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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孩子》写道：“从小我

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的孩子’，这

个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不聊 QQ，不喜

欢逛街，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

又听话又温顺，回回拿第一……嗯，

我在我妈嘴里是最差劲的，好像她恨

不得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表示，父母经

常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教育自己。每

个孩子身边都不可避免地有众多“别

人家的孩子”。父母总功利地认为自

家的孩子必须要赶得上别人甚至超

过别人，自己才有底气跟人说话。他

们拥有极为挑剔的眼光，而且眼中永

远都只看得到别的孩子的优点以及

自己孩子的缺点，只要孩子表现不

好，父母就会用别人的优点来刺激孩

子。事实上，这样的比较却是最伤孩

子自尊的做法。很多网友纷纷跟帖表

示，“恨透了”这个叫作“别人家的孩

子”的虚幻攀比对象。

现今社会对好孩子的标准似乎很

单一，无非就是成绩优秀、上名牌大

学、进五百强企业。而父母之所以会在

孩子之间进行比较，不过就是自己焦

虑与虚荣心的混合，总怕自己的孩子

会被他人落下，怕他因此就成了坏孩

子，更怕自己脸上无光。

父母太在意自己的感觉而忽略了

孩子的感觉，将学习成绩看得太过重

要，这只会逼孩子走上独木桥。父母

不妨转变观念，多关注孩子其他方面

的表现，多让他进行纵向比较，

少拿他与别人进行横向比较，这

样父母和孩子都会过得更轻松。

如果孩子有缺点，父母要鼓励他

战胜缺点，而不是将“别人的优点”这

个“大盐块”撒在孩子的缺点这个“伤

口”上，否则他也许会因此而放弃继续

努力，进而变得自暴自弃。

虽然不能总拿“别人家的孩子”与

自己的孩子进行比较，但这并不意味

着不可以提及“别人家的孩子”，因为

“别人家的孩子”也许真的有值得自己

的孩子学习的地方。只不过，在这种

情况下，父母需要换一种提及方式。

比如，孩子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数学成

绩不行，而恰好孩子的同桌数学成绩

很好，那么父母不妨这样说：“看到你

在英语上的努力我很高兴，不过数学

也不能放松啊。我听说你的同桌数学

成绩不错，你也完全可以从他那里‘偷

师’嘛，互相学习学习还能增进同学情

谊呢！”这样的说法就摆脱了“比较”的

影子，既让孩子看到了自身的实力，同

时也提醒了他自己的缺陷。孩子由此

学会了思考，也许他就会自己暗暗地

开始努力，弥补自己的短板。

鲁鹏程

33岁的西莱斯特·吴花了 6年时

间才写成的《不能讲述的秘密》讲述了

一个女孩之死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震

荡，该书登上了亚马逊 2014年度最

佳图书排行榜榜首，由此引起的关注

度让她始料未及。

吴的处女作《不能讲述的秘密》以

家庭成员的消失开头：“莉迪亚死了，

但她的父母还不知道。那是1977年5

月 3日，早上 6点半，大家只知道一

个无关痛痒的事实：莉迪亚没有在该

吃早饭的时间出现。”

莉迪亚的尸体很快在附近的湖里

被找到，她的家人们开始以各自的方

式寻找她的死因，所有人心里又似乎

藏着与她的死有关的秘密，这个被白

人社会排斥的跨种族家庭里“不能讲

述的秘密”被一点一点地揭开……

吴努力把小说与自己的现实生活

隔开，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70年代，一

个由华裔父亲和白人母亲组成的跨种

族家庭中。在把书中主人公塑造成亚

裔特别是华裔时，吴有些犹豫，因为不

想被视为自传。

但和莉迪亚一样，吴也是学校里

仅有的两个非白人之一，另一个是个

非裔女孩。更为遗憾的是，书中所有关

于种族歧视的内容都无需经过任何调

查信手拈来，因为所有的例子都是吴

自己、家人或朋友亲身经历过的。

“事实上，我认识的所有少数族裔

中，没有任何一个从未遭遇过种族歧

视。”吴清楚地记得曾经有邻居往她家

的邮箱里扔爆竹，住在附近的小孩子往

她爸爸的车上丢石头，出门的时候有人

冲她们吐痰，叫她们“滚回地狱去”。

吴说细微的歧视无处不在，当别

人称赞你的英语没有口音的时候，当

别人问你“究竟”从哪来的时候，人们

自己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对待是奇

怪的。

吴从小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与众不

同，她的科学家父母引导她为自己的

肤色寻找归属感，“‘你要代表你的种

族’……其他人会根据你的表现评判

你的种族。”吴学会要尽量在各方面做

得好，不然其他人会认为“中国人就是

那样的。”

她笔下的莉迪亚就没有这么幸运

了。为了满足父亲让她“成为一个美国

人”的期待，这个饱受讥笑和孤立的女

孩在家里假装自己有朋友，对着根本

没播的电话“聊天”。她死后，报道她葬

礼的报纸上写着“混合族裔家庭的孩

子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羡慕大洋彼岸是天堂的时

候，生活在美国的人并非都予以赞同，

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种族歧

视，以及这种歧视带给家庭生活的不

幸。 陈墨

1998年，哈佛大学的威廉·波拉克

出版了《真正的男孩》一书，自此男孩危

机论开始零星地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拯救男孩》认为

男孩危机集中体现在学业危机、体质危

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拯救

男孩”的口号。2013年12月，央视《朝

闻天下》以《拯救“男孩危机”》为题调查

了接受矫正的“女性化”倾向的男孩们，

这一议题再度升温。

近日，一篇名为《中国或迎来女性

高学历社会》的报道再次引发社会热

议。文中列举了近年来普通本专科男

女生人数的相关数据，由此认为“现有

的应试考核方式可能对女性更有利，

如三门主课中有语文、英语两门侧重

于记忆力方面，这可能是女大学生越

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将男性从强

势反转到弱势地位，女性则由弱势者

反转为强势者。而实际上，认为女性

“擅长死记硬背”是几乎没有根据的偏

见，与其说是男孩危机，不如说是中国

的教育方式面临危机。应试教育的恶

果是不分性别的。但在反转策略运作

下，女孩成了获益者。

再如，“男生一般寻找低学历女

生，高学历女性持续增加，可能会造成

‘剩女’增多。”“女性受教育的年限越

多，往往意味着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

久而久之生育率可能会大大降低”则

是明显的“错置”。且不说“剩女”增多

是伪命题，生育率降低则有非常多的

影响因素。而这段报道暗示这些问题

可以归罪于女性对高学历的追求，真

正的肇因者并未提及。

社会整体的变迁和女性个体的觉

醒共同动摇了森严的性别秩序。事实

上，当人们为“男孩危机”“阴盛阳衰”

忧心忡忡时，多数女性却仍在就业歧

视和职业瓶颈中艰难挣扎。 高音子

英国伯明翰大学 24岁的

天体物理系华裔女留学生刘梅

姬入选“火星一号”计划，或将登

上火星，成为火星产子第一人。

这项名为“火星一号”的

计划，打算从 2024年开始，每

两年送 4名火星宇航员到火

星，最终达到有 40人在火星

定居的目标，并在火星上繁衍

下一代。刘梅姬表示：“我觉得

这很有趣，因为第一个在火星

上降生的孩子将成为第一个

‘火星人’！”

刘梅姬目前正在大学攻

读太空科学。她从 20万名申

请人中脱颖而出，被挑选列入

600人的候选人名单。若成功

进入最后的 40人名单，今年

开始，她便要接受为期 10年

的训练，并要学会火星生活所

需技能。

然而，在火星上生产并非易事。

火星距离地球约2.25亿公里，而且火

星还有致命的高强度辐射。夜晚时

分，火星温度将骤降至零下63℃。“因

为火星上没有宇航飞船发射塔，如果

要将我们送返地球，将需要比 60亿

美元高得多的预算。” 袁梦佳

捐献骨髓
7岁的王俊杰正在上海浦东的儿

童医学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他救助的对象是自己 9岁的身患白

血病的姐姐。

“为了达到最佳的采集造血干细

胞的状态，他每天都认真吃饭，甚至

吃很多饭，有时候甚至吃到吐……”

母亲刘景红说。

通过隔离舱的玻璃，姐弟两人握

着电话，剃光头发的姐姐冲着外面比

划了一个“V”字胜利手势。输血管将

他们的身体连在一起，一同连着的，

还有隔不断的亲情。 杨杰

户口得失
湖北一个小伙子，因为自己觉得

“混得不好”，整整 15年没和家里联

系，更别提回家看看了。这个小伙子

也因此被注销了户口。

感人的故事，常常有一个大圆满

的结局。近日，因为办理一张临时身

份证，重庆民警得悉这一情况，最终

通知了小伙子家人。时隔15年后，一

家人终于团聚。相见时，父子俩激动

地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李嘉伟

变态熊孩
17人遇难，5名消防官兵受伤，其

中1人重伤。这是惠东“2·05”火灾令

人伤心的数字。“9岁男孩在商场玩打

火机引发火灾。”通报一出，一片哗然。

从用小石块和混凝土块向高速

路上过往汽车投掷取乐致一人不幸

身亡的 16岁少年，到模仿动画片“烤

羊肉”将兄弟俩烧伤的 8岁男童，再

到电梯内猛烈摔打 1岁半男婴的 10

岁小姑娘，这些具有强大“杀伤力”的

极端行为，就像电影《小孩子》中表达

的，孩子中的一些个体，一旦得不到

正确的引导，就会比成年人想象中的

样子更邪恶。 马慧娟

学生遭打
小枫(化名)今年 9岁，因为语文

课上未完成作业，被老师打了两记耳

光，其裆部也被踹了两脚。直到晚上，

家长给小枫换内裤时，才发现下体红

肿，被送往医院做了清创缝合术。目

前小枫无法返校，仍在家休养。

事后老师承担了孩子的所有医

疗费用。目前，双方正在协商赔偿问

题。 孙旭东

奥巴马夫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

位非裔夫人，而 JasonWu是第一个

为美国第一夫人提供公众着装的亚

裔服装设计师。回忆家庭教育对他的

影响时，JasonWu说：“从小我的数

学就烂，地理也很差，但对艺术就无

比感兴趣。我那喜欢缝缝弄弄的妈妈

并不像其他父母那样，硬给我补课，

希望我长大成人之后当上会计或律

师，反倒是会给我很多零用钱，由着

我买来许多娃娃，替这些娃娃设计各

式各样的衣服。在亚洲家庭里，这种

事情对一个小男孩儿来说，开明到不

可思议。我妈妈这样做，当时肯定受

到很多质疑，但她是个内心强大的女

人，她对我的影响也直接体现在我的

设计中。”

JasonWu9岁的时候，随父母

搬去了加拿大。“我父母希望我可以

获得更国际的视野，感受不同的文

化。但当时的我可感受不到。语言不

通，文化冲击很强烈，开始的时候每

天都不快乐，超级想家、想台北的小

伙伴和其他的一切。好在我适应得很

快，而这样的经历，也使得我可以愉

快地生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

落。” 许怡

孩子不是拿来比较的
新春期间# 网上

热传一则名为$别人家的

孩子%的帖子& 许多网友认为'

许多父母为了不被某个优秀的

孩子将自己的孩子比下去# 让自

己脸上无光#喜欢用优秀的孩子

来(刺激)自己的孩子#但这种

做法无疑会给孩子带来很

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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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危机：被建构的焦虑

在美国，不能讲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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