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台

聚众告白

男主角单膝跪地，向一名女生递上玫

瑰花束———日前武汉某大学里的一场告白

仪式引起了百余名同学的围观。媒体报

道，这名男生邀请几个哥们儿准备了由99

朵红白玫瑰拼出的心形花束、200支蜡烛、

6层大蛋糕，甚至还租借了音响和造雪机，

总共花费2600元。

这名男生认为，“这种告白方式表达

了我的诚意”，而女主角也在围观同学

“答应他”“答应他”的声浪中，默默接

过了男生手中的玫瑰花。

浪漫吗？或许吧。但也有人提出不一

样的看法：表白是两人之间很私密的事

情，在公共场合“大操大办”有要挟之

嫌。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女生当时的举

动是发自内心地接受这份感情，还是为了

避免尴尬的权宜之计。

肥胖指数

日前，一项在上海市9000多名中小学

生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肥胖指数和学业成

绩呈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越肥胖的

孩子学习成绩就越有可能不好。

调查发现，81.3%的学校中，肥胖学

生担任中小队长的比例比正常体重学生

低10%以上；65%的学校中，肥胖学生获

得各类奖项的概率比正常学生低20%；3

年内从正常体重变成肥胖的学生，社会

实践不足的情况相当普遍，数据呈显著

相关。

如何解释这项调查得出的结论，肥胖

和学习成绩为什么会有负相关关系，结论

可能见仁见智。但有一点至少我们可以努

力：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对待

身体还是对待学习。

剩饭新规

媒体报道，成都市一所小学推行

了“剩饭称重”政策，鼓励学生节约粮

食，并对表现好的班级进行奖励。有班

级甚至出了个班规，如果班里有饭菜

没分完，哪个同学愿意多吃一口，就可

以加两分，积满50分就可以和喜欢的

同学做一周的同桌。

节约粮食的初衷是好的，但把剩

饭重量和班级荣誉挂钩，甚至实行积

分制，似乎有些不妥。毕竟，身体是自

己的，吃撑了难受也只能自己忍着。为

了集体荣誉、为了获得积分、为了得到

表扬，不管是为了什么，有损自己身体

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的。

装备竞赛

这些天，各地中考体育陆续开始。

媒体报道，在一些家长论坛中，“据说某

品牌气垫鞋跑步更给力，中考跳绳要配

备‘专业用绳’……”的帖子引起广泛关

注，大家在考前纷纷采购“神装备”，以

期为孩子加分，有的甚至花销上千元。

气垫鞋真能给考试加分吗？有中学

老师表示，鞋底软一点、摩擦力大一点的

鞋确实对考试有帮助，但千万不要在考

前临阵换新鞋，以免不适应影响发挥。

为了让孩子考高分，家长们的迫切

心情可以理解，只不过上考场这件事实

在插不上手，就只能尽量创造更好的外

部环境。其实，什么样的鞋、什么样的跳

绳并不重要，这不过是家长们缓解自身

压力的一种方式。但换个角度想想，家

长的紧张情绪倒是释放了，考场上的孩

子却压力倍增———什么都给你准备好

了，再考不好就说不过去了吧。

中学时都穿校服，鞋子就成为大家的

第二张脸。一个班50多人，走路若懒得抬

头，看着鞋子也能叫出对方的名字。那时

候买鞋是重要的事，谁买了新鞋都会是新

闻，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中学生的

家境和品位。 ———陈解语

我从来不觉得穿名牌衫、名牌鞋是一

种骄傲，有钱也不乱花，再多再好也是父母

给的。衣服够穿就好，不需要太多，也不是

非名牌不可。中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没必要

打扮得多好看，也没必要对别人的衣着打

扮指手画脚。 ———陆彦wing

从小就要教育孩子该怎么花钱：要告

诉他，钱是有轻重的，这10块钱对我们家来

说意味着什么，对巴菲特意味着什么，对马

化腾意味着什么。要把这个事从小跟孩子

讲清楚。 ———有米有菜好生活

想起以前贾所长说的中学生3件人生

大事：头型、电子产品和买鞋。

———露娜的露娜

本来昨天要买科比9的，服务员

给我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我还在

犹豫到底要哪双，迎面走过来一个中

学生，也穿科比9，熊孩子把鞋子穿

得跟土猴一样。我都崩溃了，说，我

不要了。

———诡异魔术师

在广州这样的城市，越到高年

级，名牌鞋的比例越高，尤其是中学

生。他们正值激情迸发之时，渴望彰

显个性，可又受千篇一律的校服所

限，所以名牌运动鞋在一个班里的比

例高得惊人。好多中学生都拿攒来的

压岁钱买鞋了。

———斯特凡蜀黍

下班路上听两个中学生聊天，一

个说谁谁特讲究，老穿名牌，另一个

说我要是也能有一双名牌鞋就好了。

听完我突然感觉，原来梦想可以这样

简单，年轻真好。

———水兰宝宝

阿宏和母亲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
还是因为一双鞋。
母亲从鞋柜里掏出一双又一双的高帮

篮球鞋，先是拎到阿宏的鼻子下面，随后恶狠
狠地扔到地上，“这些不都还新着，还要买？”

阿宏不想和母亲讨论这个问题。 在他
看来，有些话就是说了，面前这个人依然不
会明白，“你让一个满脑装的都是学习成绩
排第几， 小提琴拉得好不好这些正经问题
的人，去理解什么是杜七（鞋子款式），什么
是杜六，可能吗？”

他摔门而出，试着躲掉母亲的“轰炸”。
阿宏今年14岁。前不久，在一堂生物课

上， 老师对这个男孩说，14岁正值青春期，
很容易叛逆，他反问老师，什么是叛逆，老
师想了想，说，就是和大人想的不一样。

阿宏的确和大人想的不一样。 眼下这
双新鞋，买还是不买，就是一个问题。

一封关于鞋的告状信

阿宏意识到这种“想的不一样”，最早
可追溯到一次有关校服的争论上。

他的同桌是一个名叫李丘的女孩。这
天早上，李丘被班主任叫了出去，回来已是
满眼泪花。班主任告诉李丘，务必把校服上
缝的明星头像“拆”下来，要么就重新买一
套“原装”的校服，不然，就把家长请到学校
来谈话。

随后，这个私自改造校服事件，在整个
班里掀起了讨论。

学生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支持李丘。
他们理解这个爱美女孩的心思， 就像他们
理解自己想更漂亮一样： 我们的校服太宽
松，显得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难看死了，
为此做一些改变，无可厚非。

为战友辩解的同时，学生们不忘向“敌

方”抛出那个埋藏心底已久的问题：为什么
大人们要给中学生穿这么丑的校服， 这是
在防止我们早恋吗？

为了帮助同桌， 阿宏特意给班主任写
了一封“陈情信”，信中提到，在2014年米歇
尔·奥巴马来华与中学生交流时，中国学生
穿的蓝白运动校服因其过于宽松、 随意而
饱受批评。阿宏说，这说明，校服难看的事，
并非只有学生自己这么想， 大人们其实也
是这么想的。

他原本以为， 这般有理有据的表述可
以征服老师，但老师的一句话却让他发现，
他们和大人之间想的似乎又不太一样。老
师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能思考这些很好，
但还是忽略了一点， 如果你们都像李丘那
样，甚至不穿校服，穿各式各样花里胡哨的
衣裳，可能很美，但对那些穿不起漂亮衣服
的孩子来说，是不是很不公平呢？他们心里
会不会难受呢？”

阿宏点了点头， 他觉得老师的话有一
些道理， 但似乎又有一些地方不太对劲。
“穿上校服就能消除不公平吗？” 但他自己
一时难以辩驳，便放弃了“对抗”。于是，包
括阿宏在内的学生便将更多的“战斗力”投
入到鞋子上来。

新的战役很快打响，而且更为猛烈。这
次首当其冲的是阿宏本人。 班主任接到阿
宏母亲的“告状信”，称孩子天天嚷嚷着买
名牌鞋，今天买一双，明天又买一双，刚穿
了两天，第三天还要买，这是去上学，还是
去买鞋？

母亲的这番话显然是带了些情绪，真
正打动班主任的，是“告状信”中提到的“攀
比”二字。这也正是班主任所苦恼的，他经
常接到家长的电话， 希望学校刹一刹攀比
风，别让孩子再折磨家长了。老师听后啼笑

皆非， 他通常会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这
样一种意思：请你们在家里好好教教孩子，
不要把坏风气带到学校来， 不然也会带坏
了其他孩子。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尤其是孩子在
操场上做广播体操时， 他们唯一的差别，就
是脚上五颜六色的鞋子， 而相近的两双，有
的一眼就能看出很大差异。”这名班主任说。

周末下午的运动鞋专卖店

对这双鞋，家长和老师已经定了性，尽
管他们对这种负面性质的观点各执一词。
夹在其中，学生自然是委屈的。

很多学生极力否认这是一种攀比，甚
至有关任何一双鞋的购买行为， 他们都不
认为是在 “和他人比较” 之后所作出的决
定，只是“自己喜欢”而已。

如果走进周末下午的运动鞋专卖店，
的确能感受到中学生的这种“喜欢”。这是
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 有的是从学校的补
课教室里解放出来， 有的则刚刚告别家长
设定的周末课程，总之，工作日里鲜见的年
轻面孔此刻扎堆儿来到了这里。

他们通常会径直来到运动鞋的柜台前，
从上往下狂扫一遍，看到中意的便拿在手里
细细打量一番， 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也确实难以听懂他们的对话内容———

最简单的是关于鞋子的品牌：“这个不
是科九吗？”“看着确实像。”

还有鞋子之间的区别：“这两代（鞋）什
么区别啊？”“鞋底不同啊，这你都不知道。”

甚至包括鞋子的具体性能：“这双鞋的
防滑性好不好。”“还有平衡性。”

前来围观的也通常是十几岁的青涩面

孔。 这种场面像极了成人世界里挑选某一
台电脑或一辆车时的情景。

这也是为何阿宏感到委屈的一个原

因，“大人们有大人们喜爱的东西， 可以通
过等价交换来获取，我们去追求我们的，为
什么就被打上了攀比的标签？”

在衣服上做文章的权利被“剥夺”后，
鞋子、手机链、眼镜等成了他们青春里余下
的“主权领地”。而这些都是他们表达个性
和生命色彩的地方。

吴天是名高中生，酷爱足球，有一类足
球鞋是他首选的“战靴”，包括刺客、毒蜂、

鬼牌和传奇四大系列。其中“刺客”是速度
型球鞋、“毒蜂”的鞋底较硬、“鬼牌”平衡性
好有利于射门、“传奇”则多是真皮材质，裹
脚性好。

在这方面，他已经是半个专家。他之所
以对这些鞋的性能差异如数家珍， 并非是
为了和谁去比较， 更多的是迷恋踢球时耳
濡目染的附加值，就像那些爱打篮球，爱看
NBA的篮球迷们 ，麦迪、杜兰特这些球星
的名字自然是熟知。

想的不一样，但做的是一样的。

在球场上我们不谈鞋

在吴天眼中，足球只是“单纯的喜欢”，
大人却赋予它一种“特长”的定义。大人会
把足球看作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 踢好了
还可以高考加分；而在孩子眼中，这只是一
个能在现实中扮演梅西、 实现足球梦的东
西，也可以常和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玩耍。

“其实是一个意思， 只是表达方式不
同。”一名张姓家长告诉记者，她常感到苦
恼， 因为和刚上初中的儿子没法好好聊下
去，尽管，他们有时所想的差异并不大。

在她看来，通过一双鞋子、一个物品、
某项运动、 某个事情来实现某种价值或是
结交朋友，并不是孩子才有的，也不是大人
的特权，这是人性共通的需求。而更多的时
候，孩子采用的是一种感性的、说不清道不
明的方式来解释，父母则是理性对待。

也因此，她确信孩子对名牌鞋的“强烈
欲望”就是一种“攀比”，“他们只说自己是
喜欢，却从不问为什么会喜欢，他们只说自
己不和别人比较， 却为何常在看到别人添
置新鞋后，跟风购买呢？”

这些话， 她也曾说给自己的儿子听，但
效果却适得其反。后来，这位修过心理学的
母亲意识到，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

因为，孩子的这种攀比，在大人世界里
是“有迹可循的”———这不只是表现在鞋子

上，还更多地能从衣服、车子、房子以及“自
己的孩子在哪里上学”，甚至“自己孩子穿
的鞋好不好看” 等方面来表现出来，“如果
一个同事得知另一个同事的孩子穿得比自

家孩子好，没准儿会郁闷一上午。”
正如孩子告诉她的， 如果在一起踢球

的时候，见到穿的鞋比较普通的学生，就避
免谈及鞋的话题，因为“不想引起不愉快”。
“这不就是我们成人世界常说的财不外露
或是谦虚低调嘛。”这位
家长说。

阿宏没有向母亲解

释的是，“之前的那些鞋
子都过时了 ”。 在他看
来， 这个理由母亲也经
常用，因为，就在他家鞋
柜上方的架子上， 装着
近十个新旧不一的手提

包。这些都是他母亲的。
阿宏说， 生物老师

对“叛逆”的解释只说对
了一半。 完整的表述应
该是：想的不一样，但做
的其实是一样的。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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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影院

■茉茉宫

谁给中学生的鞋打上攀比的标签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张慧敏

电影《王牌特工》一开篇，我就很不喜
欢：年轻的爸爸为了他的任务英勇牺牲，留
下一个年幼的儿子， 多年以后成长为伦敦
街头的一个小混混， 还经常看到该死的继
父随意殴打他的母亲。

这又是一个寻找父亲的老桥段。
后续的情节继续沿用这一主题： 突然

有一天，一个无所不能的老特工从天而降，
恰到好处地，扮演起了这个青年的“父亲”
角色， 带领他走上了每一个年轻人最应该
走上的那条金光闪闪的大道，指引他、陪伴
他、 培养他最终成为一个同样无所不能的
大英雄。

是的，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父亲在他
的成长道路上都意义非凡。 与母亲的温柔
不同，更多情况下，父亲常常在家中表现得
相对简单粗暴。 他通常不太擅长安慰在外
受委屈的小孩， 更喜欢直接示范如何把前
方的麻烦消灭干净。以及，在某些必要的场
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让孩子明白哪
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绝对不能做。

比如前两天大兔给我讲过的一个同事

的故事。
那个曾经的小男孩， 在香港的街头长

大，父母疏于管教，小小年纪就和一帮小古

惑仔混在一起， 不久之后开始在他家附近
的小超市里偷偷摸摸。 直到有天运气不够
好，新换的老板眼力极佳，刚好看到正在偷
窃的他，大喝一声：“干什么呢？”吓得他冲
出大门，死命逃跑。

那个老板也赶紧追了出来， 一边追一
边大喊：“抓小偷！”路边有几个好心人听到
了，也跟着一起追。幸好这个孩子天生很聪
明，眼看身后帮忙追贼的路人越来越近，就
伸出手来指着前方，像模像样地跟着大喊：
“抓小偷！”才最终逃过一劫。

大兔说，他的这个同事，就是在这件事
情发生之后，改邪归正的。生平第一次，他
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能靠小偷小摸混一辈

子 。于是接下来 ，他开始奋力读书 、考大
学、进大公司、努力工作、升职加薪……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幸运。当时他遇
到的那个凶巴巴的店主， 刚好就在那个最
合适的时刻， 扮演了他身旁一直缺席的粗
暴老爸！用一路狂奔的方式，将他的人生道
路，硬生生地扳到了正确的方向上。

就像我在初中的时候， 做过那么多让
老师同学都十分害怕的坏事， 当时自己内
心的愿望， 不过就是希望身旁能有个可以
信任的大人及时站出来， 狠狠摁住我的拳
头，坚定地告诉我：“孩子，这样不可以。”

我能理解，每一个被父亲忽视的孩子，
对于那种起源于爱的限制甚至惩罚的浓烈

渴望。
所以我也能理解，像《王牌特工》这种

宣扬暴力美学的影片， 为何会在今天这种
父爱普遍缺失的时代受到那么多人的追

捧。以及，为什么两个小时的痛快过后，还
是会有许多和我一样的观众对此类英雄大

片给出差评———太假了， 简直比柯南还要
神啊！

三五岁的小朋友， 常常需要父亲像个
超人一样无所不能： 他可以保护我们不被
电梯里的大狗吓倒， 可以轻松拧下冰箱里
黄桃酸奶的密封盖子， 可以带我们到任何
一个期待已久的神奇地方———不管是动物

园、游乐场，还是距离家门口两条马路的小
卖店。

在此之后，渐渐地，渐渐地，我们从孩
子逐渐成长为一个半大少年， 随即进入狂
风暴雨的青春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家中

那个有血有肉有能耐也有不少缺点的老男

人，在给予我们必要的管教和约束时，也十
分无奈地被我们挑战、攻击、鄙夷，最终作
为一个偶像被我们抛弃， 同时也作为一个
普通人被我们重新接纳。

父亲在孩子童年时期缺席， 会让孩子
内心的那个“英雄梦”无法找到可以寄托的
载体；而父亲在孩子青春期时期缺席，则会
让孩子丧失一个宝贵的机会， 去目睹自己
寄托在父亲身上的重任， 在现实生活中如
何破灭。

我们常常会在年轻的时候， 发现父亲
不够高大、不够勇敢、挣的钱不多、见识也
太少。这的确会让我们感到一些悲愤，也需
要一些时间， 去接受想象中那个无所不能
的父亲。

但好在， 只要我们的内心还留存有很
多很多童年时候积累下来的爱与梦想，也
会在这样一番纠结之后， 重新爱上身边那
个真实存在的父亲， 甚至对他作为一个普
通男人的无奈和无助， 产生一种最真挚也
最自然的理解和宽容。

遗憾的是，有很多一如你我的孩子，未
必可以在成长过程中享受这种父亲的陪

伴，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到文学艺术中，寻找
那种绝对理想化的父亲形象去崇拜。 这有
一个很明显的好处， 就是不管对于男孩还
是女孩，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内化
一个好男人的基本原型。

但是这种内化的副作用也很大， 就是
它不够真实，不够有血有肉，它缺少一个普
通人所必然具备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

因此，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很多在青春
期有幸“步入正轨”的男孩子，成年以后依
然不断追求更大、更宏伟、更了不起的个人
成就， 以无限接近他头脑中以为的 “好男
人”的样子，却很难享受自己的成功，也更
难释怀自己的不够成功， 同时也把他的孩
子扔到一边。另外，还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女
孩子也常常过度追求事业，同时，无比渴望
找到一个比从外星降临的都教授还要完美

的男朋友。
简而言之， 如果我们未能在成长的过

程中，爱上家中那个回归常人的父亲，自然
也就不可能具备同样的宽容， 在未来的日
子里，去放过那个同样不够完美的自己。

《王牌特工》：父亲必须有血有肉

编前

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时，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唯一的差别，就是脚上五颜

六色的鞋。相近的两双鞋，有的一眼就能看出很大差异。

很多学生不认为这是一种攀比，甚至有关任何一双鞋的购买行为，他们

都不认为是在“和他人比较”之后所作出的决定，只是“自己喜欢”而已。

在衣服上做文章的权利被“剥夺”后，鞋子、手机链、眼镜等成了他们

青春里余下的“主权领地”。一些老师、家长眼中的中学生的这种“攀比”

行为，在成人世界里也是有迹可循的———它不只是表现在鞋子上，更多地能

从衣服、车子、房子以及“自己的孩子在哪里上学”，甚至“自己孩子穿的

鞋好不好看”等方面来表现出来。

中学生脚下的鞋，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就能说清楚的。

鞋说

点评

孩子把鞋当作比拼的主战场？

当家庭教育工作者朱虹还是一名

中学生时，她的身边就已经有

“追名牌鞋”的同学了。多年后，

她以成人视角再观察这种现象，

开始理解这些孩子的行为———正

如那句老话所言，“脚下无鞋穷

半截”。

在朱虹看来，中学生正处在青

春期，这是一个正在寻找“我是

谁”的微妙的探索阶段。在这个过

程中，孩子往往会利用身边触手可

及的物质，比如鞋、手机、眼镜等

作为外在的载体，来承载他对生活

以及对自我成长的期待。具体到中

小学阶段，在服装统一的前提下，

鞋，自然就成了独一无二的、至关

重要的载体。

在不少孩子眼中，这些有着炫

目外观的名牌鞋，可以让他们显得

更高端、更精致、更有面儿、更漂

亮、更炫、更独特。当然，孩子们

未必觉得这是一种攀比，他们更

多地认为这是在表达与众不同的

需求和愿望。在朱虹看来，一旦

被打上了攀比的标签，孩子会本

能地抗拒这种“限定”。所以我们

常常能看到的现象是，孩子们一

边在追求着高端、舒适的物质条

件，一边不断地拒绝外界给予的

攀比符号。

这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完成

从“鞋是我”、“包是我”、“手机

是我”、“独

特的发型是

我”到“我就

是我”的过

渡。朱虹认

为，在这个过

程中，“孩子

也想通过自我

的不断认识，

慢慢地过渡到

把这些物质的

东西和自我剥

离，去丰富自

己的内在世

界。”

不过，这

些只是人们对

这双鞋传统意义上的解读。朱虹认

为，更应该看到这双鞋背后，所代

表的一个群体的表达。就好像是追

日剧、追韩剧、追英剧、追美剧的

人，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圈子一

样，穿某一款鞋、某一个品牌的鞋

的学生也可能形成一个群体。她

说，各群体都会去拉起大旗，张扬

他们自己这个群体的不同或优越

感，孩子也特别希望自己从属于某

一个群体，而进入这个群体的敲门

砖，可能就是一双鞋。

值得注意的是，孩子的这种

“群体”意识，往往受到成人世界

的影响。朱虹发现，有的家长就在

追求归属某种消费、人文社科或是

某种角色的圈子。成人世界的规则

是，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圈子，很大

程度上需要一些物质的手段，“在

这个选择群体的过程中，成人的态

度、选择的过程，势必会影响到孩

子，相应地，孩子也会用这样的方

式去追求他的圈子。”朱虹说。

换言之，成人世界里的价值

观，已经在家长没有防备的情况

下，悄悄来到青少年的世界。尤其

是消费观念，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

到孩子，这也成了青少年追求名牌

鞋的原因之一。

朱虹说，在家庭经济条件变好

的大背景下，给孩子买一双贵点的

鞋本无可厚非，但在日常家庭教育

中，家长一定不能窄化个性的内

涵，要注意引导青少年追求个性

不局限在物质化的表现形式。

“不是说只有某些特别的物质才会

让你显得特别有个性。建议家长

引导青少年拓展视野，增加兴趣

指向，而不只是限定在比较炫目

的物质上。”

更为重要的是，注重良好家风

的营造。“如果自己也随大流，被

社会消费的方向牵着鼻子走，陷在

了物质之中，怎么指望自己的孩子

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呢？”朱

虹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如果孩子

考了第一名，家长通常会给予相应

的奖励，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问

题是奖励什么？

不少家长的选择就是一双名牌

鞋。

你说，孩子会怎么想？

■实 习 生 张慧敏

■本报记者 邱晨辉

成人世界
来得猝不及防

■米 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