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淹没在作业堆里的“精神留守儿童”

鲁引弓的三部曲 《小舍得 》
《小别离》 《小欢喜》， 分别对应
的是孩子的童年 、 初中 、 高中 。
共同特征是 ， 家长一直很焦虑 ，
而每一阶段的矛盾又有所不同。

童年阶段 ， 最大的矛盾是孩
子的童心和家长 “不能输在起跑
线” 的焦虑， 有的孩子从幼儿园
就开始补课， 失去了童年 ； 初中
阶段 ， 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 ，
和成绩排名的社会分层雏形产生
矛盾 ， 家长焦虑 “一步没跟上 ，
再也跟不上”； 高中阶段， 孩子的
三观已经形成， 青少年的梦想追
求和成人世界的功利目的就可能
产生冲突， 矛盾往往围绕着人生
选择 ， 比如 ， 大学选什么专业 ，
毕业找什么工作。

社会发展太快 ， 很多老师跟
鲁引弓说， “现在家长的经验不
够用了。” 比如， 高考填报志愿，
浙江高考改革后， 能填80个平行
志愿， 不少家长搞不明白 。 当家
长忍不住替孩子作选择 ， 希望孩
子考公务员 、 做医生 、 当老师 ，
“因为稳定啊”， 他们是否会关心
孩子的兴趣爱好与梦想？

《小欢喜》 要表达的是亲子关
系在当下的新困境， 家长的经验
跟不跟得上时代， 家长是只关心
孩子的成绩还是与他有心灵的交
流， 交流方式是什么……剧中陶
虹饰演的宋倩对女儿展开了 “全
包围” 式关心， 女儿在现实中有
原型， 她对鲁引弓说 ： “妈妈以
上海为圆心 ， 上海到杭州为半径
画了一个圆， 让我报大学不能离
开长三角。 可妈妈当年自己考那
么远， 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家长从自身的经验出发， 固
然不想让儿女太辛苦 ， 但我们要
培养怎样的孩子成为未来的接班
人？ 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不可想
象的人， 不然社会不会进步。” 鲁
引弓说。 摘自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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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

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东汝乡，
有一片气势雄伟的冰川， 当地称为拉
布拉冰川。由于距离村镇较远，交通极
为不便，这一冰川鲜为人知。

鲜为人知的拉布拉冰川
犹如冰河顺势而下

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内蒙古，
干旱高寒、 自然条件恶劣， 土地荒漠
化和沙化严重， 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
弱的地区， 但这里却承担着保障全国
生态安全的重任。 如今生态修复也已
进入科技时代， 蒙草创新性地探索节
约型生态环境建设模式， 因地制宜，
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小草也有大讲究“智慧”
开出生态修复新“良方”

古人也玩“高尔夫”
现代雕塑还原古代运动项目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2511
弄门口， 有一处不到3平方米的公用
电话亭———一块白色小隔板从木窗户
里伸出， 上面是一台橙色电话机。 这
是上海最后的传呼公用电话亭， 88岁
的吕树生在这里一坐就是25年。 如今
他上午8点开门， 下午4点就关门了。

上海最后的传呼电话亭
8旬老人坚守25年

动笔写 《小欢喜》 前， 鲁引弓先
花了三四个月时间， 走访了十几所学
校， 有的学校还给他设了一间办公室，
老师学生一有空就爱找他聊。 大人小
孩的脸上都有迷惑和焦虑 ， “学渣 ”
焦虑 ， “学霸 ” 也焦虑 ， 学生焦虑 ，
老师也焦虑。

《小欢喜》 第一集， 季杨杨开着红
色豪车进学校的情节， 来源于杭州一
所中学的真实故事。 “当时教导主任
想去管， 可是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怎
么管？ 常规说法是， ‘学校是读书的
地方， 不是炫富的地方’。 可是贫富差
距在生活中就能看见， 如何让孩子心
服口服？” 鲁引弓说。

谈到中学阶段的突出问题， 老师
告诉鲁引弓， 现在人们讨论 “寒门难
再出贵子”， 寒门不仅是财富评价， 父

母的视野、 文化积累， 都将影响孩子
未来的选择。

一个真实的故事是， 某名牌大学
到一所中学提前招生， 老师选了几个
学习不错的学生去考试。 考试之前需
要在网上报名， 报名截止前两个小时，
老师发现， 一个学生没有报名———这
位学生家长是农民， 根本不知道如何
操作。

有的 “信息寒门” 是客观的， 有
的则是主观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缺
乏交流 ， 没有深度参与孩子的成长 ，
忽视了来自孩子的信息， 在 《小欢喜》
中的典型就是季胜利一家 。 家长漠
视孩子的心灵世界， 孩子觉得， 你只
关心我的分数。 曾经有孩子对鲁引弓
说： “我是淹没在作业堆里的精神留
守儿童。”

家长还是学校：
谁能领走 《小欢喜》

鲁引弓写 《小欢喜》
时， 黄磊替他起了这个书名
兼剧名。 黄磊的解释是： 中
国家庭的欢喜来自“熬着”，
过一关就开心一下———中考
算过了个小关， 高考就过了
个大关。 鲁引弓补充道：
“小欢喜” 对应的是“大焦
虑”， 这个焦虑来自每个家
庭的未来———孩子。 既然现
实已经如此焦虑， 书和剧就
别喋喋不休， 不妨提供一个
方法论， 怎样在焦虑中找到
一点点欢喜。

于是， 我们看到了小说
《小欢喜》 和近期开播的同
名电视剧。 “什么是真正的
小欢喜？ 是对亲子关系的了
悟、 对孩子成长的放手， 小
欢喜实际上是心底的一分温
柔， 是温柔带给我们的欢
喜。” 鲁引弓说。

《小欢喜》 中， 由郭子帆饰演的季杨杨

鲁引弓以前写的多是职场、 城市
青年， 《小别离》 走红后， 他突然多
了很多中学生读者。 孩子们很乐意跟
他交流， 还给他命题作文， “叔叔你
再写一个篮球题材的”， 而且反复强调
“一定要热血”。 而这群孩子都即将参
加中国孩子最大的集体 “热血行动 ”
———高考。

做了大量采访后 ， 鲁引弓发现 ，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父母， “孩子平
常是天使， 一旦做作业就是天敌”。 剧
中海清饰演的童文洁训儿子那一段 ，
很多人仿佛看到了自己和 “我妈本
妈”， “实际上孩子是宝贝， 但在那一
刻， 人失控， 忘了怎么做父母。”

《小欢喜》 要解决的是亲子问题，
而高三正是亲子矛盾最激烈的阶段 。
“高三之后， 孩子就要出门上大学， 这
是他们离开家长之前最后相依的阶段。
按理说这是挺难得的时间段， 可偏偏
碰上了压力巨大的高考， 这必然碰撞
出奇特的现象， 现象背后是价值观。”
鲁引弓说。

在采访过程中， 鲁引弓接触到很
多发生在高三的悲喜———有的家长过
于担心孩子 ， 在学校门口租个房子 ，
全职陪孩子读书。 孩子觉得妈妈盯得
太紧， 什么都替他拿主意， 开始怀疑
自我价值， 一度严重到一个月都不跟
妈妈说话。 妈妈紧张， 配了治抑郁症
的药， 但又不敢给孩子吃， 就让老公
先试药。

鲁引弓发现， 孩子和家长的冲突，
一个关键点是对幸福的定义———今天
幸福和未来幸福哪个更重要 。 家 长
说 ， 现在你要苦读书 ， 考上大学后
随便玩 ， 仿佛所有的好日子都在推
开大学这扇门以后 。 而孩子觉得幸
福得有比例， 今天的幸福都没有， 怎
么保证未来。

不过， 让鲁引弓意外的是， 《小
欢喜》 的不少观众是大学生。 他们已
经过了高考这道坎， 看这部剧时， 也
许是回想起了自己当年的经历， 也许
是离家后再回头看， 感受到了亲情的
珍贵。

高三是亲子矛盾最激烈的阶段
家长的经验是否
跟得上孩子面临的时代 近日，“山西古代壁画中的体育元

素”在太原美术馆展出。 其中，展出的
《捶丸图画壁》最具代表性，呈现了古
代捶丸运动的景象。 画中的场地、运动
用品、竞争人数等，与现代的高尔夫运
动很相似。 展览通过古代壁画和现代
雕塑， 展示了古代体育运动的多样性
及其悠久历史。 图为《捶丸图画壁》中
的还原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