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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冰点周刊

我 看

□ 杨 杰

以前，听周杰伦唱《甜甜的》：“我轻
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以为是爱
情。后来才知道，他唱的是奶茶。

一些网红奶茶店排队几小时，“黄
牛”加价几百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在
网上，甚至有区域性奶茶店的“代喝”“代
拍”业务，供异地网友望茶止渴。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希拉里为了亚裔选
票，来到纽约华人区点了杯珍珠奶茶，抱
着杯子连说 4 个“Good”。日本更换年号
时，高中女生把“珍珠奶茶”也投上了榜。

奶茶里“糖分+脂肪+咖啡因”的超
级组合是迷人的妖精，让苦心孤诣要取
减肥真经的都市丽人放弃抵抗。虽然我
们知道有些奶茶里既没有奶，也没有茶，
最主要的成分是奶精；虽然号称无糖的奶
茶在加料和茶底里也有许多糖，但有些人
总会想办法安慰自己——体重也许不会
因为少喝一杯奶茶而减少，但快乐会。

奶茶是办公室的血袋，是打工人不
可替代的燃料，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三日
无奶茶。深夜加班困顿萎靡时，奶茶是能
让人觉得“扶我起来，我还能再做 500 页
PPT”的续命水。

这一届年轻人加入了“拜奶茶教”。
起初是环绕地球好几周的杯装奶茶，然
后是透明塑料杯里的工业勾兑品，现在
升级为茶是现泡的，奶是新鲜的，连水
果都是手剥的，店里的灯光也经过精心
设计，确保顾客在任何角度都能拍出满
意照片，单杯价格也一跃跻身“30 元俱
乐部”。

为啥姑娘小伙这么着奶茶的道？咖
啡带着种奋斗感，仿佛工作的兴奋剂，咖
啡馆里的氛围，总让人感觉不谈几个亿
的项目都对不起手中的美式；茶属于老
年人，养生、费工夫还慢吞吞，跟不上都
市生活节奏；酒能喝出感情，也同时意味
着应酬，让人分辨不出有几分真心。只有
奶茶乖乖巧巧，可甜可咸，手捧一杯，等
于向全世界宣示，我是个悠闲的人。

你说自己烟酒上瘾，上司可能会怀
疑你的意志力，但你说自己奶茶上瘾，有
种职场小白兔的无辜感，简直是在跟同
事卖萌了。

喝着奶茶逛街几乎是年轻的标配，
如果换成以上任何一种饮料，都不能表
达那种溜溜达达的轻松感。奶茶带着一
丝消遣和治愈功能，隐含一种自己正在
休息的闲适状态。

它和多肉、手办一起，组成年轻人办
公桌上的桃花源。500 毫升的纸杯里装
的是歇一会儿的权利，是社畜对于悠闲
生活的向往。时间和健康都给了工作，只
有这一刻吸食波波的自在是属于自己
的。颗颗红豆是得不到的朱砂痣，粒粒椰
果是够不着的白月光。

任何一种上瘾，都满足了一种疗愈
心灵苦闷的功能。

有人说，当你把奶茶放在电脑前，撕
开粗大吸管的塑料袋，将尖头用力向下，

“啵”一声完美戳开塑封，并且丝毫没弄
弯尖头部分的瞬间，你的压力和焦虑终
于找到了舒展的渠道。爱喝奶茶哪有什
么道理，就想快乐一点儿呗。对于快节
奏、高压力的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快
乐两个字更加重要的呢？

当你满脸油光面对电脑屏幕上推进
不下去的项目，猛吸一口奶茶，就是成年
人世界短暂的深呼吸。

奶茶穿肠过，朋友心中留。那些月
均喝不到 5 杯奶茶的同事，要么没什么
朋友，要么是个狠人。点全糖的人心胸
开阔、大彻大悟，半糖的最纠结，既舍不
得牺牲额头的几颗痘，又想护得味蕾周
全。选无糖的基本只能过过手握奶茶的
心瘾，合理怀疑他只是为了显得合群。

有网友说，开心要用奶茶庆功，不开
心要借它消愁；自己独饮能颅内高潮，聚
众群吸能灵魂升华；工作学习时喝效率
倍增，放松看剧时喝岁月静好。

不过等你半夜因咖啡因睡不着觉，
打开电脑加班时，才明白奶茶纯情丝滑
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卖命的心，一杯奶
茶相当于好几罐红牛。

第二天，你黑着眼挤地铁上班，赶在
最后一分钟完成打卡，避免了被罚款
200 元的风险。你坐在工位上好不容易
熬到中午，又被领导叫去开会，修改了 8
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来。又到了昏昏欲
睡的下午，你跟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忍
不住再次打开外卖软件。

奶茶
﹃
驯化

﹄
九零后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文并摄

每 天 除 了 做 饭 ， 林 英 德 很 少 离 开 凳

子。他是个尘肺病人，弯腰、抬胳膊都要

鼓着腮帮吐气。因为每天早上四五点会憋

气憋醒，所以他中午吃完饭就要趴在桌上

眯一会儿，否则“状态不好”。他要把所

有力气留给下午的两个小时，那是他直播

唱歌的时间。

他从去年 11 月 30 日开始直播，直播

间里，他翻来覆去唱几首老歌，梗着脖子

把所有高音拖足拍子，黑黄的酒窝都跟着

用力。

背景音乐盖住他蓄力时痰在嗓子里的

咕噜声，滤镜滤去他脖子上的青筋、鬓角

的白发和蜡黄的脸色。他觉得自己“年轻

了 十 几 岁 ”。 前 奏 时 他 会 轻 轻 摇 晃 身 体 ，

等到演唱部分，突然伸长脖子，猛地扎进

旋律里，闭着眼享受被注视的时刻。

他 给 自 己 的 账 号 起 名 叫 “ 怒 放 的 火

花 ”， 他 幻 想 在 嗓 子 彻 底 被 煤 粉 堵 住 之

前 ， 直 播 能 把 他 的 歌 播 向 更 大 的 世 界 。

但 在 直 播 间 吼 了 一 星 期 后 ， 观 众 一 个 也

没 有 ， 被 咳 嗽 打 断 的 次 数 倒 是 越 来 越

多 。 去 年 冬 天 的 一 天 ， 刮 大 风 ， 气 温 骤

降，他喘不上来气，晚上 9 点多给在镇上

打工的妻子打电话，嘴里不停地念着“好

苦”。后来，他住院 12 天，医药费加上吃

住 花 了 1 万 多 元 ， 是 家 里 半 年 的 收 入 。

过 年 后 一 次 住 院 期 间 ， 他 在 病 床 上 打 开

软 件 ， 发 现 几 十 首 声 嘶 力 竭 的 歌 只 值

3.85 元。

林英德所在的江西省信丰县下围村只

有两个搞直播的，一个是他，一个是卖特

产的村妇。村妇赚的钱是他的几十倍。

他总是研究那些有几十万粉丝的“大

主播”怎么涨粉，有个浓妆艳抹的村妇只

是 跟 着 音 乐 对 口 型 ， 都 有 1000 多 人 看 ，

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没看完，可能她有

别的才艺吧。”

他能做的只有认真唱歌。有时嗓子里

的痰堵住了第一句，没赶上伴奏，他一遍

一遍重来，直到跟上为止。

妻子不怎么看丈夫直播，“看了心里

痛 ”。 偶 尔 打 开 软 件 看 到 边 唱 边 咳 的 丈

夫，她会立马打电话让他别播了，“钱也

赚不到，还累。”电话那头只是沉默。

因病回家休养后，林英德习惯了没有

存在感的生活。他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成了妻子口中的“一把锁”，“她就让

我在家看门”。

儿 子 不 想 读 高 中 ， 要 读 中 专 早 点 赚

钱，他劝不过。老婆为了攒钱盖完没封顶

的房子，累得眼睛花了，他帮不上忙。他

想过靠制衣的手艺补贴家用，从镇上进了

100 件货，人家让两天赶出来，他身体实

在吃不消，只能放弃。现在，做自己的饭

都费劲，菜也要妻子每周从镇上给他带，

“还不如老太婆，人家还可以自己种菜。”

他常去三四百米外的老樟树下找村里

的老人聊天，这两年也走不动了，“我就

是个废人”，他呆呆地望着窗外因为忘记

浇水而蔫掉的兰花。

唱歌让他觉得自己“还有点用”。玩

直播前，他从 2017 年 开 始 在 音 乐 软 件 里

发 自 己 唱 的 歌 ， 虽 然 平 均 每 首 歌 只 被 播

放过 40 多次，但他还是积极和别人互相

关 注 ， 互 相 点 赞 。 他 隔 两 天 就 要 更 新 ，

有时歌曲顾不上打磨就匆忙发上去，“发

的晚就会被淘汰。”

林英德喜欢唱歌，小时候放牛时对着

山丘唱，在家烧柴对着灶台唱。唱歌时他

能把所有的情绪抛在脑后。

他没钱专门学唱歌。上初中时，家里

连 5 元的学费都交不起。他有四个哥哥一

个姐姐，家里穷，米缸总是空的。母亲牵

着他的手，挨家挨户敲门借米。他读完小

学，就在家帮着放牛、砍柴，空闲时就自

己跑去挑煤，1.5 米的小个子，跟着壮汉

把煤从山上挑到山下。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小 江 镇 大 力 发 展 经

济 ， 下 围 村 附 近 没 有 大 的 厂 房 吸 纳 劳 动

力，只有小煤窑一口接着一口从田里和山

头长出来。十八九岁时，他带着一身力气

钻进一个又一个煤窑。他负责打炮眼，在

漫天烟尘中用冲凉的毛巾捂住口鼻，直到

看见煤露出来。每天井上井下两班倒，他

总是抓紧半夜在井上的时间唱两首歌。

在唱歌时，他最有存在感。听见他小

声唱歌，有人会喊：“大家不要说话，让

林 英 德 给 咱 们 来 一 首！” 他 喜 欢 飙 高 音，

经常唱张雨生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觉

得这首歌是在讲“谁的梦都能实现”。“他

们 总 说 让 我 再 来 一 首 ”， 他 挥 舞 着 手 模

仿，“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他称自己一直“想法很多”，在制衣

厂打工时，他想过自己设计一套衣服，经

常半夜爬起来，用粗铅笔在纸上画下歪歪

扭扭的线条。他还想去上设计培训班，但

家里妻子和儿女等着他寄钱养活。设计手

稿塞满两个厚厚的文件夹，和歌曲书一起

在衣柜的最上层吃灰。他翻到自己曾经设

计的商标，“这是梦。”他指着商标笑。

他 的 梦 还 包 括 上 舞 台 来 首 独 唱 。 他

唯 一 一 次 正 式 表 演 是 跟 着 厂 里 的 合 唱 队

去 镇 上 比 赛 ， 声 音 混 在 几 十 个 人 中 ， 没

有拿到名次。

2009 年 他 被 确 诊 为 尘 肺 病 ， 洗 完 肺

再回到制衣厂，肺里的定时炸弹炸开了。

他开始整夜咳嗽，扒着垃圾桶也吐不完嗓

子里的痰。左胸痛得厉害，他右侧卧睡，

后来两边都开始扯着疼，只能爬起来跪着

睡。高音唱不动了，从那之后他再没唱过

《我的未来不是梦》。

从肺里溢出的痛苦是缓慢而绵长的。

有些细微的感受，只有尘肺病人才知道。

屋子有没有通过风，林英德在门口就能感

觉到。他卧室的窗户必须时刻敞开，即便

在冬天，寒风刮得他脸僵。

位 于 赣 南 的 下 围 村 被 连 绵 的 山 丘 围

着，村子周围有 100 多口废弃煤窑。村医

在 2019 年挨家挨户统计，发现村里有 91
个开了诊断证明的尘肺病人，他们都在小

煤窑干过 5 年以上。病人们互相打趣对方

是“孤家寡人”，儿女大多外出打工，妻

子在镇上赚钱养家——她们不能走远，方

便随时请假照顾丈夫住院。

他们发现自己的吸氧时间越来越长，

睡眠时间越来越短，弯腰转身都要喘个不

停。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有人说话声还

没喉咙里的痰鸣声大，有人和别人说话像

是自言自语。

他们渐弱的声音慢慢压不过村里的闲

言碎语。“有人说你就是个懒人，天天装

什 么 病 ”。 有 的 尘 肺 病 人 听 到 这 样 的 话 ，

“气得要死”。

他们爬不过大大小小的坡，只能骑电

动车。大部分病人每天唯一一次出门，就

是骑车到超市，和几个 60 多岁的老人打

牌。他 们 只 玩 1 元 小 注 的 牌 局 ， 有 时 就

看 着 别 人 打 ， 只 要 能 短 暂 逃 离 冰 冷 空 荡

的房子。

林英德不打牌。妻子刘小玉一个月工

资只有 2000 多元，家里需要钱。他不敢

想再往后的事儿，比如儿子结婚，比如妻

子越来越花 的 眼 睛 。 林 英 德 觉 得 对 不 住

妻 子 ， 结 婚 时 穷 ， 电 扇 是 借 的 ， 礼 单 上

的 耳 环 到 现 在 也 没 有 给 她 买 ， 以 后 也 不

可能自己赚钱买了。

没钱赚，他只能从自己身上省，午饭

只吃一盘青菜和半碗米。唯一的娱乐是唱

歌，不花钱，想来几首来几首。缺点是没

有观众，想听掌声，只能慢慢挪到老樟树

下给老太太唱。

去年过年他开始玩抖音，发现直播里

有他向往的金钱和目光。拥有十几万粉丝

的“大主播”，在直播间里分分钟就卖出

五六千套床单，每一秒都有人刷礼物，他

边说边睁大双眼，“赚死那老板了。”他羡

慕主播能被几千个“家人”环绕，主播只

是一个人，但不断涌出的评论让气氛看着

“很热闹”。

他 开 始 摸 索 怎 么 成 为 “ 金 牌 主 播 ”，

发现大主播“噼噼啪啪说起来不停”，穿

得好，背景也好看，身边还有助理。他不

善言辞，也没人协助，只有制衣手艺能派

上 点 用 场 。 他 起 用 架 在 杂 物 中 的 电 缝 纫

车，彩色的布条耷拉在杂乱的木材上，是

毛坯房里唯一鲜亮的颜色。

刚接触视频平台时，林英德还没弄清

直 播 是 什 么 ， 就 从 拍 短 视 频 入 手 。 去 年

10 月的视频里，他穿着自制的民族风短

衫扭动着不协调的四肢。短衫下摆是用蓝

色 染 料 染 的 ， 染 料 只 买 9 元 的 ， 够 染 两

次，短衫在前两天的直播里出现时，已经

变成白色。

直播间设在屋子角落的梳妆台前，避

开铺满杂物和药瓶的桌子。音箱和声卡是

女 儿 资 助 的 ， 100 多 元 ， 他 没 敢 告 诉 妻

子。天色暗了，他还会打开十几块钱买的

镭射灯，红色和绿色的光点照在身后积灰

的塑料花上，他觉得才“像那回事”。

11 月 开 播 ， 第 一 个 星 期 ， 粉 丝 只 有

他儿子一个人，没有收益，还搭进去了住

院费、流量费、设备费。但出院后他还是

坚持隔几天播一次，过年后粉丝涨到 20
多 个， 他 高 兴 得 不 行 ，“ 总 会 越 来 越 多 ，

又 不 会 越 来 越 少 。” 因 为 病 情 时 好 时 坏 ，

他自嘲“不是在直播间就是在医院”。住

院的时间太长，他会拍个短视频给粉丝告

假，虽然没有人会问他去哪儿了。

他把自己的视频挂上“真人真唱”的

标 签 。 同 一 标 签 下 排 名 第 一 的 主 播 有

1000 多 万 粉 丝 ， 有 人 只 是 挤 眉 弄 眼 地 对

口型，获得的点赞都比林英德多百倍。

这并不影响他的热情，直播唤醒了他

心里很多想法。他按自己的尺寸做了薄纱

长裙和玫瑰色的短裙，因为热门视频里反

串挺火，他打算之后也试一试。他还拍好

了披着古风长衫跳舞的视频，存着没发。

视频里，他右手挥着扇子，左手使劲转怎

么也转不起来的手绢，表情严肃地问儿子

“拍正了吗？好看吗？”没有伴奏，背景音

乐是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他时常担心这份最后的快乐被夺走。

原来连着唱到七八首才会感觉累，今年开

始林英德明显感觉气不够用，刚唱两首就

跟不上伴奏，要攥着拳头使劲。去年做气

管镜手术之前，他的声音也没有这么干瘪

且嘶哑。他不想做这个手术，“往里面插

管子，肯定会影响我的嗓子”，他伸出手

指比作管子，往自己胸上戳。

直播时，他很少休息，闷着头一首接

着一首唱，粉丝让他歇一歇，他说“我就

再唱两首。”唱完趴在桌子上，消瘦的背

随着呼吸一起一伏，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

话的病友，“我应该不会吧”，他勉强挤出

一丝笑。

媒 体 报 道 后 ， 林 英 德 的 粉 丝 涨 到 6
万，直播间里飞舞着从未出现过的爱心、

玫瑰和灯牌，一场直播的累计观看人数上

了千。村里直播卖特产的那个村妇，开始

要蹭他的流量。

网 友 的 评 论 能 让 他 激 动 得 整 夜 睡 不

着 。 他 更 卖 力 了 ，“ 没 意 思 他 们 就 会 划

掉 的 ”。 但 大 多 数 人 刷 完 礼 物 就 走 ， 有

些 只 是 随 手 点 个 关 注 ， 点 完 一 划 ， 林

英 德 声 嘶 力 竭 的 歌 就 淹 没 在 看 不 见 底 的

视频推荐里。

村 里 人 提 起 林 英 德 的 直 播 ， 评 价 是

“他没事在家里玩”。但林英德把直播当做

唯一成功的事业。“如果我是正常人，我

一定从早播到晚”，他喃喃自语，“那我赚

大 了 。” 想 归 想 ， 光 是 两 个 小 时 的 直 播 ，

唱到后几首时已经没什么力气，高音的尾

巴都会掉下来。

火热的直播间也在慢慢冷却。粉丝一

直在涨，只是涨得越来越慢。实时观看的

人数从 100 掉到 20，他不知道直播间里来

来往往的人还会停留多久，就像他不知道

自己能唱歌的日子还有多久，“医生没说

啥，但我自己心里有数。”

相比于不火，他更怕被封号。好多人

想给他捐点钱，让他私信发微信收款码，

他发了两次就不敢发了，害怕被举报。有

人 建 议 他 带 货 ， 但 没 有 人 帮 他 包 装 、 运

货，他也怕质量出问题负不起责任，“这

个号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他在直播时不会想这些，除了唱歌，

他会认真念出每一个粉丝的昵称，把感谢

的 话 一 股 脑 塞 进 一 个 长 句 。 稍 有 迟 疑 ，

嗓 子 里 冒 出 的 “ 嘶 嘶 ” 声 就 会 把 句 子 切

出口子。

他怕自己粗粝的歌喉，留不住不断涌

来的粉丝。这两天，他总是刷到一个广西

老头，抽搐似的跳舞，直播间实时观众有

1000 多 个 人 。 他 不 服 气 ， 怀 疑 那 老 头 背

后有团队运营，“我跳得都比他好”。他还

看到拍好人好事的视频经常上热门，“我

都懂那些套路，我也会演。”但他不愿意

放弃自己的歌。

他常常缩在自己的靠椅里翻看粉丝私

信，或者用手托着脑 袋 ， 默 默 地 构 思 如

何 拍 出 “ 好 作 品 ” 涨 粉 。 他 决 定 先 换 换

环 境 ， 前 些 天 骑 着 电 动 车 跑 到 镇 上 的 小

广 场 ， 希 望 “ 能 带 点 人 气 ”。 除 了 看 病

外，他第一次跑这么远。

广 场 上 围 观 的 群 众 不 少 ， 但 那 场 直

播 他 只 赚 了 70 多 元 ， 当 月 的 流 量 套 餐

用 完 了 ， 他 搭 进 去 50 多 元 的 流 量 费 ，

净 赚 20 元 。 因 为 过 度 劳 累 ， 回 来 后 停

播 了 两 天。歇好了，想出门去近一点的

老樟树下直播，乌云压过山头，不巧天又

下起了雨。

林英德心里闷闷的，像是回到了不透

风的煤窑里。那些煤窑让他买了从小到大

第一件新衣服，也慢慢地抽去他全身的力

气。现在它们突兀又安静地杵在田里，入

口 被 水 泥 围 了 起 来 。 那 里 开 采 前 就 是 稻

田，热闹了一阵，现在又变回稻田。他已

经 10 多 年 没 去 过 了 ， 带 着 记 者 去 看 时 ，

只有一个井口还没被封上。头探进去，林

英德也说不出埋葬了他梦想的井有多深。

尘埃里的高音

□ 杨 海

又到了 7 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考
志愿填报结束、中考成绩陆续公布，3000
多万中学应届毕业生即将来到他们的人生
路口。

这种时候，“一本还是二本？”“能不能
上重点高中？”是孩子们最容易被问到的问
题。一个常被人忽视，或者只是还未能进入
公共视野的事实却是，一半左右的“大学
生”都来自高职（专科）院校，而根据教育部
的规划，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和中职
学校的数量，也将“大致相当”。

去年，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数量再创
新高，874 万名大学生走出校门。他们不得
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一边是“大学生就
业难”，一边是“企业技工荒”。教育是否真
正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答案不言自明。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完成职
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成
为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职业教育扩招面

向的不只是应届的毕业生。近日，教育部办
公厅、人社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又发布《关
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
知》，动员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报考
高职院校。

目标设定好后，路并不一定好走。
职业教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个社

会需要有人成为医生、律师，也需要电力工
人和面点师傅。具体到我国的发展阶段，在
工业4.0时代，高素质技术工人时常比写字
楼里的白领更“金贵”，更“高大上”。

职业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
纪的学徒制，徒弟在作坊，而不是在学校里
跟着师傅学习技能，直到能独当一面。从一
开始，它就是一项以谋生为目的的教育模
式，实用且现实。

如今，中世纪的黑暗早已散去，每个人
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在中考和高考
结束，考生选择未来的道路时，成绩往往会
作为主要依据，把考生分流到不同的教育
模式里。

这关乎公平——绝对意义上的公平，

或者现实意义上的公平。
理想环境中，每个个体都应该有自由

选择接受何种教育的权利。有些家长会说，
孩子初中时成绩不好，但到高中时就会发
力、逆袭。从全局来看，这些孩子永远都是
少数。

客观上，只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
事实存在，教育就不可能实现绝对公平。一
个不擅长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或者处在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学生，更可能面
对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实。

如果想要通过复读进入普通高中或高
校，就会挤占应届生的学位资源，那是另一
种不公。

教育机会平等指的是，教育机会的获
得依赖于学生已有的基础和潜质，而不是
社会背景。

前段时间北大教授丁延庆吐槽女儿，
无论自己多么努力辅导，女儿“离倒数第二
名都有很大的距离”。清华大学教授刘瑜也
感叹，“我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普通人”。

从这一点出发，职业教育实现的是一

种“现实的公平”。“普职分流”的基本假设
就是国家和社会需要不同类别、层次的劳
动力，而除了文化和制度选拔上的原因，人
的素质和天赋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职业教育对那些在普通教育中处在劣势的
学生“因材施教”，让他们不至于无路可走。

这条长期不被看好的路并不算差。
2017 年，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第一次
超过了本科，次年二者的就业率差距扩大
到1个百分点。

事实上，“普职分流”是工业国家的普
遍做法。在德国，学生通常在小学毕业后就
要“分流”；新加坡更早，四年级时就要作出
选择。

比起这些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中国
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教
育质量还有不小的差距。

长期以来，作为本科和普高录取的“剩
余”产物，中国的职业教育更像是“差生”的
收容站。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往往被
认为是一种更低的教育层次，而非另一种
彻底不同的教育模式。

这与职业教育长期积攒的“口碑”不无
关系。国外职业教育主推的“校企合作”，在
国内一些地方演变成毕业前的“强制实
习”，而不是共同培养。因为生源“差”，一些
学校管理也常常“放羊”。

师资方面，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
教师稀缺，很多职校的教学理念还停留在
普通教育的理论知识灌输上，而不是回归
就业本位。

国家和社会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出工
匠，但工匠精神同样适用于教育者。教育质
量是一切有关职业教育目标和战略的前
提，也是那些选择这条道路的孩子们的最
坚实保障。

更大的障碍是观念。“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相当
大的市场，很多家长认为只有普通教育才
是真正的教育，信奉“升学主义”，实际上可
能漠视了受教育者的真正发展需求。“读
书”固然“高”，但在这个时代，“读书”的形
式和自由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知识和技能都不挑人，更不挑人学习和提
升自我的地方。

谁能定义“社会地位”？社会发展阶段
不同，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也不同。很多
人都已经忘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专
生的地位甚至要比高中生高。没人能确定，
下一个10年、20年，会不会形成轮回。

目标再好，路还得好好走
事件观

林英德年轻时收藏的磁带。

年轻时的林英德。林英德在直播中唱歌。

林英德的服装设计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