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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16 年 12 月，作家鲁引弓在出差回

程的高铁上，看了一条关于课外补习班

的手机新闻。他随手转发到微信朋友圈，

结果，评论区被朋友们“攻占”了。大家都

深有体会，“都觉得自己是怪兽家长，怎

么怎么给孩子补习”。

这些朋友直接给鲁引弓“点题”——

“你接下来就写写，我们的孩子是怎么在

课外补习的吧！写写起跑线之争。”

在这般强烈的呼声中，鲁引弓决定

创作小说《小舍得》。

到了 2021 年春天，小说的故事被改

编成电视剧。继《小别离》《小欢喜》之后，

“小”系列第三部《小舍得》近日开播。这

一次，大家热议的声量更大。在朋友圈飘

着“鸡娃”“虎妈”词汇的当下，《小舍得》

直戳“小升初”阶段家庭的痛点。

剧中，南俪和夏君山组成的“开明拍

档”，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面对放养

而成绩急速滑落的女儿，无法再保持淡

定，踏上了辛苦的补习之路。而“战斗型

妈妈”田雨岚，和游戏为主业、工作为副

业的爸爸颜鹏，一直是“一个家庭两个方

向拉车”，在需要夫妻配合使劲儿的“小

升初”阶段，出现各种冲突。

面对“小升初”，是提前抢跑还是静

待花开？这是一个问题。

思考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去向

在《小舍得》剧中，几个“学霸”小学

生的妈妈们，有专门分享私密核心信息

的“火箭群”；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拥有

更好的英语语感，在孩子 8 个月的时候，

就请了伦敦口音的“一对一”外教。

剧中台词也生动解释了一种教育现

象：剧场里一个观众突然站了起来，其他

观众为了能看到演出，也不得不站起来。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小

舍 得》原 著 小 说 作 者 鲁 引 弓 说 ，自 从

2016 年 12 月 ，朋 友 圈 集 体 给 他“ 点 题 ”

后，他就有意识地观察生活中家长辅导

孩子学习的现象。

他感叹，很多故事和场景，“编都编

不出来”。

比如有的孩子周末全天都要上补习

班 ，中 午 休 息 时 间 很 短 ，来 不 及 回 家 午

休。鲁引弓看到，在某培训机构门口，有

家长居然支起了露营帐篷，让孩子钻进

去睡一会儿。

还有家长曾和鲁引弓分享了一个真

实场景：孩子考得不算理想，成绩排在全

班 40 名 左 右 ，拿 着 卷 子 回 来 让 妈 妈 签

字。妈妈觉得这么晚了，又看到小孩子很

恐惧地看着她，就鼓励了一下，没去责备

孩子，而是说“下次加油吧”。

没想到，这孩子在妈妈面前跪下了，

说：“幸亏我在这个家庭，如果我生活在

别的家庭的话，像我这样子可能都被打

死了。”

鲁引弓叹息：“你知道吗？作为旁观

者，你也会觉得很辛酸。”“晚上在家，只

要你用心听，真的会听到小区里穿窗而

出的妈妈骂小孩子做作业的声音。另一

方面，平时在小区里遇到这些家长，你也

会看到他们对孩子很好，对邻居们彬彬

有礼。可是一到管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家长往往又控制不住情绪。双方都是很

难的”。

《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 的

总 制 片 人 徐 晓 鸥 认 为 ， 相 比 前 两 部 ，

《小舍得》 出的题更难了，“每一个面临

孩子小升初的家长，都能从剧中找到自

己想要的答案”。

徐晓鸥告诉记者，很多家长和“南

俪”很像，初心是“佛”的，希望自己

的 孩 子 是 快 乐 的 ， 这 是 天 下 父 母 心 。

“ 《小舍得》 呈现了那么多人为何走向

‘鸡娃’，又怎么走回来的 过 程 。 人 跟

社 会 环 境 是 紧 密 相 连 的 ， 孩 子 在 学 校

的 状 态 、 你 自 己 身 边 的 环 境 、 家 庭 环

境 都 会 影 响 你 的 心 绪 。 这 部 剧 是 做 了

比 较 集 中 的 展 示 ， 希 望 大 家 思 考 教 育

最终的目的和去向是哪里”。

不 一 定 想 冲 上 前 ，也 许
只是怕落下

同父异母的两姐妹“南俪”和“田雨

岚”，卷入了“比娃”的漩涡里，连一个简

单的家庭聚餐也不肯放过。“比较”的问

题，也是牵动观众内心的一个“痛点”。

剧中也展现了家境普通，没钱上补

习班，但成绩优异的女孩“米桃”。她的出

现，给弥漫着“比较”气氛的家长圈，带来

了不一样的气息。

“在我采访家长的过程中，感觉到他

们内心所谓孩子一定要超过别人、冲到

前面去的想法不太强烈，他们更多是怕

跟不上，怕落在后面——怕落下的心态，

更让我怜悯。”鲁引弓说。

鲁引弓发现，很多小学生家长真不

是为了“攀比”，或者一心希望孩子成为

“人上人”，毕竟这代孩子家长本身也经

历过这一套竞争体系，“他们太心疼自己

的孩子了”。

《小舍得》剧中“南俪”的原型，是鲁

引弓的一个朋友。现实版的“南俪”，是一

家媒体的高管，具有相当不错的学养，教

育理念一直开明而佛系，从没想过要求

女儿去上课外辅导班。

鲁引弓说，朋友的女儿四年级时一

次考试结束后，班主任给这位妈妈打电

话说，孩子考得还可以，90 多分，“但是

感 觉 得 出 来 ，你 的 孩 子 没 有 在 外 面 补

课”。当时，这位妈妈没有仔细体会班主

任话外之音。

等女儿到了五年级，有次考试，女儿

考了全班 40 多名，最着急的不是妈妈，

而是女儿自己。妈妈就去学校找班主任，

班主任一点都不奇怪，说这次是区里出

考题，比较难。之后还做了一个“实验”，

在班级里，请在外补课的同学站起来。

结果，包括女儿在内，只有七八个人

坐着。

女儿主动和妈妈说：“我想补习，否

则 我 就 落 在 后 面 了 。”妈 妈 去 报 名 补 习

班 ，其 他 家 长 嘲 笑 她“ 你 现 在 才 睡 醒

吗”——原来很多家长在孩子二年级时

就来“占坑”了。

鲁引弓指出，由此可见，当下不少压

力和动力，不完全来自家长，也来自孩子

自己，因为孩子生长在这种生态系统里。

有的孩子幼儿园时期英语口语已经很溜，

有的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学习中学

数学课程，所有人的步伐越来越急促。

鲁 引 弓 指 出 ， 大 人 和 孩 子 的 心 态

是 不 一 样 的 ， 小 孩 的 学 习 和 心 理 状 态

与 情 绪 息 息 相 关 。“ 如 果 成 绩 掉 下 来 ，

或 者 发 现 班 里 其 他 人 都 懂 了 自 己 还 不

会 ， 小 孩 子 就 会 以 为 自 己 比 别 人 笨 ，

她 一 旦 在 情 绪 上 这 么 认 为 的 话 ， 真 的

会越学越慢的”。

“有人说你是不是煽动焦虑？其实真不

是，我们要超越这种家常里短，去看到整个

生态系统的问题。”鲁引弓说。

“舍与得”的一念之间，世
界已经有改变

被《小舍得》剧集戳中的，也有很多尚

未拥有孩子却早早焦虑的年轻人。已婚未

育的 90 后王小甲，每天在办公室里一群新

晋妈妈的讨论声中，提前幻想写满“鸡娃”

二字的未来。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在王小

甲的想象中，已经度过了极为焦躁、痛苦、

压抑的青春期。王小甲总是忧愁自己的工

作和心态，无法承受孩子一生发展。

为了让王小甲相信未来，她丈夫在今

年生日礼物盒子上写了一段话：“学渣+月

薪 3000 是我初入上海职场的配置——看

起来不高的起点，只要心态好，目标明确，

一路还是会成长得不错。心态放平，一切都

会顺利。”

《小舍得》编剧周艺飞作为两个孩子的

母亲，也曾为孩子的教育焦虑，既担心耽误

孩 子 又 担 心 他 们 错 过 快 乐 的 童 年 。“ 不 要

急，给 孩 子 一 点 时 间 ，把 焦 虑 和 忧 伤 放 一

放，成长自有答案。”这是她希望通过该剧

传递给观众的精神内核。

“ 要 改 变 的 是 一 个 系 统 ， 是 我 们 整

个 教 育 观 念 。” 鲁 引 弓 坦 陈 ， 如 果 家 长

和 孩 子 都 着 急 的 话 ， 所 有人都会被产业

绑架的，“大量的培训产业进来，甚至被

房 地 产 绑 架 ——也就是学区房，这个就

没底了”。

鲁引弓希望，中国家长不要再去扎堆

儿报名培训班、补习班了，给孩子留下一点

童年的时间，“接班人”不该是一代刷题刷

出来的孩子。“青少年对自由的向往，他们

的野性和生命力，这些东西还得有，不能被

题海淹没”。

关于“小升初”的焦虑问题大家年年

都在谈论，但鲁引弓相信，一切都已经在

变 好 。 当 下 展 现 相 关 问 题 的 电 视 剧 和 小

说，不是为了煽动焦虑，而是让大家去反

思。当我们心里产生那么一点温柔，产生

一份关于是否“值得”犹豫和怀疑时，改

变就在发生了。

“什么是舍？什么是得？你念头一转，一

念之间其实世界已经有改变了。就怕大家

都很执拗，那就没有改变。”鲁引弓说。

被《小舍得》戳中的都是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育儿话题总能引发全民讨论。当来

自高考、中考、小升初的升学焦虑，已经

提前到了幼升小，《陪你一起长大》中的

4 组父母诠释了什么叫“家家有本难念

的经”。打了“鸡血”的妈妈和“佛系”的爸

爸，全职妈妈、二孩妈妈、离异妈妈⋯⋯

父母为了孩子“支棱起来”，而家庭教育

的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尽管之前也演过父亲，但这是李光

洁 第 一 次 主 演 以 育 儿 为 主 线 的 影 视 作

品 ，在 剧 中 饰 演 一 个“佛系”爸爸。接到

角色的时候，他的孩子还没有出生，等剧

播出时，孩子已经一岁多了，而且，他很

焦虑。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

李光洁说：“接这个戏，也是想学习怎么

当父亲，提前预习做父亲的注意事项，结

果拍完后，更焦虑了⋯⋯”他会想到很多

事：如何教育孩子，自己能给孩子带来什

么 ，能 陪 他 多 久 。如 果 有 一 天 自 己 离 开

了，他是否能过得挺好⋯⋯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作为一个新手父
亲，你最措手不及的事情是什么？

李光洁：孩子长得太快了。他刚会爬

的时候，我出去工作几个月，回来他就会

走了，没过多久他又会跑了⋯⋯这种速

度让我措手不及。做父母会很矛盾，一方

面觉得还没好好陪他，怎么这么快就长

大了；另一方面看到别人家孩子几岁就

掌握了几千英语单词，自家这个怎么每

天只知道玩，就又焦虑。

中青报·中青网：《陪你一起长大》把
育儿焦虑的年龄拉到了幼儿园阶段，刘
涛饰演的妈妈苏醒把职场考核模式搬到
家庭育儿中，制定了详尽的学习 KPI；而
你饰演的爸爸奚彬却认为快乐教育更重
要。你怎么看这些育儿观念的矛盾，现实
中的你会焦虑吗？

李光洁：我已经很焦虑了，从孩子

1 岁开始就给他报了早教班，我爸都疯

了：“啥，1 岁就要上学了”。剧里的父

母，现实中的父母，包括我，都会思考一

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父母，希

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功的标

准到底是什么——是约定俗成的成功，

还是你认为的成功⋯⋯这些问题，大家

都在想，但都没有答案。

父母的焦虑可能来源于思考的东西

太多，也许是“庸人自扰”。我在新闻上看

到“海淀妈妈”如何“鸡娃”，觉得她们真

是太“疯狂”了，可转念一想，我会不会这

么做，还真不好说。

中青报·中青网：无论影视剧还是现
实中，女性为什么总站在育儿的C位？

李光洁：这可能是全世界的普遍情

况 ，我 觉 得 这 没 有 对 不 对 ，不 是 社 会 分

工，而是个人选择。女性在生育中承受的

痛苦太多了，这是父亲无论如何也比不

上的，所以她们天然对孩子的关注、花的

心思要多得多，也细腻得多。我就算停掉

所有工作陪着孩子，也没有孩子妈妈想

得周到。天下没有完美的教育，也没有完

美的父母，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中青报·中青网：《陪你一起长大》还
讲到了“隔代宠”的问题。

李光洁：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父母

不会太关注孩子的心理，让你吃好穿暖，

你拿回家的卷子就是你的 KPI。我家是

很标准的严父慈母，做不好会挨打，不会

问你为什么做不好。

等我当了父亲，焦虑的范围就扩展

到了孩子的心理。前两天我带着孩子去

医院，问医生为什么孩子还不会自己睡

觉，医生说你要跟他聊。怎么聊？他说要

每天换着法儿跟他聊。我就想起我小时

候，我爸只会说，这事要怎么做，不做就

挨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教育方式，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和孩子的关系，父母与孩

子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中青报·中青网：育儿焦虑甚至会让
有的年轻人害怕生孩子，害怕影响自己
的生活，对此你怎么看？

李光洁：有了孩子之后，一个人的世

界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过程不

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不会有个人专门告

诉你，“李光洁你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父

亲了，从今天开始要怎样怎样”。生命有

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感

受，从怀胎十月开始，你会自然而然把自

己的身份转化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我 没 有 孩 子 的 时 候 ， 朋 友 给 我 看

手 机 里 的 照 片 ， 说 他 儿 子 多 可 爱 ， 我

会“哦”；现在，我会不由自主地掏出

手机，然后拼命压制想给人看我儿子照

片的欲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是父母的

一面镜子，甚至是来帮助你的，让你更清

楚地认识自己。比如，我教他玩具玩好后

要轻拿轻放，他记不住。但如果哪天我自

己把东西随便往那儿一扔，他立刻就学

会了，有样学样。所以，我现在严格约束

自己的行为。

中青报·中青网：《陪你一起长大》的预
告片开头，苏醒就向奚彬发出“灵魂拷
问”——一个家庭什么最重要？那你现在觉
得什么最重要？

李光洁：爱最重要，要让孩子深切地体

会到爸爸妈妈之间的那种爱。

现在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多关注人

内心世界的阶段，而孩子的心理健康与他

的原生家庭密切相关。父母一起赋予孩子

感 情，孩 子 的 内 心 就 是 健 康 的、没 有 缺 失

的，这是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事情。

李光洁：我是一个焦虑的父亲

□ 赵可一

下载、注册、登录⋯⋯欢迎你，进入

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交平台涌入生

活。迅速成为某个社交平台的用户，是一

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交平台将个人线

下 的 人 际 网 络 进 行 了 线 上 的 媒 介 化 转

移，同时也使线上人际网络得以全新的

开辟拓展，重要性不可小觑。有网友形容

道：“离开这些社交平台，我的生活将难

以正常运转。”

打开手机应用，数一数你正在使用

着多少社交平台？大多数人的答案远不

止一个。

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搭建起无数个

线上沟通的“房间”。我们于“房间”之间

穿 梭 ，用 内 容 发 布 在 网 络 中 书 写 自 我 。

“ 平 台 穿 梭 者 ”成 为 不 少 人 新 的 身 份 标

识。虽然无论在何种社交平台，呈现的本

源都是用户本身，但是被刻画展示的自

我却并不始终同一。

通常来说，微信是大多数人当前社

交关系的基本集合，也更容易存在“想象

性监视”，这里的面孔被谨慎地修饰着，

例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社交风

险调控典型的面孔模板。“大家都知道你

是谁，一条内容背后不知道有多少观众

在观看、评议，所以无论是在朋友圈发什

么内容，我都会比在其他平台更小心仔

细，否则可能不知不觉就影响了一段关

系或是个人发展。”在此影响下，一些用

户微信里的社交面孔趋向于积极向上，

实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的求稳之举。

相比而言，微博的特征则有所不同，

微博用户处于一个较为开放庞大的人际

网 络 ，且 具 有 一 定 的 匿 名 性 ，这 为 那 些

“看上去不那么为人称赞”的面孔提供了

释放的空间。“在这里出现的面孔，是我

平时不会轻易让他人看到的一面，反正

这没人在乎我喜欢什么，或是讨厌什么，

今天骂了谁，明天跟谁表白，自己开心就

好。”或疯狂肆意，或吐槽连篇，微博为社

交面孔的勾勒提供了“白描”的可能，也

塑造了一些更具原生感的自我形象。

至于 QQ 空间，在微信普及前占据

着国内社交平台的诸多市场，凝聚着大

部分用户过往的人际关系，因此也更像

是一个年少时的放映机，把那些青涩的

面孔打捞、珍藏。有人说，“点进 QQ 空间

就是‘爷青回’，被‘踩’了上千次的留言

板 ，上 传 相 册 的 图 片 ，发 布 的‘ 说 说 ’以

及 评 论 ，这 些 内 容 我 一 点 没 删 除 ，看 到

它 们 就 看 到 了 曾 经 的 自 己 。”也 有 人 至

今 仍 然 在 更 新 自 己 的 QQ 空 间 ，“ 有 些

事情发在这里，就像和过去的好友轻松

地 聊 聊 天 ，况 且 十 年 后 再 看 ，又 是 一 段

新回忆。”

当然，用户的社交面孔并不仅限于

这些平台，还有“知乎里的我爱好倾听，

豆瓣里的我爱好讨论”。在短视频社交席

卷而来之时，抖音、快手等平台也为人们

社交面孔的更迭带来了加持。同时，一些

新 兴 或 是 小 众 的 社 交 平 台 ，如

LOFTER、SOUL 等也在吸引着“平台穿

梭者”的加入与社交面孔的衍生。

人是立体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毋

庸置疑。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多棱镜，具有

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相互连接又互不

重叠，共同组成了完整的自我。“平台穿

梭者”也并不例外，随着社交平台特征的

影响，透射于棱镜的光影被分解成了一

个又一个的影像，而这些影像便是用户

呈现而出的社交面孔，在分属的社交平

台中悄然生长。

社交面孔诠释了人的多面性，同时

迎合了使用者的需求与喜好。个性化定

制与分众化传播的社交平台把自我从三

维化解至二维，再让自我中匹配度最高

的一张面孔与之镶嵌。一套专属用户与

平台的近乎榫卯的结构，既为平台用户

画像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成千上万

用户的社交面孔较为精准地提供了一套

“滋养面膜”。

然而，当我们忙碌于在不同的社交

平台塑造自我时，我们也可能正在被这些

社交平台所塑造。在线下生活中，我们的

面孔可以由自己主观选择进行呈现，但是

在社交网络中，很多时候却只能是依赖于

平台的、碎片式的，甚至是具有被动属性

的呈现。一位“平台穿梭者”表示，“有时我

也不希望自己是在那些社交平台上展示的

那样，却又无可奈何，好像是若要有效地使

用这个平台，那就需要我这么做一样，而我

确实无法放弃它们，只能妥协。”可见，个人

的社交面孔也会诞生于平台所框定的生存

法则，成为法则演化的结果。不断被解锁的

社交面孔，也可能让现实中立体的人分裂

于各个社交平台区隔之间，从而产生疑惑

与迷失。

电影《摩登时代》有一个著名片段，工

人查理在流水线上拼命地拧着螺丝，片刻

也不能停歇，此时的他像是一台专业拧螺

丝的机器，与整套工业生产线融为一体而

异 化 了 自 我 的 存 在 ，最 后 走 向 疯 癫 。当 一

些人飞速穿梭于社交平台之间，努力分解

自我，不得已地生产着与之匹配的社交面

孔 时，是 否 也 在 把 自 我 交 付 于 技 术 系 统 ，

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主体性的遗失？

平台穿梭无可避免，社交面孔层出不

穷，但作为主体的人，我们更希望世界在现

代化的发展中，娱乐不必至死，真我纯粹而

存。此时，或许理解与思考这一现象，就是

我们能够迈出的第一步。

你究竟有几张社交面孔

□ 林 蔚

1989 年 11 月 9 日。东德

领导人在记者会上宣布，即

刻起取消民众旅行限制。这

本 是 一 个 意 外 的 错 误 发 布 ，

但收到消息的群众立刻涌上

街头，一边高呼一边朝着柏

林墙前进。高墙一夜之间倒

塌 ， 两 德 统 一 拉 开 序 幕 ，

《德国 89 年》 的故事就从这

里开始。

《德国 89 年》是继《德国

83 年》和《德国 86 年》之后的

“ 德 国 80 年 代 三 部 曲 ”最 终

篇 。这套电视剧以边防兵马

丁·劳赫的间谍生涯为主线，

被认为是当下欧洲最好的电

视剧之一，开播以来连续斩

获“艾美奖最佳电视剧奖”等

多个奖项。在新出炉的《纽约

时报》“2020 年最佳剧集”评

选中，《德国 89 年》亦获得荣

誉提名。

故事从《德国 83 年》，冷

战中期讲起。边防士兵马丁

一心想过安稳日子，却因东

德 政 府 担 心 北 约 会 发 起 进

攻，被迫接受派遣任务，前往

西 德 进 行 间 谍 活 动 。《德 国

86 年》，东德经济急剧恶化，

马丁又被迫前往南非帮政府

经营武器出口，防止国家破

产 。现 在 到 了《德 国 89 年》，

柏林墙倒塌了，马丁和特情

局的战友们一夜之间失业，

只想当个普通人的马丁终于

可以实现梦想了吗？

并没有。前景未明，局势

混 乱 ，克 格 勃、CIA（美 国 中

央 情 报 局）和 BND（西 德 情

报机构）等各方势力都想来

插一脚。“你要么被捕，要么

自杀，要么为我们工作”，马

丁 才 逃 脱 一 个 特 情 局 的 猎

杀，又跌入另一个特情局的

陷 阱 ，最 后 不 得 不 接 受 CIA
和 BND 的安排，充当双面间

谍，再度陷入无比错综复杂

的关系。这分明是《无间道》

经 典 台 词 的 写 照——“ 说 好

是三年，可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

了，老大！”

跌宕起伏的谍战剧情、

富有时代感的配乐和制作精

良的服装道具固然是收视保

障，但《德国 89 年》的高招在

于，它将视角落在小人物身

上，再把虚拟人物与真实历

史事件揉合到一起。剧中穿

插了大量新闻资料影像，比

如柏林墙的倒塌、德意志银行高管被暗杀事件、科

尔的德累斯顿演讲等。政治斗争不断发展，小人物

们必须作出个人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又直接或间

接影响政治事态的发展。沉闷的历史题材因此变得

富有戏剧性，小人物的命运走向牵动着观众的心。

主角马丁，一个毫无谍战经验的小士兵，既没

有 007 的智勇双全，也没有王牌特工的绅士优雅，

遇到问题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令自己陷入重重危

机。作为一个普通人，马丁在重大抉择面前只有一

个标准——站在正义一方。所以他没有干预新旅

行法的发布，推动了柏林墙的倒塌。他也义无反顾

地深入险地，决定刺杀他的姑姑莱诺拉，一个疯狂

反对两德统一的激进分子。这种角色在别的谍战

片里早已死了八百回了，但放在形势复杂的冷战

结束前期，各种进展又合情合理。

护士蒂娜的故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柏林墙

倒塌之后，收到丈夫死于东德狱中消息的蒂娜决

定上诉讨回公道。这时，一个拿着女儿病例的绅士

上门了。当蒂娜发现绅士即是当年在监狱对她进

行身心折磨的军官后，这个男人立刻换了一副面

孔。他一边软硬兼施要求蒂娜放弃上诉，一边将自

己的恶行归罪于制度，更将不幸结果归咎于蒂娜

的叛逃。几番令人惊心动魄的交锋后，男人选择了

自杀。人性之多变复杂令观众动容。

历 史 的 车 轮滚滚向前，两德统一势不可挡，

马丁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隐姓埋名，和女友过上

普通人的生活。“冷战结束了，谁还需要间谍呢？”

但 《德国 89 年》 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花好月圆的大

结局上。墙倒了，剧终了，历史会就此终结吗？

这部以柏林墙倒塌始，马丁和女友亲吻终的

电视剧，在故事结束后加播了一段呼应剧情的新

闻影像剪辑。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民主德

国领导人昂纳克的著名“社会主义兄弟之吻”，东

德国营百货商店前的购物长队，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相拥而笑。最后我们还看

到了一段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宣讲：“我们要建起

一堵伟大的城墙，有地面岗楼，有空中监控⋯⋯”

新旧交杂，历史在前进，历史也可能重复，极具

讽 刺 意 味 ，令 观 众

不 禁 回 想 起《德 国

89年》剧中一幕：

柏林墙倒塌之

后 ，美 国 驻 东 德 大

使馆里，BND 特工

布里吉特对 CIA 负

责人赫克托说，“这

是冷战的结束”。赫

克托开玩笑道：“不

是吧，我们必须要

找 下 一 个 敌 人 了 ，

会是谁呢？”

︽
德国八九年

︾
：墙倒了

，剧终了

，历史会终结吗

《小舍得》 直戳“小升
初”阶段家庭的痛点，呈现
了父母为何走向“鸡娃”，
又怎么走回来的过程。

父母为了孩子“支棱起
来”，而家庭教育的问题永
远没有标准答案。

专 访

“知乎里的我爱好倾
听，豆瓣里的我爱好讨论。”

剧 列

《德国89年》是继《德国83年》
和《德国 86 年》之后的“德国 80 年
代三部曲”最终篇。这套电视剧以
边防兵马丁·劳赫的间谍生涯为主
线，将视觉落在小人物身上。

李光洁

《小舍得》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