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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 新

暑期将至，各类中小学生夏令营活动

日渐火爆，仿佛使炎炎夏日再度升温。各

类游学营、亲子营、国际营的市场规模不

断 扩 大 ， 其 中 ， 近 两 年 新 兴 的 “ 营 地 教

育”渐入佳境。业内一家高端营地教育机

构，今年报名人数比去年翻了一番，如果

你 想 放 假 后 再 报 名 ， 很 可 能 遭 遇 “ 售

罄 ”， 就 算 报 上 ， 那 些 热 门 课 程 也 早 已

“满员”了。

“ 营 地 教 育 ” 是 什 么 ？ 家 长 趋 之 若

鹜，竭力追捧的又是什么呢？

早在一个月前，邱敏就开始焦虑了。

她是一位 7 岁女孩的母亲。女儿班上

有不少同学已决定参加美国夏令营，原本

她比较心仪一个国内营地活动，可就在她

掂量价格的时候，被告知已经全线售罄。

“参加一趟营地活动，10 天左右的时间要

两万多元，赶上一年的英语班学费了，却

供不应求。现在的家长们在暑期安排上都

很拼”。

和身边大多数父母一样，邱敏非常关

注 教 育 信 息 ，“ 每 天 打 开 手 机 翻 阅 一 圈 ，

压力指数会直线上升。去日本自然学校体

验，加拿大艺术写生营，美国博物馆绘本

营⋯⋯名目太多啦。让你总感觉其他家长

都在行动，自己再不为孩子张罗一下，就

生生地耽误了。”

以前说到放假，家长们无非考虑旅行

线 路 ， 学 个 运 动 项 目 ， 再 琢 磨 一 下 补

课，最好托管加补课一站式搞定。“今年

又 添 加 了 营 地 教 育 的 选 择 。 明 显 地 感 觉

到 各 路 人 马 ， 各 种 机 构 都 在 办 营 ， 信 息

特别集中地轰炸过来。”另一位 9 岁男孩

的 母 亲 经 过 比 较 后 ， 最 终 为 儿 子 选 择 了

一 个 科 技 营 ， 纯 英 文 授 课 ， 学 习 计 算 机

编 程 和 动 手 装 置 ， 为 期 两 周 ， 学 费 近 两

万元。

在应试教育饱受诟病又无可奈何，家

庭教育资源、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亲子

游、研学、工作坊、夏令营等项目应势而

起，而位于金字塔尖的营地教育更是日渐

受到家长们的追捧。

千变万化营地脸
快速增长爆发期

营 地 教 育 是 个 舶 来 品 ， 在 欧 美 已 有

200 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美国的营地

教育体系发展成熟，有 1.2 万个营地每年

服务 1000 万青少年。

在美国，典型的传统营地模样是：营

地一般建在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的地方，

孩 子 们 居 住 小 木 屋 。 营 地 内 每 天 会 提 供

50 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文体活动，水上项

目也很多。经常出现祖孙三代都有过在同

一营地的成长经历。

美 国 营 地 协 会 给 出 的 官 方 定 义 是 ：

“一种在户外以团队生活为形式，并能够

达到创造性、娱乐性和教育意义的持续体

验。通过领导力培训以及自然环境的熏陶

帮助孩子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力以及

心灵方面的成长。”

目前，营地教育在国内还处于发展初

期。不同于大多数普通夏令营和亲子游，

它更多的是把孩子们集中在某个场域里，

提供丰富的活动选择，注重开发孩子们的

“软性技能”，比如独立性、沟通能力、协

作能力，等等。启行教育的创始人赵蔚介

绍，营地教育不像很多夏令营或者亲子游

那么强调“游览性”，也不是单纯提供一

个地方供孩子们玩乐，或者提升某一方面

的技能。“更多是面向 21 世纪成长所需要

的学习、生活，以及生存的能力，把大家

聚集在一起学习”。

营地教育引进中国后，仿佛变身成神

话 里 的 宝 葫 芦 ， 只 要 穿 着 素 质 教 育 的 外

衣，似乎什么都能往里装。运作好的公司

有自己所属或共建的营地；各类课外班纷

纷推出自己的主题营；就连以前那些面向

成人的帆船、游艇、高尔夫俱乐部也都流

向亲子市场。

世纪明德董事长、青青部落联合创始

人王学辉认为，游学、研学和营地教育都

属于泛游学项目，很难给他们下定义，发

展初期也没 有 必 要 机 械 地 进 行 划 分 ， 毕

竟各自的发展规模都不大。“营地教育属

于 中 等 收 入 群 体 消 费 升 级 产 品 。 背 靠 教

育 和 旅 游 ， 目 前 是 千 亿 级 市 场 ， 处 在 快

速 增 长 的 爆 发 期 ， 未 来 的 市 场 空 间 会 很

大”。

之所以大家都瞄准了营地教育，纷纷

投入这片蓝海，跟 2016 年 12 月 19 日教育

部联合 11 部门出台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意见》 密切相关，该文件对营

地教育、游学等行业简直是及时雨。

有商机，有发展，必然就会带来乱象。

这些机构里，有从孩子出发，坚守教

育 理 念 的 ； 有 从 运 营 出 发 ， 占 据 大 市 场

的；当然也有小作坊，凭借粉丝量，在课

程 、 导 师 都 不 具 备 的 情 况 下 就 敢 先 招 生

的。这也十足地考验了家长们的定力和判

断力。

教育里的奢侈品
把家长和孩子划分了阵营

营地教育不同于应试或课辅类机构，

受很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它有很强的时间

窗口，主要集中在寒暑假。平日里基本处

于“荒废”状态。其中 8~12 岁的孩子是

主力军。

目前市面上游学、营地教育的价格不

菲 。Lisa 的 女 儿 去 一 次 美 国 营 地 ， 待 3
周，来回开销近 5 万元。之所以会选择国

际营，这位母亲认 为 国 外 营 地 有 几 十 年

成 熟 运 作 经 验 ， 导 师 也 很 专 业 ， 更 值 得

信 赖 。 女 儿 去 过 一 次 后 ， 很 坚 定 地 表 示

还要重复地去第二次、第三次。“以我的

收 入 来 看 ， 每 年 去 一 次 营 地 算 不 了 什

么 。 但 去 国 外 的 营 地 ， 确 实 属 于 教 育 里

的 奢 侈 品 。 孩 子 心 心 念 念 地 就 盼 着 每 年

6 月 的 到 来 ， 作 为 家 长 ， 我 尊 重 她 的 喜

好”。

在对营地教育的角逐中，也确实将家

长们的消费理念和所掌握的教育资源拉开

阵营，鸿沟分明。

倘若以 Lisa 为中间线，往上走，有家

长会给孩子报一 个 多 月 的 国 外 营 ， 问 及

学费时，对方的回应是：“对不起，我真

忘记了，应该没有超过 10 万元。我对价

格不敏 感 ， 只 要 孩 子 有 经 历 、 有 成 长 就

好 。” 往 下 走 ， 会 有 家 长 精 心 选 择 给 孩

子 分 别 报 国 内 营 和 国 外 营 一 两 次 ，“ 重

在 体 验 吧 ， 主 要 让 孩 子 感 受 一 下 就 成

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很多家长

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给孩子选择营地教

育，只是看到周围的人都给孩子报名了，

也就跟风。事后又投诉抱怨：住在小木屋

里，挨蚊虫叮咬，条件这么差，难道我们

是花钱来美国受罪的吗？还有的家长会反

复考量结果，两星期的开销赶上课外班一

年的学费，花这么多钱，看孩子回来也没

啥变化，值吗？

一位熟悉海内 外 营 地 教 育 的 知 情 人

士 发 现 ， 在 国 外 ， 典 型 的 家 长 们 既 会 选

择 一 两 周 亲 子 旅 行 ， 全 家 人 在 沙 滩 上 晒

太 阳 ， 加 强 家 庭 间 的 联 结 。 他 们 也 一 定

会 把 孩 子 送 到 营 地 里 ， 过 集 体 生 活 接 受

锻 炼 。 这 些 都 在 孩 子 成 长 中 自 然 而 然 地

发 生 ， 不 会 有 先 后 次 序 ， 也 不 会 有 严 格

的时间表。

他说，但在中国家长的观念里，既有

时间表，也有考核表。“要知道孩子们的

成长既不需要打卡，也不能拔苗助长，要

有缓冲的空间，否则就是制造恐慌。”如

今，大多数机构恰恰就是发现、利用并滋

生促进了家长们的焦虑感。

所幸的是，开始有相当一批家长越来

越能辨识这些。“我选择机构就看对方究

竟是把教育作产业、投资项目来运作，还

是真正想做教育的人投身其中。” Lisa 分

享道，她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启行的创始人赵蔚投身教育，缘起于

儿子。最初她和另一位母亲做的是公益基

金会的项目，致力于孩子们的社会实践能

力。儿子从小跟她在营地长大，现在也成

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营地青年导师，今年被

美国名校录取。或许跟她深耕于营地教育

有关，儿子从小到申请大学从没有上过补

习班，却依旧可以成为一个具备学术能力

与学习能力的人。

这也是现在教育市场中一个不容忽视

的现象。很多为人父母者，从自己孩子出

发投身做教育，惠己惠人。他们想探索更

优质的教育理念和资源。

DDC 天乐酬勤创始人刘东彩，之前

每年都带着儿子去美国参加夏令营，工作

繁忙的她很难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期，费时

又费钱。“何不把美国好的营地理念引进

中国呢”？她创办了 DDC，把麻省理工学

院的 STEM 课程落地中国，今年，又拿到

美国梦工厂授权，做马达加斯加音乐剧项

目，不少演艺名人的孩子今年会加入到这

个音乐戏剧营来学习。

人的内在体验和成长
是不能替代的

不管怎样，从营地回来，孩子究竟收

获了什么，有怎样的改变，大多数家长还

是希望能得到更明确的答案。刘乃忠，北

京市和平街一中党总支书记说：“这种体

验式学习是需要积累和积淀的。好比在森

林里埋下一颗饱满的种子，适当的时候才

会生根发芽。”

其实，几万元费用背后的评估标准主

要考量的还是家长的眼界、视野和格局。

在启行营地教育即将出版的 《夏令营手册

中文版》 一书中，作者说：“孩子参加营

会的目标大多是直接而具体的，如享受乐

趣或精进足球技巧，而家长的目标则比较

远大，如发展社交能力、培养独立性等。

有远大目标是好的，毕竟把孩子送到营地

体验要花费大量金钱。但是不要忘了：享

受乐趣才是第一目标。这是决定你的其他

目标能否达成的先决条件。如果孩子不喜

欢营地生活，那么他们是无法达到你所期

望的个人成长的。”

享受乐趣才是第一目标，对孩子，对

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青青部落联合创始人王欢很怀念自己

小时候那种原生态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他

觉得跟好的营地教育理念很相像。“有一

段时间我喜欢玩火。放假时，看到河边有

很多干枯的芦苇，我 们 就 点 着 了 。 村 里

的 人 来 追 我 们 ， 结 果 一 个 人 被 抓 住 ， 大

家 就 都 留 下 来 了 ⋯⋯ 回 顾 这 段 成 长 经

历 ， 我 觉 得 跟 营 地 教 育 很 相 像 。 我 们 学

会 了 合 作 和 担 当 ； 了 解 到 一 群 与 我 们 不

同 的 人 ； 学 会 什 么 是 对 与 错 ⋯⋯ 这 就 是

成长的经历。”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开悟”——这

也成为他们坚定地为孩子选择营地教育的

首 要 原 因 。“ 自 己 一 直 活 在 别 人 的 期 待

中，名校名企高管一路走来，见过太多优

秀的人，也深知他们身上具备的特质。我

想一个家长最根本的责任，就是帮助孩子

做好准备，经营好他们自己的一生，而我

们不做任何定义和判断”。

他们坚信，尽管未来社会充满不确定

性，新技术的更迭，似乎什么都可以取代。

但 是 唯 一 能 确 定 的 就 是 —— 每 个 生 命 个

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体

验和内在成长也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营地教育，仿佛变身成神话里的宝葫芦，只要穿着素质教育的外衣，似乎什么都能往里装——

一边焦虑一边砸钱：暑期营地教育有点烫

视觉中国供图

我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套词汇：

天气糟糕，令人烦扰时，我“消磨”

时光；天气宜人时，我不愿“消磨”

时光，而是“重新抓住”时光，“留

住”时光。遇到坏时间要迅速跑开，

遇到耗时间则需静心安坐。

——《与蒙田共度的夏天》

实 在 是 没 什 么 精 力 去 结 识 新 的

人 ， 那 些 听 烂 了 的 过 去 都 是 大 同 小

异 。 反 而 是 ， 从 之 前 就 认 识 的 好 朋

友 ， 偶 尔 聊 聊 ， 总 能 得 到 温 暖 和 安

慰；以前总想要单枪匹马出去闯闯，

现在只想老朋友们和家人都能在一个

城市，毕竟想吃火锅的时候能叫来几

个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真 是 太 幸 福 了 。

——曹饭人

步态有时可以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成为一个人的特征，有时甚至有过之

而无不及。因为一个人要改变一种步

态比改变一种脸面更为困难。我们可

以用脸来扯谎，这是我们所拥有而动

物不具备的能力。可是，如果用一个

人的身体来扯谎，尽管也能学会，但

那要困难的多。

——弗洛姆：《生命之爱》

“忙时不乱发脾气，忙时不计较

得失，忙时不推卸责任，才是人品的

体现”。很有感触的一句话，能够控

制自己的情绪恰恰是高情商的体现！

——《你忙碌的样子，恰恰是你情
商的表现》

我们厌恶别人主动的，哪怕是无

意的提醒。因为你在一个人不需要提

醒的时候提醒他，就等于说：我比你

高明，比你知道得多，你比我傻，比

我迟钝，所以你不仅需要我的提醒，

而且你应该感谢我的提醒。

——尹建莉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7 月 11 日 ， 由 中 国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委 员 会 儿 童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科 学 早 教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办 的 “2017 科 学 早 教 大 会 ” 在

北京举行。

中国关工委儿研中心科学早教专业委

员会历时 10 个月，联合微博数据中心和

微博母婴，通过对 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共 12 个月的微博数据进行分析、同时

辅以配合 1.26 万份网络问卷调查，以及线

下访谈等多种手段，对中国早期教育消费

情况进行分析。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6 年中

国早教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预测》显

示 ，2014 年 我 国 早 教 市 场 规 模 达 1198 亿

元，同比增长 21.01%。若保持该增速，2017
年早教市场规模将突破 2000 亿元。

而 绘 本 童 书 是 2017 年 母 婴 消 费 的 重

要趋势之一。数据显示，全球图书市场增

长最快的是电子书和童书两个板块，中国

每年出版童书近 5 万种，儿童图书连续几

年均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高于整体市

场的增长速度。

什么时候读，谁来读，读什么，怎么

读⋯⋯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科学早教 30 人

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为我们解答了亲子

阅读在科学早教中的作用。

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爸
妈读书给宝宝听

现 在 ， 有 的 年 轻 父 母 会 依 赖 一 些 媒

介，比如早教机，放一些录音给孩子“听

书 ”。 但 在 著 名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保 冬 妮 看

来，无论如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爸爸妈妈

搂着宝宝，和宝宝靠在一起，用自己的声

音读给宝宝听。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更愿意

把亲子阅读称为“亲子共读”，他提出过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别让听书伤了孩子

的眼睛”。

王志庚解释：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很

多机构把绘本做成了音频，便于推广和销

售。从商业上来说，这是成功的；但从科

学育儿的角度，儿童“听绘本”并不是科

学的阅读方式。

绘 本 是 一 种 图 文 结 合 的 儿 童 文 学 读

物，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觉启蒙媒介。

对孩子来说，亲子共读重要的是参与，孩

子自己也可以通过“翻页”来控制阅读的

节奏。但如果把绘本做成了音频，变成了

“ 流 媒 体 ”， 第 一 ， 阅 读 节 奏 不 可 控 ， 第

二，缺失了视觉的东西。

王志庚说：“亲子共读，必须是家长

的声音去演绎这个绘本，最重要的是要充

分调动情感，因为孩子在读纸书的时候是

在 读 人 。 如 果 家 长 的 声 音 变 成 了 一 个 音

频，无论这个声音多么有魅力，但对孩子

来说，根本听不出任何情感。”

曾有一个方言口音非常重的妈妈犹豫

着，是否要自己给孩子讲故事？所有的专

家都告诉她：妈妈的声音永远是最美的。

保冬妮说：“亲子共读最重要的是爸妈

的陪伴。机器声音再悦耳，孩子也无法在机

器身上得到妈妈的提问和爸爸的力量。”

此外，从儿童大脑发育的角度，孩子

在半岁以前只对明暗有感觉，家长可以通

过阅读来刺激孩子视觉系统的发育，如果

仅靠听音频，显然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听

故事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媒介，但绝对不能

成为主体。

亲子共读要关照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需求

调查显示，绘本阅读的年龄段正在前

移，6~12 个月占比高达 41%。新生代父母

对于孩子的教育期望变得更高，启蒙和教

育意识迅速提前。

王志庚带来的好消息是，处在不同生

命周期的孩子，都能从亲子共读中收获很

多。“儿童的发展是一个进阶的过程，对

0~3 岁 的 孩 子 开 展 亲 子 共 读 ， 对 他 的 智

力 、 语 言 、 认 知 的 发 展 非 常 重 要 ； 而 对

3~6 岁儿童来说，亲子共读对他的健康、

科学、艺术等，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保冬妮介绍，在著名的蒙台梭利教育

理念中，特别强调“关键期”（对特定技

能或行为模式的发展最敏感的时期——记
者注）。如果能在“关键期”轻轻推孩子

一下，他就可以跨越一大步。

但要注意的是，父母千万不要揠苗助

长，亲子共读要关照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

求 。 保 冬 妮 出 版 过 一 本 《水 墨 宝 宝 视 觉

情》 绘本，这本书没有故事。因为在 0~3
岁的婴儿阶段，阅读的作用，是让孩子通

过一些视觉图像促进大脑神经的发育。

“ 亲 子 共 读 领 域 是 细 分 的 。 到 了 3~6
岁，孩子就可以慢慢理解故事，能在逻辑

语言的叙述中，清楚地知道书里描述的是

什么。总之，一切阅读都是基于孩子的身

心发展。”保冬妮说。

亲子共读是父母给孩子
的情感支撑

保冬妮说：“有时候我们说孩子不喜

欢 阅 读 ， 其 实 不 是 的 ， 所 有 的 孩 子 都 爱

阅 读 ， 没 有 孩 子 不 喜 欢 故 事 和 那 些 新 奇

的 图 画 ， 只 是 我 们 没 有 挑 到 适 合 的 文

本。”

儿童绘本作家 、 画 家 麦 克 小 奎 曾 经

在 一 个 打 工 子 弟 小 学 给 孩 子 们 讲 故 事 ，

每 周 都 去 ， 讲 了 一 年 多 。 他 每 次 讲 的 故

事 都 有 同 样 的 开 头 ： 乘 着 小 船 旅 行 ， 给

远 方 的 人 送 信 ， 然 后 到 了 一 个 什 么 地

方，遇到了谁⋯⋯

最后一堂课，故事也讲到了结尾，麦

克小奎把手中的那本 书 打 开 ， 变 成 了 一

张 超 大 拉 页 ， 无 数 的 小 船 就 在 一 幅 画

上。“所有孩子都震惊了，紧紧盯着那本

打 开 的 绘 本 。 儿 童 阅 读 如 果 找 到 合 适 的

书 ， 真 的 特 别 棒 ， 孩 子 的 心 都 跟 着 一 起

荡漾。”

亲子共读对成年人也非常有帮助，是

父母全面了解自己孩子的绝佳途径。王志

庚称自己就是“亲子共读”的受益者，他

的女儿今年 8 岁，从 6 个月起就和爸爸一

起读着图书长大，“我自己的儿童观、教

育观、文学观，都在与她的共同阅读中有

很大改变”。

保冬妮则视早期的亲子共读为另一种

哺乳的过程——精神哺乳，“亲子共读是

无法由他人代替的，父母带给孩子更多的

是一种亲情和安全感”。

保冬妮说：“早期阅读，尤其是婴儿

阶段的阅读，是孩子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

真情体验。阅读在这个阶段，不是学习，

不 是 教 育 ， 而 是 父 母 给 予 孩 子 的 情 感 支

撑。一个人借由婴儿时期的感受，能带给

自己一生的幸福快乐。”

亲子共读是一种“精神哺乳”——

别让“听书”伤了孩子的眼睛

■沈杰群

这两天微博上一个话题很热，某

媒体报道称在北京一公园的相亲角，

家有单身儿女的大爷大妈提出各种强

势、荒谬的相亲标准。配偶必须有北

京户口，成为很多家庭的第一原则，

外地人本地人皆不能免俗。

对户口的病态执念，往往表现为

对 未 知 的 恐 惧 ， 极 度 没 有 安 全 感 的

“被迫害妄想症”。仿佛选择没有户口

的对象是致命的开头，后面必会发生

连环悲剧：外地人动机不纯，小孩教

育资金翻倍、考试费劲，老家一定有

年老体弱且素质低下的父母⋯⋯

在有些家庭，“择偶户口论”是

两代人齐心协 力 的 合 谋 。 媒 体 报 道

里 ， 一 个 相 亲 的 外 地 大 妈 ，33 岁 的

儿 子 是 程 序 员 ， 月 薪 两 万 元 ， 有 房

有 车 没 北 京 户 口 。 相 亲 过 程 中 挨 了

几 遭 生 活 的 打 击 ， 家 长 的 要 求 变 得

朴 素 ， 只 要 不 “ 嫌 弃 ” 那 个 没 北 京

户 口 的 儿 子 就 成 。 可 儿 子 硬 气 依

旧 ， 强 调 媳 妇 必 须 “ 是 北 京 的 ， 是

没负担的”。

都市年轻人择偶的准绳，也许是

父 辈 坚 如 磐 石 的 “ 常 识 ” 和 人 生 阅

历。有些确实是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

的，但时时像一座无法逾越的雪山，

横亘在子女自由的感情走向之间，断

送婚姻可能。比如那篇报道提到，一

个京籍京户、三环有房、985 高校的

女硕士，只是因为属羊，就遭对方父

母 拒 绝 —— 大 爷 大 妈 认 为 属 羊 的 人

（尤其是女性），会“命不好”。

这个“逆天”的标准引来网友愤

怒吐槽：“属羊怎么了？又不吃你家

的草！”

我身边有位苏北姑娘，在上海某

985 高校与上海土著男生谈恋爱，两

个学霸一路走来感情甚笃。待到谈婚

论嫁，男朋友家里投了反对票：女生

老家竟然在“长江以北”，怎么能娶

进 家 门 ？ 几 轮 拉 锯 战 后 ， 男 生 还 是

认 了 ， 狠 心 甩 掉 谈 了 7 年 的 女 朋

友 ， 按 长 辈 的 意 思 继 续 寻 找 “ 长江

以南”的适龄女子。男生的爹固然奇

葩 ， 但 儿 子 也 认 可 这 种 家 庭 的 价 值

观，不是吗？

悄无声息地，在观念老套、控制

欲强的家庭中，子女也把父母传统刻

板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准则。

都市年轻人择偶的准绳，也可能

是同龄人曾遭遇的“伤痛”被片面放

大 后 ， 造 成 的 一 种 莫 名 的 群 体 性 恐

慌。闺蜜聚会朋友圈吐槽，你是不是

听多了这样的段子：本地姑娘找了外

地县城男生，结果天天和公婆吵架，

鸡飞狗跳，自己受尽委屈；外地男生

谈 了 本 地 土 著 姑 娘 ， 步 入 “ 裸 婚 时

代”，养不起供不起，常年抱怨媳妇

不省心。

看多了吐槽文，就以为所有婚姻

都 是 这 样 。 大 家 嚷 嚷 说 ： 相 比 于 爱

你，我更爱钱，因为钱比你体贴。但

现实中的爱情困境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的。现实问题的凸显，往往背后都伴

生着别的原因。

世俗条件再好的居家姑娘，实在

禁不住直男癌、妈宝、巨婴、花花公

子们对感情的践踏；帅气有才吸金稳

固的靠山男子，也忍不了姑娘的街坊

综合征、公主病、玻璃心。

把 择 偶 理 解 为 物 物 交 换 你 就 输

了。在大城市打拼，表面看像和别人

进行军备竞赛，但本质上是自我心态

的历练和修行。大城市具备百倍于你

家乡的社会复杂性，自然更需要每个

人配备坚挺独立的婚姻观，对抗时刻

降临的挫折。如果你家的感情教育起

点跑偏了，爱情课从没及格过，三观

也早已粉碎性骨折⋯⋯那么配偶的户

口安全感对你有什么用呢？它迟早是

别人的呀！

假如你会相信北京五环外没有爱

情，户口能锁住安稳一生，是因为除

了这些世俗空头支票的承诺，你内心

没 有 能 安 身 立 命 的 价 值 ， 生 活 无 趣

到 在 朋 友 圈 眼 红 求 婚 仪 式 ， 工 作 没

有 丁 点 上 升 空 间 。 还 没 结 婚 的 你 ，

不 得 不 认 真 盘 算 离 婚 那 一 天 自 己 能

分到多少财产。

如此这般，一个不能驾驭内心的

你，为什么要留在北京上海，你凭什

么相信你配得上幸福的婚姻？

世界多的是比户口复杂的事。心

魔未除，凑合结婚了，前路多的是妖

孽。为了户口而牺牲爱情的你，从此

步入循环往复的家庭伦理狗血剧。你

很快发现，婚姻成了青春的坟墓，而

配偶那至尊的户口，便是这一切的陪

葬品。

没京沪户口
未必糟糕

可怕的是你
配不上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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