒行为必然会发生遥 交通法

制监管的缺失主要体现为红绿灯信号灯的非正常工

作尧道路监控设备的形同虚设尧交通执勤警察的缺位

以及交通违规行为处置的不力等遥 正是由于交通法

制监管的缺失尧缺位以及违规行为的处置不力袁使得

守规则的人得不到好处袁 让不守规则的人受不到惩

罚袁结果发生了道路行驶中的不公平袁因不公平导致

负面情绪袁因情绪而产生攻击性行为遥

三尧青年野路怒族冶的社会化受阻

青年野路怒族冶看似是驾驶者驾车过程中性格焦

躁下的一时怒气袁实际上袁折射出社会转型背景下逐

步富裕起来的一部分群体身上的社会浮躁之气袁这
种浮躁之气如果不能被及时有效地得以抑制袁 便会

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传染袁久而久之袁不仅会阻碍青年

的社会化发展袁而且也会引发社会性冲突遥

渊一冤野路怒族冶现象有碍青年的社会化发展

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袁在生理上已经完全成熟袁
但就其心理和心智方面还处于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中遥在这个时期袁不同程度上每位青年都会面临着许

多重大生命事件的发生袁诸如恋爱尧结婚尧生子尧就业

等等遥他们的初级社会化已经完成袁自我形象已经基

本确立袁人格已经基本定型袁个体有很强的自主选择

和创造能力袁 不但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扮演

某种角色袁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创造某种角色袁
其角色扮演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个体在社会分

层中的地位遥 为此袁 每一个青年面对激烈的社会竞

争袁为了争取时间尧获得机遇袁整日风尘仆仆尧忙忙碌

碌遥 有限的资金以及对快节奏生活的向往使得他们

过早地成为野有车一族冶袁车辆的增多与道路的有限

通行必然会使野有车一族冶的青年心理预期受阻袁交
通拥堵尧不守规则尧违反驾驶尧磕碰剐蹭的现象时有

发生袁赶时间尧抢速度尧争效率尧比阔气的驾驶心理预

期与交通受阻的客观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

差袁受年轻气盛尧易于冲动的心理驱使袁使青年很容

易发生怒骂与争执遥当野路怒症冶发生后袁不但人的情

绪会失控袁而且极易引起生理上的头痛尧脑涨尧耳鸣尧
失眠等症状袁在心理上会引发急躁尧易怒尧人格分裂

等负面症状袁频发严重的野路怒症冶会影响身心健康遥
如果再加上工作的压力尧 家庭的压力以及社会等的

无形压力袁 不仅会阻碍青年对快速变化时代中各种

信息尧技术尧规范和价值的习得和社会性适应袁而且

也会影响青年的角色扮演和价值选择袁 最终导致青

年的社会化发展受阻遥

渊二冤野路怒族冶现象影响青年的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也称野社会互动冶遥 作为人类社会最基

本和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的社会交往袁 不仅是社

会形成的条件袁 而且也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个体自

我观念形成和人格发展的过程遥 每一个个体也正是

在个体与个体尧 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通

过信息的传播发生着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袁
从而使个体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袁 实现着个体

的社会化过程遥相比于其它年龄群体袁青年人正处于

成人继续社会阶段袁 其与社会的交往或互动程度怎

样袁不仅影响着青年的个人角色扮演袁而且也影响着

青年的行为选择遥 由于青年正处于社会人生的转折

期袁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袁对内连接着家庭袁对外连接

着单位和社会袁青年的情绪怎样尧心态如何尧行为表

现怎样等都会在青年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有所表

现袁 这种表现都会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交

往的情境尧心态和行为遥 按照社会学的解释袁社会互

动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进行的袁情境不同袁人们的互动

方式往往不同遥 一个经常喜怒无常的人很难有正常

的交往行为达成袁一个情绪急躁尧心态不好的人会在

社会交往中或多或少的有所表现袁 这种表现必然会

影响着交往对象的形象判断尧行事判断和行为判断遥
而患有野路怒症冶的青年最为典型的情绪性表现就是

因易怒而导致的人格分裂渊开车时和不开车时脾气尧
情绪和行为判若两人冤袁但长期的野路怒冶会形成行为

性习惯袁 这种行为性习惯如果得不到抑制便会蔓延

到家庭尧工作单位和社会交往上遥正常的社会交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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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被习惯性易怒行为染指袁 损害的不仅仅是青年自

身形象袁而且会影响社会交往的正常进行遥

渊三冤野路怒族冶现象会引发社会性冲突

社会冲突是指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之间由于行动

方向不一或由于目标不一或者利益差异尧 对立而产

生的相互对抗行为袁它是社会矛盾激化尧社会关系失

调尧社会交往受阻下对立性互动形式遥达伦多夫认为

野社会冲突是有明显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夺尧 竞争尧
争执和紧张状态遥 冶[10]从社会冲突发生的状况而言袁
学者姜建成认为袁在当代中国袁社会冲突包括轻微性

社会冲突尧 间接性社会冲突和严重性社会冲突三种

表现形式袁社会冲突既有积极性影响袁也有消极性影

响袁 社会冲突的消极性影响主要表现为损害社会利

益尧损耗社会资源尧扰乱社会秩序尧损坏社会关系[11]遥
具体到青年野路怒族冶袁由于交通拥挤尧道路阻塞或者

交通陋习等原因而导致的野路怒冶行为发生袁不只是

野路怒族冶内在的心理性冲突袁更是一种外在的行为

性冲突遥 内在的心理冲突主要表现为易怒尧生气尧血
压升高尧神经紧张等袁这种冲突发生在驾驶者自身身

上袁对驾驶者自身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袁对社会的伤

害是较小的遥 真正引发社会性冲突的是驾驶者外在

的行为冲突袁这种冲突不仅来自于对自身的伤害袁更
会导致对社会及他人的伤害遥 轻微的外在性行为冲

突包括不打转向灯随意变道尧 随便停车尧 乱抛废弃

物尧开车接打电话尧肆意鸣笛及骂骂咧咧等等袁尽管

这些行为对他人及社会构不成直接威胁袁 但潜在的

危险仍然存在袁稍不注意就会发展为大的交通事故袁
这种行为轻者属于不文明驾驶行为袁 重者也会导致

犯罪遥 间接性的外在行为冲突包括道路行驶中发生

的强闯红灯尧野开斗气车冶尧野开英雄车冶尧野开霸王车冶
等行为袁虽然未发生磕碰剐蹭袁但在间接上造成了对

他人及社会的危险和危害遥 严重性的外在行为冲突

包括道路行驶中由于野路怒冶行为导致驾驶者单方尧
双方发生的车辆磕碰剐蹭尧 肢体冲突以及群殴现象

发生袁 这种现象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尧 损坏社会利

益袁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遥典型案例如开篇提到的西

安音乐学院野药家鑫开车撞人刺死张妙案冶尧上海野中
环互殴案冶尧大兴野韩磊摔死女童案冶尧野成都张姓男司

机暴打女司机案冶等袁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对青年野路
怒族冶的警示袁也深刻地折射出野路怒族冶的野路怒冶行
为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性冲突和社会性危害遥

总之袁青年野路怒族冶现象不再仅仅是社会转型

中的一种社会性现象袁 而且日益演变为一个无法轻

视的社会问题遥 对于这一问题袁我们不能仅仅以野不
守规矩冶加以总结袁因为它已成为我们现代生活中一

片看不见但却存在着的阴霾遥 当我们整天穿梭和奔

波于上班下班以及回家的路上袁 因为交通堵塞以及

不文明驾驶而焦躁发怒时袁不妨认真想想袁我们为什

么要驾驶袁我们野路怒冶的行为和行径会给自己尧家人

及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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