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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故事
策划/李卉 执行/朱洁

暑假是孩子们阅读、旅游、
锻炼、培养兴趣爱好以及与父母
沟通交流的最好时机，也是家长
走近孩子，并反思自审的最佳时
段。成长，不仅仅是孩子的事，也
值得每一位家长、每一个老师，
甚至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成年人
认 真 思 考 ，该 如 何 面 对 未 成 年
人，该如何让自己不断成长。人
类是一个社会，孩子是我们的未
来，只有成年人更温暖更健康更
勇敢更自若，孩子们才能健康成
长，未来才会充满希望。本期艺
文版特别策划了“成长的故事”
专题，我们邀请了几位成年读者
书写、回忆一些打动他们的关于
成 长 的 作 品 ，希 望 大 家 喜 欢 之
余，更有思考……

如果你家里有娃，娃又恰巧在读小学或幼儿园，《小舍
得》这部讲述“小升初”阶段中国家庭故事的剧，值得一观。
电视剧播出之时，株洲各大育儿群讨论极其激烈，大家都反
映，剧中三个娃（米桃、颜子悠、夏欢欢）各有特点，家庭背景
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代入感极强。

我女儿 2岁半，我追剧时竟也不自觉地将她与剧中娃比
较，脑海中不时浮现：如果这是我闺女会怎么样？面对这样
的问题我该怎么办？……甚至一度让我有了“以后必须报
班”“数学我亲自教”的念头。

剧情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小舍得》聚焦教育成长问
题，三个娃的故事让株洲的宝爸宝妈们又爱又恨。而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家长的初衷都是爱孩子的，但过程中必
然经历迷失。

1.米桃：再也不想去夏欢欢家
米桃是从农村到城市读书的女孩。记忆中，农村孩子能

吃苦，读书都很厉害，但多数会因为家庭环境的落差，有种
自卑心理。

剧中，米桃感受到的落差很大。她第一次走进同班同学夏
欢欢家里，看着宽敞明亮的屋子，站在摆满娃娃的玻璃柜前，
这和她生活的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夏欢欢想去的童话餐厅
人均消费398元，是米桃妈妈辛苦一天的收入；夏欢欢每年都
买新裙子，米桃则要考虑今年的衣服明年能不能再穿下。后
来，米桃再也不愿意去夏欢欢家，每天都找借口回自己家。

米桃随父母来到大城市读书，爸爸开一家小小的水果
店，妈妈给颜子悠家和夏欢欢家做钟点工。家境虽然贫寒，
但温馨的氛围最初常常笼罩着三口之家，米桃在城市孩子
中总能考取第一名，这让父母很骄傲。

然而，农村孩子对英语和语文有着天然的短板，米桃成
绩下降，爸爸妈妈不得不为她报名了“天价补习班”。几千上
万元的补习费用，对夏欢欢和颜子悠这样的家庭是小事，但
却是米桃父母卖几千个水果、做几百个小时钟点工才能挣
得的钱。此时，米桃爸妈迷失了。

米桃一家的结局剧中并未明说，而原著小说中给出的
是一个悲剧结局——这个常常孤零零地刷着碗、独自抱着
一只流浪猫的小女孩，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得了抑郁症，被
送回老家休养。

2.颜子悠：妈妈爱的是考满分的我
颜子悠是剧中最让我叹息的娃。好好的一个优等生，被

妈妈让人窒息的教育方式给毁了。
在颜子悠的生活中，除了上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班，其

余全是“对时间和生命的浪费”。哪怕颜子悠渴望有一点点
时间踢球、研究昆虫，妈妈都不予理会。妈妈对他唯一的要
求就是，考出好成绩，上到好学校。

剧中，子悠妈妈种种做法，如：举报数学老师、让孩子在家
庭聚餐中背诵圆周率、让退休父亲找教育局领导帮忙等，一开
始我是气得牙痒痒的，但越往后看，越觉着自己只是还没有到
那个时候，没有入局，也许闺女上学了，自己也会这么做呢。

终于，不堪重负的颜子悠崩溃了。在一场奥数竞赛中，
他面对着试卷产生了幻觉——母亲永无休止地唠叨着拿
奖，一个小男孩喊他去操场上踢球。最后，颜子悠撕毁了试
卷，推倒课桌，跑出了考场。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对话活动中，颜子悠曾当着同学和
家长的面说：“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看这一段时，我心里是害怕的。结局印证我的猜测成真
了，子悠被妈妈玩命的教育方式毁了。

3.夏欢欢：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
夏欢欢的家庭，起初看着很亲切：对孩子教育佛系、开明，

注重孩子的感受，不逼迫孩子，让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夏欢欢从小很自信，但夏欢欢也有自己
的缺点——抗压能力不强，受不了挫折，容易玻璃心。

剧中，夏欢欢很爱哭。上不了补习班，哭；当不了班干
部，哭；写作业不会，哭。“夏欢欢哭吐了”甚至一度登上微博
热搜。

其实，多数人不会像子悠妈妈一样，那么歇斯底里地逼
迫孩子，主观上我们不愿意让孩子这么辛苦，但身在这股潮
流中似乎慢慢也会身不由己。

果然，夏欢欢妈妈变了，也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报补习
班，分数不够就想买学区房，为此不惜求助退了休的父亲。
此时，夏欢欢妈妈也迷失了。

我们都讨厌子悠妈妈，但却都在向她靠拢，“现在不逼
孩子，我怕以后会怪我。”

终于，夏欢欢也爆发了。她在一场雨中离家出走，被妈
妈找到的她，甚至说出“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这样让
人心疼的话。

总之，这部剧让我作为一个学前儿童的父亲，充分体会
到了当下的教育焦虑、社会压力。我不免感到担忧：以后，我
的娃该怎么办？

所幸，一切都在慢慢改变。这部剧播出之后，教育部门
不断放出大招。“严禁中小学招生与任何竞赛挂钩”“小学一
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教育部规定严禁要求家长批
改作业”“严格管控校外辅导机构”……，种种相关整改方案
的出台，让每位家长感受到了教育部门求变的决心。

我盼望，等我女儿读小学的时候，情况会有转变。

是青春日志，
也是家长修炼
手册
——观《成长的烦恼》

奔小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购买了第一台彩
色电视机，黑色外壳，荧幕下方从左至右，有频
道按键与声音旋钮等装置。对于我这个独生子
女而言，辛苦打怪又总被人误会的孙悟空、拥有
一身本领又美又专一的白娘子、跟宝玉不断吵
架又迅速和好的林妹妹等等，都是漫长暑假中
最活色生香的陪伴。在诸多荧幕故事中，一部叫
做《成长的烦恼》的剧集让我印象深刻。年少时
看只觉得轻松快乐，中年重温，亦感慨良多。

这部剧是我国较早引进的国外情景喜剧。
共 7 季 166 集，每集长 30 分钟左右，讲述了西佛
一家的日常生活。父亲/丈夫杰森西佛是一名心
理医生，为支持妻子工作，选择了居家办公，以
便有更多时间跟三个孩子相处，他风趣幽默，对
子女善用启发式教育。妻子/母亲麦琪，生育 3个
子女后重回职场，是一名电视台记者，既是麻利
的职场女性，也有小女人的唠唠叨叨与情绪化。
老大是男孩，中学生，帅帅痞痞，成绩不好，虽然
常把事情搞砸，却也保持着原则与底线，与呆头
呆脑的死党一起为该剧贡献不少笑点。老二是
女儿，学霸优等生，有点书呆子气，偶尔也会陷
入人际关系不佳、外形不够漂亮的青春烦恼。老
三是男孩，七八岁的样子，一个十分漂亮，又古
灵精怪的小屁孩，被父母亲切地唤做“小南瓜”。

剧中，“成长”的话题贯穿始终，它不仅讲述
孩子的成长，也是在讲父母的成长。该剧描述的
家庭关系让人眼前一亮——父母并非高高在上
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犯错后，会诚恳向孩子道
歉；他们遇到问题也会纠结，但很少失态，而擅
长用“我们找个时间谈谈”与家人敞开心扉；父
母经常互相表达爱意，不会介意在孩子面前献
上甜蜜的吻；为了支持妻子重回职场，丈夫欣然

“回归”，在家开设心理诊所，这种做法即便放在
今天亦具有先进性。

他们一样要面对生活中各种问题，孩子早
恋、逃学、与同学闹矛盾、无证驾驶被抓；夫妻之
间也是一样，丈夫因妻子老与男同事在一起加
班而现场“潜伏”、悄悄“盯梢”，由此引得笑料百
出；妻子既享受重回职场的高光时刻，也会因为
与孩子相处时间变少而感到惶恐与失落……出
现问题、面对问题，一家人总能以积极乐观的态
度化解矛盾，看似“四两拨千斤”，却是以足够的
爱、理解与包容作为基础。

其中有一集让我印象尤其深刻，长子麦克
一次参加考试，因为没有复习而打算作弊，他花
了整晚时间将答案抄在球鞋底下，却因此意外
记住了答案。考试过程中他并没有偷看，而是轻
松作答，最终获得高分。拿到试卷后，麦克得意
忘形将双腿翘上桌面导致“东窗事发”。麦克本
就是个“学渣”，老师自然是不会相信他的辩白，
一贯吊儿郎当的麦克却一改平时大事小事无所
谓的态度，十分认真地表示这是个严肃的“名誉
问题”，必须要弄清楚。了解情况后，父亲相信了
儿子，亲自带他到学校进行解释并重新参加考
试。最后，麦克被要求穿着背心短裤（防止作弊）
再次参考，场面虽然滑稽，但父亲这份珍贵的信
任与极力捍卫儿子名誉的作为，却让人动容。

还有一集，小儿子本喜欢上了一个摇滚明
星，跟爸爸一起去看他的演出，却意外发现这个
明星人品不行。本心中美好的形象瞬间坍塌，看
着沮丧的儿子，爸爸告诉他，喜欢一个明星，不
要太在意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不是大
恶就没什么问题，因为明星也是普通人。爸爸还
说要带本去看另一个演唱会，他可以保证那是
个人品好的明星。本笑着拒绝了，小小的他已经
收获一份成长的体验。

我很庆幸自己能遇到这部优秀的剧集，在
价值观形成的青春期，这是一部亲切、贴心的成
长日志，当自己成为家长、步入中年时，这是便
是一本自我修炼手册。

“教育四部曲”丛书(《小别离》《小
舍得》《小欢喜》《小痛爱》)
作者：鲁引弓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书籍简介：此系列小说聚焦“低龄留学潮”“教育抢跑与教育生态”“教育
公平”“爱的缺失与爱的教育”等教育话题，全景式再现中国目前的教育现
状，带领焦虑的中国家长们来一次放松的“深呼吸”。

鲁引弓是一名记者，2013 年写了《小别离》。《小别离》发表之后，特别是
影视剧拍出来之后，很多读者、观众通过微博、微信来和作家互动。鲁引弓继
续关注教育的话题，相继写了《小欢喜》《小舍得》《小痛爱》。

《小别离》是以中考为背景的，孩子选择在国内学还是在国外学这一问
题，由此带出别离的话题。《小欢喜》是由亲子话题引出高考和 18 岁的概念，
这其实也是一种别离。高考结束后，不管你考得好不好，18 岁了就一定会离
开这个家，甚至越走越远。18 岁出门前是一家人最后相依的阶段，但是刚好
又撞上了中国非常艰难的高考，所以这是亲子共同面对高考这道坎的话题。

《小舍得》写幼升小、小升初、写了孩子是怎么补课的，写孩子们的辛苦。《小
痛爱》写爱的陪伴，缺少爱的滋养，再优秀的教育理念也无用武之地。

虽然这几本书都以“小”字命名，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契合了大时代。
“小”映照了大时代，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命题，这样的命题也是关注未来，
孩子的未来，千家万户的未来，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

看完电影，我沉默了五分钟。我没有让眼
泪流下来，但我知道，这部电影已经给了我一
种冲击。

2019 年 10 月在株洲上映的《少年的你》，是
一部讲述校园欺凌的电影。陈念是一名高三学
生。高考前夕，她的同学胡晓蝶跳楼自杀，警察
传唤她，她选择沉默。事实上，她知道胡晓蝶为
什么自杀，因为她自己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被欺凌。当然胡晓蝶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被欺凌，
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她在复读，家里一直
希望她考上好的大学。

陈念之后还是选择向警方说出来，结果却
给她带来更深的伤害。欺凌者魏莱及同伴，对她
发起更严重的暴力。魏莱的母亲到最后也不相
信自己的女儿是这样的人。一个 17 岁的女孩能
做出什么呢？很多成年人都这样以为。他们从来
没有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孩子
能否考上好的大学。无论是魏莱还是陈念，她们
的成长过程中都缺乏真正的陪伴以及关怀。家
境优渥的魏莱是一个情感缺位的女孩。陈念的
母亲为了生计不得不贩卖假面膜，过着被追债

的生活。母亲是爱她的，但是在生存的重压下，
陈念不得不坚强，她需要面对来自生活和学校
的压力。

事件出来后，学校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处
理，而是选择息事宁人。这里我们能看到教育的
问题。我们的教育习惯分数至上。正如陈念对警
察郑易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一节课教我们如
何长大。”其实，学校设有心理咨询室，老师也常
常关心，但还是显得那么无力。这种无力感，也
许来自教育的考核体制。

最终，陈念失手杀了魏莱，我想很多人都有
同情。魏莱以为向陈念道歉了事情就过去了，毫
无顾忌地说出欺凌陈念的往事，好像那些都不是
事，只是玩过火罢了。对胡小蝶的死，魏莱也是这
样的态度，她并没有因此学习对生命的敬畏，她
只知道自己的痛苦，但无法感受他人的痛苦。我
们的学生不能换位思考，在人际交往中无法共
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值得成年人思考。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想至少应
该家庭有爱、学校有光，孩子能找到自己、活成
自己，也能尊重、理解那些不一样的个体……

刚满两周岁的女儿，对故事十分感兴趣，我
在图书馆给她办了一张借书卡，专门用来借阅
各种儿童绘本，虽然她不识字，能够表达的语言
也有限，却很喜欢看这些绘本。而我，一个成年
人，也在为她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
迷上了绘本。

最开始打动我的是《妈妈的哨声》。书里的
主人公西顿妈妈有四个孩子，他们每天满世界
疯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西顿妈妈就会嘟起嘴
唇吹起口哨，那哨音不大，也没有花样儿，只是
简单的两个音，可是到了孩子们的耳朵中，却成
了最美妙的声音。因为他们疯跑了一天，早就饥
肠辘辘，一个个循着口哨声飞奔回家找妈妈。时
光匆匆过去，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家乡，他们走
得太远，没法回家吃饭了。“我们的家成了空
巢！”西顿妈妈时常泪眼婆娑地说。有一天晚上，
西顿妈妈做好了晚餐，却一口也不吃，而是悄悄
掉起了眼泪，西顿爸爸心疼老伴，哄她到院子里
去吹口哨。不久，一件谁也不能解释的奇迹发生
了，妈妈的口哨声传遍了全世界，传到了每个西
顿家孩子的耳中，他们竟然先后从遥远的地方
飞了回来，又围在妈妈身边吃上了巧克力蛋糕。

这个故事感动得我潸然泪下，因为我也是妈妈，
多年之后，也会成为西顿妈妈……

还有一本《朱家故事》特别有趣，是一对夫
妻加上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的故事。丈夫和儿子
每天回家之后什么也不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玩游戏，等着女主人做饭，每天出门之前，又等
着她准备干净的衣服。谁也不曾想过，女主人又
要干家务又要工作是多么辛苦。忽然有一天，父
子三人回家，发现女主人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
条：“你们是猪”。接下来的画面中，三个人都变
成了猪的脑袋，他们做的饭很难吃，衣服脏得不
能出门，家里变成了垃圾场。丈夫和儿子终于体
验到家务活的辛苦，从此开始一起帮着干活，他
们的猪头又变成了人头，让读者在感觉好笑之
余，也会反思家庭成员中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
个个体的角色与位置。

由于痴迷儿童绘本，我们家的书房里已经
特意开辟了专区，除了从图书馆借书，我自己也
从网上买了不少绘本。它们亲密地挤在书架上，
闲暇时随意抽出一本，或与女儿共读，或自己慢
慢品味，图文并茂之中传递着正能量的温暖，诗
意的浪漫，童话的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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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我是妈妈，我爱读儿童绘本
张军霞

征百篇观影感 悟百年砥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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